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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作用

胡晓玲※

1991年，中国开始与东盟进行对话并成为东

盟磋商伙伴。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

伴国，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2000年1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

新加坡举行的“10+1”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

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1年

11月在东盟—中国的“10+1”峰会上正式宣布10

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①。2002年11月，

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 《中国—东

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温家宝总理与东盟

领导人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

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

伙伴关系”，中国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区外国家②。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政治上有利于区域政治环

境的改善；经济上，有利于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市

场规模，促进经济技术合作。

华侨华人主要聚集在东盟国家，经过数百年

的发展，形成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20世纪50年

代，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上对华侨华人

进行限制，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他们变“叶落

归根”为“落地生根”，融入了东盟主流社会。在短

暂的二三十年里，90%的华侨开始向华人社会转

变。随着华人政治认同的改变，华侨华人在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角色更为明朗。中国

与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特征是：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发展友好，互不对抗，不损害第三国。

一、从政治方面的作用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伴随贸易关

系和经济合作的全面展开，中国和东盟10国政治

关系也大步向前发展，而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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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也将改善东南亚华人的政治生态环境。

华侨华人在东盟各国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

生态环境取决于东盟国家的内部因素，也受中国

和东盟诸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各国关

系好，华人政治地位相应提高，反之亦然。另外，

中国的繁荣也对华人政治地位和政治生态有积

极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和谈判的

启动，从一定程度上给华侨华人政治生态环境加

以改善，华侨华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起着

桥梁作用。

第一，华侨华人的处境伴随中国—东盟自由

贸区的提出和建设得到改善。中国加入《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区外

国家。一系列协议和宣言的签订并生效，意味着

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的信赖与合作上升到一个

全新的水平。这样，华侨华人不会因国家关系和

国家利益受政府的猜忌，华人在参政议政等政治

生活中得到发展，与东盟国家共同进步。

第二，华侨华人发挥积极作用，利于东南亚

华人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建设中，华侨华人可凭借自己的特殊优势为

中国和所在国的政治合作充当桥梁作用，也可以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中开展业务，还可以进行教育

和咨询活动。华侨华人促进了与当地居民的了

解，同时为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积累政治资

源。

第三，华侨华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建设中，促进了东盟各国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了

解，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印象。

下面具体看华侨华人在东盟10国中的政治

作用。华侨华人在马来西亚，政治权利相对低于

马来人。华侨华人在新加坡社会地位较高：第一，

宪法强调了平等和谐原则；第二，放宽了获得公

民权的条件；第三，多元的宗教政策；第四，保护

马来人少数族群利益；第五，通过各种措施确立

新加坡国家认同①。华侨华人在泰国政治地位较

高。虽然由于泰国华人同化程度较高，导致对于

直接参政的华人身份界定比较困难，但不论是这

些参政的华人是否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华人的文

化认同，仅从泰国具有华人系统的人物积极参

政，甚至上台执政，就可以看出作为泰国社会一

部分，泰国华侨华人已经真正地享受到了政治上

的平等权利②。1986年菲律宾华文《世界日报》一

则报道说：“近阅报端，欣悉参政在菲律宾的华人

血统菲籍人士，数目可观，锋芒崭露。历年来菲华

社会梦寐以求的华族地位已被竖立起来，此乃华

人之光，非人之福。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愈

来愈明显地看到菲律宾华人作为少数民族一员

而存在并融洽于菲律宾大社会，将是菲国经济和

政治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③华侨华人在

印度尼西亚社会参政积极性提高。1998年5月苏

哈托政府垮台后，印尼进入民主改革的政治转型

阶段，新政府在国际社会和民主运动的压力下，

逐渐调整对待华人的政策，朝多元文化和多元民

族的方向努力④。华侨华人在缅甸，表现不是很积

极。1982年出台的缅甸公民法，使华人成为不能

拥有充分政治权利的二等或三等公民，这一状况

在1988年新的军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改变，而且华

人的政治地位随着缅甸政治的动荡莫测而变得

不确定⑤。华侨华人在柬埔寨，从1991年以来享有

和土著公民相等的法律地位。华侨华人在老挝有

较高的经济地位，但他们普遍远离政治活动。华

侨华人在越南的地位不是很高。华侨华人在文

莱，地位逐渐得到提高。

综上所述，华侨华人在东盟国家的政治领域

得到发展，政治地位和政治生态环境改善。

二、从经济方面的作用看

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后，东盟区

域内经济合作显著发展，主要朝着“扩大”和“深

化”方向发展。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

的实施，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关系的深入，华侨

华人投资中国市场，开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有

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展。可以说，华侨华

人的协调桥梁作用巨大。

据最新统计资料，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中，

居留在东盟各国华人华侨人口总数就有约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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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约占世界华人总量的70%以上，其经济实

力估计为1500亿～2000亿美元，约占全球华人华

侨经济资源的70%以上①。华侨华人认同当地，成

为所在国公民，在经济上也成为当地经济。近二

三十年，许多华侨华人在经济活动中转向工业，

带动产业调整。以下分国别阐述。

华侨华人在新加坡以工业化为中心，结合发

展旅游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计划。该计划一方面鼓

励国内外资本投入新兴工业部门，特别是新加坡

从转口贸易港变成加工工业品出口贸易港；另一

方面，扩建旅游地。华侨华人的经济在新加坡日

趋国际化，形成了由华侨、大华、华联分别组成的

三大银行集团，业务涉及制造业、商业、房地产、

金融一些产业。华侨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国民经济

中占有一席之地，进入钢铁、水泥等重工、建材行

业。华侨华人在泰国主要经营食品加工业及纺织

服装业。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从传统商业形态转向

现代产业资本形态，华人企业集团开始形成和发

展。例如，陈永栽先生于1977年并购菲律宾联盟

银行并控股，股份占有率为48%，该行在全国有

270多家分支机构，经营资产达1350亿菲律宾比

索，成为该国最大的民营银行②。印尼的华侨华人

主要是“政商型”的华人企业集团居多，使得华人

企业集团承受经济和政治风险，不适应经济透明

化和民主化。华侨华人在缅甸，经济资本弱小而

且分散，技术含量低，处于低水平。华人的经营几

乎是中小型企业，产品单一。印支三国中，华商的

制造力十分弱小。文莱，华侨华人涉足电子装配、

印刷、化工等领域，占据了30%以上。

华侨华人在东盟的发展状况和当地华人经

济实力紧密联系。华侨华人在新加坡的经济领域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华侨华人在马来西亚

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一批跨国集团企业，在该国经

济中有着积极作用。华侨华人在泰国的经济中占

该国的60%，占私人经济的80%。华侨华人在菲

律宾的经济中遍及该国各行业，形成跨国集团公

司，占该国的经济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华侨华人

在印尼的经济中起主要角色，是该国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缅甸华人经济占80%以上。印支三国

中华人经济大都是小本经营，多为家庭式的，华

人经济地位有限。文莱华人经济是该国经济的重

要补充，商业及种植业在该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华侨华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扮演着经济桥梁角色。

三、从文化方面的作用看

早期的华侨华人对自身文化拥有某种程度

的优越感，他们很少与当地社会接触，无论是在

语言和民族特征上，还是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传

统上与祖籍地保持一致性。华侨华人也建立了中

国式的社团组织，接受的大都是华文教育。20世

纪60、70年代，东南亚华人与中国间的文化联系

几乎中断，加上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导致战后新

生华人传统观念日趋淡薄。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从客观上促

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同时，中国国家政治、经

济地位的提高必然会吸引华商青年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同与向往。

文化是桥梁，也是沟通的途径。东南亚的华

人企业虽然众多，但中小企业占了多数，较具规

模的大型企业毕竟是少数。对多数华侨华人而

言，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关系的加强，华人

更容易与中国建立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联系。

华人与祖籍地息息相通。从血缘和地缘角度看，

华人与祖籍地关系密不可分。传统的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加强，华文的商

业价值提升，也会促进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发

展，有助于唤醒青年一代华人的民族文化意识，

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可以

说，华人的文化促进作用，有利于所在国人民对

中国的正确了解和认识，消除当地民族长期对华

人的偏见，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关

系的健康发展。

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赞扬华侨华人巨

大贡献时说，历史不能没有华人。华侨华人是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桥梁，传承着文明

和进步。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