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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澜湄合作的角度观察，新时代中国的水外交在理念、政治、经济、安全等层面的发展，对于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提供地区公共产品都有着积极效应，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中国在

开展水外交过程中，着眼于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协调发展现有共同机制; 强化技术性合作; 发展多层次合作; 注

重运用公共外交手段，不断深化可持续发展。总之澜湄水资源合作是中国开展水外交工作的重点领域，也是推进

中国周边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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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具有高度的稀缺性和战略性，是人类

生存不可或缺的资源。近年来跨境跨流域水资

源治理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日益突出。中国

与湄公河国家在水资源合作方面建立澜湄合作

机制，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区域示范。
在澜湄合作的背景下，中国的水外交有助于提升

与周边国家合作治理跨境水资源的效能，有助于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

一、相关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对水外交开展了相关研

究，从促进合作的角度观察，水外交是一国政府

围绕( 跨界与非跨界) 水资源合作项目和软水产

品的开发和利用，通过技术和社会双层举措的外

交实施方式。［1］( P42 ～ 50) 从水外交效应的角度观察，

水外交广义上是指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水

资源问题展开的涉外活动，狭义上是指国家以及

相关行为体围绕跨界水资源或国际河流水资源

问题展开的涉外活动。水外交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为实现水目标本身而开展的外交活动; 另

一类是为实现其他外交目标( 包括政治、经济和

军事) 而开展的与水相关的外交活动。［2］( P81 ～ 93) 水

外交主体包括影响获取、管理和利用水资源的国

际行为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的机构，如非政府

组织、国际开发机构和私人公司等。水外交不只

是大国政治，是可以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外

交合作，［3］( P6 ～ 7) 其核心要素包括维护和平与安全

的外交预防性质、传统的双边外交辅之以多边和

多层次的外交、国际社会集体责任观念。［4］( P11) 水

外交框架包含开放和变化; 互动性、复合和可反

馈 性; 高 度 适 应 性、非 零 和 谈 判 方 式 的 运

用。［5］( P14 ～ 18) 可见，水外交是国家或相关行为体通

过合作、博弈等方式，通过水资源治理等路径维

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外交活动。
水外交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工作。在流域

国家进行谈判沟通方面，水外交指导着水资源治

理与合作谈判。只有将科学、政策和政治因素与

外交相联系的情况下，水资源问题才会得到可持

续性解决。［5］( P15，317) 与传统的外交形式不同，水外

交更多地利用科学数据、评估和知识，将法律、制
度和战略机制及外交工具作为解决问题的谈判

基础。［6］( P654 ～ 667) 因水资源议题产生的外交活动既

涉及政治领域，又涉及促进跨境水资源合作的专

业技术内容。涉及行为体和覆盖领域的多样性

是水外交的特点。
世界上各大国都十分重视通过开展水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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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水战略来推进本国利益的实现。美国对于

水外交的重视程度逐年增加，在全球战略层面重

视水外交的作用，2011 年和 2017 年相继发布了

《水与发展战略》和《美国政府全球水战略》报告。
欧盟对水外交也给予了较高的重视程度，2013 年

《关于欧盟水外交的理事会决议》指出，欧盟在世

界范围内推进水资源合作，是基于欧洲跨界水资

源管理的长期合作传统、丰富经验和知识。2018
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新版《关于欧盟水外交的理

事会决议》，这标志着欧盟将水外交提升到了战

略层面。水外交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外交方式，通

过强调合作，吸收多层次行为体的参与，战略高

度维护国家利益，愈发受到重视。
中国的水外交具有战略伙伴建设和公共外

交性质，并发挥着冲突预防、危机管理和促进区

域合作的职能; 中国可以在双边、区域和多边范

围内发展水外交。［7］( P28 ～ 33) 中国需要通过“水外

交”来保障与湄公河国家合作中应有的“水权

力”，并消除“水问题”对其他双边及多边事务谈

判的不利影响，引入技术和社会双层举措参与外

交治理。［8］( P25 ～ 36) 水外交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

的影响，表现为通过地区合作机制参与国际合

作，以处理中国与邻国因水问题引发的矛盾; 中

国还可以通过出口与水相关的技术和产品，来实

现针对新兴国家的水外交。［9］( P66 ～ 68) 中拉和中非

合作论坛的“1 + N”召集人模式突出了中国在机

制中的引领作用。［10］( P61 ～ 77) 既有研究已经从水外

交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

了研究。而澜湄合作机制体现了中国的引领作

用，澜湄合作中水外交的内涵及效应、水外交促

进共同发展的路径是值得本文研究的新领域。

二、中国在湄公河国家开展水外交的内涵

中国开展水外交，一方面是缓解跨境水资源

问题造成的治理困境，另一方面是通过水外交提

升流域各国经济、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合作

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

式。［11］( P196) 澜湄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澜湄合作

机制的启动和运作意味着中国在运用跨境水资

源治理的同时，已经考虑了全流域国家的利益和

诉求，澜湄水资源合作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合作的

要义，是各国平等互惠的创新合作模式。因此，

中国的水外交融入了澜湄合作精神，运用新发展

理念促进合作，以区域治理推进全球治理。2018
年 1 月中国政府公布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

年行动计划( 2018—2022) 》旨在促进澜湄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缩小本区域发

展差距，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

同体。该计划致力于将澜湄合作打造成为独具

特色、具有内生动力、受南南合作激励的新型次

区域合作机制，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地区一体

化进程，促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12］中国对湄公河国家开展水外交的内涵体

现在了理念、政治、经济和安全层面。
( 一) 理念层面: 促进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加强

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有针对性的

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以支持各国落实各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 可持续发展目标包

括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

续管理，到 2030 年，在各级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

包括酌情开展跨境合作; 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他们开展与水

和卫生有关的活动和方案，包括雨水采集、海水

淡化、提高用水效率、废水处理、水回收和再利用

技术，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水和环境卫

生管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可持续发展更为

重要，澜湄国家的发展不能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在利用水资源的同时，需要加强对水污染

的预防和治理，因旱季和雨季造成的水量变化、
修建水利设施对下游水量的影响需要进行人工

调节，水资源与粮食、能源的相互作用等因素也

需要得到重视，这些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的范畴，

即统筹处理好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关系。
澜湄六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例如工业化、

城镇化和人口增长带来的水资源、能源、粮食需

求压力增大，洪旱灾害频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

确定性，水利基础设施滞后和水治理能力不足的

问题。这些共同的挑战以及我们关于繁荣与可

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构成了我们实质性合作所

需要的战略基础”［13］。中国通过水外交推进澜

湄水资源合作，最重要的是采取可持续的合作发

展模式。虽然各国对于如何运用跨境水资源存

在利益差异，但是澜湄流域水资源的使用关系到

流域国家的国计民生，各国制定了相关的水资源

利用规划，并颁布实施了水资源方面的法律制

度。澜湄国家在跨境水资源治理上接受可持续

发展、水资源合作等理念。中国作为澜湄合作机

制的引领者，将“扩散性互惠”理念贯彻到了合作

理念当中。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远比湄公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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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要强大，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解决与相

关国家的发展问题，更多地以单方面投入的形式

存在，“期待自身的行为能够塑造整个社会的行

为”［14］( P13)。也就是说，中国希望通过次区域水

务合作，在澜湄合作等各相关机制的运作中塑造

合作理念，培育合作文化。
澜湄合作机制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得益于

“澜湄速度”，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等相关机构迅

速成立。中国通过技术优势带动下游国家的治

理水平提升，同时六国又在同一平台上共同就治

理议题开展交流合作，体现了各成员国共同参与

的理念。澜湄合作考虑到了各国的发展水平不

同，中国倡导的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可以帮助流

域国家更好地开展治理，虽然各国利益并非完全

一致，但六国以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开展合作，有

助于解决发展问题。反过来，发展问题的解决有

利于水资源治理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合作理念。
( 二) 政治层面: 维护和谐周边

澜沧江—湄公河贯穿六国，以水资源治理促

进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和谐稳定最为可贵。中国

与湄公河国家间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湄公河五国间关系总体良好。近年来因气

候变化等原因，旱季的湄公河水量骤减，引起了

湄公河国家民众的不理解，甚至出现了一些抗议

活动，这对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造成了负面效

应。实际上，根据湄公河委员会的数据，2019 年

12 月—2020 年 4 月，中国澜沧江出境水流量比以

往同期要多。同期湄公河流域极端干旱的原因

是 2019 年雨季变短导致降水比往年大幅减少，以

及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高温和水分蒸发量增大。
中国近年来采取积极的水外交活动，以最大诚意

促进湄公河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2020
年 10 月 22 日，中国与湄公河委员会签署协议，同

意向湄公河委员会分享全年的澜沧江水文信息

数据，数据每天提供两次，包括降水数据和河流

水位数据。2020 年 11 月 1 日，中国开始向湄公

河国家提供澜沧江旱季水文信息，至此澜沧江全

年水文信息已经对湄公河国家公开。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共同启动了澜湄水

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

不只是政府间的谈判沟通，也涉及一国政府对他

国民众的影响。公开上游水资源信息有助于流

域国家维护水资源安全和预防灾害。中国的水

外交为澜湄流域监控水量、修筑水坝提供了沟通

和协调的模式，提升了湄公河国家民众的切身

利益。
( 三) 经济层面: 促进多边合作

多边主义是为促进多边活动而“设计”出来

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把规范性原则和现实性理念

混合在一起。多边活动都包含着合作，多边主义

要求参与者抵御只从国家利益角度定义自身利

益的诱惑。［15］( P60 ～ 63) 澜湄各国在发展经济与生态

保护之间存在矛盾，需要逐步提升治理维度，通

过多边合作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调适到符合

各方利益的舒适度。在各国共同利益和治理观

念之外，还需要机制的参与以减少不确定性。机

制对于合作和进步的贡献，是通过改变国家以自

我利益为基础进行的决策而实现的。国际机制

之所以对相关政府存在价值，是因为机制为政府

彼 此 达 成 相 互 有 利 的 协 议 提 供 了 可

能。［16］( P11 ～ 12，102) 机制以多边规则 代 替 了 单 边 规

则，其优势在于可使其他行为体的合作行为更可

预期，帮 助 政 府 通 过 合 作 追 寻 它 们 的 利

益。［15］( P114) 中国通过水外交推进国际合作，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更为高效的经济发展方式。2000
年 4 月，中老缅泰四国交通部长在缅甸正式签署

了《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定》。2001 年 3
月，中老缅泰四国代表签署了《实施四国政府商

船通航协定谅解备忘录》，并同意建立澜湄商船

通航协调联合委员会。2006 年 9 月 2 日，泰国清

盛港与云南景洪港的客运定期班船开通，带动了

湄公河沿线旅游业的发展。2008 年 10 月，澜湄

航线 完 成 了 首 次 客 运，正 式 实 现 了 全 年 通 航。
2015 年 6 月，中老缅泰四国就《澜沧江—湄公河

国际航运发展规划》达成了共识，计划 2025 年将

建成从云南思茅港南得坝至老挝琅勃拉邦长 890
公里的国际航道，可通航 500 吨级船舶，这一航

道与泛亚铁路的中线部分实现连接后可成为云

南出海的新通道，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促

进东盟 和 湄 公 河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17］( P147 ～ 148) 中国在澜湄合作机制中尝试使用

小多边的方式开展水资源治理，是对于双边治理

机制的补充。多边合作具有特定优势，在通过制

度进行治理的同时，不但强调参与多边机制对国

家利益的保护，还强调多边机制必须具有公益

性，服务于流域整体的利益提升。而在流域整体

性利益得到提升的情况下，中国开展合作的信誉

度、话语权也会增加，最终服务于水外交。
( 四) 安全层面: 提升非传统安全治理水平

《澜 沧 江—湄 公 河 合 作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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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2) 》中着力关注非传统安全和水资源

治理。非传统安全主要包括经济安全、卫生安

全、环境安全、个人和社群安全等，其指涉对象包

括个人和国家。［18］( P14) 在澜湄流域，航运安全、水

生灾害、粮食安全问题等构成了澜湄非传统安全

治理的主要内容。
湄公河流域航运安全是值得重视的方面，湄

公河部分航段水运较为发达，但航行安全不易保

证。2011 年中老缅泰启动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

行动，各国联合执法有利于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

合作，保证流域人民生活安全、社会稳定，有助于

沿岸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东南亚

国家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双边或小多边安

全合作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有效形式，这与东盟

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相互补充，成为地区

安全合作的主要模式。［19］( P32)

水资源是澜湄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水外交

体现了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抓手作用。
澜湄合作因水结缘，与水相关的地区非传统安全

问题层出不穷。受季风影响，河流水量呈现季节

性分布的特点。澜湄流域的旱季和雨季较为明

显，近年来旱季到来时，中国主动开闸放水，这有

效缓解了湄公河下游的严重干旱。科学合理修

筑水电站能够创造经济收入，也能够调节水流

量，为 下 游 国 家 和 人 民 应 对 旱 涝 风 险 提 供 了

保障。
湄公河国家大多经济基础较弱，对农业的依

赖程度很高。根据世界银行对本世纪以来的统

计数据，柬埔寨农业用水占其淡水使用比例为

94. 00%、老挝为 95. 90%、缅甸为 88. 56%、泰国

为 90. 37%、越南为 94. 78%。［20］而越南 91%的出

口大米产自九龙江平原，［21］九龙江平原正是湄公

河入海口地区，地下水容易遭受海水倒灌而产生

土地盐碱化现象，威胁地区粮食安全。中国与湄

公河国家能够就水文信息进行分享; 积极开展澜

湄环境合作，开展全方位、多渠道的对话交流活

动，加强与沿线国家环境官员、学者、青年的交流

和合作，开展生态环保公益活动，实施绿色丝路

使者计划，分享中国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与

实践经验。［22］中国在湄公河国家开展的水外交，

有助于促进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水平的进步。

三、中国在湄公河国家开展水外交的效应

澜湄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需要进

行经济、技术、能源、环境、人力资源、卫生健康等

方面的合作，湄公河五国与中国共享澜湄合作的

治理成果。近年来，水资源合作成为澜湄合作的

优先推进方向之一，中国的水外交因此呈现出积

极效应。
( 一) 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中国水外交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拓展，开展了

战略性对外水务项目合作，促进“一带一路”与周

边国家的对接。中国通过流域国家共同参与的

澜湄合作机制，推进澜湄流域的水务项目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在推进过程中项目的细化实施最为重要。中

国通过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使周边国家搭上发展

快车，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在水能开发领域，通

过开发建设水电站加强次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

设，为国内外输送电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能源保

障。泰国非常重视东部经济走廊 ( Eastern Eco-
nomic Corridor) 建设，中泰战略发展需要以澜湄

合作为纽带，以水资源带动两国合作，有助于“一

带一路”和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对接。另外，中

国设立的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全面启动，这些双边

合作协议包含有渔业保护、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等议题，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水

外交对区域合作的促进作用。澜湄合作机制是

中国拓展国际合作的平台。湄公河国家与中国

在国家实力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下游国家会担心

中国的行为模式对其造成影响。国家实力的内

涵不但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软实力的影响也

要得到重视。澜湄合作机制可以提升流域国家

的话语权，通过认真细致的沟通，国家间可以消

除误解，扩大共识。在澜湄合作的建设过程中，

各国并不否认或排斥已有的合作机制。对流域

国家来 说，这 体 现 了“一 带 一 路”合 作 的 协 调

运作。
澜湄次区域覆盖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支点城市和地区，涉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两廊一圈”“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合作

倡议。澜湄合作以水资源治理促进地区合作，推

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搭建澜湄

水资源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以全球化的理念

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水外交可以缓解中国与

湄公河国家因水而起的争议，促进政治互信，进

而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其他风险。澜湄地

区基础设施、产能等方面的发展在“一带一路”的

带动下，促进互联互通，可以为当地民生发展助

力，解决当地就业等方面问题，通过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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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带动营商环境提升。从共商、共建、共

享的角度，加强中国方式的作用，水外交有利于

建设“一带一路”。
( 二) 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的水外交蕴含着互学互鉴的内容，并且

考虑到了湄公河下游国家的利益，这对于中国国

际形象的改善具有积极的作用。中国欢迎澜湄

水资源合作中心与湄公河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向

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澜沧江全年的水文信息。中

国在澜沧江进行水利活动的同时，注意及时通知

湄公河委员会。2020 年 1 月初，中国对澜沧江的

水力发电设施进行测试，并将这一情况及时告知

了湄公河委员会。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首席执

行官安皮哈达( An Pich Hatda) 认为，中国的事前

知会措施有助于下游国家和民众防范风险。［23］

2020 年 9 月，根据美国非政府组织“地球之眼”的

报告，美方官员妄称“中国操纵湄公河水资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进行了驳斥，并表

示其援引的报告明显违背事实，没有任何科学价

值。实际上，湄公河委员会 2020 年 8 月发布的最

新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澜沧江梯级水库具有“雨

季蓄洪、旱期放水”功能，有助于维持湄公河的流

量稳定。中国通过积极的水外交，使湄公河委员

会意识到中国为促进澜湄国家的发展主动采取

了措施，提升了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互信水平。
中国的水外交还注重社会与经济效益相统

一。中国境内的糯扎渡水电站是澜沧江段最大

库容水电站，建设中基本做到了零排放，在绿色

开发水能的同时，产生的电能不仅供应中国国内

西电东送，还出口湄公河国家。2017 年 4 月，老

挝副总理宋赛·西潘敦在视察中国电建投资建

设运营的南欧江六级水电站时，高度赞扬在电站

建设与运营管理、移民环境、生计恢复和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成绩。湄公河国家通过

澜湄合作专项基金获得了大量援助，以促进本国

经济合理健康发展。澜湄合作专项基金重点用

于改善民生，在卫生、教育、减贫、妇女等领域支

持开展了 400 多个项目，为湄公河国家提供了 4
万多人次的培训，推动本地区人力资源潜能加快

释放。［24］2018—2020 年间，柬埔寨获批的澜湄合

作专项基金项目最多，包括 55 个项目，总资金投

入超过 2000 万美元，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

源培养、网络安全和能力建设、旅游和服务、环境

以及文化保护等项目。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中

国水外交为湄公河流域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也蕴

含在水外交工作之中。
( 三) 提供区域公共产品

中国的水外交具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中国

与湄公河国家通过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促进次区

域整体发展。中国在进行水外交的过程中，相比

湄公河国家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因此中国为推动湄公河国家的治理能力建

设、提高次区域的合作水平而提供了公共产品，

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第一，技术类公共产品。
2017 年 2 月，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一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7 年 3 月，中国—东盟环保

合作中心在北京组织了澜湄国家水质监测能力

建设研讨会。此外，中国水利部为湄公河国家的

水利工作者开设了培训班、研究生班，相关人员

还受邀调研中国的水利建设情况。2017 年 6 月，

中国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为了推进中缅水资

源合作，邀请缅甸相关人员参加在武汉举办的高

级水资源管理培训班。另外，作为澜湄水资源合

作项目之一，中国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为老挝

和柬埔寨水利管理人员开设了水利工程硕士研

究生班; 2017 年 8 月，中国水利部为湄公河国家

水利管理人员开办了水资源合作城乡供水规划

与管理培训班，各国学员在北京和湖北等地进行

学习和调研; 2018 年 5 月，澜湄水资源合作项目

“中国水利水电技术标准推广培训班”在天津和

北京成功举办，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
南的 23 名水利专家和政府官员参加了培训，培

训班分享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标准体系的

建设成就和经验，就湄公河国家技术标准进行了

交流。第二，民生类公共产品。中国企业在海外

工程开发过程中注意环境和生态保护，促进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2017 年 9 月，中国电建在海外全

流域投资开发的老挝南欧江项目举行二期一级

水电站拉塔亥、惠娄移民新村交接。中国企业为

海外水电移民建设新家园，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考虑到了当地民众的生活保障。2018 年，中

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立项援助柬埔寨茶胶省两县

18 乡建设 200 口水井。该援柬民生公益项目属

于“丝路之友·幸福泉”的一部分，2019 年已经建

成了一期 144 口水井。水井建成前当地两个县

民众生活用水极度缺乏，雨季时通过简陋的蓄水

设备收集雨水饮用或保存，旱季通过买水解决生

活问题。第三，安全类公共产品。跨境犯罪等问

题威胁着沿岸国家人民的安全，对水路运输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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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交往都造成了严重影响。2011 年 12 月，中老

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指挥部在云南西双版

纳关累港揭牌，这标志着四国联合执法警务合作

的新平台正式建立。2017 年 12 月 28 日“澜沧

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实现实体化

运行。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建立

以来，四国共同进行了逾百次联合巡逻执法行

动，有力地震慑了威胁湄公河航运的犯罪活动。
四国执法部门在行动中打击违法犯罪、护航商

船，为沿河各国人民挽回经济损失共计 1. 88 亿

元，联合巡逻执法总航程达 5. 61 万公里。［25］中国

在澜湄合作机制内，以最大的诚意向其他成员国

提供水文信息，尽可能为下游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提供数据、信息、知识、经验、技术等方面的公共

产品。
澜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深化与创新

发展。其三大支柱与东盟共同体建设三大支柱

完全契合，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

化进程，也与既有次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补充、相

互促进、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澜湄合作机制是

一种区域公共产品，中国作为次区域内的大国，

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占有最大份额。作为提

供公共产品的回馈，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都

会得到提升。澜湄合作机制通过水资源合作促

进次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中国水外交的规

范影响力进一步扩散。

四、进一步发展中国水外交工作的建议

从流域国家对水资源使用的差异性来看，各

国在水运、灌溉、渔业、水电等领域的关切不同。
由于澜湄流域存在多种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出

现了机制难以协调的局面。澜湄流域水资源安

全还面临域外发达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

介入。另外澜湄地区水资源供给很大程度上受

制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澜

湄流域水资源合作是中国水外交的巨大成就，必

须将实现价值认同与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

最终的发展目标。澜湄合作因水而生，水文化贯

穿于六国文化之中。只有加强命运共同体意识，

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各国合作的经济效益才会

持久，安全合作的根基才会牢固。中国需要从以

下几方面推进水外交。
( 一) 促进地区合作机制共同发展

国际机制具有积淀成本的意义，即便行为体

倾向于支持不同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既有的机

制仍然能够存续下去。［15］( P102) 澜湄合作机制创立

之前，流域内双边、多边的水资源治理机制已经

存在。中国在未来的水外交工作中，应注意协调

与既有机制的关系，并与东盟密切沟通。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与澜湄合

作机制的合作应当继续深化。当前，澜湄合作机

制已经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中国在推进水外交的

过程中，需要以合作发展的理念促进次区域国家

经济、社会、安全等方面治理能力的进步，政策议

题要充分考虑到下游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发

展中国 家 的 合 作 共 赢 是 各 类 机 制 协 调 发 展 的

方向。
( 二) 强化技术性合作

中国的水外交要注重技术领域的合作，应关

注并运用技术性、专业性方式，定量分析河流水

量的季节性变化，并引入海水脱盐、污染治理等

世界先进技术，在开发推广中国技术的同时，可

以与西方等技术先进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展合作，

共同参与到国际河流的治理当中，防止域外国家

单方面介入澜湄水资源治理对中国产生负面影

响。中国的水外交应协助提升湄公河国家技术

性治理能力，促进流域各国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

推进可持续发展，进而真正体现发展中国家合作

的内涵。
( 三) 开展多层次的水资源合作

跨境水资源政策的制定、实施要具有一致

性，各利益群体、地方和中央政府水外交战略要

保持一致。地方政府、企业、智库要配合中央政

府开展水外交。中国在海外进行投资开发的同

时，需要正确看待与相关国家的利益分配问题。
在澜湄合作机制内，中国可以首先尝试与老挝、
柬埔寨等国开展水务领域的合作，在取得一些经

验的情况下，再将成功经验推广到湄公河流域的

其他国家。在水外交工作的实施中，要因地制

宜，项目规模要充分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

国的非政府组织应以适当的形式参与到水外交

之中，应从建立国际非政府组织入手，重点关注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比如清洁

饮用水入户，这样的项目投资不大，但往往会收

到良好的社会效果。非政府组织形式灵活，能够

对政府层面的工作有所补充和升华。通过这样

细致入微的工作，中国帮扶流域国家提升治理效

果与能力的方式能更加深入人心。在智库工作

方面，水外交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应当建设一

批包括水利科学、电力、材料学、地理学、经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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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等相关人才的协同创新智库，与流域各国

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国民教育体系内加紧设立相

关复合型学科，进一步加强培训湄公河国家水利

建设相关人才，以服务于全流域一体化的跨境水

资源治理。
( 四) 重视公共外交作用

中国在未来开展水外交时，应注重话语权建

设的重要性，积极运用公共外交的交流方式。对

于中国媒体而言，应当准确、及时报道中国在澜

湄水资源合作中的积极成果，传播运用的语言要

包括湄公河国家语言以及英语等国际通行语言，

而且要联合当地媒体进行报道，这样更能以当地

民众可接受的方式达到传播效果。媒体在进行

报道时，要关注专题、受众对象，进行长期报道，

并充分运用网络传播方式便捷的特点，在网站、
手机等平台上增加传播渠道。湄公河当地国家

民众的反馈还需得到重视，要建立起接收信息反

馈的渠道。澜湄国家媒体间的交流也需要继续

提升。另外，公众在水资源合作中也承担着公共

外交角色。水资源合作文化也是需要传承和发

扬的，澜湄各国可以通过共同举办活动，分享各

国关于水资源文化、保护的创新方式，可以将水

资源文化旅游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安排。
( 五) 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责任、参与度和透明度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及因发展而带来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对于可持

续发展存在重要的影响，管控经济依赖所带来的

政治独立性降低，以及确保中小国家政治稳定对

于可持续安全十分重要。［26］( P85) 澜湄国家在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体现了包容性、透明性。澜

湄流域的生物多样性需要重点保护，在进行水电

站建设的同时，中国要特别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例如规划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路径，在建设过程

中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注重流域国家的

共同发展。中国在开展水外交的同时，应当对流

域电网的整合进行可行性调研，并与东盟进行合

作，推动次区域电网的标准制定以及电网规划和

建设。
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

思想的部署，要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做好周

边外 交 工 作，推 动 周 边 环 境 更 加 友 好、更 加 有

利。［27］发展中国家间需要相互帮扶，共同支持彼

此开展合作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澜湄水资源

合作是中国开展水外交工作的重点领域，也是推

进中国周边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增进

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国际合作提供了议题平台。
在具体落实中，中国的水外交需要对接好国内外

水资源治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需要得到平衡，

需要特别重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为 最 终 目 标，落 实 全 球 发 展 倡 议，实 现 共 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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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Water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Lancang －Mekong Cooperation

Xing Wei
(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cang － Mekong cooperation，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y and secur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he Belt and
Ｒoad”，improv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providing regional public products，which reflects the win － wi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diplomacy in the future，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Lancang － Mekong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nd coordinate the existing mechanisms for common development．
Besides，we should strengthen technical cooperation，develop multi － level cooperation，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public diplo-
macy，and deep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gping＇s thought on the diplomacy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the Lancang － Mekong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should not only be the priority area for Chi-
na＇ water diplomacy，but also the key concern for the promotion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Key words: Lancang － Mekong Cooperation ( LMC) ; water diplomacy; water governance; peripher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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