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APEC 会议看马中合作的新方向》 

正当单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日益威胁经济全球化之际，举办APEC ‘ 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 （简称亚太经合组织 ）会议，等同再一次由亚太地区的主

要经济体集体肯定多边贸易体制。这是继四天前（2020年11月15日）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签署后的另一项重大的区域表态。这等同是

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投下明确的不信任票。同时，对后疫情时代的

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合作的发展，影响至深且钜。 

 

马来西亚是今年APEC会议的主办国。虽是国小民寡，可它在维护自由贸易

和多边主义的立场上，却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与中国享有高度的共

识。这为双方在APEC框架内开展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中两国的关系千丝万缕，渊远流长。晋入多事之秋的 2020年，从两国

先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到轮次的相互驰援，所体现的友谊已远远

超出国与国之间经贸合作的考量，更不是盘算地缘政治的利害得失者所能

比肩。 

 

** 疫后合作的新抓手 

一场席捲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一方面既让世人对大小各国防控疫情的成

败一览无遗、高下立判；另一方面，却也引领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和欠发达国家，对防控疫情的新科技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从痛苦的教训

中累积的经验知识。 

 



后疫情时代将是数字经济崛起的年代，中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模式，预料将

进一步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合作。中方可借科技创新所催生的新动能，作

为对外合作的新抓手。 

中国已名列前沿的强项科技，如：移动金融、云计算、节能环保、人工智

能等，可适时走出国门，在APEC的经济合作框架下，结合伙伴国的产、学

、研领域资源，打造出具有在地人文色彩的新产品。这将形成一种崭新的

“中国智造”  

( powered by China ) 特色。 

 

这类新动能将成为幚助众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 桎梏的关键钥匙。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其最大的挑战在于传统产业

仍然囿限于保守的运营观念和模式，产能始终停滞不前。 

 

马来西亚以农立国，就以农渔业为例。曾经辉煌一时的橡胶业，就曾因劳

动力的短缺而走向没落。如今取而代之的油棕业，撇开市场价位的起落不

说，它对外劳的依存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而言之，几十年来，

密集劳动力仍是主导马来西亚农业兴衰的关键。 

 

同样的，尽管历届的马来西亚政府鼓励深海捕捞，但回首审视相关产业现

有的条件，我们的造船业却仍停留在‘各师各法，遵古泡制’ 的层次。凭经

验设计的木船，海上安全规格是否达标，还是疑问！值得省思的是，坐拥

丰富海洋资源的马来西亚，曾几何时却对捕捞业的现代化一筹莫展！ 

 

放眼中国现已出台的新科技，就以卫星导航为例：其应用已远远超出一般

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认知范围。据悉：中方的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服务、遥



感监测服务，可充份用于规模化的种植。将导航技术用于农业种植，则可

提高农业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和保护自然环境。此外，智能农机、机器人

、无人机植保等何尝不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出路！造船技术方面的革新，

中国更是久经锤炼，值得马方借鉴。 

 

**“技术转移，资源共享”新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年 APEC的主题强调 Shared Prosperity ——共享均荣。既然须从释放人的

潜能着手，自然离不开多边主义的合作。值得期待的是，这会进一步强化

多维度的多边合作；优化经贸的互补整合、科技人文的互鉴，以及缩减成

员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马中两国的友好交往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人文

交融、贸易往来、基建合作等层面。科技资源的分享，应该是马中双方共

同着力深耕的新抓手。 

 

在APEC 的合作框架下，中国高新科技的输出，不应只着眼于传统性的市

场开发，而是致力于塑立“技术转移，资源共享” 的科技落地新模式。这一

方面既能引领伙伴国的科技向前迈进；另一方面，“中国智造”且具有在地

人文色彩的新产品，也能让战略伙伴分沾光环、与有荣焉。我相信这比任

何形式的友好互动，更能融入东道国社会，进而为 APEC的合作模式，树

立‘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的新典范。 

 

［**疫后“双循环”的新机遇］ 



放眼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尽管近月来西方国家集团对华的叫嚣日

烈，但世界的聚焦仍离不开中国。中国率先摆脱疫情，继而复工复产，为

提振当前低迷的全球经济，不啻是支强心剂。 

 

与此同时，中国即将践行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预料会是新一

轮‘扩大开放’的序幕。这为亚太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将提供一个潜力巨大的

中国市场，为疫后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空间。预料这

也可间接纾缓疫情期间备受操弄的意识形态分歧，进而弥补饱受创伤的国

际合作体系。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从拥抱自由贸易，全面融入多边

主义国际合作的体系，而至日前（2020年11月15日）参与 RCEP 的签定，

中国走的是逐渐扩大开放之路。种种迹象显示，所谓的‘国内循环’并不意

味着中国会闭关锁国。相反的，它讲求的是完善国内的产业供应链，以规

避因为国际经济危机或其他灾难引起的产业链动荡；同时能够促成企业进

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以提升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可借‘内循环’激活庞大的内需，以强大的进口来掌握国

际商品定价权，以及货币支付的决定权，进而完善内需体系，减低经济的

外向度，以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 

 

作为中国在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这对马来西亚来说，无疑是更大的市场

有待开拓。马来西亚为中国的大国担当喝采，也期待着一个更趋自信与开

放的中国，排除万难，拥抱世界。毕竟，APEC是块试金石。成功构建一个



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APEC, 即意味着一个亚太命

运共同体的日趋成形，这也将是终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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