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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演化的关键力量，探索其演化进程与演化规律，可为中国

制定双边关系响应战略提供科学的指导。以贸易结合度和全球货物贸易网络的中心度为依据，可将中国—东盟经

贸关系的演化进程分成五个关键阶段，在各阶段中国对东盟的经贸的紧密关系保持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且各阶

段的响应战略是积极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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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

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贸区是继欧盟、北美自

由贸易区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东盟的双边

经贸关系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演化的关键力量，全

球经济网络的演化改变了中国—东盟的地位与影响

力，进而引发中国—东盟相关利益主体的心态、认

知模式、民族情绪的变化，各自会调整与改变响应

战略，其变化引起双边关系的变化，使得双边经贸

关系演化出现突变。利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中国—东

盟经贸关系的演化进程，科学评价双边响应战略的

效果，可为中国响应战略的规划与调整提供科学的

依据与指导。

国内外学者从国际关系、经贸发展、战略博弈

等视角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问题。国

际关系视角的学者们认为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因

素主要是美国、双边经济的不对称性、南海问题等

因素，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发展的未来前景大多

持有乐观态度[1-2]。依据中国与东盟签署的重要文件

以及重要战略的提出时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

可划分为全面对话框架建立阶段（1991—1996年）、

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建设阶段（1997—2002年）、战

略伙伴关系确立和巩固阶段（2003—2006年）以及

全面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2006年至今）四个阶段
[3-4]。经贸发展视角的学者们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关

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回顾了双方贸易发展历程并对

经贸前景做了一些预测，认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

展差距在缩小，但双边经贸关系具有非对称性、脆

弱性与敏感性[5-6]。战略博弈视角的学者们指出，一

些国际组织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双边博弈关系的稳定

以及对中国主导权的影响[7-8]。社会网络视角的学者

们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44个主要城市的优势进

行了比较[9-10]。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东盟的经贸关

系带有复杂网络的特性，它在复杂网络系统中不断

演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主导因素。但

现有的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在历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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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划分依据上偏重于主观判断，缺乏定量的指标

依据；二是对中国—东盟在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及

社会资本以及相应的响应战略的效果缺乏深层次

的评价；三是没能揭示中国—东盟的响应战略对中

国—东盟经贸关系演化进程的影响机制；四是对中

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演化趋势的

判断没能给出科学的依据。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法研究了中国—东盟的经贸

关系的复杂网络的进化进程，利用复杂网络的中心

度指标与贸易结合度指标，科学划分了中国—东盟

经贸关系的演化进程，利用定量数据分析了中国—

东盟的响应战略的效果。

二、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复杂网络演化进程

国家间经贸关系的演化是双方依据自身战略需

要、经济影响力以及环境现实条件不断博弈、调整响

应策略的结果，国家的响应战略会改变与影响一国

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双边经贸的力量对比又会

促进国家响应战略的调整[11]。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

演化是中国与东盟不断调整响应策略，不断依据双

边经贸力量对比改变博弈策略的过程，因而可以依

据双方的经贸依存关系及双方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

地位与影响力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复杂网络的

演进过程进行阶段划分。贸易结合度是评价双方在

贸易上相互依存程度的有效指标，反映了双方间的贸

易联系的紧密度，能评价双方间的贸易关系强度，它

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响应战略的调整。在经济

复杂网络中，网络节点的中心度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心度越大表明节点在网络中的权

利越大[12]。全球贸易构成了一个复杂网络，每个国家

和地区在网络拥有的社会资本与权力的大小能直接

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贸响应战略的有效性[13]。

本研究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选取了1992—2014

年全球每年的货物出口贸易额的排名前20的国家和

地区以及将东盟十个成员国看成一个整体，利用双

边贸易关系来确定与构建全球货物的复杂网络（因

每年的前20名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就占到了世界总

出口额70%以上，因此本研究构建的复杂网络能反

映全球货物贸易网络的特征）。网络图如图1所示。

利用UCINET6软件计算出度数中心度指标值

与排名，利用数据计算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

指数①，具体如表1所示。

对表1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的经

贸关系的复杂网络演化可划分为五个阶段：中国弱

势与非紧密依存期（1992—1997年）、中国弱势与紧

密依存期（1998—2002年）、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

加强期（2003—2007年）、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衰

减期（2008—2012年）、中国强势与紧密依存调整期

（2013年至今）。

（一）中国弱势与非紧密依存期（1992—1997年）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度低于东

盟，说明中国在网络中的地位不如东盟；中国对东盟

的贸易结合度小于1（1995年例外），贸易结合度小于

1说明两者间的贸易联系松散，是一种非紧密依存关

系。在这一阶段东盟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太

稳定，在第五位至第八位之间波动，中国的地位较

为稳定，维持在第十一位左右的位置。

（二）中国弱势与紧密依存阶段（1998—2002年）

中国与东盟贸易结合度指数都大于1，而且呈

上升趋势，说明两者间的贸易联系在不断加强，相

互依赖度加大。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度数中心度一直

小于东盟的度数中心度，但在不断增加，在全球货

物网络中的影响力排名从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九位附

近，这说明同东盟贸易的联系紧密度的增强，对我

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起到了提升作用；

东盟的度数中心度出现了一定的下滑，排名也从第

图 1 全球货物贸易复杂网络拓扑图

①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

比，该比值反映了两国贸易相互依存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CD AB 为A、B两国的贸易结合度，XAB 为A国

对B国的出口额，XA 为A国出口额，M B 为B国进口额，WW 为世界进口总额。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数值越大，两国在贸易方面

的联系越紧密；数值越小，则贸易联系越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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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降到了第六位；这一阶段，中国与东盟在全球货

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差距在不断缩小。

（三）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加强期（2003—2007年）

中国的度数中心度已经超过东盟的，在货物贸

易网络中的地位从第九上升到第四或第三的位置，

中国的经贸实力不断增强；在这一阶段中国对东盟

贸易结合度不断增加，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在不

断增强。东盟的度数中心度出现一定的波动，但在

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在第九位与第七位之

间波动；东盟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不断增加，并且都

大于1，说明东盟对中国的贸易联系在不断增强；这

种贸易联系的加强关系有效提高了中国与东盟在全

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四）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衰减期（2008—2012年）

中国的度数中心度不断增加，变为最大，在全

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继续提升排到第一位的位置；

中国对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持续上升，这说明中国在

强化同东盟的贸易联系。东盟的度数中心度整体呈

稳定增加趋势，排名跃升到第五位，这说明这一时

期东盟调整了对中国的贸易关系，增强了它在全球

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五）中国强势与紧密依存关系调整期（2013年

至今）

中国的度数中心度保持稳定，在全球货物贸易

网络中仍排在第一位的位置，对东盟贸易结合度继

续增加，中国对东盟的贸易依存度继续增加。在东

盟方面，贸易结合度有微弱下降，度数中心度增加

较快，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维持在第六位至

第四位的位置。说明东盟国家有意识地调整了与中

国的贸易紧密联系关系，增强了同其他伙伴的贸易

联系，提升了它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三、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复杂网络演化进程
的各阶段响应战略的效果分析

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演化的五个阶段，中国

与东盟采用了不同的响应战略与策略，这些响应策

略作用到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使全球货物贸易网

络因中国—东盟的战略博弈朝不同的方向演化，不

同的响应战略所产生的效果也存在差异。

（一）中国弱势与非紧密依存期（1992—1997年）

中国加大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加

强了同东盟、日本、美国、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贸易联系，但中国将响应的重点放在了国内引资

与经济增长上，在贸易伙伴上更注重欧、美、日，没

有将重点放在与东盟的经贸联系上，中国采用了相

对被动的响应战略，它稳定了中国在全球经贸网络

中的地位（比较表1、2的数据得出该结论），一定程

                指标
    年份

中国对东盟 东盟对中国 中国度数 东盟度数 中国 东盟

贸易结合度 贸易结合度 中心度 中心度 排名 排名

1992 0.949 0.951 50 81.25 10 5

1993 0.906 0.950 58.824 82.353 9 5

1994 0.940 1.038 58.824 76.471 10 7

1995 1.076 1.269 47.059 70.588 12 8

1996 0.832 1.044 52.632 84.211 11 5

1997 0.960 1.264 55.556 77.778 11 5

1998 1.097 1.449 55.556 77.778 10 7

1999 1.119 1.351 61.111 77.778 10 7

2000 1.254 1.436 63.158 78.947 10 8

2001 1.337 1.446 66.667 77.778 9 7

2002 1.405 1.605 66.667 77.778 9 6

2003 1.337 1.734 84.211 78.947 4 7

2004 1.396 1.714 84.211 73.684 4 9

2005 1.362 1.726 84.211 78.947 5 8

2006 1.403 1.734 89.474 78.947 3 7

2007 1.487 1.767 89.474 73.684 3 7

2008 1.514 1.628 94.737 78.947 3 6

2009 1.585 1.590 94.737 73.684 3 6

2010 1.453 1.583 100 78.947 1 6

2011 1.478 1.597 100 84.211 1 5

2012 1.520 1.529 100 78.947 1 5

2013 1.667 1.491 100 78.947 1 6

2014 1.768 1.490 100 94.737 1 4

表 1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和复杂网络的中心度统计表

【中国—东盟研究】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演化进程及响应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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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提升了中国的社会资本。东盟在这一阶段采取

了更主动的响应战略，1992年东盟提出了要建立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1996年东盟将中国升格为

全面对话伙伴，1997年东盟又举办了东盟与中、日、

韩第一次首脑非正式会议。东盟在这一阶段处于主

动、强势地位，通过将东盟作为整体来同大国进行

博弈，获得博弈中的主动权，东盟的响应战略有效

提高了它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比较

表1、2的数据得出该结论）。由此可见双方的响应战

略都具有合理性，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主动响应的

战略让东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与网络控制权。

1992—199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对东盟的贸易

结合度从不紧密向紧密过渡阶段，是中国利用东盟

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

自身影响力的过程。

（二）中国弱势与紧密依存阶段（1998—2002年）

中国意识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性，采取

了更为主动的响应战略，积极融入亚洲经济与世界

经济，在1999年参加了“东盟+3”的领导人会议，达

成了东亚合作意向；同时与美国、欧盟达成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00年提出了建立更加互惠的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倡议，2002年签署了《中国与东

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中国采取的响应战略极大推进了亚洲经济

一体化进程，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从

表1、表2的数据可知，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网络社会资

本与影响力不断增加，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缩小了同

东盟的差距，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紧密度不断增

加。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盟将精力主

要放在重振经济、降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上，采

取的响应战略相对被动，从相关数据来看虽然东盟

的社会资本维持了稳定，但它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

地位受到了一定影响，出现了下降。因而东盟采取的

响应战略没能产生积极影响，效果不是很显著；中

国采取主动融入的策略，取得了良好效果，由此可见

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主动响应的战略能产生更积极

的结果。

（三）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加强期（2003—2007年）

中国与东盟都意识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

的重要性，加快了建设步伐，2003年签署东南亚友

好合作协议，明确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

系，到2006年实现了500多种农产品的免税，2004

年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

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与东盟自

贸区进入实质建设阶段，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

议》；双方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双边

贸易的发展，双方的经贸联系紧密度不断增强。双

方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提高了双方在全球经济网络

                 指标
  年份

中国接近 东盟接近 中国中间 东盟中间 中国特征向量 东盟特征向量

中心度 中心度 中心度 中心度 中心度 中心度

1992 66.667 84.211 0.278 3.905 28.86 41.496

1993 70.833 85 0.289 3.307 33.32 41.321

1994 70.833 80.952 0.473 2.442 33.972 40.008

1995 65.385 77.273 0.105 1.951 26.819 37.228

1996 67.857 86.364 0.146 3.386 29.25 40.169

1997 69.231 81.818 0.586 2.995 30.415 38.653

1998 69.231 81.818 0.699 2.79 28.962 37.641

1999 72 81.818 0.967 2.404 32.056 38.395

2000 73.077 82.609 0.927 2.993 31.541 36.874

2001 75 81.818 1.706 3.429 34.104 38.17

2002 75 81.818 1.751 3.792 34.007 37.748

2003 86.364 82.609 4.669 3.556 38.231 36.577

2004 86.364 79.167 4.402 2.518 38.412 35.312

2005 86.364 82.609 3.946 3.159 38.11 36.291

2006 90.476 82.609 5.449 2.807 39.886 37.036

2007 90.476 79.167 6.574 2.203 40.762 36.779

2008 95 82.609 7.866 3.396 42.935 38.594

2009 95 79.167 8.122 2.94 43.086 36.594

2010 100 82.609 7.795 3.225 43.637 36.975

2011 100 86.364 7.728 3.911 44.261 39.783

2012 100 82.609 8.855 3.315 44.75 38.55

2013 100 82.609 8.696 2.968 44.379 38.513

2014 100 95 7.541 6.142 43.972 42.532

表 2 中国—东盟经贸网络的中心度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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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增大了双方在货物贸易网络中

的社会资本，具体数据见表1、表2。这反映出和平

环境、共同的经济合作意愿、积极的响应战略能产

生双赢的结果，能有效提高双方的社会资本。

（四）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衰减期（2008—2012年）

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将响

应战略重点放在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上。中国在

这一阶段采用了更积极的响应战略，一方面同东盟

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

资协议》，正式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也

启动了中韩自贸区的谈判，加强同全球主要经济体

的合作来促进贸易的发展，这些响应战略极大提升

了中国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地位及控制力，度数中

心度不断增大，对东盟的出口不断增加，出口依赖

度增加。东盟在此阶段调整了相应战略，在与中国

共同建设自贸区的同时，也同日本、韩国签订建设自

贸区的协议，同时这一时期美国加入TPP协议谈判，

东盟同北美、南美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东盟

的这些响应战略降低了东盟对中国的贸易依存与紧

密联系度，同时也提高了东盟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

社会资本与影响力，其度数中心度增加，排名也上

升到第五位。东盟的大国平衡的响应战略对它的发

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这种平衡战略对中国而言具

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了中国风险、降低了中国在

国际政治领域如南海问题的谈判力。

（五）中国强势与紧密依存关系调整期（2013年

至今）

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

新趋势，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经济结构亟须转型升

级；在此背景下中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

201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4

年开启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谈判，中国加

大对东盟的投资与对外贸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中

国赋予了东盟更高的权重，给予更多关注，中国对

东盟的出口依赖度与经贸联系紧密度增加。积极的

响应战略稳定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与影

响力，为经济与社会转型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东盟方面，一方面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加入亚投行，获得与中国合作的经济利益；另一

方面，在历史情结与恐惧心态的作用下，同时受大国

平衡思维的指引，东盟积极响应美国主导的TPP协

议，菲律宾激发南海问题，引起中国与东盟关系紧

张，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部分东盟

国家因担忧中国的复兴会引起国际金融、经济中心

的转移，主导东盟在经济上向欧美靠拢，与中国在

经济上保持距离。东盟在这一时期的响应战略的调

整，提高了其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其在全球

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与社会资本不断增加，特

别是2014年东盟的度数中心度值增幅较大，而对中

国贸易结合度继续减小。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经历了五个关键的

演变阶段，在划分依据不同的前提下，本研究的前三

个阶段时间节点同已有的研究成果保持了一致性，

为已有的研究成果补充了定量支撑。后两个阶段的

划分能更准确地判断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演变的趋

势，为中国响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从响应战略的效果来看，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

对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有较好的效果，采取主

动响应的国家比采取“被动”响应的策略方在全球

经贸网络中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与社会资本。中国

自1998年以来一直采取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发展与

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这种响应战略推动了中国与

东盟的经贸关系，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

中的控制权，为中国谋求与东盟政经关系博弈的主

动权奠定了基础。

从演化过程来看，建立与发展中国—东盟自贸

区是中国—东盟双边经贸关系的核心响应战略。自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中国对东盟的

出口结合度不断增加，东盟对中国的出口结合度则

不断下降；这说明“自贸区”的响应战略的产出效应

具有不对称性，对复杂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与影响力

大的节点更有利。

在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加强期，“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为中国—东盟的经贸

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双方围绕经济发展签订了系

列的合作协议，双方的贸易结合度与在全球货物贸

易网络中的中心度、结构洞等社会资本指标都出现

增长，并且出口贸易结合度与中心度排名呈现同向变

化。这说明和平的政治环境，双方在经贸战略响应

的合作方面的投入越大，双方的经贸联系紧密度及

【中国—东盟研究】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演化进程及响应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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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在复杂网络中的影响力与社会资本越大，响

应战略的效果越明显。

自201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双方都对双边关系

的响应战略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使东盟在全球货

物贸易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跃升，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特

征向量中心度值接近中国，排名跃升，影响力与控制

权增强，它增大了东盟与中国的政经博弈的话语权，

东盟可能会因此而进一步消减对中国经贸联系紧密

度的赋权，增大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政经风险。

（二）讨论

全球经济与贸易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具有典型的

复杂网络特征，网络的关系结构能够较为客观地反

映国家与地区间的相互关系与力量对比。中国与东

盟是全球经贸网络的关键节点，它们的经贸关系的

变化可用网络的相关指标来反映。历史数据与资料

收集的广泛度可能会影响社会网络的构建与相关指

标的计算结果，但网络规模的大小不会改变节点的

关系结构与力量对比，总体趋势具有一致性与合理

性，本研究选取全球货物贸易前20强（东盟看成一

个整体）的22年数据，能真实反映中国—东盟经贸

关系的演变过程。

复杂网络系统具有鲁棒性，这种特征使网络具

有抗扰动与外来冲击的特征。全球货物贸易网络的

鲁棒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在较长时

间内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南海问题等对中国—

东盟的经贸关系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不会左右中

国—东盟经贸上的紧密联系与相互依存的大局，在

未来10年，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仍是紧密联系的

关系，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仍会大于东盟的影响力。

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贯

性与持续性，东盟会通过重新赋权、重新连接等方

式来调整它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关系结构，通过建

立新的自贸区等方式来进一步降低对中国的经贸赋

权，增强其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影响力。因而我国应

注意东盟的这种响应趋势，利用我国在全球经贸网

络中的影响力与社会资本，通过调整“一带一路”建

设的资源投入，继续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扩大对

东盟的直接投资等方式来加强与东盟的经贸联系，

掌控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

从演化过程来看，中国对东盟的经贸的紧密关

系保持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它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货

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使其社会资本不断

增加。这说明中国的响应政策是积极的、有效的；这

种响应政策的有效性与中国政权的稳定与开放政

策的连贯性有关。虽然我国的复兴引发了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围堵，但经济网络演

化的主旋律是合作、开放、共享，我国要以开放、合

作、创新的战略定性来响应这种围堵，进一步增强

我国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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