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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访华与在马中资项目前景：“一带一路”可

持续性思考1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8月17-21日的中国之行，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影响：

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中马关系的稳定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可持续性。

对于中方来说，应对的关键在于：通过谈判与新一届马来西亚政府就下一步合作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达成若干原则共识。

东盟、美国、中国在东南亚

东南亚是中美两国和平竞争的重点地区。对此，东南亚国家采取的策略是：

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努力捍卫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

美国对盟友与伙伴国的支持通常表现为“安全为主，经济为辅”。特朗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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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虽然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但又不愿意看到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独领风骚”，

采取的应对是：安全上让盟友与伙伴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经济上也提供适当的

支持。这表现为：在退出 TPP 后，又于 2017 年底推出所谓“印太战略”并重启

“美澳日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2018 年 8 月初蓬佩奥在新加坡宣布

为东南亚国家新提供近 3 亿美元“资金”，以及 7 月底他在华盛顿表示将投资

1.13 亿美元用于推动印太地区的数字化、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应对则是：经济上做大与东盟国家合作的蛋糕，安全领域管控与东盟

声索国之间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并与东盟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中马应就在马中资项目达成新共识

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而东南亚则是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来说，东南亚还是枢纽地区。在东盟 10 国中，马来西

亚属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合作对象国。过去几年，在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

布当政时期，中马两国签署了大量的合作项目合同与协议，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

大项目。

“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可持续性”事关“一带一路”倡议

的最终成功。而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是大型“一带一路”项目成功的必要条件。

今年 5 月赢得大选而上台的马哈蒂尔总理认为纳吉布时期与外国签署的大

型基础设施项目数量太多、金额太大。考虑到当前马来西亚面临的经济和财政压

力，其意图是重新审查这些项目，然后再决定这些项目的前景。同时，与项目的

外国合作方磋商下一步的处理意见，比如就新隆高铁项目与新加坡谈判（尚未进

行）。由于与中国国企合作的大项目比较多，因此，与中国政府的磋商就成了重

点，这也是他此次访华的目的之一。

坦率地说，中马合作项目对马来西亚的意义要大于对中国。马哈蒂尔年轻时

是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担任国家领导人后却成为务实而成熟的政治家，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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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与中国合作的价值。他 1981-2003 年任总理期间曾 7次访问中国，任内中马

关系持续稳健提升。此次再度当选总理后，他在与中方的多次接触中也都明确表

示，坚持对华友好政策，欢迎中国投资。今年 7月，马来西亚特使达因访华时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转交了马哈蒂尔的亲笔信。马哈蒂尔在信中表示欢迎中国企业

赴马投资兴业，并对马中关系发展前景感到乐观。

此次马哈蒂尔访华，中国应与马方重新论证项目的必要性与协议金额的合理

性，以便达成新的共识：是继续、取消、延缓，还是缩小规模。

在“一带一路”五周年之际的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即将五周岁，正是整体评估、总结的恰当时候，以确定下

一个五年“一带一路”的推进方式、力度。这是实现“一带一路”可持续性的必

要一环。

马来西亚案例的主要意义在于，比较典型地展示了“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的

政局变动对相关项目设施的影响。解决这个案例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后马

哈蒂尔时代的马来西亚、对于其他“一带一路”重点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

另外，美国在直接推动其他国家发展经济方面成功经验不多，只要中国能稳

健、有效地推进东盟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就不必担心这一地区来自美国的

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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