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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角下的“泰式民主” | 东南亚地区《区域动态》

7 月第一期

本期东南亚区域动态分为“学术动态”及“时事动态”两大板块。“学术动

态”推介欧仁妮·梅里奥的《宪法拼凑：泰国神圣君主政体与法治之争》

（Constitutional Bricolage: Thailand’s Sacred Monarchy vs. The Rule of Law）一书，

探讨泰国独特的“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政体。“时事动态”汇编了近一月内马

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整体的大

事要闻，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

------------------------------学术动态-------------------------------

编者按：《宪法拼凑：泰国神圣君主政体与法治之争》一书作者，巴黎第一大学法学院

公法学讲师欧仁妮·梅里奥（Eugénie Mérieau）以泰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保皇派-军事联盟

与进步的民主运动之间的斗争为切入点，探讨了泰国独特的“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政体

（Democratic Regime with the King as the Head of State）。1932 年，以比里·帕侬荣（Pridi

Banomyong）为代表的民党成员和部分开明军官推翻了泰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沙立·他那

叻（Sarit Thanarat）等保皇派-保守派精英通过 1958年的军事政变建立起的“泰式民主”（Thai

Style Democracy）重新确立起国王在泰国政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本书在结合法学理论的

基础上，借助研究宪法文本和政治实践，深入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西方宪法模式与传统

泰国君主制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从而为我们认识不同时期的泰国宪法变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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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主办的期刊《当代东南

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于 2022年 8月刊载了罗温·利拉帕塔纳（Rawin

Leelapatana）对《宪法拼凑：泰国神圣君主政体与法治之争》（Constitutional Bricolage:

Thailand’s Sacred Monarchy vs. The Rule of Law）一书的书评。利拉帕塔纳是泰国朱拉隆功

大学法学院公法学讲师。书评摘编如下：

长期以来，泰国经历着占主导地位的保皇派以及军事联盟与进步的民主运动之间的连番

政治斗争。尽管泰国王室的绝对统治在 1932年被推翻，但保皇保守派精英还是在 1958年发

动军事政变，成功恢复了君主制的政治优势。从那时起，军事接管就成为该国传统精英镇压

威胁君主制（包括民众对法治和政治自由化的呼声）的常用策略。然而，若认为君主制的地

位纯粹依靠强权来维系，则是对泰国政治现实的误解。各种法律手段实际上也被用来达成这

一目的，这正是欧仁妮·梅里奥（Eugénie Mérieau）在其新作《宪法拼凑：泰国神圣君主

政体与法治之争》中探讨的核心议题。

梅里奥将泰国君主制定位在“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和“海湾式”专制君主制之间（原书

第 8页）。在她看来，泰国国王有权以默许或其他方式批准一系列政变，这表明其与英国国

王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象征性人物。然而，作者指出，保皇保守派精英

不愿将泰国最受尊敬的普密蓬国王（其在 1946年至 2016年在位期间多次默许政变）塑造成

一位“亲力亲为”的统治者形象，而更愿意将他描绘成一位恰如其分的“宪治”君主（原书

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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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奇特之处，泰国宪治体制更宜被描述为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民主政权

（“DRKH”），该政体不仅引入了宪治理念，还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以此来巩固

精英阶层的统治（原书第 9页）。梅里奥展示了保皇保守派精英是如何巧妙地借鉴、曲解、

重新诠释、即兴创作、本土化并混合各种来源（无论是民法、普通法还是本土传统）的君主

立宪制和法治概念和理论，以此巩固 DRKH（原书第 9-10页、第 21页、第 260页）。这种

“宪法拼凑”的手法，挑战了人们对泰国政治问题的一些固有看法，即泰国民主不稳定的

根源在于缺乏深厚的法治文化根基（第 12-13页）。

从本质上讲，DRKH体现出两种传统世袭概念的“创造性融合”：即印度教中的神王

（Devaraja）与佛教中的法王（Dhammaraja）（原书第 23 页、第 58至 63页）。这种融合

强化了国王作为最高裁决者的角色，赋予其在国家危机时刻超越宪法框架采取行动的权力

（参见原书第 57页、第 167至 173页以及第 260页）。梅里奥进一步阐释了沃尔特·白芝

浩（Walter Bagehot）关于君主传统权利的观点是如何被保皇派所采纳，用以支持国王在危

机时刻拥有的“超宪法权力”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原书第 144页）。特别是保皇派学者援

引白芝浩的理论，认为国王在危机中的自由裁决权是基于宪法君主“咨询、鼓励和警告”的

传统权利（原书第 144页）。梅里奥以普密蓬国王在 1973年决定用一位更倾向于自由派的

首相取代军事独裁者，以及他在 1974年推动新民主宪法的制定为例，展示了这种传统与现

代法治理念的结合（参见原书第 200页）。

梅里奥还在书中深入探讨了保皇保守派如何对各种外来法律理论进行重新诠释，例如

“授予宪法”（granted constitution）的概念、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的法律命令理论，

以及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的“革命合法性”理念（原书第二、三和六章）。他们

借此为政变和独裁性质的临时宪法背书，为其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压制了对法治更深

层次发展的需求，并将司法机构“君主化”，作为其政策的主要执行力量。此外，他们将法

治打造为一种外来概念，认为它忽视了道德的美德，进而将国王所代表的“达摩”（正义）

理念融入法治之中，以此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合法性（原书第 260-261页）。

总体而言，梅里奥着重分析了保皇保守派精英如何将外来法律理念进行本土化改造。换

言之，他们在“精英驱动”下进行宪法拼凑。然而，这种分析并未充分考虑泰国的民主运动

人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这些外来法律概念进行本土化、佛教化，以此挑战并动摇保皇保守

派的独裁统治。民主运动与保皇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峙，宛若两颗相互牵引的星辰，彼此间

的引力作用日益增强。在当下的泰国，这两股力量的互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激烈。保皇

保守派和军方越是试图压制新兴的自由力量，他们所激起的反保守主义浪潮就越是汹涌澎湃。

为了进一步扩展梅里奥的论点，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泰国的民主力量如何从下而上地形成自

己的“宪治创新”，事实上这种努力自 20世纪 30年代民主转型之初就被视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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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书中存在一些不足，但它仍不失为一本令人愉悦的读物，并且是迄今为止对外国法

律概念如何深刻影响泰国宪法格局的最全面分析。对于那些对泰国法律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

书中提供了深入的见解，揭示了泰国君主制、法治和立宪主义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英文原文见 Rawin Leelapatana.(2022), Constitutional Bricolage: Thailand’s Sacred Monarchy vs. The

Rule of Law, By Eugenie Mérieau. London: Hart Publishing, 2021, 328 p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44,

No.2, pp.351–353. DOI: 10.1355/cs44-2n. 书评仅代表作者观点。）

《亚洲法与社会杂志》（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2022年 10月刊登弗兰克·W·芒

格（Frank W. Munger）对《宪法拼凑：泰国神圣君主政体与法治之争》（以下简称《宪

法拼凑》）的书评。书评作者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法学教授。书评编译如下：

泰国近期的政治变迁，对于那些关注于这个充满活力、行进在民主化道路上的亚洲国家

的观察者而言，不免引发忧虑。21世纪初期，泰国的民主体系遭遇了政治上的混乱与动荡。

在国王与军方的政治干预下，国内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街头政治暴力事件频发，民主运动

受到压制，这在众多泰国与西方学者眼中，似乎再次印证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宪治体系

上的挫折。然而，欧仁妮·梅里奥的著作《宪法拼凑》通过深入研究和严密论证，证明上述

结论需要再进行更为审慎的反思。梅里奥批驳了一种观点，即认为泰国积极参与政治的国王

以及代表国王行事的国家机构所行使的特权削弱了宪治。她反而提出，维护君主特权一直是

泰国宪法司法的基石，自 1932年的首部宪法至 2017年通过的最新宪法，无一不在起草时将

君主特权纳入考量。

《宪法拼凑》一书通过细致地勾勒宪法语言的辩论细节，深入剖析那些通过重新解读立

宪主义核心规范来影响宪法思想的行为者的意图，从而展开作者的论点。梅里奥按时代顺序，

构建了一部“宪法民族志”，一种“分层叙述”，描绘了集体的、辩证的、常常混乱的目的

性误读，以及“重新分配”思想以适应新功能的“积极且往往具有战略性的参与者”，这些

参与者不仅包括宪法起草者，还有学者、法官和其他政治行为者，他们共同赋予了权力以合

法性。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宪法规范，是泰国历史记忆中的元素与欧洲宪法实践的重新诠释

的折衷组合。由此产生的宪法拼凑，是君主制传统与外来理想之间不断进行的政治妥协的结

果，每一种妥协都具有其合法化的力量。在对这些理念的辩论中，君主的特权权力始终未曾

远离辩论的中心。

在早前的一篇文章中，梅里奥提出过她的论点：泰国宪法的命运从其 1932年通过的第

一部宪法的起源和内容便已注定。推翻绝对君主制的小革命党迅速遭遇挫折，败给了一位对

宪治和议会制度有着独到见解的国王。他依托保守派官僚和政治精英的力量，精心起草了一

份文本，确保了他自身的基本特权及对议会的掌控。即便在 1935年国王被迫踏上流亡之路



区域动态 总第 86 期 2024 年 7 月第 1期

5

之后，他所留下的宪法仍旧是泰国历史上最为长久的宪法，并且，按照梅里奥的观点，这部

宪法奠定了与君主权力相联的政治力量的基础。

国王所确立的宪法不仅获得了政治精英的支持，更深入泰国民众的佛教信仰之中。

梅里奥阐释道，法律词汇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传承。泰语中的“dhama”，意指佛教中宇宙的

有序和谐，由此衍生的现代法律术语多样而丰富，尽管某些术语刻意与神圣权威划清界限，

但它们无一不唤起人们对佛教君主制悠久统治历史的记忆。更进一步，在 1932年，国王坚

持主权虽可能“源自”人民，但必须由国王来行使，并由他来颁布宪法。在国王的权威与宪

治理念之间建立联系，即便对于革命党的领导层而言，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对于普通泰

国百姓来说，宪法作为治理独立基础的概念仍然颇为陌生。

从二十世纪中叶至今，随着泰国全球化和民众参与政治的兴起，君主特权的地位变得越

来越重要。1946年，年轻的国王拉玛九世在长期摄政后登基，他积极扩大君主制作为国家

象征中心的作用。1973年，在国王的默许支持下，一场由学生领导的起义推翻了不受欢迎

的军事独裁者，并要求制定宪法。从 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国王越来越多地在幕后影响政

治，同时参与超越政治的大众公共活动。支持君主制的有影响力的法学家利用佛教国王的神

圣美德和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地位，不仅为宪治体制的合法性提了支持，还对宪法的解释

起到指导作用。

自 1974年起，泰国宪法便将国家定义为“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民主国家”，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泰式民主“体系。这一体系允许国王依据传统君主制的惯例及宪法明确赋予的权

力来行使其职能。1997年颁布的著名的“人民宪法”在多处提及“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民

主”，并将其作为宪法法院解读宪法文本的根本准则。在 1997年至 2006年间，泰国经历了

一段人民民主的试验期。然而，此后国内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推翻了被认为存在腐败且对

保皇派权力扩张构成阻碍的政府。与此同时，宪法法院也多次对反对党及其领导人进行废黜。

梅里奥对泰国宪治历史的深入分析表明：现代泰国宪治并未趋向世俗化，反而将宪治神

圣化。在“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民主”体制下，佛教国王被赋予双重的重要角色。作为国家

认同的核心，国王成为了泰国宪治主义的象征，这一点与英国君主的角色颇为相似。但与英

国不同的是，泰国的体制不仅在宪法文本中，更通过基于传统君主制实践的宪法“惯例”，

赋予了国王实质性的权力。为近期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供咨询的法学家们也认为，佛教国王的

神圣美德，在泰国宪法中具有类似于欧洲自然法的功能。这意味着在国王的监督之下，即便

是不够自由的宪法也能体现出公正性。

《宪法拼凑》一书在结语中向学界发出邀请，鼓励他们重新审视泰国宪治历史。梅里奥

的研究为学术界留下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包括其自身理论的价值。她指出，“宪法民族志”

这一研究领域正在迅速拓展。她的研究聚焦于那些对主流宪法规范产生影响的群体，同时她

认为这种规范秩序“必须在泰国宪法秩序自身的教条理性框架内，由泰国法律界来界定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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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引发了关于在宪法演变每个阶段都没有占上风的其他参与者的质疑，包括自由宪法

起草者、反对派精英、持不同政见的法官或法学家和反对派政治家。

对君主制的支持并非仅基于忠诚法学家所构建的理论。国王的权威，既依赖民众对君主

制的深厚敬意，更取决于一个由不同利益权势精英构成、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即所谓的"

网络君主制"。近期的政变事件暗示，这一网络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军方的掌控，从而

对泰国宪治的未来提出了新的疑问。同时，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政党亦

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中的一些观点与当前泰国宪治的批评声音相呼应。例如，一个自称

为尼提拉（Nitirat）的年轻学者团体，其名让人联想到 1932年革命的民党。该团体的许多

成员批评泰国将法治与特权政治混为一谈，认为这是宪治实践的“失败”。从泰国政治多元

化的增长、社会动荡、时而爆发的街头暴力以及对公共领域的压制等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

种批评并非无的放矢。

其他当代学者所开展的“宪法民族志”研究，往往聚焦于法庭、官僚机构、警务以及官

民互动的其他场合中宪法的实际运作。1997年成立的行政法庭系统，拥有对政府官员行为

进行审查的重要权力，该制度在随后的宪法更新中得以维持。这些法院通过一系列针对权势

者的胜诉案件，向泰国民众展示了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实质力量。随着这一相对较新的制度在

官僚体制和民众文化中逐渐扎根，并因为泰国社会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而得到加强，宪治的前

景变得尤为扑朔迷离。

这样一部宪法史留下诸多未言之语，并不令人意外。其不完整性并不减损梅里奥对宪治

主义起源及其“内在教条逻辑”所作的明晰而翔实的阐释。《宪法拼凑》之所以恰逢其时，

是因为替代性的“法治”观念并不罕见。冷战终结后，世界大国宣告世界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自由宪法理论随之成为国际法治讨论的通用语言和评价标准。宪法民族志的研究揭示（正如

宪法史学家们所深知的那样）：在现代宪法理想背后，潜藏着独特的政治斗争与妥协的历史

脉络。理想很少能完全描绘出实际运作的图景，或是准确预测未来的发展走向。在全球一些

被视为民主堡垒的地区，民主价值正遭遇衰退之势。在此背景下，泰国乃至亚洲对权威主义

的接纳，可能不单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未来宪治发展具有深刻启示的现象，这一

现象背后的经验和路径值得全球范围内的重视和深思。

（英文原文见 Frank W. Munger. (2022), Constitutional Bricolage: Thailand’s Sacred Monarchy vs. The

Rule of Law, By Eugenie Mérieau. London: Hart Publishing, 2021, 328 pp. 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9, No.3 (October 2022), pp. 460-62. Doi: 10.1017/als.2022.27. 书评仅代表作者观点。）

策划：曾峥

编译：杜薇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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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动态-------------------------------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首相表示愿与印尼合作向巴勒斯坦派遣维和部队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安瓦尔·易卜拉欣 7月 2日表示，若联合国授权，马来西亚愿与

印尼合作向巴勒斯坦部署维和部队。此话是在安瓦尔与印尼当选总统兼国防部长普拉博

沃·苏比安托的通话中提出的。安瓦尔对两国在国际维和任务中的合作表示欢迎，并期待将

这种合作扩展到东盟地区。他指出，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当前国际问题，并赞赏普拉博沃在

全球合作与和平方面的努力。

安瓦尔在社交媒体上提到，针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局势，他重申了马来西亚在联合国

授权下与印尼共同部署维和部队的意愿。同时，他向普拉博沃表达了祝福，期望他在上周接

受大手术后能早日康复，并祝愿他在恢复期间得到良好的护理。普拉博沃于 2024 年至 2029

年任期的总统职位正在准备中，安瓦尔也希望即将于 11 月 27 日举行的印尼地区首脑选举能

够顺利进行。他表示，期待普拉博沃在 2024 年 10 月 20 日顺利就任总统。

来源：马来邮报/Malaymail ，2024 年 7 月 2 日

马来西亚半岛电价冻结至 12 月以缓解成本压力

马来西亚能源转型和水利转型部宣布，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半岛所有用

户的电价将保持不变。政府决定提供 22 亿令吉的定向电力补贴，并继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

40 令吉的电费补贴。

该部表示，此举旨在保护消费者福祉，并通过有针对性的补贴保障国内经济稳定。与此

同时，地方当局管理的路灯类别将降低附加费，以改善公共照明服务。商业和工业用户在此

期间的附加费率也将减少。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降低市场商品价格，吸引更多投资，从

而增加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预计今年政府将承担 21.92 亿令吉的电力补贴，减少对其

他形式援助的依赖。

政府还推行净能源计量(NEM)计划，鼓励家庭安装太阳能光伏板，新用户可获得高达

4000 令吉的补贴。

来源：马来邮报/Malaymail ，2024 年 6 月 29 日

2024 年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发布

马来西亚经济在 2024 年上半年展现出多方面的发展与挑战。首先，国家银行连续第七

次维持隔夜政策利率（OPR）在 3%不变，显示出其对当前经济环境的稳健信心。同时，截至

6月底，国际储备达 1138 亿美元，尽管略有下降，但仍足以支持未来 5.4 个月的进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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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显示，马来西亚 5 月份的 PPI 增幅略有放缓，仅为 1.4%，主要

受矿业领域的增长推动，特别是原油和天然气开采指数的提升，这反映了矿业在大马经济中

的重要性。农业、林业和渔业增速则较为平缓。

在地区经济表现方面，根据统计局近期公布的 2023 年各州 GDP 报告，马来西亚 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 1.57 兆令吉，服务业依然是大马最主要经济支柱，占 GDP 的 59.2%，

较 2022 年增长 5.1%；制造业领域则占国内生产总值 23.4%，按年略增 0.7%。雪兰莪去年的

GDP 规模为 4061 亿令吉，在 13 个州属（包括砂拉越邦）和 2个联邦直辖区中居首，占全国

GDP 的 25.9%。其他州属如彭亨和柔佛也表现出色，主要得益于服务业的扩张，特别是批发

零售和餐饮住宿等领域的增长。

来源：马来西亚东方日报/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2024 年 7 月 11 日

全球最大晶圆测试厂在砂拉越正式启用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全球微电子工程公司迈来芯（Melexis）近日宣布，其位于砂拉越古

晋的全球最大晶圆测试厂已圆满落成。迈来芯古晋晶圆测试厂配备了 90 台用于测试集成电

路的半导体晶圆测试设备。迈来芯公司主席弗朗索瓦表示，此次在马来西亚设厂主要目的是

加强在亚太区域的业务布局。马来西亚因其地理、文化和经济优势，成为其在亚太地区扩展

业务的理想地点。同时，此次扩张将使迈来芯能够满足全球对半导体解决方案稳步增长的需

求，7000 万欧元的投资展现了迈来芯的雄心。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东姑赛夫鲁阿兹表示，迈来芯在砂拉越的全球最大晶

圆测试设施的落成，展示了马来西亚对投资项目的有效处理，不仅加强了马来西亚在全球半

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还显示出马来西亚在吸引高科技投资方面的竞争力和潜力。迈来芯的

到来是马来西亚《2030 年新工业总体计划（NIMP2030）》中新工业大蓝图规划的一部分，

不仅推动了马来西亚的科技进步，也将带来重大的社会经济外溢效应，使周边企业和社区受

益。

来源：马来西亚东方日报/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2024 年 7 月 10 日

【越南】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出访韩国

6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韩期间，范明

政会见了包括 CJ 集团、浦项制铁集团公司、韩国产业银行（KDB）、LG 集团、大宇工程建

设公司（Daewoo E&C）等多位韩国企业和财团负责人。

在双边联合新闻公报中，越、韩双方评价，越韩关系正处于 1992 年建交以来最佳发展

阶段。双方一致同意经济合作是推动双边关系实质性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意在越韩自由贸易

协定签署 10 周年的 2025 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1000 亿美元，到 2030 年将该数字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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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亿美元。双方将力争今年成功签署优先企业计划（AEO）互认协议，并同意继续推动农

业领域的合作和农产品贸易。

双方同意鼓励韩国企业扩大对越南在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半导体、环保

能源、生物技术、5G 网络、智慧城市等重点工业和未来工业的投资；同意扩大中小企业和

初创企业领域的交流；开展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和数字化转型领域人力资源培训项目。此外，

双方同意加强韩国企业投资促进合作，以建立稳定的矿产供应链。

来源：越南通讯社/ Vietnam+、人民报/ Báo Nhân Dân，2024 年 7 月 15 日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出访老挝与柬埔寨

7月 11 日至 7 月 13 日，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先后对老挝、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苏

林担任越南国家主席后首次出国访问。

7月 11 日，苏林抵达老挝，并会见了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双方同意，继续有效落实

已签署的两国国防安全合作计划与议定书；进一步释放两国经济合作潜力，推动双边贸易增

长；促进在能源、采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力争创造便利、透明的投资

合作环境；推动教育培训合作、科技合作，推动国家管理机构之间、企业之间在该领域的数

字化转型合作；加强地方，特别是边境地区合作；推动对两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

关于越老传统特殊密切关系的宣传。两国还签订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包括越南公安部与老挝

公安部关于建立和实施人口和公民身份管理系统的谅解备忘录、越南公安部与老挝最高人民

检察院之间的引渡协定、两国司法部 2024 年合作计划、老挝公共工程和运输部与越捷航空

（Vietjet）关于加强越老间航空运输的合作协议等。

7月 12 日，苏林抵达柬埔寨。并会见了柬埔寨国王及政府领导人。两国领导人强调了

越柬关系的历史价值，并同意继续促进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两国友谊的正确认识；

同意继续加强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之间的合作，加强三个国家之间的团结；继续维护和加

强政治互信；继续推进在国防安全、经济贸易、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

来源：越南通讯社/ Vietnam+、越南快讯/VnExpress，2024 年 7 月 15 日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会见中国驻越大使熊波

7月 11 日下午，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在政府总部会见了任期届满前来辞行的中国驻越

南大使熊波。范明政建议双方职能机关保持密切配合，尽早开展双方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

者年会期间双方达成的协议；继续加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互访频繁；推进在党际、政府、

国会、祖国阵线等渠道的交流和合作，推动外交、国防、公安和各地方之间的合作；举办好

越中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推进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建议中方加强进口越南

货物、农水产品；合作建设连接越中的标准轨铁路；实施跨境交通互联互通、升级口岸、开

展边境经济合作、恢复旅游合作；配合管理好陆地边界，加强民间交流，加强对越中传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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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的宣传力度，为双边关系发展夯实民意基础；继续在各多边机制和框架下保持密切合作并

互相给予支持。关于海上问题，范明政建议，双方管控海上局势，妥善处理分歧。

熊波大使对范明政总理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对越南党、国家和人民为他完成在越大使

任期创造便利条件表示感谢；祝贺越南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尤其是经济社会

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表示祝贺。熊波大使对近期两党、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成果感到

高兴，强调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双方落实好高层领导的共识，推动两国关系不断

全面、深入发展，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新闻来源：越南通讯社/Vietnam+，2024 年 7 月 11 日

【泰国】

泰国外交部长玛里访问中国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泰国外交部长玛里于 2024 年 7 月 9 日至

2024 年 7 月 10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中泰外长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会晤期间，双方都表示很高兴看到中泰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玛里外长重申，泰国致力于加强与中国在政府、企业和民间等各层级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

包括农产品贸易在内的经贸合作。双方同意在“点燃泰国”的愿景下建立长期经济伙伴关系，

将旅游合作扩大至二三线城市，加强铁路、航空的互联互通，以及应对跨境雾霾和打击跨国

犯罪方面的合作。

明年是中泰建交 50 周年，双方同意共同举办纪念活动。玛里外长感谢中方同意在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2 月期间，将北京灵光寺的佛牙舍利送到泰国临时供奉。该活动将成为庆

祝泰国国王六循（72 岁）寿辰以及两国建交 50 周年活动的一部分。

在区域和多边合作方面，双方就中国-东盟合作、澜湄合作、缅甸局势等双方共同关心

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密切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来源：泰国外交部/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2024 年 7 月 11 日

【菲律宾】

前总统据传将参加 2025 年参议院竞选

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和他的两个儿子据称计划在 2025 年中期选举中竞选

参议院，此举可能会在该国造成政治不稳定。杜特尔特家族和现任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

几个月来一直保持着棘手的关系。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此前已经退

出内阁，结束了她和马科斯在 2022 年大选中组成的政治联盟。杜特尔特在任内策划了一场

反对毒品的运动，也因其运动的暴力性而受到指责。在他有争议的总统任期于 2022 年结束

后，他正在寻求重返政治舞台。他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和保罗也在关注参议院的席位，塞巴斯

蒂安是他家族的政治据点达沃市的市长，而长子保罗是该市第一选区的现任国会议员。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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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由 24 名参议员组成，他们最多可以担任两个六年任期。三位杜特尔特的胜利可能会给马

科斯的立法议程带来麻烦，因为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阻止立法或呼吁对有争议的

政策进行调查。国际刑事法院正在调查针对前总统杜特尔特及其盟友的与其禁毒运动有关的

刑事指控。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Nikkei Aisa，2024 年 6 月 25 日

菲律宾与日本签署新军事协议

菲律宾与日本在 7 月 8 日签署了《互惠准入协议》（RAA），这距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1 月访问马尼拉后开始正式谈判不到一年。与日本的 RAA 将是菲律宾在军事训练和准入方

面的第三个双边协议，此前菲律宾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分析人士表示该协

议是未来活动的“基石”，在批准 RAA 之后菲律宾可能会寻求与日本达成额外的防务后勤

和基地使用的协议。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不仅批准了自己的《互惠准入协定》，还批准了

《采购和交叉服务协定》、《信息安全协定》以及《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菲律宾军

方则表示与日本的 RAA 将促进两国设备、船只和部队的交流，但这只是“漫长过程的第一

步”，暗示可能会有更多的防御协议。夏威夷国际太平洋论坛网络安全和关键技术主管马

克·马南坦则表示，由于菲律宾已与其他西方国家签署了安全和防务协议，因此评估菲律宾

的成功衡量标准非常重要。他说，“鉴于其能力和资源有限，菲律宾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利

用每一项安排，以填补其在南中国海领土完整防御方面的一些空白，以及网络安全、信息战

和灾难应对等其他紧迫挑战。”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Nikkei Aisa，2024 年 7 月 14 日

【新加坡】

新加坡二季度 GDP 增长超出预期

初步数据显示，新加坡经济在 4 月至 6月期间同比增长 2.9%，超过了路透社调查的经

济学家对 2.7%增长的预测中值。在此期间，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同比增长 0.5%，与上

一季度 1.7%的萎缩相比有所逆转。该国贸易和工业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除生物医学

制造和精密工程集群外，所有制造业集群的产出都出现了扩张。以国内为导向的服务业产出

增长了 3.3%，而建筑业增长了 4.3%。”该部也表示，建筑业的增长主要“受到公共部门建

筑产出增加的支持”。而经季度季节性调整后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一季度增长了 0.4%。

同时，新加坡预测今年经济将增长 1%至 3%，预计半导体和其他出口将复苏。此前数据显示，

经济增长已经从 2022 年的 3.8%放缓至 2023 年的 1.1%。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Nikkei Aisa，2024 年 7 月 12 日

【老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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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虹女士出任新任中国驻老挝大使

2024 年 7 月 3 日，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欢迎 10 个国家的外国大使申请担任驻老

挝全权大使，并接受各国大使递交的国书。与此同时，四名老挝大使获准出国。十个国家中，

匈牙利、日本与中国在老挝首都万象各自设有大使馆，其余各国（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牙买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罗马尼亚、爱尔兰）分别在老挝

境外设有使领馆办事处。

7月 8日，老挝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萨利姆塞·龚马斯欢迎并接待了中国新任驻老挝大使

方虹女士。双方高度评价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全面稳定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促进两

国贸易、投资和旅游合作交换了意见。双方将继续落实两国的高层协议，特别是落实好老中

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总体规划（2024-2028 年），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来源：老挝通讯社/Lao News Agency，2024 年 7 月 11 日

老挝央行行长被免职

老挝中央银行行长本莱拉·辛赛沃拉翁在上任两年后于近日被罢免，其个人仕途前景仍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 6 月向的一次讲话中，财政部长桑蒂帕布·彭维汉就已经开始暗示

辛赛沃拉翁的缺点，批评央行未能建立足够的外汇储备。继任行长的前副行长瓦塔纳·达拉

洛伊则继承了前任重建外汇储备的挑战。该国近年来的外债危机开始恶化，但官员们也不想

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该国的外公开债偿付成本从 2022 年的 5.07 亿美元激增至

2023 年的 9.5 亿美元。到 2023 年，包括内债和外债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已达到 138 亿

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8%。截至今年 3月底，老挝的外汇储备估计为 18.5 亿美元。政

府正在努力增加其美元储备，以避免其外国贷款违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从 2024 年到

2028 年，该国每年必须偿还约 13 亿美元的债务。

来源：日本经济新闻/Nikkei Aisa，2024 年 7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