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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7 日，包容性发展与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投资研究课题结题会暨课题成果发布

会在昆明召开，我们很荣幸的参加了这次会议。此次会议采用全英文讨论方式，配备了同声传译人

员。很遗憾，由于魏老师英语欠佳，魏老师全程的发言由熊彬教授翻译，熊彬教授资深的科研实力

和地道的英语翻译，让我们叹为观止，再一次领会到学术的精深。 

坐在整齐宽大的会场内，看着来自东南亚各国的知名学者以及新华网记者的实时在场报道，我

们深感不虚此行。此次会议由来自昆明理工大学的熊彬副教授组织，聚集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孟

加拉，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和中国的项目研究人员，囊括了包括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广西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内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外政府和

研究机构的官员，会议还邀请了南亚经济模型研究网络执行主任，SCI 杂志主编 Dr. Selim Raihan 作

为此次会议的主持人，约有 100 人出席此次会议。 

昆明理工大学外事处处长邓刚教授作为东道主直接用非常地道的美式英语致欢迎词，他首先向

我们详细的介绍昆明近年来的发展和取得的卓越成绩，让我们看到了昆明的勃勃生机和强劲的发展

势头，也让我们看到昆明理工大学不可小觑的科研实力和发展潜力。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署项目官

员 Dr. Edgard Rodriguez 先生随即宣布会议开始。 

作为国际合作课题的联合参与方，柬埔寨，老挝和新加坡分课题负责人分别对各自承担的研究

内容进行了汇报。发言人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知名学者，他们的一字一句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

东南亚国家的新力量的崛起。 

其中，柬埔寨经济协会，柬

方团队负责人 Mr. Sophal Chan 博

士阐述了柬埔寨对外来投资变化

所做的一些努力，他指出柬埔寨自

2007 年来修订了相关投资法，并

设立投资保护法，用来合理保护外

国投资者的合理权益。同时，基于

“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外国投资对

柬埔寨的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的

相关研究，他强调了溢出效应对柬

埔寨经济产生的有益和负面的影

响。 

老挝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Dr. Phouphet 教授指出，外国

投资者对老挝带来最明显的就是

资本收益，同时，他也进一步指出了溢出效应对老挝经济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并表示要转移外国直

接投资方向，并且不能持续依赖资源。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Dr. Siwage Dharma Negara 受邀对中国与印度尼西

亚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了两国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

亚需要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共创互利共赢的局面。 

各国发言人结束发言后，开始了会议的专家咨询讨论环节。其中，魏老师对老挝和柬埔寨发言

人提出了问题，即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在接受中国直接投资以及相应人才培训的条件下，本国政府又

做了哪些通用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能否具体说明？熊彬老师协助进行了翻译工作。而后，老挝和



柬埔寨发言人就此分别作出了回应，他们表示本国政府在人才培训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但还是

不够，中方提出的问题很有必要，他们会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基础教育）的投入和专业人才培

训的支持力度。 

下午，各国学者和政府及研究机构的官员就会议主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讨论。其中，魏老师表

示，老挝和柬埔寨在经历战乱后能迅速进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令人敬佩，但魏老师同时指出，老挝

和柬埔寨在经济发展方面应当保持相对稳定的产业政策，在具备一定工业化水平之后再考虑产业升

级的问题。 

本次会议旨在讨论中国 FDI 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和溢出效应，从而寻求

相应的对策措施，推动包容性发展的进一步实施，以促进中国 FDI 的投资效率，打造大湄公河次区

域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型发展模式。本次讨论指出了今后课题研究的潜在方向，提出了包括

集聚效应，行业投资在内的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经济问题，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后期研究提供了借鉴与

思考。 

11 月 18 日，我们和魏老师一道去

参加了 2016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家

商品博览会，会上展出了东南亚各国的

产品，在诺大的博览会上，各种商品集

聚，既让我们了解了各国文化的差异，

也让我们了解了各国经济实力的差距，

更让我们看到了昆明出口型经济的强

势劲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开发为各

国带来了福音，也为中国带来了机遇和

挑战。看到了如此活跃的市场氛围，我

们切身体会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的研究的巨大意义，同时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决心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