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视点

东盟引领的区域合作点亮多边主义
一周内在新加坡密集登场的系列峰会举世瞩目

这周是 “东盟系列峰会周”，11 月

11-15 日， 在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

东盟（十国）峰会，东盟与中国、日本、韩

国、美国、印度等对话伙伴的峰会（10+

1），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峰会，第二

次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领导人会议 （10+6 峰会 ），东

亚峰会（10+8 峰会）以及诸多部长级会

议、高官会密集登场。 呈现出亚太主要

大国“围着东盟转”，中小国家齐心协力

“办大事”的特点，再次凸显了东盟在区

域合作中的“显赫地位”。

东盟也算是名至所归，因为其长期

以来孜孜不倦地推动地区和平与区域

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领头羊”（或

者说是 “驾驶员 ”），成绩斐然 ，备受肯

定。 而且，尽管东盟是以中小国家为主

的组织，但所有亚太大国基本都认可和

支持东盟在区域一体化中的核心引领

地位。东盟的一些理念，如坚韧团结，创

新求变 ，多边主义 ，互联互通 ，智慧城

市，协商促安全，等等，也在引领着东亚

区域合作。

这与欧盟区域一体化合作由法德

组成的“大国轴心”引领的态势迥异。因

为在东亚（亚太） 地区， 域内外大国博

弈激烈， 大国矛盾会使区域合作寸步

难行。 因此， 东亚区域合作只能由实

力对任何大国都不构成较大威胁、 与

所有大国关系都较好的东盟来引领 。

在过去一二十年里， 以东盟为主， 搭

建了诸多区域合作机制： 东盟系列峰

会， 东盟地区论坛， 东盟高官会 （一

年数百场）， 东盟自贸区， 东盟与中国

等国家的自贸区， 东盟防长会， 东盟

防长扩大会 （10+8 防长会） 等等， 构

建出了以东盟为轴心的多领域区域合

作机制， 东亚区域合作成果仅次于欧

盟区域合作， 算是全球第二。

在新加坡召开的诸多峰会都非常

重要， 而在系列峰会中， 有一个非常

特别的 “峰会” ———第二次 《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 领

导人会议格外引人瞩目。 东盟十国与

中、 日、 韩、 印、 澳、 新六国领导人

再度齐聚一堂， 磋商 RCEP 协定的谈

判进程。 与会国一致同意， 要齐心协

力克服困难， 争取在明年完成谈判进

程 。 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

RCEP 的最终签署一拖再拖， 已经拖

了三四年了， 曾经一度期望在本周峰

会期间签署协议的愿望再度落空。

东盟在 RCEP 谈判进程中一直发

挥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是关键的协调

者。RCEP 协定对地区贸易增长和区域

一体化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RCEP 协

议签署后，将形成以东盟为中心、其六

个伙伴国参与的自贸区，将极大推进地

区和全球贸易体系发展。RCEP 自贸区

覆盖全球半数人口，16 国 GDP 总量约

25 万亿美元，其体量远超美国、欧盟或

日本，是由发展中国家成立的最大自贸

区，亚洲将因此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领导

地位。在美国大肆推动贸易保护主义的

今天， 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刻，在

多哈回合谈判耗时多年却遭遇挫折的

时刻，基于世贸组织规则达成的 RCEP

协定将对维护世界多边贸易原则和体

系，对世界经济增长更显重要，世界多

边贸易合作体系将出现“西方不亮东方

亮”的态势。

也有舆论在设想，东盟目前总人口

约 6.3 亿人， 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预

计在 2030 年成为第四大经济体， 在不

远的将来，东盟能否推动建立一个大致

涵盖亚太经合组织 （APEC）成员国的

“亚太自贸区”？尽管东盟已经在引领东

亚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其

“小马拉大车” 的力不从心感也时隐时

现，毕竟，东盟需要协调的国家和事务

越来越多。这一矛盾将成为东盟未来发

展道路上有待解决的课题。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

墨西哥前头号毒枭华金·古斯曼 13

日在美国接受法庭审理。 检方指控他掌

控的贩毒集团数十年间把上百吨毒品偷

运进美国，获取上百亿美元暴利。

辩方律师声称，古斯曼是“替罪羊”，

真正的大毒枭另有其人， 靠贿赂墨西哥

官员、甚至总统得以逍遥法外。墨西哥前

总统和现总统一致声明：一派胡言。

古斯曼现年 61 岁，是墨西哥最大贩

毒团伙之一锡那罗亚贩毒集团的前头

目。 他三次落网，两次越狱，最后一次落

网后于 2017 年 1 月引渡至美国。

检方对他提起十多项罪名指控，涉

及毒品、枪支、洗钱。 检方说，1989 年至

2014 年，锡那罗亚集团把超过 154 吨可

卡因以及大量海洛因、冰毒、大麻运进美

国，获利共计 140 亿美元。检方耗费数年

收集证据。

审理预期持续数月，如果罪名成立，

古斯曼面临终身监禁。引渡至美国前，美

方承诺不会判处他死刑。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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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东亚峰会的特朗普依旧通过推特 “抢戏”

14 日， 印度总理莫迪抵达新加坡

展开为期两天的行程，其间莫迪将参加

东亚峰会、东盟-印度非正式会晤、“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领导人会议等多

场活动。 14 日上午，莫迪还与美国副总

统彭斯举行双边会晤， 就两国经贸、防

务等领域合作举行对话。

在启程前，莫迪在新德里表示其本

人参加东亚峰会与东盟-印度非正式

会晤，象征着印度对东盟成员国以及更

广泛的印太地区作出持续承诺。他还表

示，本次访新将对印度与东盟，以及东

亚峰会相关国家间不断发展的伙伴关

系注入新活力。

14 日上午,莫迪与美国副总统彭斯

就防务、贸易、反恐，以及维护自由、开

放的印太地区等一系列涉及双方共同

利益的双边与国际议题进行了对话。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外交秘

书顾凯杰、商工部长普拉布，美国国务

卿博尔顿等参与了会谈。

印度外交秘书顾凯杰在会谈后称

“这是一场非常好的对话”，“双方在双

边与全球事务上都拥有了更大的共识，

我们期待将现在良好的关系带到未来

几个月与 2019 年”。印度外交部东亚司

发言人库马尔表示，印美双方基于在地

区与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大的共同利益，

从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各个角度出发，

就地区与全球事务进行了富有成果的

对话。

顾凯杰指出， 双方还就贸易问题

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双方均认为我

们在全新关系中， 应推进实现双边贸

易的扩大。” 他介绍， 会谈期间， 莫迪

指出自从特朗普上任后的两年时间内，

美国对印度出口增长了 50%， 印度也

许是美国面临贸易逆差最大的 10 个国

家中， 唯一一个去年逆差事实上在减

小的国家， 未来将进一步缩小。 彭斯

办公室在会后指出， 彭斯在会谈期间

表示， 希望美印建立自由、 公平与互

惠的贸易关系。

顾凯杰还说：“印美在能源领域进

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这是印美关系的一

个新领域。 我们从今年开始，从美国进

口价值约 40 亿美元的石油与天然气，

表达了印度的意愿：以扩大进口美国油

气作为扩大双边贸易的一个手段。 ”

同时，双方还就防务合作问题举行

了对话。 顾凯杰指出，双方均认为两国

防务关系有了实质的发展，印度扩大了

进口美国军事装备， 但莫迪格外强调，

在印度制造军事装备并建立防务产业，

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不仅

印度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印度

独特的区位优势，将让其成为向域内其

他国家出口的中心。

在印太战略问题上，莫迪向彭斯指

出自己在今年 6 月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阐述的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构

想，他表示“我们应当利用东亚峰会的

平台推进这一愿景”。彭斯表示，印度在

确保这一愿景中的贡献是重要的。顾凯

杰称此后双方探讨了具体方式，以推进

印太地区发展、繁荣及普惠域内国家。

在移民问题上，莫迪表示，赴美的

印度人不仅给美国带来了他们的才华、

能力去创新、去超越，他们更是心怀民

主价值观。就此顾凯杰称，“莫迪在此背

景下指出，希望美国能够就此审视现有

的 H1-B 签证政策”。

此外，莫迪在会谈期间向彭斯发出

邀请访问印度，彭斯对莫迪的邀请表示

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在莫迪与彭斯热情

会晤的同时，缺席东亚峰会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一场排灯节庆祝

仪式，多名印度裔美国名流与印裔美政

府官员参加。 据印度媒体报道，特朗普

在活动后的推文中“遗漏了”提及印度

教徒，引发了网友激烈批评，并遭到网

友要求撤回重发推文。 然而，特朗普撤

回重发的推文仍未提到印度教徒，引发

印度国内舆论一片哗然。

（本报新德里 11 月 14 日专电）

”在英国议会面临严峻考验

英欧“脱欧”谈判一年多来终于取得

重大突破。根据英国首相办公室 13 日的

声明，英国与欧盟当日已就“脱欧”协议

文本的草案达成共识。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计划于 14 日晚向内阁大臣公布协议

草案文本，让内阁批准这一协议，并通过

议会投票这一最严峻的考验。

然而，协议草案虽然已经达成，但英

国“脱欧”谈判还远未结束。专家指出，目

前尚不明确该协议是否能在英国议会获

得通过。“脱欧”派的领军人物、英国前外

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已经公开号召内

阁大臣拒绝这项草案。他表示，根据已经

流传出来的草案文本， 英国将继续处在

欧盟的控制之下， 他将在议会中对其投

反对票。 根据有关法律，谈判达成的“脱

欧” 协议在签署前需英国议会和欧盟各

成员国分别批准。

目前英国舆论对 “脱欧” 协议中涉

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十分关注。 特

雷莎·梅上个月曾表示， “脱欧” 谈判

已完成 ９５％ ， 只剩爱尔兰边界问题 。

据爱尔兰国家电视台报道， 欧盟和英国

的谈判代表已就如何避免爱尔兰岛上的

边界问题达成了一致， 这将成为脱欧协

议的一部分。

英国广播公司 （BBC）认为 ，梅与欧

盟达成的这项协议冒着巨大的风险，但

她别无选择。 如果内阁最终集体支持这

一草案协议，下一步将由欧盟的 27 个成

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 商谈

“脱欧”事宜。 欧盟与英国都有意最迟在

11 月底召开“脱欧”特别峰会，但该计划

一度由于脱欧进展缓慢而搁浅。

而如果内阁成员最终拒绝通过这一

协议，特雷莎·梅将极有可能辞职。 特雷

莎·梅现在必须努力让她的内阁批准这

一协议， 并通过议会投票这一最严峻的

考验。据分析，作为一个领导地位远谈不

上稳固的首相， 特雷莎·梅目前四面楚

歌， 来自政府乃至她自己所属的保守党

内部的反对声不绝于耳。

因不同意加沙停火协议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据报道，因抗

议加沙停火协议， 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

曼 14 日宣布辞职，他在电视中称该协议

是“向恐怖主义投降”，并呼吁尽快举行

选举 。 而据以色列 《国土报 》 网站报

道， 利伯曼表示， 不但他自己辞去国防

部长一职， 就连他所在的政党 “犹太家

园党” 内的现任政府官员也将会退出执

政联盟。

利伯曼表示，“昨天的停火协议及推

进与哈马斯谈判 ， 是在向恐怖主义投

降。 ”他称，停火协议只能为以色列购买

短期的安宁， 代价是国家安全将长期受

到严重损害。

据报道， 利伯曼在许多问题上与总

理内塔尼亚胡有严重的分歧。 内塔尼亚

胡此前推动加沙地带暂时停火， 错误地

声称利伯曼支持推进停火， 这让利伯曼

非常愤怒。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 将利伯曼的辞职视为以色列

认输的表现， 该组织的发言人称，“他发

表辞职讲话证明加沙胜利了。 ”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宋清润

加速全球“云化” 华为云助推智能时代到来
全球首个进驻非洲的
公有云服务商

11月 14日， 华为云在 2018年南非

通信展览会（Africa Com 2018）上宣布华

为云南非大区开服， 将于 12月底正式上

线提供云服务。华为云是全球首个在非洲

设立本地数据中心并提供服务的公有云

服务提供商。

据了解，首期，华为云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本地数据中心部署大区，向南非及周

边国家提供更低时延、 安全可靠的云服

务。 未来，华为云还计划在南非其他城市

部署数据中心，并在肯尼亚、尼日利亚等

地建设大区，形成三中心低时延圈辐射非

洲。

据华为云 BU副总裁邓涛介绍，华为

已在非洲发展 20多年，服务非洲 56个国

家和地区， 与非洲一起成长， 用 ICT技

术、产品和服务帮助非洲实现“蛙跳式”发

展， 给非洲人民带来更便利的网络联接。

他也强调，“展望未来，非洲政府、企业和

行业也可以应用华为云提供的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和服务，实现‘蛙跳式’

发展，一步跳入云和智能的时代。 华为云

南非大区开服，将帮助非洲政府、运营商、

金融、能源、农业、中小企业、技术合作伙

伴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

非洲。 ”

发布会上，华为云还发布了非洲合作

伙 伴 计 划 ，BCX、EOH、Altron、

Datacentrix、T -systems、XON、TCM、

Stortech、Gijima、Tech Mahindra等本地渠

道合作伙伴参加了合作仪式。 此外，华为

还发布了基于华为云的 PaaS 平台———

InTouch Aggregator 平台，该平台旨在连

接运营商，开放电信能力，使能 OTT，共

建华为云生态。

加速全球布局，

万物互联持续推进

2017 年 3 月，华为云 BU 成立。 依

托华为 30 多年在 ICT 基础设施领域

的技术积累和产品， 华为云用线上服

务的方式把这些开放给全球客户，致

力于提供稳定可靠、安全可信、可持续

创新的云服务。

2018年 3月 15日，华为云香港地区

站开服，将业务拓展至亚太市场；同月，俄

罗斯站开服，华为云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

一一个在当地落地的公有云，确保客户数

据和信息都留在俄罗斯境内； 今年 9月

30日，华为云泰国站正式上线提供服务，

成为泰国首家本地云服务国际供应商；以

及上文提到的刚开服的南非大区。

另外早在欧洲、拉美等地，华为采取

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与德国电信、法国

Orange、 西班牙电信等运营商伙伴合作，

分别联手打造了德国电信 Open Telecom

Cloud、法国电信 Orange Flexible Engine、

西班牙电信 Telefonica Open Cloud等公

有云服务。 而这些，使得华为在推进伙伴

公有云业务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华为云

在这些地区的覆盖。

此外，华为一直在积极、持续地投入

研发和云计算， 已在全球设立了 14个研

究所、36个联合创新中心和 45个培训中

心，以及 16个开放实验室，为客户和合作

伙伴提供支持。

2018年，华为云和伙伴已在中国、东

南亚、欧洲、俄罗斯、拉美、非洲等国家和

地区完成全球布局， 在全球 22个地理区

域、37个可用区提供云服务，助力众多行

业客户商业成功， 例如标致雪铁龙集团、

桑坦德银行、欧洲核子研究机构 CERN、

智利第一大零售商 Falabella, 阿根廷最大

的物流公司 Andreani等。 到今年年底，海

外大部分地区和国家都可以使用到华为

云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月底，华为云

已上线 18大类 140+云服务， 以及 SAP、

HPC、IoT、安全、DevOps等 60+通用解决

方案，制造、电商、游戏、金融、车联网等

80+行业场景解决方案。

全球化不存在必然，

而是“自然而然”

对华为云来说，全球布局其实一直

是从成立之初就考虑的战略方向。 众

所周知， 全球公有云市场有着巨大潜

力。 Gartner 预测，2018 年全球公有云服

务市场将从 2017 年的 1535 亿美元增

加至 2018 年的 1864 亿美元，涨幅高达

21.4%。 面对如此广阔的全球市场，任

何一家有野心的公有云厂商都无法抵

挡其诱惑。

而纵观国内公有云市场， 大多数

公有云厂商选择的都是首先根植中

国，再“出海”攻坚的路径。 此前在《财

经天下》的专访中，华为公司副总裁、

云 BU 总裁郑叶来也强调， 华为做的

每项业务， 一开始都是全球化的。 正

因如此 ， 相比其他国内云厂商都在

“出海 ”，华为云却有所不同 ，依托华

为全球化的业务布局和广泛的全球合

作伙伴， 华为云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布

局，国际国内并行发展。

“这是华为和运营商伙伴在发挥各

自的优势来服务客户的一种新商业模

式”，郑叶来介绍到，无论是华为自己

运营、还是由合作伙伴来运营的云，都

是基于统一的平台和技术， 为当地的

政府和企业提供一个值得信赖的、可

靠的、可持续创新的云服务能力。

如同郑叶来总结的那样， 华为云

的能力是既懂中国又懂全球 。 “如何

跟当地政府打交道、 如何本地化，如

何支付、 如何交易， 我们早就打通了

全流程。 我们经常讲， 华为的一个核

心 能 力 叫 Glocal， 即 Global 加

Local———通达全球、 本地遵从。 ” 不

止走出去， 很多欧洲的企业， 包括施

耐德、飞利浦医疗、迅达电梯等等 ，包

括宜家到中国来也都选择华为。

可以见得，华为云的全球化就是自

然而又顺理成章的。

今年，在一年一度的华为全联接大

会上， 备受瞩目的华为全栈全场景的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发布。 这被业界广

泛认为是华为云的差异化优势。 目前

来看， 华为在人工智能领域提供的芯

片， 是绝大部分厂家当下不具备的能

力。 围绕已发布芯片 Ascend，华为投资

了训练和推理平台、 开发者的 AI 全流

程开发平台和工具 ModelArts、HiLens。

华为在芯片上布局长达十多年， 据说

很多客户选择华为云， 就是看中其在

人工智能上展现出来的能力。

除此之外，郑叶来也认为，未来布

局最重要的是， 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到底能不能做到全球领先， 或者逐步

做到全球领先。 “我们自己到底能不能

做好，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这是我

们未来的挑战， 我们自己到底能不能

持续努力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

务？ ” 其次便是如何来找准自身的定

位，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其实，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不断

突破、 不断创新让华为云实现快速发

展和进步， 足以会让它成长为一个在

全球云计算市场都颇具份量的品牌 ，

未来的华为云将会创造更多的可能。

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成立一

年多的华为云实现收入同比增长 7 倍。

如今， 基于全栈全场景的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 华为云势必将迎来全球云化

布局的跨越式发展。

如果说信息技术带来了效率的提升， 以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一系列新的通用目的技术（GPT）则带来生产成本的变
化，而且毋庸置疑，未来还会改变每个行业、每个职业、每个
组织、每个家庭和每个人。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正在成为改变世
界的加速器， 也是一众科技巨头会重点聚焦的领域。 近年
来，亚马逊、微软等都在持续加码人工智能投入。

长久来看，在各巨头的推进下，从概念走向应用的人工
智能、云计算技术势必会逐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使人
类社会的发展真正跨越国界，并重塑全球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