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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选后形势研讨会纪要 

 

近期，“缅甸选后形势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

研究所举行。来自中联部、商务部、新华社、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等单位的十余名专家参会，对缅甸政治转型的原因、前景、民

族和解进程、国家治理以及中缅关系等诸多方面发表了各自的建

议与看法。 

现将研讨成果总结概述如下。 

一、缅甸选后国家治理问题 

民族和解问题会成为民盟的优先政治任务之一。一方面民盟

取得压倒性胜利，合法性增强，将来会在和平进程中牢牢占据主

动权，有利于民族问题和平解决；而另一方面,民盟胜选优势会

使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求生存的压力显著增大。对于罗兴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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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政府未给予罗兴亚人公民身份，将会影响民盟的执政基础

以及缅甸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今后如何处理民族和解、人权、宗

教问题将是昂山素季需要面对的挑战。 

民生问题能否改善会影响民众对新政府的态度。缅甸大选调

动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选举中民众愿望转化为选票，选举

后则成为新政府的挑战、压力。民众利益诉求集中在工作机会、

生活水平、下一代的发展机会以及公平与发展的问题上。逐步改

善民生可以强化民众对新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缅甸仍属不发达

国家，民盟政府应在扶贫减贫上采取积极举措。 

经济政策问题可选项不多。缅甸的经济政策会趋于开放或是

保守取决于昂山素季个人。在经济政策上她的可选项不多，因此

会将吸引外资作为重点。缅甸需要提高国家公信力，严守已经签

订的合同。但在资格准入、开发项目和环保上应拔高要求。这对

中资企业是把双刃剑。 

外交政策还是大国平衡。缅甸不会偏向西方，仍会采取大国

平衡外交政策。昂山素季重点强调维护国家利益、民众权益和务

实外交。她会重视发挥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作用，主动融入东

盟一体化进程，中缅关系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二、民盟执政前景 

既不能低估民盟面临的执政困难，也不能低估民盟的执政潜

力和主观能动性。 

民盟的执政劣势。一是民盟和昂山素季缺乏执政经验。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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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青年骨干匮乏，人才断层；昂山素季一直是民主斗士，缺乏

行政事务经验。二是不能低估社会矛盾。央地矛盾、民族矛盾、

宗教矛盾、经济利益之争、政治利益之争，这些潜在矛盾、利益

争夺相互纠结，可能导致缅甸将来政局出现变数，任何方面的失

误都会造成震荡效应。三是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比较棘手。昂

山素季大选后需协调各方利益、关系，需要缅族支持、军方妥协，

不能对少数民族让步过多，否则会引发各方不满。四是民盟内部

可能内斗分化。民盟变成执政党后，面对大量执政资源、经济利

益，内部不排除会发生职位之争、组阁之争、施政方针之争。 

民盟的执政优势。第一是人和优势。目前来看，基层民众大

力支持，军方提供宽松环境，民盟也许会探索出一条适合缅甸国

情的发展道路。但是，军方利益之争与民众期望落空，都可能导

致人和优势转化。第二是地利优势。缅甸战略位置关键，处于中

印东南亚的战略结合部，又处于“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中缅油气管道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关键，各方难以割舍，缅甸

可以左右逢源。 

三、新形势下中缅关系的挑战 

中缅作为邻邦，存在日积月累的问题，民盟执政后这些固有

挑战依旧存在。一是昂山素季和民盟对中国感情认同度有待观察。

在昂山素季和民盟的低谷期，中国与美国等西方政治支持力度有

差距，她内心深处对于中国的感情到底如何，还需观察。二是中

国在缅甸投资项目受挫。密松电站停工，莱比塘铜矿反复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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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漂铁路搁置，都反映出在民主转型背景之下的缅甸，中国的经

济、投资环境优势正在丧失。三是缅甸民间对中国看法消极。缅

甸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对中方多持负面看法，在中资企业准入

资格、民族和解进程、边境人口问题、走私问题、毒品问题上，

对中国施加压力可能陡增。四是美日对缅影响力上升给中缅关系

造成波动。美、日对缅甸的影响力呈全面赶超中国的态势。中国

在缅甸着重以基础建设、资源项目为主，日本在汽车、电信、金

融以及高速公路等领域却有明显优势。在临近中国的缅北山区，

美日通过教会、NGO 渗透，对当地少数民族武装影响逐步扩大。

美日因素给中缅关系带来不稳定。五是“民地武”问题对中缅关

系的消极影响。“民地武”问题使中国被迫卷入缅甸的国内矛盾，

对中国边境稳定和经贸发展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并严重干扰中

缅重大经济合作项目。缅甸民族和解进程若受阻，民盟可能会将

责任归咎于中方，中国应提前有所准备。 

四、对策与建议 

民盟执政并非于我不利，应该准确定位、清晰认识。首先，

昂山素季和民盟不会彻底倒向西方，昂山素季本人重视对华关系。

从理想主义斗士转变为成熟政治家的昂山素季，出于国家利益的

考量，会选择在中国和美日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她个人重视对

华关系，体现在大选结束之后单独接见中国大使，以及在莱比塘

铜矿事件中保持理性、客观，对中方有所帮助等。虽然她之前有

接见达赖等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但中国应该客观看待，不应过



-5- 
 

度反应。其次，民盟执政对中方投资会有促进作用。未来民盟政

府的治理方式势必要求中缅合作采取更加公正、透明、符合国际

标准的方式。未来中企进入缅甸的门槛会提高，但在签署项目之

后面临的政策、法律风险会降低。这对于保护中方企业在缅利益

有一定积极作用。最后，民盟执政是改变缅甸民间对华消极看法

的契机。过去中国政府与军政府关系密切，缅甸民众对军政府的

反感、怨恨同时迁移至中国。而民盟执政后，中国可以卸下历史

负担，借此机会有效整合民间力量，逐步在缅塑造良好形象。 

新形势下，中国对缅甸采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以中缅友好

大局为重，奉行和平外交路线。在“民地武”问题上不改变“不

干涉内政”的原则，发挥谨慎但是积极的作用。缅北地区和平关

乎中缅边境长治久安，关乎“一带一路”在缅甸这个节点上的成

败，关乎印中孟缅经济走廊能否顺利实施。因此倾向于鼓励他们

早日实现和平。二、与缅甸各界保持良好关系。包括民盟政府、

缅甸军方、巩发党等，利用不同渠道宣传中国开放理念，不以意

识形态划线，以国家利益为依归，保持长远发展。三、塑造良好

形象，改善民间对华态度。一是通过民间渠道，以开展援助的方

式培育亲华力量，鼓励培育跨境民族、中资企业、高校、宗教组

织等多方面民间力量；二是在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中，中国各界

人士应搭建起民间积极交流的平台，增加互信、改善中国形象；

三是中国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缓

解社会困难与矛盾。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项目中，可适当增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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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当地社会方面的投入，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企业“本

土化”以促进当地就业，更直接、更充分地惠及当地民众。 

 

附参会人员名单： 

1. 张云飞，新华社 

2. 彭宏伟，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 

3. 许利平，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4. 姜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亚洲部 

5. 张学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6. 王思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7. 张伟玉，清华大学 

8. 范伊伊，商务部研究院 

9. 马加力，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 

10. 宋清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责任编辑：陈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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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约 

 

《和平发展观察》与大家见面了。 

她既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

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

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

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

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字以内为宜。来稿一经采用，

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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