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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新加坡关系的新阶段：描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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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南与新加坡同为东南亚中的重要国家，其双边关系目前十分紧密。自两国关系正常化一直到现在，越新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以2009年两国开展防务合作为标志，两国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关系

继续向前发展。而促使越新关系不断向好的因素，则来自于国际体系层次中的美国和南海因素、区域层次中的东盟一体化因素

和国家层次中的两国自身国家属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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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和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两个重要

国家，也是东盟内的两个重要国家，研究这一双边

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越南与新加

坡的外交关系始于1973年双方建交，但是由于冷战

背景和20世纪80年代的柬埔寨问题，双方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互相敌视。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双

方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改善,并且日益密切。

笔者认为，自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

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双方刚

刚恢复关系，很多领域的交流从零开始并且逐步密

切，这是两国关系的起步阶段。进入新世纪后，特

别是2004年两国签署《联系框架协议》(Singapore-

Vietnam Connectivity Framework Agreement)，双方在

经贸、投资、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开展更进一步的合

作，这是两国关系的第二阶段。两国关系进入新阶

段的进程，始于2009年两国开始进行国防合作，双

边关系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特点，两国合作正

超出经济、文化等低阶政治领域而向高阶政治领域

迈进，2013年两国正式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

涉及领域包括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国防合作和在

国际上协调一致,两国关系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在两国关系的新阶段，双边关系继续迅猛发

展，对于其现状的描述及其背后原因的分析与解释

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一　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新加坡关系的发
展脉络与新阶段的特点

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可以通过两国所签署的

一系列协议及其所涉及的合作内容进行梳理。1990

年代，越南与新加坡刚刚实现关系正常化，双边关

系的主题是发展经贸往来，两国签署了《海洋协

议》《航空协议》《贸易协议》《保护与鼓励投资

协议》《避免双重课税协议》《旅游合作协议》等

涉及两国经贸往来中一般性规定的协议，双边交

流旨在恢复因长期对立而损害的两国关系。[1]整个

90年代的两国合作范围有限并且相对初级。进入新

世纪后，双边关系发展开始加速。两国于2005年签

订《越新联系框架协议》，内容涵盖六个部分：

教育、金融、信息技术与科技、投资、贸易与服

务、运输等为两国政府与政府之间进行交流合作

提供了平台。[2]2009年，两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

（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将合作领域延

伸到了国防和军事领域，这是双边关系开始新的转

变的信号。以此为开端，两国关系开始渐渐步入第

三个阶段。2013年9月，越南与新加坡正式签署了双

边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这标志着双边关系在第三个

阶段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战略伙伴关系涉及政治互

信、经济合作、安全与防务合作、在国际与区域论

坛中加强合作、其他（教育、医疗、文化、艺术与

体育等）。[3]

越新双方逐步建立合作关系，并且这种合作

关系逐渐扩大范围和加深力度，从低阶政治走向高

阶政治的。20世纪90年代，两国刚刚开始交往，就

日常双边交流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何规定签署了一系

列合作协议，内容多涉及经贸往来。21世纪的头十

年里，两国签署《越新联系框架协议》，确立了双

方在经贸、教育培训、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从

2009年开始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越南新

加坡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和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合作进一步触及政治互信、国防、国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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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这样的高阶政治领域。因此，两国关系发

展的新阶段包涵三个特点：第一，原有合作内容如

经贸、教育程度上不断加深；第二，在原有合作内

容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如国防合作；第三，

合作维度从低阶政治迈进高阶政治。

二　越南-新加坡关系的研究综述
让我们梳理一下关于越南-新加坡关系的以往

学术成果。国内系统论述两国关系的有两篇文章：

黄云静的《越南与新加坡关系（1973-2008）》描述

了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两国关系并归纳

了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郑国富的《越南与新加坡

双边经贸关系研究（1973年-2013年）》，梳理了越

南与新加坡经贸关系的历程与现状，并总结了两国

经贸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积极因素。①国外研

究越新关系的成果有：郑成关（Ang Cheng Guan）

的《新加坡与越南战争》（Singapore and the Vietnam 

war）通过历史研究还原了新加坡高层在越南战争

期间对于这一战争的认知和决策，虽然并没有直接

涉及越新关系，但是有益于发现越新关系演进逻辑

的历史依据；金钟恩（Foo Kim Boon）的《新加坡-

越南双边贸易投资协议1992》，从法学研究的角

度评论了两国在1992年签署的投资协议；Le Hong 
Hiep的一篇时政评论《新加坡-越南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需要新倡议》（Singapore - 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w Initiatives Needed）认为，新加坡与

越南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强大，但是双方仍需

要更强有力的措施使得双边关系更加紧密；还有一

些政治家的回忆录里也涉及了越南-新加坡关系，

如《李光耀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柬埔寨危机的前

后新加坡领导人与越南领导人的接触和越南对新加

坡态度的转变，《小红点》（the Little Red Dot）中

收录了一位在2000年后被派驻新加坡的越南外交官

关于对新加坡印象以及在工作中沟通两国关系的文

章，其中特别谈到了两国在签署《联系框架协议》

前后发生的故事。②

综上所述，学界对越南-新加坡关系已经产生

了关注，但是关注并不多，特别是综合分析越新双

边关系的文章，目前只有一篇《越南与新加坡关系

（1978-2008）》。其次，前人已有的成果主要分析

的是从双方建交至本世纪头十年双边关系的发展历

程，而越新关系的发展迅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

产生新变化，对于近几年特别是2009年之后越南-新

加坡关系逐步发生新的重大变化的这一历史时期的

研究成果仍十分稀少。

三　两国关系新阶段的现状
（一）两国关系的定量分析

首先，本文尝试运用阎学通教授于2004年提出

的双边关系事件赋值[4]和定量衡量方法[5]来描述越南

与新加坡从2009年到2017年双边关系发展的实际情

况。笔者登录新加坡外交部的官方网站，在首页关

键词查询框内输入关键词“Vietnam”，得到了若

干新闻。经过筛选，获悉了相关双边关系有意义的

事件共44件。由于所得到的事件并不是均匀地发生

在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因此无法以月或者季度为时

间单位，因此笔者以每半年为最小时间单位来表现

双边关系的变化。通过对事件的赋值以及计算每半

年的事件影响力分值，最后计算出每半年的双边关

系分值。这里涉及一个问题，阎学通教授的方法需

要设置一个初始值，即当下双边关系的分值受过去

分值的影响。由于2009年之前双方已就合作事宜签

署了联系框架协议，领导人互访频繁并且高度评价

两国关系，民间交流渠道也十分顺畅，因而笔者认

为，两国关系直到2008年末都十分积极，但是考虑

到两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比较，彼时的越新关

系又远不如越柬关系亦或美新关系那样友好，因此

从保守稳健的角度考虑，笔者在-9到9之间设置双边

关系的初始值为5。

图1 国家双边关系数值标准

资料来源：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

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4页。

表1 2009-2017年越南-新加坡关系主要事件一览表

年份 日期 事件 分值

2009年

4月22-26日
越南国会副主席阮德坚对新加坡进行
正式访问

0.2

5月22-25日
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对越南进行正
式访问

0.6

7月29日-8月1日
越南副总理黄忠海对新加坡进行正式
访问

0.8

10月1日 新加坡政府和民间援助越南救灾 0.3

10月2日
新加坡领导人对越南遭遇台风灾害表
示慰问

0.1

10月23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越南总理阮晋勇
在第十五届东盟峰会外进行双边会晤

0.8

11月16-17日
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对新加坡进行国
事访问

1.5

2010年

1月12-15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越南进行正式访
问

1.5

6月28日 胡志明市委书记拜访吴作栋 0.1

7月24日
新加坡外交部长与越共中央常委阮文
芝会晤

0.3

10月28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越南总理阮晋勇
在第十五届东盟峰会外进行双边会晤

0.6

11月1-4日
越共外联部长应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
文的邀请访问新加坡

0.6

11月1-4日
双方签署有关培训越南共产党官员的
协议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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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年份 日期 事件 分值

2011年

1月24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祝贺越共十一大成
功召开

0.1

7月27日
新加坡总统、总理向新任越南国家主
席、总理致贺信

0.1

9月8日
新加坡外长尚穆根拜访越南外长范平
明

0.6

9月26-28日
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对越南进行国事
访问

1.5

9月26-28日
双方签署关于对在越南建设新工业园
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谅解备忘录

0.4

2012年

3月4-6日 越南外长范平明访问新加坡 0.6

4月3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越南总理阮晋勇
在第二十届东盟峰会外进行双边会晤

0.6

4月23-27日
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对越南进行正式访
问

1.5

9月7-9日 越南副外长黎良明访问新加坡 0.4

9月12-14日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对新加坡进行
正式访问

1.5

9月12-14日 签署关于金融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0.4

9月12-14日
签署关于两国避免双重课税的补充协
议

0.4

9月12-14日
签署关于对越共高级官员的研究访问
项目和高管教育项目的协议

0.4

2013年

3月19-20日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海清访问新加
坡

0.2

4月1日 建交40周年，双方领导人互致问候 0.1
5月31日-6月1日 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新加坡 1
9月12日 双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10月6日
越共元老武元甲逝世，新加坡表示哀
悼

0.1

11月5-8日 越南副总理武文宁访问新加坡 0.8

2014年
5月

越南发生反华游行与骚乱，新加坡工
业园受到冲击，新加坡国旗被烧毁

-0.5

5月18日 双方外长就骚乱事件通电话 0.2
9月23-26日 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访问越南 1.5

2016年

4月8日
新加坡总统和总理向新任越南国家主
席和总理致贺电

0.1

7月17-20日 新加坡高级部长对越南进行访问 0.8

8月28-30日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对新加坡进行国
事访问

1.5

9月11-14日
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对越南进行正式
访问

0.8

10月25-27日
新加坡外长维文.布拉克瑞施楠访问
越南

0.6

10月25-27日
签署关于对越共高级官员的研究访问
项目和高管教育项目的更新协议

0.4

2017年 2月
越南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高级法院
签署谅解备忘录

0.2

3月21-24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越南进行正式访
问

1.5

7月13-15日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副总理张
和平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

0.8

11月26-28日
越南国民议会议长访问新加坡，礼节
性拜访新加坡总统与总理

0.6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新加坡外交部网站的信息自行整理

注：在新加坡外交部网站公布出影响越新关系的事件

中，2015年没有发生较重要的事件

由于阎学通教授的这一方法所量化的两国关系

数据具有收敛的特征，因而初始值设置的误差不会

影响两国关系的展现。2009年1月到2017年12月越

南、新加坡两国关系如图2所示。③

图2 2009至2017年越南-新加坡双边关系分值折线图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如图所示，2009年以来，越南与新加坡的关系

发展迅速，双边关系的发展处于一个持续向好的过

程。在2014年上半年，受5.13反华事件中焚烧新加

坡国旗的影响，双边关系有所降温，但很快继续恢

复并持续攀升。总体而言，从2009年到2017年两国

关系十分紧密，并稳步发展。④

（二） 两国关系新阶段的具体领域分析

经贸与教育培训是越南与新加坡关系中的传统

领域。近来因伴随着越南自身实力的增强与在东盟

内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两国的共同利益范围扩

大，国防合作也正逐渐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而，笔者对于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具体分析

由贸易、投资、人才培养、国防合作这四个角度来

进行阐述。

1.贸易

越新贸易往来历史悠久。冷战结束后，双边

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新加坡已成为越南主要贸易伙

伴国。[6]33-38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越南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使得越新两国贸易的外部障碍得以消

除。如表3所示，从2009年至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

总体趋势上呈大幅度攀升。2016年，越南是新加坡

在全球范围内的第十二大贸易伙伴，新加坡是越南

在全球范围内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东盟范围内的第

一大贸易伙伴。[7]因此，越南和新加坡都是对方重要

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在两国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一直以来在越新贸易

中处于逆差的位置，而越南市场远远大于新加坡市

场，因而说明目前越南对新加坡出口商品的附加值

低，贸易结构反映了国内的经济结构，越南的工业

化程度与产业发展程度远不如新加坡。
表2 2009~2015年越新双边贸易概况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进出口总额 13413.0 12254.1 14832.8 15407.2 16742.9 19532.0 21599.5

新加坡对越南
的商品进口

3299.3 2193.0 2084.6 2806.7 3825.8 4052.2 4943.1

新加坡对越南
的商品出口

10113.7 10061.1 12748.2 12600.5 12917.1 15479.7 16656.4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年鉴2016（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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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

新加坡直到1991年才开放对越南的投资。新

加坡对越南投资的历史较短，但是发展十分迅速。

如前述，新加坡对越南的投资额短短21年增长了约

三十倍，注册资本仅次于韩国和马来西亚，位列第

三。截至2017年，新加坡对越南的投资总额达到382

亿美元，仅次于韩国、日本，是越南第三大外资来

源国。[9]

新加坡对越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业与制

造业，对房地产亦有所涉及。[10]从2009年至2014年

（如表3），新加坡对越南的投资缓慢增长，甚至从

2009年到2010年投资额有所下降，出现了负增长，

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解禁对越投资之初投资

额迅猛增长，现阶段新加坡对越南的投资已经进入

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表3  2008~2014年新加坡与越南之间的投资存量

  单位：百万美元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新加坡对越南
投资

2837.0 3131.3 2731.4 3053.3 3708.7 4225.1 4790.7

越南对新加坡
投资

28.9 28.2 59.6 60.6 24.2 107.8 165.3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年鉴，2016（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 apore，2016）[8]

越南新加坡工业园是新加坡对越南投资的标

志性项目。继第一期、第二期和VSIP北宁建设并投

入使用，越南和新加坡双方又继续扩展工业园的规

模，VSIP海防、VSIP广义省、VSIP乂安、VSIP海阳

在2009年之后相继开工建设并投入使用。VSIP采用

一站式服务，行政手续方便，吸引了全球各地企业

来此落户。

除了新加坡对越南投资以外，越南作为东盟的

新兴经济体对新加坡也有所投资，这是常常为人忽

视的地方。从2009至2014年（如表3），越南对新加

坡的投资增长迅速，除了2011年至2012年降幅明显

之外，总体趋势呈上升状态，六年时间投资存量增

长了五倍。但是相比新加坡对越南的投资额以及其

对于越南发展的意义，越南对新加坡的投资在越新

关系中显得微不足道。

3.人才培养

越南与新加坡在教育方面的合作主要集中在

对越南官员的培训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与

新加坡合作培训越南官员，一方面越南官方派遣官

员赴新加坡参与培训，另一方面双方合作在越南本

土建立了越新技术培训中心、越新培训中心、越

南-新加坡优质培训中心为越南的技术工人和官员

提供培训课程。[6]34南洋理工大学所属的南洋公共

管理研究生院自1992年开办针对中国高级官员的培

训课程（executive development programmes）后，与

包括越南中央政府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建立工作

关系，开展针对高级官员的培训，推广新加坡发展

的成功经验。[11]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积极与新

加坡合作，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与管理模式，派

出大量官员赴新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中国

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积极

探索发展自己的新路子，越南与中国当年的境况

十分相似。2010年，越南官方向南洋公共管理研究

生院派遣了首批20名学员，由于效果很好，培训规

模逐渐扩大，并取得了淡马锡公司的资助。[12]2012

年9月12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与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在新加坡签署有关于越共高级官员赴新的

研究访问项目与高管教育项目的协议（Agreement 

on the Study Visit Programme and 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me），[13]两国的公务员培训合作愈发紧密。

4.国防合作

越南和新加坡的国防合作始于2009年9月双方

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涉及两军的军事教育与训

练、人道主义和灾害救援、海上安全、军事医疗等

领域。[14]在这个机制下，双方每年都要举行防务政

策论坛，就共同感兴趣的防务问题交换意见。

越南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的内容相对广泛，尽

管双方合作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通过媒体的

报道可以廓清越新军事合作的大致轮廓。越南与新

加坡军事合作的内容包括：人员培训、军事工业与

医疗、维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区域特别是

南海问题上的协商。在2012年初举行的第四次论坛

上，双方签订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旨在促进两国海

军领域、国防工业、军事贸易领域的合作，特别是

在帮助越南发展其薄弱的军事工业。[15]2014年举行

的论坛上，由于前一年双方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重新确认了双边军事合作关系，使之适应

刚刚建立的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6年2月29

日，第七次越新防务政策论坛上，越新两国达成了

一项新的协议，表示将扩大双方的防务合作，包括

促进全方位层次的互访与维护副部长级的防务对话

机制，在联合国和东盟框架下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双方还就中国与南海局势交换了意见。[16]2017年10

月9日-10月10日，第八次越新防务政策论坛召开，

双方就最近的亚太局势发表看法，表示将通过加强

两军交流合作来推进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同意

在东盟内互相支持。2018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

主席国,越南表示将支持新加坡担任好这一角色。[17]

由此，越南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在近年来不断

走向深入。越南和新加坡在东南亚都有着很强大的

军事力量，但是越南的军事现代化不足，国防工业

薄弱。通过越新防务合作，新加坡为越南培训军事

人员、发展国防工业，事实上促进了越南的军事现

代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军方也加深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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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军队的了解与影响。另一方面，两国的防务合

作也逐渐从“器物”层面向政策层面外溢，双方在

亚太局势特别是在南海问题应对中国压力上频频交

换意见，互相协调防务政策，使得两国的战略伙伴

关系逐渐向纵深发展。

四　对两国关系新阶段现状的解释
如果要对越南-新加坡关系新阶段现状进行解

释，首先需要概括出越南-新加坡关系新阶段的现状

到底是什么。如前述，越南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现

状已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在经济、政治、教

育、国防等诸多领域都有着较深的互信与合作，两

国的合作关系也由最初的经贸联系进一步深化为包

括政治、国防合作在内的全方位合作。因而，对两

国关系新阶段的解释，也就是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越南与新加坡为什么要保持合作；第二，越

南与新加坡的合作为什么不断深化。这两个问题作

为两个因变量，需要找出对应的自变量。为了便于

分析,本文采用国际关系学中常用的层次分析法,通过

国际体系层次（美国重返亚太、南海局势紧张）、

区域层次（东南亚的崛起与东盟一体化的推进）、

国家层次（两国属性）来对自变量进行归纳。

（一）美国重返亚太与南海局势紧张

与美国的关系被新加坡视为是在与各大国关

系中最为重要的，由于美国的大多数利益与新加坡

一致并且有能力保护新加坡，新加坡欢迎美国在亚

太的存在。[18]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东南亚伴随着美

国高调重返亚太而不再平静。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

在东南亚的不断增强加剧了新加坡对中国的疑虑，

大国平衡外交的政策惯性使得新加坡拉拢美国平衡

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正得力于新加坡不断地呼吁。“出于地缘政治的考

虑，身边的中国霸权远比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霸

权更令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恐惧。而一旦失去制

衡，中国未必成为如美国一样“良性”的霸权，却

必将极大地改变目前相对稳健的经济体系与安全

格局，使亚太乃至全世界的权力与利益格局重新

洗牌。”[19]而美国遏制中国，越南是重要的拉拢对

象。新加坡加强与越南的联系，背后是否有美国的

因素，难免不让人联想。

南海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逐渐成为地区热点问

题。面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越南急需盟友。新加坡并不是南海主权声索国，但

是依旧十分关注南海争端。2015-2016年菲律宾发起

南海仲裁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公开支持仲

裁结果，为中新关系蒙上一层阴影。越南与新加坡

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使得双方在本地区内将越

走越近，合作也就深入。

（二）东南亚的崛起与东盟一体化的推进

东南亚的崛起使得越南与新加坡的合作变得

顺理成章。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进入了

大变动、大挑战的新时期，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

量的比重日益上升。[20]东南亚国家在其中表现十分

亮眼，无论是老东盟成员国，亦或是以越南为代表

的新东盟成员国，在最近20年里都取得了一定的经

济发展成就，经济快速增长，充满活力。虽2008年

东南亚经济普遍出现衰退或减速， 但到2010年各

国相继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成为亚太地区经济重

要的增长极。[21]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新加坡

愈加重视发展与本区域国家的经贸关系，投资区域

内有发展潜力的国家，[22]如越南。而处于革新开放

中的越南，特别是改革之初，急需资本开发本国的

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伴随剧变，苏东集团已难以

倚靠，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原因，也无法立即投向

西方国家，因而自身所在的东南亚便自然成为了越

南突破困境的首选。而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发达的国

家，自然成为了越南争取的对象。

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促进了越南与新加

坡合作的不断深化。20世纪90年代，作为东盟一体

化的重要部分，东盟对印支半岛的吸收使得越南成

为了东盟内的新成员，作为新东盟成员国的越南与

作为老东盟成员国的新加坡加强了联系。2003年10

月通过的《东盟协调一致第二宣言》（《巴厘第二

宣言》）正式明确了东盟共同体的内涵，即政治安

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并树立

了建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23]2015年12月31日，东

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发布声明，宣布

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24]尽管东盟共同体的建设目

标尚未完全实现，但是东盟一体化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在国际体系层面，正是由于东盟一体化的

推进，使得越南与新加坡作为东盟内的两个重要成

员国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密切

了越南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政治安全共同

体的建设加强了两国在应对外部压力和非传统安全

问题时不断取得共识，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则强

化了两国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合作关系。

（三）越南与新加坡的国家属性

从经济的角度看，越南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

国家，面对着一个重大的任务，即如何发展自己，

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现阶段以及未来

的一段时间，越南外交的核心是为经济发展服务，

一方面需要创造一个和平友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

面需要汲取外国资源来发展国内经济。[25]首先，越

南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天然地需要外贸和外资。

其次，越南所面临的发展任务和正在进行的发展进

程是一个并不平坦的道路。所谓发展，是将越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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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国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其核心在于实现全面

的工业化并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越南目前的工业和

科技能力仍然不足，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为发达国家

打工的尴尬地位，因而越南要实现全面工业化和升

级产业结构，需要资金、发展经验、科学技术、人

才等要素，但是这些要素自身并不具备，需要不断

融入国际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努力

从第三世界跃升至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不多，新

加坡是一个典型。而新加坡与越南传统文化相近，

并都是由一个政党长期执政，有很多相似之处。因

而越南希望复制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新加坡是一个

发达国家并且是天然的外向型经济体，其通过一次

又一次产业结构优化与对外战略的配合使得自己在

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特别相对于东南亚其他

国家），并希望这种优势能保持下去。因此，新加

坡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稳定友好的周边环境

与潜力巨大的投资地。所以，新加坡与越南的合作

关系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越南需要新加坡的资

金以及附加的企业管理经验、科学技术等；新加坡

希望与越南经济一起起飞，从越南经济发展中分一

杯羹。为了维护投资利益，新加坡希望对越南政府

有所影响，双方高层的频繁互访、新加坡为越南培

养公务员与技术人员甚至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协商一

致就成为了新加坡维护在越南经济利益的附属品。

从遵守国际制度的角度看，新加坡作为一个袖

珍小国，其生存和发展所倚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在二战之后所确立的一套国际制度与规范。

因而新加坡是一个极其遵守国际准则的国家，它积

极维护并推广这一套国际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价值

观。尽管冷战的阴霾早已散去，但是越南毕竟仍是

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且曾经无视他国

主权吞并柬埔寨与老挝。历史记忆并未完全散去，

这成为新加坡加大与越南接触，帮助越南发展经

济、支持越南融入世界，鼓励越南更加开放的潜在

动力。越南是东南亚的大国，新加坡希望越南能在

区域和世界上成为一个“好公民”，并且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从两国在区域中所扮演角色的角度看，越南与

新加坡都具有东盟身份。一直以来，新加坡在东盟

内都扮演着“低调领导者”的角色，这意味着它在

维护自身利益之外也致力于维护本地区和地区大国

的利益；其领导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为地区大国

提供建设性建议。[26]而越南是东盟内的新成员又是

地区大国，新加坡与越南进行多方面合作也有帮助

越南构建东盟身份，为维护东盟整体利益而考虑的

色彩。

注释：
①国内文献中具体内容请参见：黄云静.越南与新加坡关系

1973-2008[J].东南亚研究，2008(5):33-38；郑国富.越南与

新加坡双边经贸关系研究（1973年-2013年）[J].广西民族

师范学院学报,2013(1):97-101.

②国外文献中具体内容请参见：Ang Cheng Guan.Singapore 

and the Vietnam war[J].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2):353-384；Foo Kim Boon. THE SINGAPORE-

VIETNAM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J].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93:.318-325；Le Hong 

Hiep. Singapore - 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New Initiatives 

Needed[J]. RSIS Commentary, 2015.11.16；李光耀.李光

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317-

325；Duong VanQuang, Building a new Singapore-Vietnam 

Partnership. Tommy Koh, Li lin Chang, Joanna Ko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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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33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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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忽略的,量化可以从总体上展现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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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Phase of Vietnam-Singapore Relations: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FANG Xiao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Vietnam and Singapore are both important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are now very close.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ill now, the relations have continued to develop. With the beginning 
of def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In this 
new phase, bilateral cooperation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continue to grow upwar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Vietnam-Singapore relations comes from the fact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t the level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ASEAN integration factor at the regional level, and the country's own national attribute facto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Key words: Vietnam-Singapore relations; South China Sea;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SEAN integration; ASEAN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