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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大陆的

东南亚研究机构综述

骆莲莲，姜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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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大陆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东南亚研究机构。自 1956 年第一所专门性东南亚研究

机构——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至今，设立于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已不少于 30 家，主要

分布于北京及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东南亚国别政治及国际关系、东南亚经

济与文化、东南亚历史及现状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等四个领域。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机构的既有布

局及研究成果有利于当地政府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次区域合作，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一带一路”

后续发展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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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Research Institutes on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Mainland Inspir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UO Lianlian, JIANG X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Mainland China’s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research institutes on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 institute in 1956–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there are now 34 research institutes o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ese 
mainland, mainly distributed in Beijing and four Southern provinces, like Fujian, Guangdong, Guangxi and 
Yunnan. These research institutes focus on areas like politics and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 economy and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status quo, as well as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existing layout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on Southeast Asia in Mainland China are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open the way for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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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

精神，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

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1]5，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

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了新平台。东南亚共有 11 个国家，即泰国、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

柬埔寨、缅甸、老挝及东帝汶。其中只有于 2002 年

独立的东帝汶尚未加入东盟（东盟正式成立于 1967
年）。东南亚地处“一带一路”建设的门户位置，既

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接，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是“一

带一路”倡议重点关注的区域经济体。东南亚地区与

中国大陆向来交好，且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

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可忽视的友好区域。

鉴于东南亚地区的独特地理位置及与中国交

往的历史渊源，中国大陆学术界自 20 世纪 20 年

代起即已开始对东南亚的深入研究，有数篇论文

及专著发表，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专门研究机构开

始建立，但后来研究一度中断，直到 1978 年改革

开放和 1979 年成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伊始，中国

的东南亚研究才重新起航，走上较健康的发展道

路。中国大陆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研究

机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到 2020 年底，大陆从

事东南亚整体性研究的机构已经由 20 世纪 50 年

代的 8 家增至逾 30 家。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历史、

研究特色及现状如何？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

倡议的新机遇下，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方略如何

获得进一步发展？基于以上疑问，本文将探讨东

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战略意义、明

晰研究机构在东南亚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梳理中

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源流，并选取其中六大主

要研究机构、介绍各机构的历史、研究现状、主

要期刊及馆藏量等，从而指出中国大陆东南亚研

究面临的困难及挑战，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研究方略的进一步发展。

一 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源流

研究机构在进行系统性研究方面起举重若轻

的核心作用，它可以明确研究方向、研究对象、

研究任务等，具有科学性、长期性、稳定性、计

划性。因此，东南亚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是建立

专门性的东南亚研究机构。

20 世纪 20 年代伊始，中国对东南亚逐步开展

了系统性研究；50 年代中期，全国出现了东南亚

研究的专门性学术机构；至 60 年代中期，国内已

组建了 9 所相关机构，研究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然而，“文革”期间，动乱不仅使已有研究工作

停滞不前、使部分研究成果遭到严重破坏，而且

导致研究人才断层；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陷

入瘫痪状态，研究人员流散、图书资料流失 [2]84。

直至 1978 年改革开放和 1979 年中国东南亚研究

会成立，原有的研究机构才得以重建，新的机构

也陆续建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再次散发活力。

笔者在百度、必应、谷粉搜搜、CNKI、万方

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列国志数据库及 PapersFirst 等搜索引擎及数据库

进行查阅，其结果显示，目前对国内“东南亚研

究机构”（或“东盟研究机构”）的整体总结分

析相对较少。张小欣以厦、中、暨三校为中心，

阐述了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与变迁，对

三校的发展描绘详尽 [3]，但时效性不够强，对国

内研究机构的总体结构缺乏深刻分析；农立夫在《广

西的东南亚研究》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广西的东南

亚研究机构的建立发展、队伍结构、研究特点和研

究成果 [4]，但“东南亚研究的领域”并不是该文重点，

且研究机构限于广西境内；唐世平等在《中国东南

亚研究现状：制度化阐释》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东

南亚研究机构设置的三种分工，并列出了中山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等 12 所国内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主要

学术机构（截止到 2004 年）[5]4-5，但当今社会各类

信息更新换代速度极快，其数据已不够准确和全面。

总而言之，大部分学者倾向于选择国内相关研

究成果较为丰硕的东南亚研究机构进行分析，或

者侧重于介绍和探究某个相关研究影响较为突出

的地区内的学术机构，甚至更多的论作并不以“东

南亚研究机构”（或“东盟研究机构”）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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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将其作为背景知识加以介绍；而在为数不

多的将其选定为主题的研究中，大部分数据已不

够新、全、准。但由于中国的飞速发展、“一带

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

的持续升温等各项因素，很有必要整理出较为完

备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一览表，以便后续学者

进行更深层次研究及各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互访。

笔者在上述搜索引擎及数据库使用“东南亚

研究机构”“东盟研究机构”等关键词进行搜索，

并对搜索结果进行不完全统计后发现，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大陆从事东南亚整体研究的主要学

术机构共 34 家，其机构名称及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名称及分布情况（按成立时间排列）

研究机构名称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人华侨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 [ 昆明 ] 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与太平洋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

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

广西大学中国 - 东盟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 - 东盟研究中心

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 - 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 & 历史学系）东南亚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

江苏省东南亚研究会（江苏省历史学会东南亚研究分会）

贵州大学东盟研究院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东盟研究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

广东海洋大学东盟研究院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德州学院山东东盟研究中心

成立年份

1956

1956

1959
1960
1960
1961
1963
1964
1964
1970
1978

1978

1978

1979

1980

1985
1990
1993

1994

1995
1995
1996
1997
1999
2002
2002
2005
2009
2014
2014
2015
2017
2017
2019

地点

厦门

北京

珠海

广州

北京

北京

昆明

南宁

昆明

广州

福州

北京

南宁

厦门

北京

上海

上海

北京

济南

南宁

南宁

海口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南京

贵阳

武汉

上海

湛江

广州

广州

德州

主办期刊

《南洋问题研究》，季刊；

《南洋资料译丛》，季刊

《国际问题研究》，中文双月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英文双月刊

  无
《东南亚研究》，双月刊

  无
《亚非研究》，半年刊；《亚非论丛》，年刊

《南亚东南亚研究》，双月刊

无

无

无

《亚太经济》，双月刊

《当代亚太》，双月刊；

《亚太蓝皮书　亚太地区发展报告》，年刊

《东南亚纵横》，双月刊；

《中国 - 东盟年鉴》，年刊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半年刊

《现代国际关系》，月刊；

《国际研究参考》，月刊

《国际关系研究》，双月刊

无

《当代亚太》，双月刊

《亚太发展研究》

《亚太国别区域研究论文专辑》

《中国－东盟研究》，季刊

无

《南海地区（年度）形势评估报告》，年刊

  无
  无

《亚太研究论丛》，年刊

  无
《东南亚之窗》，季刊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注：表格中所有资料均来自研究机构官方网站或词条百度百科；部分更名后机构的成立年份，以其前身成立年份为准。

由上表可以看出，就行政管辖系统而言，中

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主要有两大体系：一为高

校研究机构体系，一为社会科学院研究机构体系。

高校研究机构的主要通过研究生教育来培养新一

代的研究人员；而社会科学院研究机构则更多地

带有思想库的性质 [5]4。就创建时间而言，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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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自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大规模出现东

南亚研究专门机构（高达 9 所），除文革十年期

间研究机构（仅一所）发展停滞外，研究机构创

建数量及规模随时间发展呈整体上升趋势；特别

是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和 1979 年东南亚研究会成

立后，东南亚研究机构明显增多。就分布情况而言，

除去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北京 10 所、上海 3
所），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南方

地区，已形成福建、云南和两广一线为东南亚研

究重心（福建 3 所、云南 2 所、广东 6 所、广西 4
所）的格局 [6]17。

二 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的主要学术研

究机构述评

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和科研力量主要集

中在南方地区，主要缘于其地理位置与东南亚接

近，信息交流方便。据潘一宁总结，在中国东南

亚研究中占有重要学术地位的五大东南亚研究机

构分别是：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中山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社

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及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

研究所 [7]30。1995 年，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后

整合为中国－东盟研究院）成立，其研究成果及

社会影响力较大，值得学界关注。尽管最初各研

究机构均有自身研究专长领域，但目前几乎所有

机构都在朝全面或跨学科的方向发展 [5]。

（一）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是在厦门大学南洋

研究院（前身“南洋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基

础上组建而成。南洋研究院由中国华侨事务委员

会创办于 1956 年，为我国最早设立的国际问题研

究机构之一，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专门从事东南

亚和华人华侨研究的学术机构。设立之初，研究

中心着眼于华人华侨研究；70 年代中期以后，该

中心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拓展至东南亚国

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领

域的深入研究 [8]17。

通过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官方网站简介

可知，凭借先进的科研设备与教学设施，研究中

心在国内东南亚资料信息收集方面始终保持领先。

在馆藏资源方面，研究中心的独立资料室为国内

高校中最大，该资料室中东南亚研究相关的图书

种类最为齐全和丰富。中心有馆藏图书逾 5.3 万册，

其中外文书籍 2 万多册；有报刊 1160 种，其中外

文报刊 880 种。现出版两份季刊——《南洋问题

研究》和《南洋资料译丛》，而其中的《南洋问

题研究》被认为是国际事务研究方面发行最早的

刊物之一，2004 年以来一直被列为“中国社会科

学类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并于 2021
年 3 月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 年版收

录为核心期刊。

（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前身为 1959 年成立

的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是新中国成立后

国内最早建立的东南亚及华人华侨问题专门研究

机构之一。该研究所的学者多以历史学出身，其

研究重心为东南亚历史及国别史、东南亚国际关

系、东南亚政治与经济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问题

等四个领域 [6]18；而科研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东南

亚古籍的收集与编注、东南亚历史及关系史研究、

华侨华人研究以及当代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研

究等四个方面。在馆藏资源方面，该所图书资料

丰富，现有图书 1.2 万余册，其中外文图书约占

50%，中外文期刊约 350 种，中外文报纸约 50 种。

该所先后编辑出版了《东南亚问题》《东南亚历

史论丛》《东南亚历史译丛》《东南亚学刊》等

学术刊物以及有关东南亚和华人华侨问题的论

文集。

（三）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暨南大学于 1927 年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

为该校系统性进行东南亚和华人华侨研究的开端。

1958 年初，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广州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所的东南亚经济研究室正式成立，并于

1960年分出“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

附设于暨南大学 [9]，委托暨南大学党委领导。

查阅相关资料及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官方

网站等可知，依托于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该机

构重点关注东南亚的经济与政治、国际关系、文

化与教育、海外华人华侨等四个方面。馆藏资料

方面，该所是我国东南亚图书资料较集中的单位

之一，现有藏书 1.5 万多册，港、澳、台及国外报

刊 100 多份，中国大陆报刊 100 多份。该所出版《东

南亚研究》（双月刊，CSSCI 来源期刊）、《东

南亚信息》（半月刊）、《东南亚丛书》以及《石



2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总第 141 期）

油市场研究》（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广州联络

处合办，内部资料）等刊物，在国内国际均产生

了广泛深远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总结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相关资

料，可发现，其为我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力量，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最早建立的东南亚研究所

之一。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963 年的南洋社会科

学院，随后以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南亚研究室和东

南亚研究室为基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

究所于 1981 年正式成立。

该所目前主要研究：东南亚国家经济、东南

亚的区域及次区域合作、当代东南亚国家的政

治与国际关系、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东南亚国

家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南半岛国家与云南

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云南与东南亚国家的

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东南亚国家现代化与社会、

环境和生态问题。该所在恢复运作后，购进了

大批书籍资料，其中报纸外刊约 250 种。1983 年，

在原刊物《东南亚资料》的基础上，研究所创

办了《东南亚》（季刊），为国内第一家公开

出版发行的东南亚学术刊物；2009 年其更名为

《东南亚南亚研究》，后于 2018 年改为《南亚

东南亚研究》（双月刊）。

（五）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1978 年，印度支那研究所成立，为广西社会

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前身，1989 年更名为东南亚

研究所。该所研究学科包括历史学、国际经济、

国际政治、华侨与华人、民族学、区域经济合作、

边疆学等，主要研究东南亚问题（现状与历史）、

东盟问题（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合

作与发展、中国 - 东盟博览会）、广西与东盟合

作发展等国际国内问题，重点研究印支尤其是越

南情况。馆藏资料方面，该所关于东南亚研究的

中文图书约 1 万册，外文图书约 3000 册，外文报

刊 50 多种，其藏书的一大特色是越南资料、越文

书刊较多。研究所出版的期刊《东南亚纵横》（双

月刊），曾被收录至北大核心及 CSSCI 来源期刊。

（六）广西大学中国 - 东盟研究院（东南亚

研究中心）

参考广西大学中国 - 东盟研究院官方网站及

相关文献，该研究院可溯源至 1995 年成立的广西

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5 年，为加强对东盟的

研究，找到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切入点，广西政府

决定整合有关部门和全区高校的研究力量，以原

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为基础，成立中国 - 东

盟研究院。该院下设中国-东盟经济研究所、中国-

东盟法律研究所、中国 - 东盟民族文化研究所，

关注中国-东盟关系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

法律及民族等领域的问题。

为进一步加快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发展，2011
年—2013 年，研究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调

整运行架构、细化研究领域、加大研究深度、增

加机构设置（调整为 10 个国别研究所和 10 个专

业研究机构）、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研究

院重点关注和培养“长江学者”和“八桂学者”等，

并特聘来自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科研专家，

组建跨学科交叉研究团队。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

建设发展，中国 - 东盟研究院已成为国内东盟研

究人数最多的科研机构之一。

三 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既有研究

成果

为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要求国内进

一步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认知

和研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作为地理区域，东

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连接三大洲、两大洋，是

当之无愧的“十字路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决

定了其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其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首选伙伴。

作为经济共同体，东南亚长期与中国通商，拥有

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中国 - 东

盟自由贸易区 [10]100；自 2010 年起，中国已连续

10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东盟于

2020 年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11]。

可以说，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环节，中

国 - 东盟贸易市场繁荣、潜力巨大。作为华人华

侨聚居地，东南亚与中国在风俗习惯、文化思想、

生产技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民间交往活动频繁，

是中国交流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有利于

当地政府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次区域合作、有利于

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有利于为“一带一路”

后续发展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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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发展

新机遇

从表 1 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

可以看出，东南亚研究机构除设置在北京、上海

等一线城市外，主要分布于与东南亚毗邻的中国

沿边省份。利用其地缘优势，同时在“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支持下，各东南亚研究机构深入探讨

所在地与邻近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各沿边省份与

东南亚的次区域合作关系也发展较为快速。随着

诸多增强沿边省份与相邻东南亚地区合作的方案

相继提出，中国 - 东南亚次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良

性循环，成为新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一个突

出亮点。如，为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推动

素有“东方多瑙河”美誉的湄公河开发治理、提

升中国国际战略地位与国内西部开发水平，临近

的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积极参加大湄公河次

区域合作，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这与该地

区相关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参与密切相关。东南亚

语言教学与人才培养、最新最全的资料资讯存档、

日益频繁的国内外交流互鉴，大力促进了中国 -

东南亚研究事业以及合作发展的繁荣。

（二）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因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的重视，

东南亚研究机构均可获得国家级或省级项目资助，

这有利于其开展科研和教学研究。目前，中国大

陆东南亚研究专著、教材、译著及论文已初具规

模，大多为基础型研究，为后期的应用研究提供

了理论支撑。同时，大多数研究机构每年需向当

地政府机构提交研究报告，为政府制定政策、进

行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据调研，为对接“一带一路”

战略行动方案，甚至一些与东南亚地区地理上不

相邻的省份，如湖南省等，也通过当地政府推行

的“国别指导意见”等项目 [12]，出台了一系列促

进当地政府及企业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及企业交流

和合作的方案。

（三）为“一带一路”倡议开辟更广阔的后续

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涉及沿线 65 个国家和

地区。该倡议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获

得沿线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

区中，东南亚毗邻中国大陆，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接，

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处于“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的门户位置。东南亚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其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

伙伴。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的现有研究成果，

为中国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智力支持，为中国企

业规划合作蓝图提供了理论支撑，不仅为中国与

东南亚地区的长期良性合作关系提供了保障，还

为“一带一路”后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四 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的进一步

发展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已经取得了

长足发展，各大研究机构都在加大力度产出研究

成果；文章第二部分提及的六大东南亚研究所在

其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且研究各有特点

和特色，属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范例。目前，

中国大陆研究机构对于东南亚的研究在研究资金、

研究人员语言能力、研究机构间相互沟通能力、

研究机构与当地舆情结合能力等方面尚不完善，

这些机构大多是各自为战、缺少合作，以致其科

研力量分散、科研成果重复。如何才能更好地凸

显中国在东南亚研究方面所具备的潜在力量与绝

对优势，是亟待关注与解决的问题。在“一带一路”

倡议重视东南亚地区区域发展的背景下，东南亚

研究机构的进一步发展需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研究资金

充实的资金才能够使研究机构更积极地完善

其馆藏资源，开展更多学术交流活动，更频繁地

资助学者出国考察，从而获得更多样化的研究成

果。目前，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的研究资金

主要来源于中国政府和外国基金会，主要资金供

应方包括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当地省政

府和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在“一带一路”倡议深

入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在国家十分重视沿线国家

研究的大好氛围下，各研究机构应通过科研项目、

工作报告等形式，获得政府支持，获取更多科研

资金，为研究发展注入活力。

（二）研究人员语言能力

美国大学研究机构注重研究人员小语种能力

的培养，从 1980 年起，当时的十所美国大学东南

亚研究中心，每年都举办夏季语言训练班，要求

研究人员至少掌握一门东南亚国家语言 [13]83。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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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机构中，小语种的学习情况则不容乐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人完成了一项针对东南亚研

究学者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192 名接受调查的

学者中，50% 使用英语，而使用东南亚本土语言

的仅有 21%[14]2-8。这一状况持续至今，仍未得到

明显改善：在目前的中国大陆东南亚相关研究机

构中，英语仍旧是使用最频繁的外语；据统计，

目前仅广西大学有 7 名专职东盟国家小语种翻译

人员，其他研究机构鲜有开设小语种课程或拥有

小语种翻译人员。也正因缺乏对本地语言的了解

和精通，研究人员对于官方语非英语的东南亚国

家或地区的研究只停留于表层，无法做深入研究。

（三）研究机构间的相互沟通

放眼国际东南亚研究机构，美国及新加坡有关

东南亚问题研究的学术活动很多，高校经常邀请

客座教授讲学，举办研讨班、学术谈论会。比如

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每周举办一次有

关东南亚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未间断过 [13]82。而

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大多各自为战、缺乏

联系，导致科研力量较为分散、科研课题各有重复、

科研成果略微单一，加上经费不足、研究人员语

言能力受限等，研究者进行实地调查及出国考察

的机会较少，有些研究机构甚至存在“闭门造车”

的现象。鉴于此，我国的相关学术成果与国际前

沿差距较大 [15]90。这要求国内各大机构加强协调合

作、定期沟通交流研究方向和成果。

（四）研究机构与当地舆情的结合

研究机构应利用当地资源，研究本省、本地区

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经济、教育往来情况，为

政治互往及经贸合作提供智力支持。中国大陆逾

30 家东南亚研究机构，虽然在创立伊始，各有研

究方向和研究特色的定位，但因各机构间缺乏统

筹交流且与当地政府间联系不够紧密等原因，现

有研究成果多有重合且不具针对性。各研究机构

应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下当地政府对东南亚研

究的重视及本地区政治经济情况的特点，对东南

亚地区开展针对性研究。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的

历史发展及研究现状，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

下研究机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中可清晰看出

我国大陆研究机构的现有问题及发展潜力。中国

大陆东南亚研究机构应正视目前遭遇的困难与挑

战，抓住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机遇，调动资源，

主动申请政府项目资助或国外基金会资助；重视

外国语言学习，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国别语言学

习；增进各研究机构间的交流合作，避免重复研究；

加强与当地舆情的结合，切实为当地与东南亚国

家和地区的政治互往及经贸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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