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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简介

在“一带一路”的东南亚布局举足轻重

中缅两国历史渊源悠久

以佛教文化为立国之本

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

奉行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目前“一带一路”在缅甸的推行进程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 Economic Corridor）



目前“一带一路”在缅甸的推行进程
瑞丽-皎漂高速公路（Ruili-Kyaukpyu Highway）



目前“一带一路”在缅甸的推行进程
中缅两国首长友好会谈

亚非领导人会议 驻缅大使洪亮与缅甸副总统赛茂坎



缅甸政局稳定的重要性

缅甸大选后与新政府的交涉至关重要

因缅甸人民抗议叫停的中缅大型项目需要解决方案

缅甸的内战问题是“一带一路”的潜在威胁

中缅直通铁路与高速项目直接受边境政局稳定度影响



中缅两国有2200公里长的边界线
共同倡议了“五项和平共处原则”
中缅两国的深厚情谊被誉为“胞波情”
中国是在缅甸被西方制裁期间支持缅甸政经
发展的唯一大国
近二十年间中国在缅投资占了缅甸的外来总
投资额的42%

传统中缅友好关系



中国在缅的活动引起了缅甸当地民众的不满

中国被标签为“资源剥削者”

昂山素姬获释一度让缅甸将其外交重心从中
国偏向西方

缅甸成为了中美亚太博弈的新战场

中缅外交关系转折



2014年6月首次邀请昂山素姬访华迎来转机

2016年8月昂山素姬访华传递友好信息

2016年11月中缅双方进行国防磋商会议

中缅此前搁置的合作项目有望重启

中缅关系有望原有友好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国防磋商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奠基石

中缅外交关系现状



中国在缅甸“一带一路”中遇到的障碍
• 苦於马六甲的钳制、新加坡百般阻挠

• 瓜达尔港成为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