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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维，合作方式上并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

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

新加坡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一方面他能提供美国、欧洲提

供不了的中文教育，抓住中国市场发展脉络，同时也推行英文

教育，融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新加坡又是多元种族社区，

在新加坡的国际学校，可以建立国际视野和融合交流的场景。

在牛海彬看来，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看重本土资源，但同时

也很全球化的地方。

上世纪 60 年代，迅猛崛起的新加坡经验相对西方发达国家

的经验新鲜得多，也更贴近现实。更重要的是，在新加坡身上

可以找到东西方间缺失的链条。可以说，新加坡是西方文化通

往东方的节点，也是践行亚洲价值观的典范。

牛海彬还表示，一直以来，新加坡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公务

人员海外培训的重要基地。在高级官员的行政管理层面上，双

方互动非常密切，也是中新合作发展的友好基石。早在 1992 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始开办面向中国官员的短期培训班，内

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2001 年，双方正式签

署了关于两国中、高级官员交流培训项目的框架协议。 

2005 年开始，南洋理工大学和中方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

士课程，分享亚洲公共行政的最佳实践，提高学员在社会治理

以及政策设计和实施等方面的能力。由于参与者大部分是中国

处级及以上的官员干部，因此被媒体称作新加坡的中国“市长

班”。2009 年以来，双方已联合举办多届“中新领导力论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认为，新加

坡培训的兴起表明一个官员培训从单纯的学习欧美，转向多元

化模式的发展，这有利于开阔行政管理思路。山东政法学院新

加坡研究中心主任范磊也表示，新加坡虽然是华人为主体的社

会，但南迁以后华人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都已

经在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浸润中实现了创新发展，从而形成

了独具新加坡特色的“南洋风味”。

此外，根据牛海彬的观点，新加坡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始

终扮演积极角色，始终将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国

际地位的巩固与提升作为基本考量。中新建交 33 年来，双方关

系整体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良性互动的态势，且能在涉及国

家利益、地区与全球热点等重大问题上保持沟通并相互尊重。“特

别在中美关系上，起到了中间桥梁作用。”

2017 年 9 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受邀访华，并接受委托给

美国领导人传话，扮演了非常积极的沟通角色。李显龙在访美

期间，就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全球自由贸易等议题向美方表

达了新加坡的立场，并规劝美国提升与中国关系、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2020 年 7 月 28 日李显龙在参加美国智库的视频

座谈会时，再次明确表达了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的愿望。 

2023 年 3 月 31 日，中新关系从“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

伙伴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高

质量代表着适应中国国内经济转型的需求，目前，中国经济正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前瞻性主要是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牛海彬解释道。

当前，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广泛共识，数字经济正在引

领全球产业深刻变革。比如，中新广州知识城被新加坡政府赞

誉为“新加坡企业来华投资首选地”“智慧城市方案及数字化

技术的试验田”。2023 年 3 月，全国首座电压等级最高的全

面自主可控示范变电站——500 千伏科北变电站在知识城正式

投产，实现了“近零能耗”的目标，成为全国首座近零能耗的

500 千伏变电站。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入推进，中新

两国在数字经济与互联互通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中国企业

通过云技术帮助东南亚地区的初创企业打造适宜企业发展的生

态圈，使得小微企业得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快速成长。

　　苏州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新加坡经验“中国化”的可行。而苏州工业园区的影响也不

再仅仅限于苏州。毫无疑问，三个中新政府合作项目都很成功，并让中国从中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