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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湄公河湄公河湄公河 (摘自維基百全書) 

湄公河，幹流全長 4880 公里，是亞洲最重要的跨國水系，世界第六大河流；主源為紮曲，發

源於中國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流經中國、老撾、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于

越南胡志明市流入南海。流域除中國和緬甸外，均為湄公河委員會成員國。湄公河上游在中

國境內，稱為瀾滄江，下游三角洲在越南境內，因由越南流出南海有 9 個出海口，故越南稱

之為九龍江，總程度長 2139 公里。 

 

河段河段河段河段 

中國，湄公河之上游中國境內的瀾滄江，主幹流總長度為 2139 公里；  

南阿河河口至南臘河河口 31 公里為中國與緬甸界河；  

老撾，湄公河老撾境內幹流為 777.4 公里；  

老撾與緬甸界河為 234 公里  

老撾和泰國界河為 976.3 公里；  

柬埔寨境內為 501.7 公里；  

越南境內的湄公河三角洲為 229.8 公里。  

流域面積流域面積流域面積流域面積 

湄公河-瀾滄江流域面積大於 5000 平方公里的支流有 22 條。 

中國，瀾滄江流域面積 16.48 萬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 2140 立方米，平均年出境水量

765 億立方米；  

緬甸，境內流域面積為 2.4 萬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 300 立方米；  

老撾，境內流域面積 20.2 萬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 5270 立方米；  

泰國，境內流域面積 18.4 萬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 2560 立方米；  

柬埔寨，境內流域面積 15.5 萬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 2860 立方米；  

越南，境內流域面積 6.5 萬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 1660 立方米。  

水利設施水利設施水利設施水利設施 

中國的雲南省在瀾滄江興建八個梯級水電站的計畫，已經建成的有漫灣（1996 年）、大朝山

（2002 年），正在修建的有小灣，準備修建的有景洪，正在規劃的有糯紮渡。電站大壩將改

變湄公河流域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並可能引發外交爭端。 

泰國在湄公河上建有 Pak Mun 大壩（Pak Mun dam）。老撾、柬埔寨也有建壩的計畫。和所有



的水利建設一樣，湄公河上的所有水利設施建設也都有各方人士的反對。 

瀾滄江瀾滄江瀾滄江瀾滄江，湄公河上游中國境內河段之稱，河源紮曲，源於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瀾

滄」一詞或來源於寮國的灡滄王國。流域面積 16.48 萬平方公里，長 2139 公里，多年平均出

境水量 765 億立方米。流經青海、西藏和雲南三省區，於猛臘縣出境入寮國後，稱為「湄公

河」。瀾滄江也是世界最大的稻米產區。 

 

湄公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 

 芹苴水上市場 

 

 

湄公河三角洲 (越南語：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九龍江三角洲」）或稱下高棉，是位於越

南南部的一個地區，在湄公河附近和注入海洋的地區 6 條支流形成河網。湄公河三角洲地區

包括越南南部的一大部分，面積有 39,000 km² 。 

越南戰爭越南戰爭越南戰爭越南戰爭 

在越南戰爭期間，越共遊擊隊和美國海軍都在小河中划船，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作戰。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該地區擁有大片水稻田，附近的農田極其肥沃。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居民以越南人為主，高棉人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在茶榮省、蓄臻省和安江

省。在堅江省和茶榮省還有相當規模的華人少數民族。 

越南人相信在冬季的春節，出現一條龍，給與許多人健康和智慧 

 

湄公河委員會湄公河委員會湄公河委員會湄公河委員會(簡稱簡稱簡稱簡稱「「「「湄委會湄委會湄委會湄委會」」」」) 

英文名稱：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縮寫為 MRC） 

成立時間：1995 年 4月 5日 

組成國家：泰國、寮國、越南和柬埔寨 

簽署協議：湄公河流域持續發展合作協定 

組織機構：理事會、聯合委員會和秘書處。下設「流域發展規劃分委員會」、「技術專家小組」

等若干臨時或常設機構。 

章程規定：理事會由各成員國派一名部級官員參加，有權作出政策性決定，每年至少舉行一

次理事會會議。  

聯合委員會由各成員國派一名廳局級官員參加，具體執行理事會作出的決定，每年至少舉行

兩次聯合委員會全體會議，四個成員國官員每年輪流擔任其主席席位。  

秘書處向理事會和聯合委員會提供技術和行政性服務，負責湄委會的日常工作，並接受聯合

委員會的監督。秘書處設首席執行官，負責秘書處工作，其任期和國籍與聯合委員會主席一

致。  

活動經費：一部分由四個成員國承擔，另外一部分由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和贊助者贊助。 

貢獻成果：2001 年，湄委會籌得資助 1211 萬美元，2002 年籌得資助 1145 萬美元。  

在湄公河水開發利用、人力資源培訓，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開發湄公河資源。 

 

湄公河大型開發計畫湄公河大型開發計畫湄公河大型開發計畫湄公河大型開發計畫 

自從今（2000）年 7月下旬東南亞國協（ASEAN）外長會議發表共同聲明，強調促進開發湄

公河流域的必要性，並呼應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組織（ESCAP）的決定，把未來 10 年視為「湄

公河流域開發期」之後，其潛在商機再度引起注意。 

湄公河全長 4,200 公里，流經中國西南境及中南半島的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和越南等

六國。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該河流域總面積 233 萬平方公里，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

人口 2 億 4,500 萬，國內生產毛額（GDP）1,835 億美元，為一不容忽視的廣大市場。（參見

表一）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湄公河流域概要湄公河流域概要湄公河流域概要湄公河流域概要  

國  名  人  口  

（萬人）  

面  積  

（萬平方公里）  

G D P  

（億美元）  

泰國  6,208  51.3  1,113  

柬埔寨  1,144  18.1  30  

越南  7,806  33.2  287  

中國（雲南） 4,199  39.4  216  

寮國  579  23.7  17  

緬甸  4,640  67.7  172  

合計  約 24,576  約 233.4  約 1,835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2000.8.28）。  

但因湄公河整個流域開發計劃資金需求龐大，僅交通網基礎建設一項就必須投入 150 億美元

以上，目前除靠日本政府的對外開發援助（ODA）和亞洲開發銀行（ADB）融資外，正積極

爭取國外民間資金的參與。  

 

二二二二、「、「、「、「從戰場走向市場從戰場走向市場從戰場走向市場從戰場走向市場！」！」！」！」  

回顧歷史，早在 1957 年，泰國、寮國、柬埔寨和南越等四國即曾對開發湄公河流域可能性進

行調查，並發表共同合作開發聲明，一般稱之為「湄公河委員會」。後因中南半島寮、柬、越

三國社會主義化，而與泰國自由主義制度互相掣肘，嚴重阻礙整個區域的經濟開發，此一委

員會的活動終告停擺。另外，日本對開發湄公河流域也興趣高昂，1959 年曾派代表團赴中南

半島，對湄公河主要支流進行評估，後來也因當地政治環境複雜而喊停。  

1991 年柬埔寨戰亂初獲和平曙光，有人高舉「從戰場走向市場！」的口號，提倡跨國境開發

湄公河流域計劃，以期綜合性開發諸相關國家。1992 年 ADB審慎討論此一開發計劃，並確

立以先興建鐵路、橋樑、水力發電廠等基礎建設為主體。1993 年柬埔寨和平協定簽署後，截

至目前為止，ADB 已挹注 4千萬美元援助款，以及 4 億 6千萬美元貸款，供作基礎建設及促

進貿易之用。  

1995 年 12月，ASEAN 國家在曼谷召開第五屆高峰會，決定加速開發湄公河流域計劃，泰國

與新加坡提議鼓勵民間企業投入開發行列。1996 年 3月第一屆「亞歐高峰會」，還特別把開

發湄公河流域列為亞歐兩洲日後合作的範圍。  

其實， 1996 年一整年，各種開發湄公河流域計劃的動作頻仍。日本外務省經濟合作局提出

「大湄公河流域開發構想報告書」，該國國際合作事業團也推出「關於湄公河委員會的現狀與

展望研究報告」。  

ASEAN 國家更進一步推出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基本架構，內容包括： 

（一）發展交通、通訊、灌溉與能源等基本設施； 

（二）吸引外資、活絡貿易，制定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政策； 

（三）推動農業與工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計劃； 

（四）開發森林與礦產資源； 

（五）發展觀光、人力資源及科技合作； 

（六）歡迎國際性、區域性組織或金融財務機構參與開發計劃等。  

 

三三三三、、、、ASEAN自由貿易區的試金石自由貿易區的試金石自由貿易區的試金石自由貿易區的試金石       

近年來，除 ASEAN 和 ADB等組織外，其他亞太經濟組織如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

以及日本相關研究機構也都積極研提各種計劃。有人還預測，「湄公河流域經濟圈」將是本世

紀亞太經濟合作的重要趨勢之一。  

另外，由於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等國加入 ASEAN，不過 5到 6 年，在區域經濟整合的

步調上與成立 30 多年的 ASEAN先驅國落差很大，所以加速推動湄公河流域的開發計劃，已

被視為未來成立「ASEAN 自由貿易區」的試金石。  

其實，湄公河流域開發計劃的週邊配套已相繼推動。譬如，去（1999）年 11月越南、寮國和

泰國為擴大彼此的貿易往來，已簽署簡化通關等貿易手續相關協定，預計 2005 年將再納入柬

埔寨、緬甸等國。  



饒富意義的是，倡議長達約 10 年之久的湄公河商船通航協定，其上游國家緬甸、泰國、寮國

和中國大陸也於今（2000）年 4月 21日正式簽署。根據該協定，上述四國將在一年內允許商

船越界航行，沿岸將有 14 個河港受益。此舉非常有助發展湄公河流域資源，促進商品和人員

的流通，帶動觀光旅遊業，以及改善沿岸 4,200 公里人口的生活。  

其次，中國大陸、泰國和寮國也在最近達成協議，將加快建設一條從雲南省昆明經寮國到泰

國曼谷的跨國大通道，希望在 2004 年全線通車。屆時從昆明連貫寮、泰兩國，再銜接馬來西

亞直通新加坡的「泛亞」公路也將全線通車，這對湄公河流域整體經濟開發助益莫大。  

緊接著，泰國和中國已簽署意向書，將在雲南省景洪地區湄公河上游（瀾滄江）合作興建水

力發電廠，總投資額 20 億美元以上，預計 2003 年動工，將來的發電力將通過寮國輸送往泰

國。  

此外，不少 ASEAN 國家的民間企業，正計劃投資連結湄公河流域相關國家的光纖通訊網。

同時，大家也準備合作進一步開發區域內觀光資源，簡化簽證和通關手續，增加國際航線，

希望一次能遊遍柬埔寨吳哥窟和緬甸曼德勒。  

今年 ASEAN 外長會議上，各國外長除一致歡迎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組織將今後 10 年列為「湄

公河流域開發期」的決定外，也同意擴大現有「ASEAN 人力資源基金」規模，並積極邀請其

他非 ASEAN 國家和 ADB等國際金融組織共同參與湄公河流域開發計劃。由於 1997 年的亞

洲金融危機，對 ASEAN 國家的經濟造成負面衝擊，所以要加速推動湄公河流域開發計劃，

勢須擴大引進外資參與。  

ASEAN 10 個成員國，除柬埔寨、寮國和緬甸尚未加入 APEC，湄公河流域最重要的國家泰國

和越南都已是 APEC、PBEC 和 PECC 的會員體，所以通過上述三個國際組織的架構，進行多

邊、複邊或雙邊合作，再結合 ADB 的力量，共同參與湄公河流域開發計劃，是最能發揮總體

效果。  

 

東南亞國協東南亞國協東南亞國協東南亞國協（（（（東協東協東協東協）））） 

（英語：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中國譯名：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

新馬譯名：亞細安），又稱東南亞合作組織（東合），是一個集合了東南亞區域國家的國際組

織；預訂 2015 年成立「東協共同體」。 

 

東協目前共有 10 個正式的成員國，另外還有一個候選國和一個觀察國： 

成員國（合稱為東協十國）  

汶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候選國：東帝汶  

觀察國：巴布亞新幾內亞（自 1976 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