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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的广西南宁，中

国—东盟博览中心放射出

迷人的光芒，宛若为双方

合作指明方向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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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关系是如何

走向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
文／李志斐

2021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

话关系30周年。30年间，中国与

东盟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经历

了初建睦邻互信的十年、战略伙

伴关系的“黄金十年”和“钻石

十年”，从而成为最大规模的贸

易伙伴、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

和最具活力的区域合作范例。

从“冷眼相看”到睦邻互信的十年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

盟”）成立于1967年。受冷战影

响，东盟成立后的十余年里与中

国鲜有互动，直到中国实行改革

开放，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逐渐复交、建

交，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才开始解

冻。1991年，中国提议与东盟开

展对话，得到东盟的积极响应。

当年7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

琛以贵宾身份首次参加东盟外长

会议，中国与东盟正式开启对话

关系，其动力来自于双方维护地

区和平、加快经济发展的共识。

最初，中国与东盟对话磋商

的重点议题是政治与安全，特别

是南海问题。经过多年磋商，中

国与东盟国家在2002年签署《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这

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体现了各方依照包括《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促进地

区和平、稳定与互信的承诺。其

间，东盟的“协商一致”理念和

中国在坚持主权属我同时倡导的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以

及睦邻友好政策，为谈判磋商提

供了重要保障，最终各方求同存

异，达成共识。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与东盟也学会了基于相互尊

重的对话之道，东盟更加了解到

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1996年7

月，中国升格为东盟的“全面对

话伙伴国”。

政治与安全对话有助于中

国与东盟相互增信释疑，也为中

国—东盟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创造

了有利条件。1994年7月，中国与

东盟签署了关于建立经贸合作联

委会和科技合作联委会的协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尽最大努力，通过在国内坚

持人民币不贬值、对外商谈货币

互换安排等方式，真诚帮助东南

亚国家渡过难关，发挥了亚洲经

济和金融形势“稳定舵”的作

用。同年12月中国—东盟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首次召开，双方发表

《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确定

为“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

关系”。2000年，中国首次提出

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构想。到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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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开

启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

程。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东

盟贸易总额为547.67亿美元，与

1991年的79.6亿美元相比，实现

了跨越式增长。

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的

关系经历了另一场颇为意外的考

验，那就是发生在2002年的“非

典”疫情。这场疫情严重冲击了

东亚地区的国际交往和各国国内

秩序，一度令部分东盟国家产生

对华不满情绪。中国一方面努力

控制国内疫情，一方面积极开展

对外抗疫合作并开诚布公地与东

盟方面进行沟通。2003年4月，

中国—东盟关于“非典”的特别

峰会在泰国曼谷举行，双方决定

在疫情信息通报、疾病控制、治

疗和研究以及出入境管理等方

面加强合作，双方化“危”为

“机”，信任与合作不降反增。

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十年”

2003至2013年是中国与东盟

关系发展的“黄金十年”。2003

年10月，中国宣布加入《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TAC），成为

加入该条约的第一个域外国家，

同时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

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至此，

中国和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合作的

新阶段，并逐步发展成为最具实

质性和活力的互利共赢关系。

“谋在前，做在实”。2004

年和2010年，中国与东盟先后制

定了2005～2010和2011～2015

两份《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

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的行动计划》，对政治安全、经

济、社会文化三大支柱领域的合

作进行统筹安排。进而，中国与

东盟在“10+1”框架内建立起

涵盖领导人、部长、高官及工作

层的区域合作机制，在外交、

安全、贸易、投资、交通、生态

环保、卫生、文化、打击犯罪、

青年、通信、旅游、能源、教育

等十几个领域建立起合作机制网

络。2012年，中国率先签署《东

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

成为公开表示愿同东盟签署该协

定的第一国。

在“黄金十年”，中国与东

盟的经贸合作加速推进，双方先

后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服

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

到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正式建成。短短十年，中国与东

盟双边贸易额增长了四倍，达到

4436亿美元，双向投资额累计超

2021年6月7～8日，纪念中国

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

别外长会在重庆举行，王毅国

务委员兼外长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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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200亿美元。

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钻石十年”

“计利当计天下利”。2013

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注入新动

力，东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优先伙伴，中国与东盟关系迈

入提质升级的“钻石时期”。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进程中，中国与东盟确立了“２

＋７合作框架”，即在深化战略

互信、聚焦经济发展这两点共识

的基础上，推进政治、经贸、互

联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

文等七个领域的合作。2017年11

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将“2+7”框

架升级为“3+X”，构建以政治

安全、经贸、人文交流三大支柱

为主线、多领域合作为支撑的新

框架。

2018年11月举行的第21届中

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中

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

景》，中国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制

定中长期合作规划的对话伙伴。

双方强调以此对接《东盟互联互

通总体规划2025》，并且努力促

进区域各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

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海盗和气候

变化等挑战，共同促进“联合国

2030年目标”，推动和平、稳

定、融合、繁荣和充满关爱的东

盟共同体的建设，打造“南南合

作”典范。

在经济领域，中国—东盟自

贸区升级谈判于2014年9月开始，

到2015年11月正式结束，中国与东

盟共同签署了《关于修订<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

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2019年

10月该议定书全面生效。2020年

11月，在中国与东盟等国家的共

同努力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文本谈判结

束，最终得以签署，这标志着最

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

航。同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随着地

区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地区

秩序的深度调整，南海问题在域

外国家介入下显著升温。2011年

7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落实《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指针

数据来源：1991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东盟合作：1991-

2011》，其余来源于wind数据库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亿美元）

数据来源：202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其余来源于wind数据库

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及占比（1991 ～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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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达成一致，各国同意继续致

力于全面有效完整落实DOC，同

时重新启动了“南海行为准则”

（COC）磋商并取得实质进展。

通过历年高官会和联合工作组会

议的召开，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

南海问题展开了密切的对话与沟

通，有效维护了地区和平与海上

安全，同时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不断深化。目前，COC案文后

续审读因新冠疫情等客观因素影

响而暂缓，未来受区域内外有关国

家加大干扰、争端国间分歧加速显

现、仲裁裁决负面影响凸显等原

因，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但中国

与东盟国家决定用线上方式推进

COC“二读”，并已就前言部分

初步达成一致。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

中国与东盟经历了新一轮的“大

考”，就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恢

复展开密切合作，用实践证明

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基础最深

厚、合作成效最显著的区域。

2021年6月举行的纪念中国—东

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

会发表了共同主席声明，认为中

国—东盟对话关系取得了里程碑

式成果，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在公

共卫生、疫苗生产与分配、气候

变化、环境保护、社会与人文交

流、区域经济发展、海上安全等

各领域的合作，推动彼此战略伙

伴关系迈上新高度，促进共同进

步和繁荣。

纵观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发

展的30年，双方携手战胜了一系

列重大危机，每次共同应对，都

使合作共识更为坚定，合作领域

得到扩展和深化。中国与东盟对

话关系的30年，也是东亚乃至亚

太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区域对话

机制不断完善的30年，这些合作

观念与合作机制的形成，是整个

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心

的重要经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

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广西社科院联合研究阶段

性成果）

中国与东盟合作对世界的五大贡献
文／江瑞平

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今

年迎来而立之年。在纪念中国与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

我们不仅要从双边视角审议其成

果，也有必要为这一关系的发展

进步确立全球视角，看看双方互

利合作是怎样产生维护和促进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因

为，30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

展变化，也是与世界百年变局同

步展开、并行推进的，两者高度

关联、密切互动，而且这种互动

在下个30年必将更加紧密，贡献

更加巨大。为此，笔者梳理了中

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的五

大“世界贡献”，希望以此为今

后双方关系更加丰富、立体的统

筹提供思路。

贡献一：引领新兴市场群体崛起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

体快速崛起，构成世界前所未有

之百年大变局的最重要趋势。

1990～2020年的30年间，新兴市

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增

幅，总体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15

倍，结果必然是其在全球经济总

量中的占比快速攀升。按名义汇

率测算，这一比重在本世纪头20

年翻了一番，由20%左右提升至

40%左右；按购买力平价（PPP）

测算，这一比重在2008年即已超

过发达国家，目前全球占比更攀

升至60%左右。在全球因新冠疫情

导致的经济波动中，新兴市场与

发展中国家又总体显现“衰退更

轻，回升更劲”的特点。

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群体快速崛起的进程中，中国与

东盟均发挥了重要支撑和引领作

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作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快速崛起，

成为公认的首批新兴工业化经济

体典型代表；70年代，印（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