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11

固和激发中国与东盟
双边关系不断上升的
势头。

开篇布局
在 一 些 外 媒 眼

里，王毅此访是去完
成原定于今年初但被
疫情打乱的一些访问
计划。

以首站柬埔寨为
例 ， 王 毅 外 长 原 定
于2月访柬，后受疫
情影响而推迟。2月
5日，柬埔寨首相洪
森“逆行”访华表达
支 持 ， 为 疫 情 暴 发
后 首 位 到 访 的 外 国
首脑，吸引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柬埔寨方
面10月9日发布声明
称，王毅来访期间将
对洪森进行礼节性拜
访，并与外交大臣布
拉索昆以及其他高官
举行会谈。中柬将正
式签署7月谈成的自
由贸易协定，并就其
他合作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进行换文。两位
学者认为，弥补疫情
期间一些暂时搁置的
工作，固然是这次访
问的一项议程；另一
方面，此访也将为后
疫情时期的双边关系
和 团 结 合 作 开 篇 布
局。

从时间节点看，
今 年 是 中 国 — 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区 建 成 的
第10个年头，第17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将于11月在广
西举行；明年是中国
和东盟建立对话伙伴
关系30周年。作为外
长，王毅需要与东盟
方面就一些具体事务
和双边关系大局进行
协调和对表。

从当前形势看，
如何共同抗疫、如何
复苏经济是当前中国
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
的两条主线，也是王
毅此访的重点。许利

平说，双方会在一些
重点领域达成什么新
的合作举措，备受关
注。比如疫苗研发，
冬季即将来临，疫苗
合作不可或缺，如何
保证疫苗在地区乃至
世界的可及性和可负
担性；又如“快捷通
道”，中国与东盟国
家正推进人员“快捷
通道”、货物“绿色
通道”网络，以维护
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畅通稳定，这对复工
复产具有重要意义；
再如数字经济，今年
是中国—东盟数字经
济 合 作 年 ， 为 双 方
在电子商务、人工智
能 、 5 G 、 大 数 据 等
领域创新合作带来机
会；最后，在“一带
一路”建设方面，中
国与东盟国家的多个
重点项目正在平稳推
进，如雅万高铁、中
老铁路、马来西亚城
等，能否在疫情平稳
后取得新的进展，令
人关注。

从具体事务看，
周士新说，中国和部
分国家可能需要借访
问之机就两大问题加
强沟通，其一是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中方与东盟国家
一致希望今年落实签
署，但仍有一些不确
定因素，比如日本；
其二是南海问题，《
南海行为准则》相关
国家也需要进行一些
当面沟通，为今后的
磋商做好铺垫。许利

平指出，当前的南海
局势是可控的，虽仍
有一些波澜，但向稳
向好的大方向没有改
变。

化危为机
“化疫情之危为

发 展 之 机 ， 推 动 中
国—东盟关系迈上新
台阶。”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9日这
样表达中方对此访的
期待。

“大国平衡战略
是东盟国家一贯的外
交原则，它们不会朝
一个国家选边站队，
此其一。”许利平指
出，其二，中国是疫
情期间唯一保持正增
长的大型经济体，中
国—东盟经贸合作逆
势上扬。今年前8个
月，东盟首次超越欧
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
伙伴，实现双方互为
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
性突破，展示了双方

经济的互补性和合作
韧性。其三，东盟和
中国的友好关系以内
在动力为基础，不以
外部因素为转移。

“中国和东盟的
关系正处于承上启下
的转折点，明年双方
将 迎 来 建 立 对 话 伙
伴关系30周年。”许
利平说，回顾过去29
年，双方的关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从黄金时代走向钻
石时代；展望未来30
年，双方已签署合作
愿景文件，将继续沿
着提质升级，实现政
治、安全、经贸、人
文等全方位发展的方
向前进。“期待双方
将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打造成中国和
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的一个样板，从而推
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

来源：上海《解
放日报》

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王毅访东盟五国 凸显双方合作强劲动力(下)

2020年10月13日，马来西亚外交部
长希沙穆丁·侯赛因和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路透社

图为10月13日，中国国务院
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新加坡外长

维文会面。（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