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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高度重视带动了其
他外部力量竞相加大对
东盟投入，提高了东盟
国际地位，促进了东亚
区域团结合作的良好局
面。

《 2 1 世 纪 》 ： 1 1
月 2 2 日 ， 双 方 领 导 人
宣布，将中国—东盟关
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从“战略伙伴关
系”到“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中国与东盟将
在哪些领域深化合作？
存在哪些新机遇？

邓 锡 军 ： 2 0 2 1 年
11月举行的中国－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
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
宣布，将中国—东盟关
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并提出建设“和
平 、 安 宁 、 繁 荣 、 美
丽、友好家园”愿景，
为双方关系发展进一步
规划了方向和路径。中
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是双方关系史
上新的里程碑，反映了
中国－东盟关系高水平
发展的现状，为双方关
系设定了更高目标，有
助于加强彼此战略互信
和全面合作。

展 望 下 一 个 三 十
年，中国愿同东盟再接
再厉，在既有成就基础
上，开拓新思路、挖掘
新动力，推动双方友好
合作“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为地区发展繁荣
作出更大贡献。双方应
着力做好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抗疫及复
苏合作。中方将继续优
先向东盟提供充足疫苗
和抗疫物资，加强疫苗
和特效药合作，支持东
盟加快建设地区疫苗生
产和分配中心。中方愿
积极落实中国—东盟公
共卫生合作倡议，为东
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疫情应对能力建设等提

供助力。中方愿积极对
接 《 东 盟 全 面 复 苏 框
架 》 ， 充 分 把 握 R C E P
生效实施红利，启动中
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
设，扩大供应链产业链
互联互通，实现更高水
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是挖掘创新与可
持续发展合作。双方要
抢抓数字发展机遇，在
电子商务、智慧城市、
大 数 据 、 5 G 等 领 域 加
强创新合作，打造科技
创新和数字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已确定明年继
续为中国—东盟可持续
发展合作年，要共倡“
全球发展倡议”，加强
环 保 、 减 贫 、 防 灾 减
灾、气候变化等领域合
作，加快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实现更
加强劲、绿色、健康发
展，构建发展命运共同
体。

三 是 拉 紧 人 文 交
流纽带。国之交在于民
相亲。我们需要根据疫
情形势稳妥有序恢复人
员往来，为重现人文交
流活跃局面创造条件。
我们将继续开拓创新，
加强在文化、教育、旅
游、体育、青年、媒体
等领域合作，做大做强
中 国 — 东 盟 菁 英 奖 学
金、友好合作主题短视
频大赛等精品项目，互
学互鉴，增进了解，促
进双方民心相通。

四 是 坚 守 多 边 主
义精神。我们要坚持真
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
建 相 互 尊 重 、 公 平 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要维护以东盟
为中心、开放包容的区
域合作框架，弘扬亚洲
价值观，反对搞封闭小
圈子和军事对抗，为地
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

作用。
站 在 历 史 新 起 点

上 ， 我 们 愿 与 东 盟 一
道，以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为契机，推动全
方位合作提质升级，助
力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
共 同 体 ， 开 创 双 方 关
系更加精彩的下一个30
年。

三 、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为东盟地区注入动力

《 2 1 世 纪 》 ： 中
国—东盟高质量共建“
一 带 一 路 ” 的 进 展 如
何？

邓 锡 军 ： 东 盟 是
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
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点地区。近
年 来 ， 中 国 和 东 盟 国
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一带一路”合作
成效显著。即便在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背
景下，这种合作也没有
停滞，而是持续释放出
蓬勃生机，呈现出全面
深入发展的良好态势。

目前，中国与东盟
十国都已签订“一带一
路”双边合作文件，与
东盟签订了《关于“一
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
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
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促进了双方发展战略的
加快对接。中老铁路、
雅万高铁、国际陆海新
通道等一批接地气、惠
民生的标志性项目取得
积极进展，推动区域互
联互通水平明显提升。
中国和东盟经济融合持
续加深，贸易投资合作
规模持续扩大，实现了
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历
史性突破，双向投资累
计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
关。这些成绩的取得，
为11国20亿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进一
步 证 明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顺应中国和东盟国
家共同意愿、符合双方

共同利益，具有强大的
内生动力和生命力。

《 2 1 世 纪 》 ： “
一带一路”倡议对该地
区的经济复苏有哪些影
响？

邓锡军：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在东盟地
区的实践已经证明，它
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深
度融合、保障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有助于持续
推动基础设施合作、提
升区域设施联通水平，
也有助于各方开拓新兴
领域合作、以创新引领
疫后经济复苏。

当前，东盟正推进
落实《东盟全面复苏框
架》，致力于在疫后实
现更可持续、更具韧性
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已
就合作支持《东盟全面
复苏框架》发表联合声
明，双方对于在疫后复
苏中深化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和长期可持续
发展已有充分共识。我
们将同东盟国家一道，
继 续 推 动 发 展 战 略 对
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
水平，维护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顺畅，深化电子
商务、智慧城市、清洁
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
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绿
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

之路建设，为地区经济
复苏注入不竭动力。

《21世纪》：你如
何看中国—东盟共建“
一带一路”的前景？

邓 锡 军 ： 习 近 平
主席在出席中国—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
念峰会时明确指出，双
方要共建繁荣家园，重
要 一 条 就 是 要 高 质 量
共建“一带一路”；发
表的联合声明也强调，
双方要在基础设施等领
域开展互利和高质量合
作，实现高标准、惠民
生、可持续目标。这些
都为我们指明了未来合
作的方向。

随 着 中 国 — 东 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
立 ， 双 方 合 作 将 迎 来
更加广阔的前景。在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过
程中，我们将努力打造
更多高质量工程，创造
更多最佳实践，确保经
济、财政、金融、环境
方面的可持续性，也将
积极开展健康、绿色、
数字等新领域合作，不
断 提 升 合 作 韧 性 和 活
力，为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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