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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何以能推进中国与东盟合作(上)
～～专访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

中新社雅加达8月
26日电 题：儒家思想为
何能促进中国－东盟合
作？

——专访印尼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
国部主任维罗妮卡

中新社记者 林永传
今年是东盟成立55

周年，也是中国和东盟
正式开启对话进程第31
个年头。印尼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部
主任维罗妮卡(Veronika 
Saraswati)近日接受中新
社东西问专访时认为，
中国－东盟合作成果体
现了儒家思想观点，并
且可以用这些观点继续
促进双方合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

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当

前，中国－东盟合作已
成为亚太合作典范，给
11国20多亿民众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您认
为双方合作成果体现了
儒家思想哪些观点？

维罗妮卡：以仁、
义、礼、智、信为核心
内涵的儒家思想，是亚
洲智慧的典型代表。在
儒家思想中，仁是指本
着善心开展活动，是人
类生存的本质，不仅包
含个人应有的仁德，更
是社会活动和交往中应
贯彻的人性和道德。这
体现了以尊重和保护人
类生存为目的的仁德。
保 障 人 民 的 生 存 和 发

展，是人道社会的本质
特征。

在尊重人的生存价
值的同时，儒家更追求
社会的和谐，两者价值
相关联，这便是儒家的
大同思想。根据儒家大
同理念，世界应属于大
众，实现全体人民的共
同利益是世界追求的目
标。和谐理念是儒家思
想的精华。儒家的和谐
观追求人类和平共处，
倡导人类共同进步。

当今世界，人类虽
生活在一个不同文化、
种族、宗教、社会制度
组成的世界。但人类拥
有共同利益，世界需要
共同原则和标准来保证
共同利益的实现。儒家
和谐与“大同”理念可
以为构建互惠互利的共
同原则提供重要的思想
基础。

孔 子 说 ， “ 己 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中国－东盟30多
年合作成果，很好地体
现了儒家思想中仁德、
和谐、大同的观点和理
念。

从 1 9 9 1 年 7 月 开
启 中 国 － 东 盟 对 话 进
程、1996年中国成为东
盟全面对话伙伴、1997
年 双 方 建 立 睦 邻 互 信

伙伴关系、2003年双方
建 立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
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31年来，中
国－东盟关系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给11国20多
亿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利益，成为亚太合作
的典范。

如 今 ， 中 国 同 东
盟建立了包括领导人、
部长、高官在内的完整
对话合作机制；双方建
立了12个部长级会议机
制，设立了外交高官磋
商、联合合作委员会会
议、经贸联委会、科技
联委会和互联互通合作
委员会等部门高官会议
机制。

30年来中国－东盟
双 边 贸 易 额 猛 翻 了 1 0 0
倍；2009年以来，中国
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
大贸易伙伴地位，2020
年 ， 东 盟 跃 升 为 中 国
第 一 大 贸 易 伙 伴 。 截
至2021年，双方双向投
资额累计超过3100亿美
元 。 今 年 1 至 7 月 ， 中
国－东盟贸易额同比增
长 1 3 . 1 % ， 在 新 冠 疫 情
下，显示了双方经贸合
作的强大韧劲；疫情暴
发前，中国和东盟人员
年度交往最高达到6000
万人次，彰显双方人文

交流的热络。
中国－东盟合作能

取得上述成果，创造世
人瞩目的成长奇迹，关
键在于双方始终坚持和
平共处的理念，探索形
成了以相互尊重、协商
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
等为重要原则的“东盟
方式”。

作为亚洲本土智慧
的和谐理念和仁德、大
同观点，是中国－东盟
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为 构 建 地 区 和 平 、 稳
定、发展格局作出了重
大贡献。

中 新 社 记 者 ： 当
前，中国－东盟合作面
临哪些挑战？

维 罗 妮 卡 ： 中 国
和东盟都是国际和地区
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环
节。持续延宕的新冠疫
情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
冲击扰乱了地区经济秩
序、迟滞了人员往来，
不可避免对双方经贸合
作和人文交流产生负面
影响。

当前国际地区形势
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多，
俄乌冲突及西方制裁、
俄罗斯反制裁等，都对
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
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
影响，世界经济正面临

202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中新社记者张兴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