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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能否为地区
和 平 与 发 展 筑 牢 根
基，维护东亚合作正
确方向，成为备受关
注的焦点。

刚刚在“主场”
接待了来华访问的美
国财长耶伦，明天中
国 又 将 在 “ 客 场 ”
开 启 一 次 重 要 的 周
边外交行动。13日至
14日，中共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王毅将出席在印尼
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中
国—东盟（10+1）外
长会、东盟与中日韩
（10+3）外长会、东
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
地区论坛外长会。

分析认为，一系
列会议正逢世界经济
复苏面临不确定性、
地缘冲突等挑战突出
之际，中国希望与地
区国家深化合作，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当前，中国—东盟合
作 迎 来 新 的 重 要 节
点，中日韩合作也呈
现新态势。各方能否

为地区和平与发展筑
牢根基，维护东亚合
作正确方向，成为备
受关注的焦点。

大变局下寻求稳
定性

印尼是今年东盟
轮 值 主 席 国 ， 确 立
了“东盟要旨：增长
的中心”这一主题。
在今年上半年举办过
一次东盟峰会后，本
周举行的东亚合作系
列外长会旨在为下半
年 的 系 列 峰 会 做 准
备，被外媒视为“峰
会的前奏”。

按照《雅加达邮
报》的说法，东亚合
作系列会议的重点将
包括制定东盟长期愿
景、推进南海行为准
则谈判，确保地区无
核武状态等。与会者
将寻求达成12份成果
文件，包括一份期待
已久的联合公报。

该报称，来自世
界各地的1000多名代
表将参加系列会议。
除王毅外，已确认出

席 的 多 位 高 官 还 包
括：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日本外相林芳
正、韩国外长朴振、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博雷利等。

需要补充的是，
由27个成员组成的东
盟地区论坛，是为数
不多有朝鲜代表参与
的多边机制。不过朝
鲜外务相崔善姬此次
不会参加论坛，而且
不清楚朝鲜驻印尼兼
驻东盟大使安光日是
否代为出席。

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 院 副 院 长 刘 卿 指
出，可从两个角度观
察东亚系列外长会的
召开背景。

从 “ 中 国 — 东
盟”角度看，中方视
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
方向和高质量共建“
一 带 一 路 ” 重 点 地
区。当前，中国—东
盟合作迎来新的重要
阶段。自2021年宣布
建立中国—东盟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方合作起步有力，
势头强劲。为确保这
一关系高水平运行，
需要进一步落实合作
的新理念、新内容，
例如推动中国—东盟
自贸区提质升级、迈
入“3.0时代”等等。

另外，今年是中
国提出建设更为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10周年，也是中
国签署加入《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20周
年。站在这一历史节
点上，双方如何总结
过去成功经验，规划
下一个20年的发展，
显得尤为重要。

从 “ 东 盟 — 世
界”角度看，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乏
力，冷战思维和阵营
对抗回潮，一些地区
仍在上演地缘冲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东盟成员总体保持政
治稳定，经济实现持
续复苏，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预测其今年增
速将达到4.7%。

刘卿表示，东盟
是亚洲地区合作与发
展的重要引擎，它与
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
体的中国携手，将为
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
强大动力，也为依旧
坎坷的世界经济复苏
前 路 注 入 更 多 确 定
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 研 究 员 许 利 平 表
示，大国博弈不断加

深，乌克兰危机仍在
延宕，世界经济增长
复苏乏力，通胀、能
源和粮食危机并未得
到明显缓解，全球化
进程不断受到各种冲
击……在此情境下，
东盟希望同各方共谋
地区和平与发展，有
力 带 动 整 体 东 亚 合
作。

中国—东盟合作
的新节点

在 一 场 场 频 密
的 会 晤 中 ， 哪 些 将
成 为 看 点 ？ 先 来
看“10+1”外长会。

刘卿认为，从东
盟角度看，作为轮值
主席国的印尼提出三
大支柱，其中一项是
实现东盟印太愿景的
目标。与美国“印太
战略”突出排他性、
服 务 于 大 国 竞 争 不
同，东盟的印太愿景
提倡开放包容，凸显
独立自主原则。印尼
如何推动这一愿景与
伙伴国的发展战略相
互对接，将成为一大
看点。

另一个看点是，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重
塑世界经济之际，东
盟 如 何 深 化 数 字 经
济、科技赋能等领域
合作。在今年上半年
东盟峰会的声明中，
提到要实现包容性数
字化转型，建设2045
东 盟 数 字 经 济 共 同
体。东盟如何与包括
中 国 在 内 的 伙 伴 合
作，建设创新发展新
高地，将有待观察。

从中国角度看，

东亚系列外长会开启，有哪些关注点？(上)
东盟不做外国代理人 加强合作反对西方代理人

当地时间2023年7月1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东盟外
长会议及相关会议会场外，一名路人经过。视觉中国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