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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开局的
第二年，诸多具体事
项有待落实，例如：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防止大国竞争搅乱地
区合作，推动南海行
为准则谈判，以“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10
周年为契机加强与沿
线东盟国家的互联互
通，将全球发展倡议
的优先项目与东盟印
太愿景相对接，以及
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版谈判，等等。

许利平介绍，就
在几天前，中国东盟
自贸区3.0版第三轮谈
判在昆明举行。“升
级版”将围绕服务贸
易和数字经济等新兴
领域重点发力。如果
谈判成功，将显著推
动地区贸易投资便利
化。与此同时，澜湄
合作已成为次区域合
作的“金色样板”，
未来次区域合作能否
深挖潜力同样值得期
待。

再看“10+3”外
长会。刘卿注意到，
就在本月初，中日韩
合作国际论坛在青岛

举办。王毅强调要通
过论坛发出中日韩合
作重整行装再出发的
明确信号，日韩也有
较为积极的表态。

“10+3合作受疫
情等因素影响，在过
去几年有所停滞，除
了 在 《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RCEP）框架下达
成一致外，其他方面
合作效率较低。”刘
卿说，“不过，尽管
中 日 韩 仍 有 矛 盾 分
歧，最近三方合作显
露积极态势。而且各
方对推动区域贸易投
资自由化的愿望是一
致的。未来需要在新
能源投资、增加产业
链韧性等领域加强协
调，力争确立更多共
识。”

许 利 平 说 ， 相
关 报 告 显 示 ， 今
年 “ 1 0 + 3 ” 区 域
G D P 将 实 现 4 . 6 % 的
较快增长。今年6月
RCEP已经对所有伙
伴 国 全 面 生 效 ， 这
对于“10+3”合作是
一 种 激 励 和 推 动 。
正 如 一 些 分 析 指 出
的，“10+3”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利
用好区域经济增长的
机遇。

几场“双边戏”
怎么唱

许利平称，如果
说“10+1”“10+3”
侧重地区合作，那么
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
论坛，则着眼于亚太
地区安全，可关注各
方如何开展预防性外
交。

刘卿说，东亚峰
会 主 要 充 当 沟 通 平
台，起到增进政治互
信的作用。考虑到论
坛的两大参与国——
俄罗斯和美国矛盾突
出，峰会协调立场势
必艰难。但对于俄美
高级外交官而言，这
至少提供了一个“共
处一室”的场合。拉
夫罗夫同布林肯的上
一 次 会 面 是 在 新 德
里，当时二人在G20
会议间隙聊了约10分
钟。

“而东盟地区论
坛，则在东盟主导下
以 聚 焦 内 部 事 务 为
主。”刘卿说，其间
缅甸问题或被涉及。
东盟希望开展包容性
对话，促进相关各方
政治信任。东盟国家
也可能再次强调“无
核东南亚”的诉求。
目前只有中国表态愿
率先签署《东南亚无
核武器区条约》议定
书。

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各个参会方也会
借系列外长会的“大
舞台”，开展“小双

边 ” “ 小 多 边 ” 接
触。

颇受关注的是，
王 毅 是 否 会 同 布 林
肯时隔不到1个月再
次会面。两位分析人
士认为，如果二人会
面，有助于延续中美
接触态势，落实两国
元 首 巴 厘 岛 会 晤 共
识，缓和关系管控分
歧。如果能够聚焦一
些务实合作领域，对
于地区和全球都是积
极信号。

王毅会否与拉夫
罗夫会面，也引起各
方关注。中俄关系始
终 高 位 运 行 ， 最 近
俄“三号人物”、俄
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
马特维延科访华，俄
媒称地区合作等成为
重点议题。此外，中
韩、中日是否会上演
外交互动，也值得期
待。

另一方面，美日
韩之间也有望开展多
轮双多边互动。许利
平说，美国毫无疑问
会借此场合深化与盟
友的关系，推进“印
太战略”。中国不反
对它们正常接触，反
对的是它们针对第三
方搞“小院高墙”式
的排他性合作。中方
希望各方更多聚焦地
区的共同安全，而不
是拉帮结派搞“小圈
子”。

不做大国竞争代
理人

在布林肯还未启
程 前 ， 美 媒 便 早 早
放 出 风 声 称 ， 缅 甸

和中国将是其关注的
重点。美国国务院负
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康达还就此行表
示，美国将联合一些
国家反击中国的“胁
迫 行 为 ” 。 与 此 同
时，日媒也放风称，
将“力争与东盟各国
携手制约中国”，炒
热南海问题。

刘卿说，东亚合
作系列外长会是聚焦
地区合作的平台，一
些域外国家把不和谐
的 因 素 引 入 这 一 框
架，逼迫地区国家选
边站队，违背地区和
平与发展的宏愿。事
实 证 明 ， 所 谓 的 “
航 行 自 由 ” ， 只 不
过是一些国家出于私
利，挑拨地区矛盾的
借口。南海的和平稳
定，关键在于地区国
家坚持相互信任、团
结合作，把妥处分歧
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手里。

许利平指出，与
一些域外国家的叫嚣
相反，南海的和平稳
定从未受到根本性逆
转 。 中 国 和 东 盟 国
家正就南海行为准则
框架下的具体内容进
行磋商，争取早日达
成。正如印尼外长在
近日东盟外长会议开
幕词中所说的，“东
盟永远不会成为大国
竞争的代理人”，这
是东盟国家发出的明
确信号。因此，希望
一些国家摈弃冷战思
维，多做有利于地区
和平稳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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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