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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1日～16日，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访东南亚四

国，围绕抗疫合作与复苏经济两大

核心议题展开多轮对话，取得丰

硕成果。此行正值三个关键性时

间点，即中国—东盟战略对话关系

逢“而立之年”、美国新政府上任

在即以及新冠疫情再次出现反弹。

四个国家、两大议题、三个时间

点——这种“4+2+3”的组合折射

了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对中国的

重要性。而中国外交则日益以多层

次、多手段精细化应对。

缘何选择这四国

王毅外长在接受媒体有关东南

亚之行采访时表示，在双方建立对

话关系30周年之际，此次到访东盟

轮值主席国文莱、现任中国—东盟

关系协调国菲律宾、中国—东盟关

系候任协调国和澜湄合作共同主席

国缅甸以及东盟“领头羊”印尼，

旨在同四国高层及东盟秘书长抓住

30周年契机，打造中国—东盟更高

印尼是东盟的“领头羊”，在

东南亚地区事务中发挥着引领作

用。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印尼双边

合作尤其可圈可点，形成了首脑

通话、部长级会晤等多层级沟通交

流。例如，2020年内，习近平主席

同佐科总统三次通话，同年8月印尼

外长蕾特诺访华，成为疫情暴发后

首位访华的外长。展望2022年，印

尼将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对此，

王毅外长表示，愿意与印尼携手改

革完善全球治理与合作。

菲律宾将在2021年完成中国—

东盟关系协调国的使命。杜特尔特

总统三年任期内，中菲关系成功实

现了转圜、巩固、提升三步曲，这

对于稳定整个南海形势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尤其是中国—东盟国家关

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

可以说，王毅外长的这次出访

是疫情以来中国—东南亚各国外长

会晤的“下半场”，而“上半场”

包括2020年下半年王毅外长与菲律

宾、印尼外长在国内的会晤，而后密

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

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这一谈话不仅阐明了当前中国

的东南亚政策的首要目标，而且高

度概括了所访问四国的特殊性。缅

甸是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第一个也

是惟一出访的国家，2021年王毅外

长选择其作为周边的首访首站，目

的是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的访缅成

果。不仅如此，缅甸在2021年还具

有“双主席国”的特殊身份，既是

候任的、为期三年的中国—东盟关

系协调国，也是澜湄合作的共同主

席国，这反映出缅甸在区域合作、

次区域合作中所承担的重要职责。

2021年，中国—文莱面临着

“双30”周年，即双边建交30周年以

及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同时，文莱还是本年度的东盟轮值国

主席，这意味着文莱需要对本年度

东盟内部事务与外交议程的设置和

推进发挥关键性协调作用。因此，

王毅外长的出访不仅关系着中文两

国下一步的合作，而且对推进中国

与东盟的整体性合作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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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首届中

国—东盟文化艺术周在

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与

东盟间各种交流合作活

动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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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性出访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

泰国和顺访新加坡，以及8月下旬在

广西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的

会面。这样，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中

国与东南亚十国外长不仅开展了多轮

“云外交”，而且实现了全部的线下

见面。各场会晤不仅涉及双边关系，

而且广泛涉及区域、次区域合作，

乃至全球治理的各项事务，足以体现

东南亚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分量。

联合抗疫与复苏经济是核心

王毅外长此行的目的是抓住30

周年契机，打造中国—东盟更高水

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而实现

这一目标最主要的抓手是贯穿于四

国访问的两大核心议题：联合抗疫

与复苏经济。

自疫情暴发以来，与全球治

理失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

东南亚各国开展的密切合作，从早

期以相互提供抗疫医疗物资与分享

医疗专业知识为主，转变为当前以

疫苗研发、生产和使用为核心。这

种合作在全球疫情出现严重反弹的

情况下尤为紧迫和重要。在访问缅

甸、菲律宾期间，中国承诺继续提

供抗疫物资并向各国援助疫苗。不

仅如此，中印尼两国的企业2020

年就开始开展疫苗研发合作，中国

明确支持印尼成为地区疫苗生产中

心。而面对国际舆论对中国疫苗

提出的质疑，就在王毅外长访问印

尼期间，佐科总统率先接种中国疫

苗，表示了对中国的信任。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转向疫情后的经济复

苏合作。首先，开展“双通道”

建设。中国与新加坡率先开通了人

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和货物运输

的“绿色通道”，这引起了其他

东南亚国家的高度关注，起到很好

的示范效应。在此次访问中，中国

与四国均宣布开通必要人员往来的

“快捷通道”，与文莱、缅甸、菲

律宾三国继续推进“绿色通道”建

设（与印尼的“绿色通道”已经在

2020年8月开通），从而共同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其次，着眼

于长期合作，重新回到双边战略合

作的正轨上，包括“一带一路”倡

议与文莱的“2035宏愿”、印尼的

“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菲律宾的

“大建特建”规划等的战略对接。

尤为醒目的是，战略对接进一步落

实到大量实实在在的项目上，如缅

甸经济走廊三端支撑建设方案、印

尼雅万高铁、“区域综合经济走廊”

等重大项目，等等。最后，聚焦区域

合作，合力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早日实生效，发挥世

界上最大自贸区的红利，实现共同

发展。

面临的挑战不可忽视

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与疫情

的暴发持续冲击着整个中国周边环

境，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地区

国际关系与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

确定性，尤其是美国将疫情“政治

化”，在与中国竞争中要求地区国

家“选边站”。根据各方评估，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在相当程度

上会回归多边主义，但是这种回归

对于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在地区层

面对于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究竟如

何，是利是弊，仍需观察。值得注

意的是，在涉及未来地区秩序的构

建方面，王毅外长批评了搞集团政

治的各种“伪多边主义”，同时还

与印尼外长讨论了印尼倡导的“东

盟印太展望”，这是中方对于各种

“印太”方案有区别对待的外交尝

试，也是对构建地区新秩序的有益

探索。

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关

系绕不开的话题，对于中国与东盟

国家的政治与安全互信影响重大，

并常常为域外力量干涉地区安全、

扰乱地区国际关系所利用，而新冠

疫情也在相当程度上迟滞了“南海

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当前，虽

然中国与相关国家就共同维护南海

和平稳定具有共识，但是中国仍需

高度警惕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军事

化与法理化斗争加剧的趋势，同时

要同步推进海上危机管控与海上安

全机制的构建。

最后，对于疫情引发的各类社

会危机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应

与东盟国家携手共同预防，通力合

作。数据显示，疫情暴发以来，恐

怖主义活动在全球再度活跃，因疫

返贫、粮食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

对此，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学界已经

在讨论如何借鉴中国的扶贫经验，

但是政府间对此的商讨仍不充分。

概言之，“而立之年”的中国与

东盟战略对话关系是否真正可以“自

立”，是否可以化疫情之危机为合作

之机遇、构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不乏希望与自信，但任重道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