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合作成果丰硕

在 2003年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与东盟领
导人会议上，11 国领导人签署 《中国—东
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双方宣布建立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
着双方关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
在这一次会议上，双方确定每年在中国广
西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

10 年来，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巩固、发展，双边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
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和东盟成为发展最
快、最富活力的区域。10 年来，中国与东
盟的关系保持着良好的上升势头，在政
治、经济、社会、安全以及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的合作日趋深入，形成了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

双边关系的日益紧密激活了经贸合作
潜力。双方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不仅建成了
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而且贸易额不
断扩大。数据显示，双边贸易额从 2002年的
547.67 亿美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4001 亿美
元，年均增长 22%。目前，中国是东盟最大的
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
此同时，中国和东盟相互投资规模也呈现出
不断增大之势，截至今年 6 月底，东盟已成
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经济体，东盟

成为了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不仅如此，10 年来，中国和东盟的合

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海上、科
技、环保、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也取
得了显著进展，并建立起相关的机制保
障，为进一步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保障。

博览会助推自贸区发展

已经成功举办 9 届的中国—东盟博览
会，已经成为融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人
文交流于一体的重要合作平台。10 年来，
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和东盟风雨同舟，携
手共进，不断把友好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每届博览会上，都会紧扣战略伙伴任
务设置主题，举行多场双方领导人会见，
以及政界商界高端对话，增进双方的相互
了解和政治互信，为双方开展深入合作提
供有利的政治环境。之前，已有 46 位中国
和东盟国家领导人、1760 多位部长级贵宾
出席。如此高密度的会见和对话，无疑推
动了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东盟博览会
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博览会建立了 11 国
共办机制，体现了 11 国的共同利益、共同
目标和共同需要，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
投资贸易便利化从政府层面推进到了企业
层面，将自贸区的商机传导到企业，而博

览会促成的经贸合作反过来又在助推自贸
区建设。数据显示，前 9 届博览会，参展
参会客商达到 36.8 万人，贸易成交额达
135.68 亿美元，签约国际合作项目投资额
累计达 573.76 亿美元，签约国内合作项目
投资额累计达 5561.14亿元人民币。

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日趋成熟，
其更多的效用也被不断发掘。越来越多的
企业把它视为通向中国或东盟的便捷通
道，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东盟企业都能享
受到自贸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商机。在本
届博览会上，各国参会参展企业报名踊
跃，数量和质量也都有明显提高，展位供
不应求。此外，区域外的报名采购团组也
多于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受青睐的程
度，可见一斑。因此，博览会作为助推
器，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发
展，其不断升级也势必会为打造自贸区

“升级版”作出更多贡献。

扩大合作已成共识

本届博览会上，与会的中国和东盟各
界人士纷纷表达了增强互信，扩大合作的
强烈意愿。东盟秘书长黎明良表示，东盟
各成员国和中国均拥有丰富的技术和资
源，双方可以共享这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
核心实力，以使得各国的国内企业可以在

本地区和全球市场蓬勃发展。自贸区的建
立为双方企业的互补合作创造了海量商
机，在回顾和庆祝双方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
年之际，东盟和中国可以将双方的经贸合
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老挝总理通辛表示，东盟与中国合作
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可以在互联互通、
人才资源、贸易合作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
作。缅甸总统吴登盛表示，非常愿意看到
东盟与中国的合作不断发展壮大，共同推
动自贸区建设全面落实。作为下任东盟轮
值主席国，缅甸愿意为东盟与中国关系的
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来自中国和东
盟各国的商家也表示，希望看到中国与东
盟继续扩大合作，双方合作的程度越深，
商机也就越多。一位已经连续 4 年参加东
盟博览会的老挝木材商人告诉记者，东盟
与中国的合作，能让商家跟着获益。中国
经济发展得好，增强了中国人的购买能
力，虽然自己经营的是比较高端的木材，
但客户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这一次来，一
方面是送货给老客户，另一方面也是想借
助博览会再认识一些新的客户。

十年往往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十年
风雨同舟，十年携手共进。面对即将开始的
新十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之舟”将再次起
航。随着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日益丰富，中国
与东盟也将收获更加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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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参展

商展出的多彩纺

织品吸引了不少

参观者。

图③ 参展商展出

了多种多样的食品。

图④ 参展商展出的水果，吸引了参观者驻足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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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9月3日，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开幕式上，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共同播撒丰收的种子，浇注“合作之

水”，寓意中国和东盟各国继续携手同心，在合作的平台上不断收获丰

收的果实。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因此，本届

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自贸

区发展，提升合作水平，使双方的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国—东盟

十年同舟路
携手再起航

本报记者 李红光 童 政

看一看活动日程表，很容易发现中国—东盟博

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点让人

目不暇接，分身乏术。从经济领域到非经济领域，从

经贸合作到社会人文交流，大大小小的展览、论坛、

对话会、交流会，让人一下子感受到中国和东盟合作

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特点。在开幕式上，中国

和东盟又增添了青年联谊会、技术转移中心、企业家

联合会、港口城市合作网络等四项合作项目。不得不

说，中国和东盟正将“10+1>11”这一不等式的魅力

发挥到极致，双方的合作之路也将越走越宽。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越走

越宽，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首先，政治互信不断增

强，这是双方合作不断深入的前提。中国与东盟各国

之间的友好关系本来就源远流长，20 多年来更是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双方关系从

全面对话伙伴、睦邻互信伙伴成长为拥有广泛共同

利益的战略伙伴，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正是有了双方

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作为基础，双方各种合作才成为

可能，并逐步实现。

其次，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资源禀赋各具优

势，产业结构各有特点，经济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

性。尤其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双方能够进行

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经济分工和经济互补，使双边

经济产生了更深入的融合，10 年来双边贸易额实现

了快速增长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有专家预测，如果

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继续保持这样的势头，双边贸

易额有望在 2015年达到 5000亿美元。

第三，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促使双

方不断加强合作。中国和东盟大部分成员国都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中，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需求。

而且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日趋复杂的局面下，中国

和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尤其在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下，双方更应该团结协

作，不断拓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随着东盟与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

兰、印度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谈判的全面启动，

“10+1”正在迈向“10+6”，合作区域的拓展，在打开更大

市场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影响力。在此

情况下，双方合作步伐也需要更加坚实，更加宽广。

作为增长活跃的两大经济体，中国与东盟的成

功合作，已经成为睦邻友好合作的典范，为区域合作

树立了榜样。双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广符合双方共

同的利益和愿望，惠及双方企业和人民，是大势所

趋，民心所向。只要中国—东盟各方同心协力，不断

发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水平，就能

谱写双方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合作之路
越走越宽

□ 李红光

“中国—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
年 来 ，通 过 实 施 2005—2010 年 阶 段 和
2011—2015年阶段行动计划，双方关系已经
得到广泛和全面的发展，成就斐然。目前双
方已经在20多个领域建立了40多个合作推
动机制。”越南外交部东盟司司长阮进明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阮进明表示，
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始正式对话，1996年，
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2003年，双方
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
合宣言》。10年以来，经过双方的精心培育，
中国与东盟已为推动双方合作关系向更高水
平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成为东盟第
一个战略合作伙伴，体现出了中国与东盟关
系的特殊重要性，也反映了双方为了和平稳

定和共同发展，在加强政治互信、推动睦邻友
好关系、建立全面合作等方面的共同愿望。

阮进明表示，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安全关
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双方经常就应对非传
统安全问题、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进行对
话。中国是第一个在2003年加入《东南亚友
好合作条约》的对话国，同时也是第一个随时
准备加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核国
家，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这一承诺给予高度
评价。阮进明认为，尽管在双方关系中也存
在着一些复杂敏感的问题，但双方都已经认
识到这一点，并为共同解决问题作出努力，以
避免影响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阮进明特别提到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
作。他认为，这是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
的一大亮点。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

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
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创造了前提，2010年 1
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2012
年双方贸易额超过 4000亿美元，是 2002年
的7倍多。中国也从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一跃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跃升为
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东盟
双向累计投资额达到 1000 亿美元，是 10 年
前的3倍多。此外，双方还积极通过2009年
成立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2011年
成立的“中国—东盟中心”，以及现在正在推
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积极促
进贸易投资合作。

阮进明认为，双方经济合作中取得的这
些成果，源自于双方领导人的高度政治决心
以及各领域官员、双方企业和民众进行的努

力。越南特别对于中国在加强中国东盟合作
过程中对东盟的帮助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包
括中国承诺推动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为东
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提供 100 亿美元援助，
以及组织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创意等等。

在谈到每年在中国南宁举办的中国—东
盟博览会时，阮进明表示，博览会已经吸引了
双方多位领导人和大批企业参加。这是双方
非常重要和富有成效的贸促活动之一，参展
的企业和商人以及展销会期间和此后签订的
交易合同日益增加。今年，越南总理率团继
续参加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阮进明最后
表示，希望在博览会期间有更多的贸易投资
合同签署，更多的互联互通项目达成协议，为
进一步推动双方正在大力发展的经贸合作关
系作出贡献。

中国与东盟战略合作成就斐然
——访越南外交部东盟司司长阮进明

□ 本报驻河内记者 赵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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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作为

中国与东盟关系协调国，泰国希望尽最大努力促进中国

与东盟关系在互信、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继续健康

发展。

——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

中国—东盟博览会促进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实现

了多个零的突破，它还是一座非常坚固的桥梁，许多东盟

的商品都通过这一座桥梁进入了中国，这促使中国和东

盟关系更加紧密。

——柬埔寨国务大臣兼商务部部长占蒲拉西

中国与东盟的市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澳大

利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进一步推动澳大利亚与中国及

东盟市场之间在货物、服务、资本、创意以及人才之间的

流动。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朱莉

言 论 集 萃言 论 集 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