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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
在心头，把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使
命扛在肩上，携手前行，接续奋斗，构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创更
加繁荣美好的地区和世界！”

11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
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并发表题为

《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这是
今年我国最重大的周边外交行动。习近
平主席全面回顾 30 年来双方关系发展的
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辨析历史大
势，擘画未来宏伟蓝图，为在新起点上推
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四点历史经验：
弥足珍贵，意义深远

1991年，中方应邀出席在吉隆坡举行
的第 24 届东盟外长会，正式开启中国和
东盟对话进程。今天，在纪念峰会上，回
顾中国和东盟共同走过的 30 年，习近平
主席用“不平凡的历程”来描述——

“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
稳定”；

“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
同发展繁荣，让 20 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
生活”；

“我们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
的光明大道，迈向日益紧密的命运共同
体，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

“30 年来，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形
势下，中国东盟关系经受住各种考验，合
作硕果累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阮宗泽说，“双方关系的发展给地
区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地
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成为本地区区域合作的典范。”

“相互尊重，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合作共赢，走和平发展道路”“守望相助，
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包容互鉴，共建开放
的区域主义”⋯⋯讲话中，习近平主席从
四个方面全面总结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
历史经验，强调这些宝贵经验是双方的共
同财富。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张洁说，四点经验是总结过去，更
是着眼当下、启迪未来。“四点经验归根到
底，就是习近平主席讲的，积极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作出正确历史选择。在变乱交
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这些重要论断无
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习近平主席谈到的几个“共同”令人
印象深刻——平等相待、和合与共的“共
同诉求”、实现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共
同目标”、互帮互助的“共同传统”、多元包
容的“共同基因”⋯⋯专家表示，作为地缘
相近、人文相通的邻居，中国和东盟的这
些“共同”，是双方关系发展之“魂”，在新
形势下尤其需要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纪念峰会上，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峰会
最重要的成果，确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
里程碑。

分析人士认为，30年来，从对话关系、
磋商伙伴、全面对话伙伴、战略伙伴再到
全面战略伙伴，中国东盟合作已成为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重要支
柱。在此基础上将双方关系提质升级，可
谓水到渠成、恰逢其时。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
位，是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特殊背
景下达成的。这对中国东盟关系长期健
康 稳 定 发 展 无 疑 具 有 重 大 而 深 远 的 意
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翟崑说。

共建五个“家园”：
前景广阔，催人奋进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动荡变革、挑战
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新的形势，新的起
点，中国与东盟怎样才能不断推进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建设，更好地造福本地区 20
多亿民众？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以“家园”为喻，就
未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提出五点建议——

共建和平家园；共建安宁家园；共建
繁荣家园；共建美丽家园；共建友好家园。

“‘家园’，表明中国和东盟既不是对
手，也不是传统国际关系中那种完全为了
利益而结成的盟友，而是彼此的亲人、朋
友。”张洁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山水相连、
命运与共的大家庭，五个“家园”是彼此友
好往来、守望相助的生动写照，更是中国
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一步一个脚
印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清晰规划。

从支持东盟建设无核武器区的努力，
到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合作倡议；从共
同维护南海稳定，到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

《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协同增效；从尽早
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到加
强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合作，再到深化体育
交流合作⋯⋯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为中国
东盟共建“家园”勾勒出全面细致的蓝图。

习近平主席明确宣示，中国发展将为
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拥有巨大国内市场，将始终向东盟国
家开放”“中方愿进一步打造‘一带一路’国
际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欢迎东盟国
家参与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同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融相伴。”张洁表示，
习近平主席倡导建设的五个“家园”，贯穿
着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同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相
连，必将有力促进地区全面发展进步与民
生改善，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和平发展、合
作发展、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在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五个‘家园’为指导进一步增进全方位
合作，将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持续和平稳
定与发展。”阮宗泽说。

四个“坚定不移”：
历史担当，引领未来

“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排除干扰、
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在中国
东盟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习近平主

席的话掷地有声。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

会演讲时，郑重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
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
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
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8 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增进战略互
信，携手应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各
种风险挑战，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生动例证。

在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鲜明强调
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以东盟为
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
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
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
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翟崑说，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下，
东盟国家十分关心自身在中国外交战略
中的定位，十分关心自身一体化发展和内
部团结，十分关心自身在东亚合作中的地
位和作用。习近平主席通过四个“坚定不
移”，予以明确而郑重回应，为地区国家团
结合作注入强大信心和定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福同享，有
难同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谋度
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观察
人士注意到，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多次引
用古语和谚语，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东
方文化、东亚文明、亚洲价值观的相亲相
通，同“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的讲话主题
紧密呼应。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谈到，“中国和东
盟国家有相似历史遭遇”“我们像亲戚一
样常来常往，重情义，讲信义，遇到喜事共
庆贺，遇到难事互帮衬”“以包容心态构建
开放而非排他的朋友圈”⋯⋯亲切平实的
话语中饱含真诚。

张洁认为，在国际格局和亚太局势深
刻演变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
历史经验、四个“坚定不移”和五个“家园”，
与某些国家试图制造隔阂分裂、挑动冲突
对抗、搞军事政治集团小圈子的做法截然
不同。中方的倡议真正符合本地区共同利
益，顺应了东盟国家寻求相互支持和合作
共赢的普遍愿望，是真正得人心的。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个‘家园’，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的五个‘世界’相
互呼应。”翟崑表示，只要坚持正确方向，只
要双方携手努力，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建设必将结出累累硕果，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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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在第 18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现场，参会者
在东盟国家展区泰国馆参观。

9 月 11 日，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参观者走出第
18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

在南宁吴圩国际机场，广西壮族自治区卫健委选派的
抗疫医疗专家组启程前往柬埔寨（2020年3月23日摄）。

在广西大学，老师给泰国访华团成员讲解汉字“福”
（2018 年 6 月 25 日摄）。

这是位于中越边境的北
仑河二桥（2019 年 4 月 15 日
摄，无人机照片）。

在广西南宁国际铁路港，工人在吊装中越跨境班列货物集装箱（2020 年 11 月 11 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