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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宁宁：中国与东盟合作进行时

新形势下，根据中国东盟双方关切和需求，以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为

契机，作者建议双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在八大方面实施有机结合。一是长远利益与中短期

利益有机结合。二是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有机结合。三是政经合作有机结合。四是开放市

场与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五是创新与务实有机结合。六是区域内合作与开展对区域外

国家合作有机结合。七是政府推动与非政府组织推动有机结合。八是制度建设与社会人文

交流有机结合。

2023年是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是东盟以外率先加入条约的国家，彰显

了双方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是促进缔约国人民之间睦和持久的友好与合作，缔约国之间

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民族特征和互不干涉内政，防止和磋商解决争

端，加强经济合作以发展经济，对国际性和地区性的问题保持磋商、协调。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RCEP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专门从事了30多年中国

与东盟合作促进工作，近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在新形势下，根据双方关切和需求，以中

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为契机，建议双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在八大方面实施有机

结合。

一是长远利益与中短期利益有机结合。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共建繁荣的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既符合中国也符合东盟的长期利益，中短期利益应服从于长期利益，并为实现长期利益

服务。中国与东盟近十年来的共建“一带一路”扩大了双方共同利益，惠及了各自国家的根本发

展利益，成为了全球有关国家（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二是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有机结合。中国分别与东盟十国的双边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多边合

作的重要基础，积极、深入地发展双边合作是巩固和发展多边合作的必然选择。

2008年，中国与越南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9年，中国与老挝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两国签署了《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

计划》。

2010年，中国与柬埔寨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两国签署了《构建中柬命运共同

体行动计划》。

2011年，中国与缅甸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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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与泰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22年两国确定“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

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

2013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3年，中国与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两国确定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落

地走实。

2015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2023年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前

瞻性伙伴关系。

2018年，中国与文莱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8年，中国与菲律宾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2021年，中国与东盟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

三是政经合作有机结合。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不断加强，是双方关系

发展的两个重要车轮，唯有良性互动，方能相得益彰。近三年，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当前，

双方应共同着力落实好领导人和政府已达成的共识。

四是开放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应将两者有机结合，积极实施行业对接带动产业

合作，打造优势互补的新产业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RCEP建设以及中国与东盟有关

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提升自贸区的生产力，扩大共赢。

五是创新与务实有机结合。创新是双方合作的生命力和活力所在，是30多年来双方合作的

成功经验；务实则体现在双方扎扎实实的推进合作，以实现创新成果，夯实合作关系。两者不可

偏颇。创新与务实有机结合需要进一步实施共商共建共享，需要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合作。

六是区域内合作与开展对区域外国家合作有机结合。区域内合作的全面和深入，有利于

区域内各国关系稳定和谐、繁荣发展。澜湄次区域合作正是区域内全面深入合作的写照。在对区

域外发展合作中，区域内各国积极沟通和协调行动，有利于本区域获得最大的收益。双方应携手

共同推动东亚合作、亚太合作沿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七是政府推动与非政府组织推动有机结合。这两者在促进对东盟友好合作的目的是一致

的，将两者不同组织性质特点的运作有效结合起来，方能使促进合作的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成

效。每年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是两者有效结合的体现。

八是制度建设与社会人文交流有机结合。前者包括中国与东盟为增进合作所签订的合作文

件、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建立的机制性合作组织。后者包括双方在增进民众共识、增进区域

合作发展认同等方面开展的积极行动，以形成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良好社会氛围，不断巩固合作的

社会基础。制度建设只有根植于民、惠及于民，才能达到最大效果。这两者密不可分。

（许宁宁为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RCEP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文章转自“东盟

商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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