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人士：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成功典范

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
电（记者成欣）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 7 月 28 日在京举
办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
系 30 周年纪念研讨会。与
会人士表示，经过 30 年蓬
勃发展，中国—东盟关系
已经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成
功典范，他们对共建更为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充满期待。

本 次 研 讨 会 主 题 为
“中国与东盟关系 30 年：历
程与经验”。来自中国外
交部、东盟秘书处、中国—
东盟中心、东盟十国驻华
使馆、中国与东盟重要智
库和知名高校的 100 余名
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方式展开深入研讨，系统
梳理过去 30 年来中国—东

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
双方关系未来持续健康发
展的前景和路径。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
视 频 致 辞 中 表 示 ，自 1991
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对
话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
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
不 断 拓 宽 ，政 治 安 全 、经
济、社会文化三大合作支
柱发展势头强劲。双方战
略伙伴关系已成为本地区
最具实质性、最有活力的
伙伴关系之一。30 年来，
双方不断深化政治合作，
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地
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 从 应 对 亚 洲 金 融 危
机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从抗击印度洋海啸到抗击
中国汶川特大地震灾害，
从战胜非典疫情到并肩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
东 盟 始 终 坚 定 地 站 在 一
起，休戚与共，风雨同舟，
每一次危机都使双方关系
更为紧密，更有韧性。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
东盟国家共克时艰，共同
引领地区抗疫合作，树立
了全球抗疫合作的典范。”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陈
德海说，中国与东盟合作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
成 为 紧 密 合 作 的 战 略 伙
伴，与双方加强彼此了解，
深化战略互信密不可分。
经过 30 年蓬勃发展，中国
—东盟关系已经迈入新的
历史阶段。

林 玉 辉 指 出 ，中 国 是
东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最 重 要 的 投 资 来 源 国 之
一。东盟高度赞赏中方坚

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坚
定捍卫地区主义和多边主
义。过去两年，在疫情冲
击下，中国与东盟守望相
助、携手抗疫，中方有力支
持东盟国家应对疫情，双
方共同加强公共卫生领域
合作，确保地区和全球供
应链畅通稳定，充分展现
了双方的团结和友谊。

在 疫 情 背 景 下 ，中 国
和东盟经贸投资合作逆势
上扬，双方互为第一大贸
易伙伴，共同推动签署《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RCEP），引 领 区 域 经
济复苏。林玉辉认为，作
为 RCEP 的重要推动者，中
国 和 东 盟 将 在 RCEP 框 架
下迎来经贸合作的新发展
机遇。RCEP 将进一步促进
基于规则与秩序的多边贸

易体系的重建，进一步强
化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经济
增长。“东盟承诺继续与中
国合作，推动 RCEP 尽早生
效实施。”

在构建更紧密的互联
互通伙伴关系方面，老挝外
交学院院长赛雅冯认为，中
老铁路建成通车后，老挝将
由“ 陆 锁 国 ”变 成“ 陆 联
国”，老挝的经济将从区域
互联互通中极大受益。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同《东
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
对接无疑将促进基础设施
发展，提升互联互通的能
力，各方要共同努力，早日
实现总体规划的目标。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
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说，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
和东盟的交流合作逐步拉

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围绕
中国和东盟未来深度合作
的路线图，双方将共建更为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

中国和东盟 30 年前建
立对话关系种下的友好合
作之树，如今已然枝繁叶
茂，硕果累累。

柬埔寨洪森首相助理
大臣、亚洲愿景研究所董事
会成员陈勒提期待，未来东
盟与中国能够继续深化合
作，扩大地区综合影响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未来 30 年，中国—东
盟关系将更具活力、更加充
满希望。东盟愿与中方共
同努力，推动双方关系迈上
新台阶。”林玉辉说。

（图为研讨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成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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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记者成欣）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 28 日以视频方式出席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
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承
前启后 再铸辉煌”的致辞。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和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是
双方关系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
的“大年”。30 年来，中国东盟
关系快速发展，双方率先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率先建成自贸
区，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领跑
东亚区域合作进程。

王毅指出，中国和东盟始
终遵循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
东亚方式，照顾彼此关切和核
心利益，以真诚沟通促进理解
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争
议。树立了平等相待、和平共
处的典范；始终坚持共享发展
目标，对接发展战略，拓展互利
合作，树立了携手发展、互利共
赢的典范；始终秉持命运共同
体精神，给予对方无私支持帮
助，树立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的典范；始终致力于促进民心
相通，传承友邻之道，弘扬亚洲
价值，树立了文明互鉴、和谐共
生的典范。中国东盟关系已经
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

和最具活力的样板，成为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
的重要支柱。

王毅强调，中国东盟关系
迈入而立之年，双方理应倍加
珍 惜 30 年 合 作 积 累 的 宝 贵 经
验，倍加珍惜本地区得来不易
的和平稳定局面，倍加珍惜双
方人民凝结起来的深厚友谊，
致 力 于 打 造 更 高 水 平 的 战 略
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命
运共同体，开创双方关系更加
精 彩 强 劲 的 下 一 个 30 年 。 王
毅就此提出五点倡议：

要坚持睦邻友好，加强战
略 互 信 。 中 方 将 把 东 盟 作 为
中国外交，尤其是周边外交的
优先方向，坚定支持东盟共同
体建设，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
合 作 中 的 中 心 地 位 。 双 方 要
在 涉 及 彼 此 核 心 利 益 问 题 上
继续相互理解支持，不断巩固
和 加 强 中 国 东 盟 战 略 互 信 的
根基。

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抗
疫 合 作 。 中 方 愿 尽 己 所 能 继
续向东盟国家提供新冠疫苗，
支 持 东 盟 国 家 打 造 区 域 疫 苗
生产和分配中心，提升疫苗在
本 地 区 的 可 及 性 和 可 负 担
性 。 双 方 要 推 进 落 实 中 国 －

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倡议，共同
守 护 本 地 区 人 民 生 命 安 全 健
康。

要坚持聚焦发展，打造新
增 长 点 。 中 方 愿 同 东 盟 对 接
落实《东盟全面复苏框架》，推
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早 日 生 效 实 施 ，助 推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进 程 。 要 推 动 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数
字经济、科技创新、蓝色经济、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绿 色 转 型 等 领
域合作，为地区复苏和双方关
系长远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要坚持胸怀大局，维护和
平 稳 定 。 中 方 愿 同 南 海 当 事
方加强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
歧 ，排 除 外 部 干 扰 ，开 展 海 上
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和 长 治 久 安 。 要 继 续 全 面 有
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加 快 推 进“ 南 海 行 为 准 则 ”磋
商，尽早达成实质、有效、符合
包 括《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在
内国际法的“准则”。

要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公
平正义。中方愿同东盟一道，
维 护 以 联 合 国 为 核 心 的 国 际
体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 原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关 系 基
本准则，倡导富有亚洲特色的
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包容的区
域合作框架，维护发展中国家
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和
平安全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王毅表示，中国将始终同
东盟做守望相助的好邻居、肝
胆相照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
好 伙 伴 。 相 信 在 双 方 不 懈 努
力下，中国东盟关系必将以更
加 成 熟 、自 信 的 姿 态 ，开 创 更
加美好和光荣的未来。

东 盟 秘 书 长 林 玉 辉 在 开
幕式上致辞，并表示东盟中国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已 成 为 本 地 区
最 富 内 涵 和 最 具 活 力 的 伙 伴
关 系 之 一 。 中 方 支 持 东 盟 中
心地位、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一
体化进程，积极参与东盟主导
的地区机制，这是中方支持地
区 主 义 和 多 边 主 义 的 具 体 体
现 ，对 地 区 形 势 发 挥 重 要 影
响 。 近 两 年 来 ，双 方 相 互 帮
助 、携 手 抗 疫 ，充 分 展 现 了 团
结 和 友 谊 。 东 盟 感 谢 中 方 向
东 盟 国 家 提 供 疫 苗 和 医 疗 物
资 ，支 持 东 盟 抗 疫 基 金 ，提 出
建 设 10+3 应 急 医 疗 物 资 储 备
中 心 等 倡 议 ，愿 同 中 方 对 接
《东盟全面复苏框架》，推动地
区 复 苏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 30 年
来，东盟和中国一直致力于在
互 信 、互 利 、相 互 尊 重 主 权 等
基础上发展关系，坚信双方关
系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期 待 今 年 东 盟 － 中 国 领 导 人
会 议 推 动 双 方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和友好合作再创新高。

中 国 － 东 盟 建 立 对 话 关
系 30 周 年 纪 念 研 讨 会 由 中 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以线上
线 下 相 结 合 方 式 举 行 。 东 盟
国家驻华使节、中国和东盟国
家专家学者、中国－东盟中心
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纪念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7 月的最近几周，印尼
一 些 地 区 面 临 新 的 问 题
——疫苗库存告罄。这些
地区是小巽他群岛、南苏
门答腊省、西苏门答腊省、
中 苏 拉 威 西 、巴 淡 岛 等
等。面对这一问题，7 月 15
日，卫生部发言人西蒂（Si-
ti Nadia Tarmizi）表示，爪哇
以外疫苗库存告罄的原因
是疫苗分配集中到危险地
区——爪哇和巴厘岛。然
而，她说的话与现实情况
不一样。在爪哇的几个地
区 ，如 泗 水 、玛 琅 和 德 波
市，实际上疫苗库存也用
完了。这当然会引起人们

的不解与愤怒。政府为强
制群众打疫苗宣布了新的
政策，例如想办驾照和身
份证，必须先有疫苗证书
才允许办证。然而，现在
疫苗已经用完了，那么，他
们 需 要 办 那 些 重 要 的 文
件，又该怎么办呢？除了
打不到疫苗的问题，有些
打过第一剂疫苗的人，也
打不到第二剂。不能及时
打到第二剂疫苗的影响是
疫 苗 效 用 可 能 降 低 。 终
于，打不到第二疫苗的人
与没有打疫苗的人几乎一
样失去保护。

截至 7 月 24 日，进入印
尼的疫苗数量为 1.37 亿剂，
而民众接种第一剂和第二
剂疫苗数量仅为 6 千万剂，
剩下的 6700 万剂呢？我们

都需要知道，这些地区的
疫苗库存告罄的原因。根
据相关报道，首先是疫苗
的存放。疫苗库存仅在少
数几个地方，例如在卫生
部 、万 隆 Bio Farma 药 业 和
其他几个地方。其次是疫
苗的分配问题。印尼不太
严格的政府监管是分配不
顺利的原因。因此，疫苗
的分配没有按计划进行。
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人没
有在他们自己的地区打疫
苗。这个现象得到了玛琅
市长苏蒂亚吉（Sutiaji）的证
实。他说，在玛琅打疫苗
的人中大概有 43% 是玛琅
市外的居民。这样当然使
玛琅市缺少疫苗库存。最
后一个原因是疫苗类的错
误分配。第一次收到甲类

疫苗的地区，第二次收到
却是乙类疫苗，由于收到
的是不同的疫苗，人们无
法打第二剂的疫苗。

7 月 16 日，我们有一些
好消息。了解国家面临的
问题后，我们的总统佐科维
（Joko Widodo）在 独 立 宫 的
一次会议表示，疫苗库存必
须快一点分配。他说：“疫
苗没有库存。意思是，疫苗
进入以后，立即分配！立即
用完！立即分配！立即用
完！”这是总统专门向卫生
部 长 古 纳 迪（Budi Gunadi）
说的。另外一个好消息是，
本月还有 600 万剂疫苗进
入我国。虽然可以用的疫
苗数量与印尼人口所占比
率才达到 25%，但我们不必
担心，政府可以满足所有人

的疫苗需要。作为好的国
民，我们需要减轻政府的工
作，我们做到 3M 就够了。
3M 就是戴口罩、保持距离、
洗手。除了 3M，我们和政

府也要做到 3T，就是追踪、
检测和治疗。耐心等待疫
苗 ！ 做 好 3M 和 3T！ 我 们
国家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印尼加油！

疫苗库存告罄，人们感到不解和失望 戴秀豪新新闻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