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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地 时 间 11 月 11 日
上午，第 40 届和第 41 届东
盟峰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开幕。今年东盟峰会的主
题 为“ 东 盟 ：共 同 应 对 挑
战”，在展望疫后复苏的同

时，将讨论东盟如何继续
秉持集体协作的精神，推
动本区域和平、繁荣与稳
定。这是疫情后东盟国家
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会
议。

根据会议主办方发布
的日程，峰会及系列会议
于 11 月 10 日 到 13 日 举
行 。 除 东 盟 国 家 领 导 人
外 ，中 国 、美 国 、印 度 、澳
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领

导 人 或 政 要 也 将 出 席 会
议 。 其 间 还 将 举 行 第 25
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
会议、第 25 次东盟与中日
韩(10+3)领导人会议、第 17
届东亚峰会等。

东 盟 成 立 于 1967 年 ，
成员国包括柬埔寨、印度
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
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
南、老挝和缅甸 10 国。

(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

中 新 网 北 京 11 月 11
日电 东 盟 国 家 本 周 正 式
进 入“ 峰 会 季 ”，柬 埔 寨 、
印 度 尼 西 亚 和 泰 国 将 相
继 举 办 东 盟 峰 会 和 东 亚
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二
十 国 集 团 (G20) 峰 会 ，以 及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022 年 11 月 ，东 南 亚
乃 至 亚 洲 迎 来“ 高 光 ”时
刻，区域国家不断为地区
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进
一步彰显亚洲力量。

“亚洲时刻”已到
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

局 势 不 断 加 剧 ，能 源 、粮
食 危 机 显 现 等 多 重 压 力
下，美欧自顾不暇。随着
多 场 重 要 国 际 会 议 的 召
开，本月的东南亚成为国
际聚光灯的焦点，亚洲区
域 国 家 或 为 改 善 全 球 治
理 提 供 更 多 新 的 思 路 与
解决方案。

首先召开的是在柬埔
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第 40 届

和第 41 届东盟峰会及东亚
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该
峰会的主题为“东盟：共同
应对挑战”，以实现整个地
区的和谐、和平与繁荣。

紧 接 着 ，二 十 国 集 团
(G20) 峰 会 将 于 15 日 至 16
日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巴 厘 岛
举办。G20 峰会主席国印
尼将大会主题定为“共同
复苏、强劲复苏”。

亚 太 经 济 合 作 组 织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8 日 至 19 日 在 泰 国 曼 谷
进 行 。 APEC 的 东 道 国 泰
国 确 定 的 主 题 是“ 开 放 、
连通、平衡”。

据 报 道 ，与 会 各 国 领
导人就东盟共同体建设、
增 强 东 盟 团 结 和 中 心 作
用，明确东盟与各伙伴的
关 系 等 问 题 进 行 讨 论 。
柬埔寨官员透露，此次系
列 峰 会 将 重 点 讨 论 新 冠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全球
粮食与能源危机、气候变
化等问题。

外 媒 称 ，同 一 个 月 内
在 同 一 地 区 安 排 多 场 国
际 会 议 非 常 少 见 。 分 析
认为，这些峰会能够让东
盟 国 家 与 各 合 作 伙 伴 会
面并举行会谈，这对建立
联系和关系非常重要，有
助于增加战略互信。

“亚洲经验”值得借鉴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

表评论文章称，东盟近年
迅 速 崛 起 ，55 年 过 去 了 ，
东盟不仅规模扩大，各成
员 国 之 间 的 经 济 合 作 逐
渐 强 化 ，还 加 强 了 政 治 、
社会等领域的合作，在亚
太 甚 至 国 际 事 务 上 的 影
响力都显著增强。

正 如 东 盟 盟 歌《东 盟
之 路》宣 示 的 ：“ 紧 密 团
结，内省自身，放眼世界；
以和平为起点，以繁荣为
目 标 。”这 也 许 就 是 最 基
本的启示。分析称，致力
于 自 身 实 力 和 百 姓 福 祉
的提升，既保证了东盟经
济 持 续 发 展 和 作 为 亚 太

地区新增长极的实力，也
促 进 了 经 济 、安 全 、文 化
和 社 会 一 体 化 的 进 程 。
在 国 际 交 往 中 寻 求 团 结
合 作 ，拒 绝 对 抗 思 维 ，是
给当今世界求同存异、避
免冲突的现实启示。

另 一 方 面 ，就 在 亚 洲
国家求合作、促对话的同
时，有些国家却想试图借
这一系列会议加剧紧张对
立。美媒称，拜登将赴金
边参加美国—东盟峰会，
就是要扩大美国影响力并

“ 抗 衡 中 国 ”。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5 月 的 美 国 — 东 盟
特别峰会虽凸显了美国对
该地区的承诺，但这种高
调外交并不能减弱中国在
东 盟 的 影 响 力 。“ 这 是 因
为中国是该地区的重要经
济伙伴……中国还与东盟
建立了很多发挥着作用的
合作领域。”

法国当代东南亚研究
所研究人员卡巴塞表示，
无论是美国和欧洲之前都

没有对东盟给予太多的关
注 ，或 者 说 ，他 们 至 少 没
有 关 注 东 盟 所 需 要 的 港
口、机场以及各种工业基
础设施等。尽管美国及其
盟友重返东南亚，但为时
已晚。华盛顿应该认真倾
听亚洲声音，尊重亚洲立
场，借鉴亚洲智慧。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 毅 4 日 表 示 ，当 前 全 球
性 挑 战 层 出 不 穷 。 希 望
东盟国家团结一致，以举
办 东 亚 合 作 领 导 人 系 列
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让

“ 亚 洲 时 刻 ”为 世 界 提 供
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为
应 对 世 界 乱 局 和 变 局 发
挥 好“ 亚 洲 作 用 ”。 今 年
是 中 国 东 盟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起 步 之 年 。 中 方
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推动
双 方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开花结果、各领域合作迈
上新台阶。

三场国际性峰会，全部聚焦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