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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盟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地区国家，双方有着悠久的经
济、人文交流历史。

        从1991年开始，东盟和中国建立了对话关系，一直以
来双方关系快速全面深化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如今，东盟成为了共同体，中国在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

。在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面临着新的机遇
和挑战。



        东盟与中国已经从对话关系发展到2003年成为
了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东盟的一些成员国跟中国成
为了合作对话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其中，越南、
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和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一）政治外交领域

一、主要成就



 东盟与中国领导经常互访，多层次对话机制已经
得到展开，通过这样的对话机制，双方政治互信
一步步增加。



         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成为了双方关系的亮点，
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双方在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谈判。最近双方签订了
升级版预定书，有利于推动双方在经济方面的继
续发展。



        在贸易方面，双方
贸易快速增长，从1991
年的79.6亿美元增加到
2015年的4721.6亿美元，
25年增长了58倍。东盟
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三大
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连
续7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
伙伴。

        



对于越南与中国的
贸易关系中，1991
年中越贸易额320
万美元增加到2015
年的666亿美元，
增长近2000倍。中
国连续12年成为越
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越南最近成为了中
国在东盟的最大贸
易伙伴。



       在双面直接投资方
面，双边直接投资达
1600亿美元，中国在
对东盟投资方面，中
国主要在铁路、公路、
桥梁、电力等基础设
施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并出现双方合作中的新亮点





        东盟与中国双方留学生达19万人次，每周1000航班来
回，双方人员往来2300万人次。对于越南来说，越南在中
国留学生达13000人，中国在越南留学生大约3000人，中
国到越南游客约78万人次。现在，越中边境双方开发4个
国家国际口岸，13个省级口岸，59个边民互市点。其中，
越南芒街与中国东兴口岸，每天有1000人次来回。



1、经济质量与效益仍需继续提高，经济贸易和对东盟直
接投资与中国的实际水平不相称，双方没有开发好存在的
潜能。

2、人文交流得到推动，可是没有达到平衡，东盟到中国
的留学生多，中国到东盟的留学生少。





1、世界地区与中国-东盟地区都有了新的变化，甚至
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世界经济有一些不确定因
素，甚至存在不稳定因素，但是总体来说和平与发
展还是主流。

三、在新形势下对提高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建议

（一）国际形势和双方情况



2、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增加了相互依赖的程度。

3、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中国与东盟应加强合作
应对。



 1、在认识方面。双方应该继续推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以便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符合地区需求和愿望。

  东盟10国成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成员，是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的表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战略对接
和越南产能战略对接，要符合利益均衡原则；

         中国提出的亲、诚、惠、容，在我看来“惠”是
核心；

 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5个内容：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的看
法是“民心相通”应该放在第一位；



2、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应该加强宣传和解释“一带一
路”倡议给东盟各国带来的好处与利益。

3、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该鼓励有实力的
公司和企业走出去，同时开放市场，扩大进口，达到中国-
东盟贸易平衡，东盟各国本身的发展获得实惠



4、落实好中国-东盟高级会晤机制

5、面对海上争端，应该管控好海上争端，维持和平
与稳定。



        中国-东盟25年的合作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对未来中国-东盟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带一
路倡议和东盟战略对接符合双方的利益需求。



        在推进过程中应该务实效益和利益，亚洲基础设施银行

应该提高透明度和务实专业技能，做好市场预测，这样才能
为双方的政治互信做出贡献，才能推动好双方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同时符合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趋势。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