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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周邊命運共同體

4月14日至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對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三國進行國事訪
問。行程結束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介紹此訪情況。

王毅說，習近平主席此訪是今年元首外訪的開篇之作，是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後採取的
一次重大外交行動。在單邊主義、強權政治衝擊世界的大背景下，此訪以命運共同體建設
為主線，聚焦睦鄰友好、推動互利合作，取得圓滿成功。五天四夜時間裏，習近平主席密
集出席近30場活動，深刻闡釋睦鄰、安鄰、富鄰、親誠惠容、命運與共理念方針，推動達
成上百項合作成果，書寫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新篇章，擘畫中國同周邊國家共促穩定繁榮
新圖景。往訪三國高度重視，均以最高規格禮遇、最隆重熱烈安排歡迎習近平主席到訪，
既體現發自內心的友好情誼，也釋放高度重視對華關係的明確信號。

國內外輿論高度關注、密集報道，普遍認為此訪高潮迭起、精彩紛呈，樹立了中國同
東南亞國家關係史上新的里程碑，凸顯了中國同周邊國家同舟共濟、攜手合作的真誠願
望，釋放了中國堅定捍衛多邊主義和國際貿易規則的強烈信號，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中
彰顯了負責任大國形象。習近平主席以大國擔當發出維護自由貿易、反對單邊霸凌、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義之聲，為各國團結合作注入信心和勇氣。中國以廣闊視角和長遠眼
光看待周邊，展現出真正的戰略大格局。全球化已進入 「亞洲時刻」 ，世界的重心正在轉
向亞洲，中國則是重要引擎。

4
月
18
日
下
午
，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在
圓
滿
結
束
對
越
南
、
馬
來
西
亞
和
柬
埔

寨
國
事
訪
問
後
回
到
北
京
。
14
日
至
18
日
，
習
近
平
應
邀
訪
問
越
南
、
馬
來
西
亞
、

柬
埔
寨
三
國
，
作
為
中
國
元
首
開
年
首
訪
，
也
是
中
央
周
邊
工
作
會
議
後
首
次
出

訪
，
此
次
﹁東
南
亞
行
﹂
牽
動
世
界
目
光
。

在
國
際
局
勢
複
雜
動
盪
的
當
下
，
中
國
與
東
南
亞
各
國
如
何
攜
手
並
進
應
對
挑
戰
？
有

分
析
指
出
，
周
邊
對
於
中
國
的
戰
略
重
要
性
正
持
續
提
升
，
﹁東
南
亞
行
﹂
展
現
出
中
國
強

化
與
周
邊
合
作
的
決
心
。
此
外
，
﹁戰
略
自
主
﹂
成
為
中
國
與
受
訪
國
發
表
聯
合
聲
明
時
的

高
頻
詞
彙
。
﹁這
說
明
，
在
應
對
美
國
單
邊
貿
易
霸
凌
這
個
問
題
上
，
中
國
和
東
南
亞
各
國

是
存
在
共
識
的
。
﹂
專
家
表
示
。

習
近
平
主
席
為
期
5
天
的
東
南
亞
行
結
束
，
而
此
次
元
首
外
交
，
讓
﹁友
誼
之
樹
﹂
結

出
纍
纍
碩
果
：
中
國
與
越
南
簽
署
45
份
合
作
協
議
，
與
馬
來
西
亞
簽
署
30
多
份
合
作
協
議
，

與
柬
埔
寨
簽
署
30
多
份
合
作
文
本
。
短
短
5
天
時
間
裏
，
中
國
與
東
南
亞
三
國
簽
署
合
作
協

議
超
百
份
。
這
一
數
字
的
背
後
，
有
着
實
打
實
的
﹁含
金
量
﹂
。

元
首
外
交
成
果
豐
碩

北
京
大
學
國
際
關
係
學
院
教
授
、
中
國
東
南
亞
研
究
會
學
術
顧
問
、
泰
國
法
政
大
學
比

里
．
帕
儂
榮
國
際
學
院
學
術
顧
問
楊
保
筠
向
大
公
報
表
示
，
習
近
平
主
席
與
東
南
亞
三
國
均

將
構
建
命
運
共
同
體
的
認
知
放
到
了
戰
略
性
高
度
，
並
在
此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推
進
雙
邊
合
作

項
目
。
﹁命
運
共
同
體
建
設
認
知
的
提
升
、
理
念
的
認
同
和
建
設
的
加
速
，
是
這
次
訪
問
的

最
大
的
亮
點
。
﹂

﹁習
近
平
主
席
訪
問
東
南
亞
三
國
，
正
值
國
際
和
地
區
形
勢
出
現
重
大
變
動
之
際
，
特

別
是
特
朗
普
政
府
發
動
關
稅
戰
，
把
世
界
經
濟
搞
得
一
團
糟
，
而
經
濟
的
不
穩
定
有
時
可
能

會
引
發
政
治
、
安
全
等
方
面
的
問
題
。
﹂
楊
保
筠
指
出
，
通
過
中
方
與
三
國
達
成
的
合
作
文

件
可
看
出
，
各
方
都
在
加
強
對
地
區
和
平
穩
定
的
維
護
，
並
且
反
對
單
邊
霸
凌
行
徑
。

復
旦
大
學
中
國
與
周
邊
國
家
關
係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趙
衛
華
接
受
內
地
媒
體
採
訪
時
指

出
，
此
次
中
國
元
首
出
訪
期
間
，
與
東
南
亞
三
國
達
成
多
項
突
破
性
成
果
，
充
分
證
明
中
國

對
周
邊
國
家
的
重
視
程
度
，
也
彰
顯
了
中
國
願
意
把
自
身
發
展
成
果
惠
及
周
邊
各
國
，
實
現

互
利
共
贏
、
共
同
發
展
的
決
心
。

為
鄰
之
道
強
化
合
作

為
期
5
天
的
﹁東
南
亞
之
行
﹂
，
何
以
取
得
如
此
多
的
豐
碩
成
果
？
究
其
原
因
，
既
要

﹁基
礎
牢
﹂
，
也
要
﹁決
心
強
﹂
。

此
次
中
國
元
首
出
訪
的
三
國
，
既
是
國
際
外
交
場
合
的
重
點
合
作
對
象
，
也
是
最
密
切

的
貿
易
夥
伴
，
不
僅
擁
有
深
厚
的
歷
史
情
誼
，
也
具
備
廣
闊
的
合
作
空
間
。

今
年
一
季
度
，
東
盟
繼
續
穩
居
我
國
第
一
大
貿
易
夥
伴
地
位
，
進
出
口1. 71

萬
億
元
人

民
幣
，
同
比
增
長7. 1%

。
我
國
與
東
盟
經
貿
關
係
日
益
緊
密
，
貿
易
互
補
不
斷
增
強
。

在
楊
保
筠
看
來
，
這
說
明
雙
方
已
形
成
了
高
度
融
合
的
區
域
經
濟
生
態
。
在
關
稅
戰
、

全
球
經
濟
復
甦
乏
力
、
地
緣
政
治
情
況
複
雜
等
背
景
下
，
習
近
平
主
席
訪
問
為
東
南
亞
地
區

區
域
經
濟
合
作
，
包
括
中
國
和
東
盟
自
貿
區
合
作
注
入
了
信
心
。
馬
來
西
亞
是
東
盟
輪
值
主

席
國
，
對
於
把
握
發
展
方
向
、
擬
定
工
作
重
點
等
都
很
重
要
。
因
此
，
對
馬
來
西
亞
的
訪

問
，
亦
會
對
將
來
中
國
與
東
盟
的
關
係
發
展
產
生
積
極
作
用
。

楊
保
筠
表
示
，
中
國
和
東
盟
未
來
合
作
或
會
出
現
一
些
新
趨
勢
，
包
括
區
域
產
業
鏈
將

會
重
新
組
合
，
從
互
補
走
向
融
合
；
數
字
經
濟
和
綠
色
經
濟
將
進
一
步
推
動
並
有
望
快
速
崛

起
；
現
在
中
國
東
盟
自
貿
區
3.0
版
的
討
論
已
接
近
尾
聲
，
即
將
付
諸
實
施
；R

C
E
P

（
《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
）
也
在
進
一
步
深
化
，
這
些
帶
有
制
度
性
的
合
作
平
台
的
進

一
步
整
合
和
深
化
，
將
對
今
後
中
國
與
東
盟
的
經
濟
關
係
產
生
深
刻
影
響
。

團
結
一
致
應
對
霸
凌

此
外
，
當
下
中
國
與
東
盟
增
進
交
流
、
深
化
關
係
，
具
備
緊
迫
的
現
實
意
義
。
4
月

初
，
美
國
總
統
特
朗
普
宣
布
對
全
球
徵
收
﹁對
等
關
稅
﹂
。
東
南
亞
各
國
也
是
遭
受
美
貿
易

霸
凌
的
﹁重
災
區
﹂
。

中
國
元
首
訪
問
東
南
亞
三
國
期
間
，
﹁戰
略
自
主
﹂
更
是
成
為
中
國
與
受
訪
國
發
表
聯

合
聲
明
時
的
高
頻
詞
彙
。
﹁這
說
明
，
在
應
對
美
國
單
邊
貿
易
霸
凌
這
個
問
題
上
，
中
國
和

東
南
亞
各
國
是
存
在
共
識
的
。
﹂
趙
衛
華
說
，
中
國
堅
決
反
制
美
國
的
貿
易
霸
凌
，
同
時
積

極
同
東
盟
開
展
密
切
合
作
，
傳
遞
相
互
支
持
的
意
願
。
這
不
但
向
東
南
亞
各
國
展
示
了
積
極

信
號
，
也
對
鼓
勵
這
些
國
家
堅
持
戰
略
自
主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楊
保
筠
指
出
，
面
對
美
國
無
理
打
壓
，
中
國
予
以
了
堅
決
回
擊
，
且
表
示
奉
陪
到
底
。

國
際
輿
論
普
遍
認
為
，
這
給
廣
大
受
到
加
徵
關
稅
影
響
的
國
家
提
供
了
一
個
範
例
，
美
國
其

實
是
﹁紙
老
虎
﹂
﹁一
戳
就
穿
﹂
。
中
國
給
東
盟
國
家
乃
至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
提
供
了
另
一

個
應
對
關
稅
戰
的
方
式
，
提
振
了
南
南
國
家
可
以
通
過
合
作
，
共
同
應
對
關
稅
戰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和
後
果
的
信
心
。

﹁總
體
來
看
，
中
國
和
東
盟
國
家
構
建
命
運
共
同
體
已
被
提
上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議
事
日
程
，
命
運
共
同
體
需
要
經
濟
作
為
重
要
支
撐
。
可
以
預
見
，
面
對
複
雜
的
國

際
和
地
區
環
境
，
中
國
和
東
盟
國
家
今
後
的
經
貿
合
作
將
會
更
加
廣
泛
深
入
。
﹂
楊

保
筠
表
示
。

大
公
報
記
者
馬
靜
、
葛
沖

第1日

4月8日至9日召
開的首次中央周邊工
作會議，對新形勢下

的周邊工作做了更具分量的戰略擘畫，將周
邊確立為 「實現發展繁榮的重要基礎、維護
國家安全的重點、運籌外交全局的首要、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 。

習近平主席在會議之後，即展開今年首
次出訪，目的地就是越南、馬來西亞、柬埔
寨等周邊三國，並取得了豐碩成果。可以
說，不僅為周邊工作提供了頂層設計、根本
遵循，而且以 「元首外交」 身體力行、躬親
示範，推動一系列戰略部署第一時間落地，
將為繼續做好周邊工作發揮巨大的槓桿撬動
作用和示範意義，充分凸顯了周邊的 「首
要」 地位。

綜觀此次訪問，周邊既是新時代大國外
交的試驗田和先行區，又成為共享發展紅利
和安全紅利的豐產田、示範區。在 「人類命
運共同體」 的總體引領之下，中國與三國分
別構建了各具特色的新型關係，包括 「具有
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 「高水平戰略
性中馬命運共同體」 「新時代全天候中柬命
運共同體」 ，夯實雙邊關係的基石。

與 「美國優先」 的單邊主義形成鮮明反
差，中國處處將互利雙贏作為外交立足點。
「對接」 「協作」 「互聯互通」 「互嵌互

融」 成為亮眼的關鍵詞。 「一帶一路」 倡議
與中越 「兩廊一圈」 框架、柬埔寨 「五角戰
略」 、中馬 「兩國雙園」 合作深度融合，將
有力助推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基礎設施、產供
鏈、營商環境等方面的一體化，為命運共同

體構築根本支撐，為 「國內國際雙循環」 注
入充沛活力。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安全。中國與
三國就 「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形成高度
共識，拆解域外大國借南海問題攪局周邊。
就 在 習 近 平 此 訪 前 後 ， 中 柬 兩 軍 「金
龍-2025」 聯合演習、中越第九次邊境國防友
好交流、中越海軍北部灣聯合巡邏密集舉
行，提升共同維護區域安全的能力。

當前這場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博弈，注
定是一場持久戰，秩序重塑必然會有陣痛
期。中國審時度勢，以周邊外交 「先手棋」
率先落子，佔據全球化大棋盤的主動優勢，
以更多元的合作，來分散戰略壓力，反制強
權政治和經濟霸凌，向全世界宣示了堅定維
護多邊貿易的 「好聲音」 和 「正能量」 。

▲

4
月
16
日
，
習
近
平
出
席
馬
來
西
亞
最
高
元
首
易
卜
拉
欣
舉
行
的
歡
迎
宴
會
。

圖
為
習
近
平
向
歡
迎
人
群
揮
手
致
意
。

新
華
社

北京觀察
馬浩亮

以周邊「先手棋」布局全球化

•4月14日下午，習近平在越共中央駐地同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
舉行會談後，共同見證中越雙方簽署的45份雙邊合作文本展
示，涵蓋互聯互通、人工智能、海關檢驗檢疫、農產品貿
易、文化和體育、民生、人力資源開發、媒體等領域。

中越45份合作文本展示第2日
•4月15日上午，習近平在河內國際會議中心同越共中央總書記蘇
林、越南國家主席梁強共同會見中越人民大聯歡活動代表。活動
後，習近平同蘇林、越南總理范明政共同見證中越鐵路合作機制啟

動儀式。

中越鐵路合作機制啟動第3日
•4月16日下午，習近平同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在布特拉加亞總理官邸舉
行會談後，共同見證中馬雙方交換30多份雙邊合作文本，涵蓋三大全
球倡議合作、 「儒伊文明對話」 、數字經濟、服務貿易、 「兩國雙
園」 升級發展、聯合實驗室、人工智能、鐵路、知識產權、農產品輸
華、互免簽證、大熊貓保護等領域。

中馬交換30多份合作文本第4日
•4月17日晚，習近平同柬埔寨首相洪瑪奈在金邊和平大廈舉行會
談後，共同見證中柬雙方交換30多份雙邊合作文本，涵蓋產供
鏈合作、人工智能、發展援助、海關檢驗檢疫、衞生、新聞等
領域。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柬交換30多份合作文本

中國與越馬柬擴展合作 互利共贏

▼

4
月
17
日
下
午
，
柬
埔
寨
國
王
西
哈
莫
尼
同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在
金
邊
王
宮
舉
行
會

見
。
圖
為
會
見
後
，
兩
國
元
首
步
出
金
邊
王

宮
。

新
華
社

團
結
合
作

堅
守
公
平
正
義
人
間
正
道

【
大
公
報
訊
】
據
新
華
社
報
道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
外
交
部
長
王
毅
介
紹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訪
問
東
南
亞
三
國
時
表
示
，
此
訪
的
一
個
重
要
背
景
是
國
際
局
勢
動
盪
加

劇
、
亂
象
頻
出
。
美
國
隨
意
加
徵
關
稅
，
無
視
國
際
規
則
，
大
搞
唯
我
獨
尊
。
東
南
亞
國

家
首
當
其
衝
，
擔
憂
世
界
經
濟
前
景
，
不
願
叢
林
法
則
回
歸
。
值
此
危
機
時
刻
，
世
界
渴

望
穩
定
性
和
方
向
感
，
周
邊
國
家
期
待
中
國
展
現
領
導
力
，
提
供
確
定
性
。

習
近
平
主
席
指
出
，
搞
貿
易
戰
破
壞
國
際
貿
易
體
系
，
衝
擊
全
球
經
濟
穩
定
，
損
害

世
界
各
國
特
別
是
廣
大
發
展
中
國
家
正
當
利
益
。
作
為
全
球
南
方
重
要
力
量
，
中
國
和
周

邊
國
家
要
加
強
協
調
配
合
，
共
同
抵
禦
陣
營
對
抗
暗
流
，
共
同
反
對
單
邊
主
義
，
以
和

平
、
合
作
、
開
放
、
包
容
的
亞
洲
價
值
觀
回
應
弱
肉
強
食
的
叢
林
法
則
，
守
護
好
亞
洲
家

園
的
美
好
發
展
前
景
。

習
近
平
主
席
強
調
，
面
對
保
護
主
義
抬
頭
，
中
國
經
濟
迎
難
而
上
，
將
繼
續
成
為
世

界
經
濟
重
要
引
擎
。
中
國
超
大
規
模
市
場
始
終
向
周
邊
國
家
敞
開
，
歡
迎
更
多
東
盟
國
家

優
質
產
品
對
華
出
口
。
中
國
對
外
開
放
的
大
門
只
會
越
開
越
大
。

王
毅
表
示
，
面
對
單
邊
霸
凌
，
中
國
的
選
擇
和
擔
當
，
不
僅
是
為
了
維
護
自
身
正
當

權
益
，
也
是
為
了
維
護
包
括
廣
大
中
小
國
家
在
內
的
國
際
社
會
共
同
利
益
，
更
是
為
了
捍

衛
國
際
公
平
正
義
。
王
毅
介
紹
說
，
習
近
平
主
席
擲
地
有
聲
的
論
述
引
發
強
烈
共
鳴
，
為

各
方
增
強
了
信
心
底
氣
。
越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蘇
林
表
示
，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此
訪
增
強
了
越

方
戰
勝
風
險
挑
戰
和
推
進
社
會
主
義
事
業
的
信
心
，
願
同
中
方
加
強
協
調
，
維
護
國
際
貿

易
規
則
，
遵
守
雙
方
簽
署
的
協
議
。
馬
來
西
亞
總
理
安
瓦
爾
表
示
，
真
正
體
現
中
國
力
量

的
是
從
容
應
對
各
種
干
擾
的
韌
性
。
東
盟
不
贊
成
任
何
單
方
面
施
加
關
稅
的
做
法
，
將
聯

合
自
強
，
保
持
經
濟
增
長
。
柬
埔
寨
首
相
洪
瑪
奈
表
示
，
在
單
邊
主
義
引
發
世
界
局
勢
動

盪
、
多
邊
貿
易
體
系
受
到
衝
擊
形
勢
下
，
中
國
發
揮
了
領
導
作
用
。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王毅說，兩黨兩
國最高領導人的戰略引領，是中越關係發展的最大
優勢和最重要政治保障。

以心相交 中越關係再出發
訪問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同蘇林總書記就全局

性、戰略性、方向性問題長時間深入交換意見，兩
次小範圍茶敘，進行深度溝通。兩黨兩國領導人一
致確認，按照 「六個更」 總體目標，推動雙方全面
戰略合作向更高質量、更深層次發展，加快構建具
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共同推動社會主義
事業在世界百年變局中發展壯大。

此訪雙方發表聯合聲明，簽署45份合作文件，
有力推動兩國務實合作提質升級、發展戰略加速對
接。鐵路合作實現擴容升級，尤顯兩國共謀發展的
決心。王毅表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越將沿着
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指明的方向攜手前進，為世界
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發展進步作出新貢獻。

以誠相待 中馬關係再提質
王毅表示，此訪是習近平主席時隔12年再次對

馬來西亞進行國事訪問，最重要的成果是兩國領導
人將中馬關係定位提升至新高度，宣布構建高水平
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這是繼2023年中馬宣布
共建命運共同體後，雙邊關係定位又一躍升。

此訪的一大亮點是雙方商定共同打造地區新質
生產力合作高地，兩國領導人同意深化發展戰略對
接，推進好東海岸鐵路、 「兩國雙園」 等 「一帶一
路」 旗艦項目，將馬來西亞重要港口打造成 「陸海
新通道」 重要樞紐，雙方簽署26份合作文件，取得
創紀錄的豐碩成果。

馬來西亞是今年東盟輪值主席國和中國—東盟
關係協調國，兩國領導人就區域合作深入交換意
見。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堅定支持東盟團結和共同
體建設，支持東盟中心地位，願同地區國家一道，
盡早簽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議定書。馬
方高度讚賞中國在區域合作中的作用，表示將發揮
主席國職能，推動東盟—中國關係取得更大發展，
共同打造和平繁榮的未來。

王毅表示，中馬友好合作已駛入快車道，將在
共同目標指引下提質升級，開啟下一個更加輝煌的
「黃金50年」 。

以情相守 中柬關係再升級
王毅表示，近年來，在習近平主席和柬方領導

人戰略引領下，中柬命運共同體建設進入高質量、
高水平、高標準的新時代。

此訪最令人感動的是習近平主席同西哈莫尼
國王和莫尼列太后的親切互動。西哈莫尼國王向
習近平主席頒授 「柬埔寨王國民族獨立大項鏈級勳
章」 ，表示習近平主席為推動柬中關係發展作出傑
出貢獻，是柬埔寨偉大的朋友。

此訪的高光時刻是習近平主席和洪瑪奈首相共
同宣布，將中柬關係定位提升為新時代全天候中柬
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首次同東南亞國家將雙邊關
係提升到全天候高度，也是在雙邊層面構建的首個
新時代全天候命運共同體。雙方一致同意打造更高
水平的政治互信，拓展更高質量的互利合作，築牢
更高層次的安全保障。

王毅說，習近平主席此訪彰顯了中柬親密無
間、牢不可破的鐵桿友誼，樹立了平等相待、互利
雙贏的合作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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