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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單邊霸凌行徑 深化命運共同體

「中國和越南都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要增強戰略定力，共同反對單邊霸凌行徑，維護
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和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習近平與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林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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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亞洲的穩定性和
確定性應對世界的不穩定和不確定。」
-習近平與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會談

「反對肆意加徵關稅等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單邊貿易限制。」
-中馬聯合聲明

「貿易戰破壞多邊貿易體制，也衝擊世界經濟秩序，各國要團結起來，把國家安全和發展
主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習近平會見柬埔寨人民黨主席、參議院主席洪森

「中越命運共同體傳承於鮮明的紅色基因。」
-習近平發表在越南媒體的署名文章

「抵禦地緣政治和陣營對抗暗流，衝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推動高水平戰
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破浪前行，攜手打造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發表在馬來西亞媒體的署名文章

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攜手構建新時代全天候中柬命運共同體，宣布2025年為
「中柬旅遊年」。
-習近平與柬埔寨首相洪瑪奈會談

「雙方做大最強貿易、投資等傳統領域合作，拓展5G、人
工智能、清潔能源、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合作。」
-習近平會見越南總理范明政

「中方支持馬來西亞發揮東盟輪值主席國作用，願同地區國
家一道，盡早簽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議定書。」
-習近平與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會談

「要拓展更高質量互利合作」「讓『鑽石六邊』合作更加璀璨
堅固，助力各自現代化進程。」
-習近平發表在柬埔寨媒體的署名文章

「青年是事業的未來和希望，中方將在
今後3年邀請越南青年赴華開展『紅色
研學之旅』」。
-習近平在越南會見中越人民大聯歡

活動代表

「中馬兩國人民要像走親戚一樣常來常
往，增進彼此特別是青年一代相知相
親。」
-習近平發表在馬來西亞媒體的署名

文章

「開展形式多樣的文化旅遊、青年交往
等合作，促進民心相通。」
-習近平在柬埔寨媒體發表的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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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衛華：年輕一代，代表着雙方的未
來，他們之間的相互了解，對於促進和加強雙邊的友
好是非常重要的。但就目前來看，雙方間的相互了解
還是遠遠不夠的，雙方仍要採取各種措施加強相互了
解，特別是要加強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等東南亞
國家對中國的了解。
他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擴大東南亞國家留學生的覆蓋
面，讓這些國家各個階層的青年都能夠有機會看到一
個真實的中國，「在一個信息化的時代，要充分利用
網絡和社交媒體、影視音樂等多種手段和工具來加強
各方的相互了解，增進彼此間的感情。」同時，中
國學術界也應提升對東南亞研究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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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管控和積極解決海上分歧，維護南海與地
區和平穩定。推動海上共同開發磋商和北部灣灣
口外海域劃界磋商早日取得實質進展，積極推進
海上低敏感領域合作，加強海上搜救合作。
-中越聯合聲明

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雙方一致認為，非直接相關
方的介入可能適得其反。雙方將同其他東盟國家一
道努力，推動2026年達成有效、富有實質內容的
「南海行為準則」。
-中馬聯合聲明

南海問題應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磋
商和談判和平解決，任何利用南海問題破壞地區
和平與互信的圖謀都將適得其反。
-中柬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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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泰國法政大學比里·帕儂榮國際學院
學術顧問楊保筠：
海上分歧是存在的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得到解決，關鍵是

怎樣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並在此基礎上開展海上合作，包
括聯合開發等。如果中國與有關國家能夠落實具體的合作項目，
那就將會成為海上合作的亮點。
在目前地區和國際形勢下，菲律賓在南海不斷挑釁鬧事，實際

上東盟很多國家對此也有不同看法。因此，通過雙邊合作，由點
到面開展一些務實的合作，最後能夠水到渠成，達成一個大家都
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這可能是今後的方向。但當前最
主要的是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防止生事生
亂，影響地區發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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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周，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啟今年首次外訪，先後

對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三國進行國事訪問。在特朗

普向全球揮舞關稅大棒之際，習近平主席此訪受到外界

矚目。外界評價，習近平主席此次東南亞之行是中國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的重要實

踐，奏響睦鄰友好主旋律，共譜命運與共新篇章。

此次習主席外訪中，「反對關稅霸凌」的主題貫穿始終，習近平主席多次厲聲表態反

對貿易霸凌，呼籲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共同行動，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和產業鏈供應鏈

穩定，中方亦多次表態將對相關國家給予鼎力支持。習近平在訪問期間與越南、馬來西

亞、柬埔寨等國家元首會談提出詳細舉措，深化構建命運共同體，從提升戰略互信、加

強安全合作到推進新質生產力合作、基建互聯互通等，旨在打造更加緊密的周邊命運共

同體，為中國以及周邊國家繁榮發展提供安全網、助推器。

在習主席東南亞三國之行結束之際，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北京訪問權威外交專家，解析

習主席此次外訪的深意及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馬靜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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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趙衛華：
特朗普政府推出所謂「對等關稅」之後，東南亞各國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公開發出反對
聲音，甚至紛紛對美國表示屈服妥協，這其實顯示出了在美國霸權面前小國的無奈和無
能為力。當時，包括越南在內的東南亞國家沒有想到中國會正面回擊美國的貿易霸凌，
誤以為中國可能也會妥協，中國正面回擊美國，對美國的單邊霸凌行徑發出非常明確的

反對聲音，對東南亞等周邊國家起到了鼓
勵作用。而習主席到訪東南亞三國並堅定
支持這些國家保持戰略自主，更是對這些
國家的有力支持，這次訪問實際上增強了
各國團結起來積極應對美國單邊霸凌的勇
氣，有助於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共同抵制美
國的單邊主義和關稅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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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衛華：在特朗普政府向全世界加徵關稅的大背景下，中方提出建設深化命
運共同體的具體舉措或意見，充分體現出中國和美國對待其他國家的兩種截
然不同的態度。
中國主張共建命運共同體，強調雙方平等，彼此互利合作，共同發展。但美國實
際上秉持的是單邊主義，其所謂的「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其實就是
不顧其他國家的利益，本質就是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超越美國，而只有美國可以做
世界的老大。特朗普政府推出「對等關稅」，實際上就是無視國際法和國際規則，
只要對美國有利，就可以越過一切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的行事。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
霸凌，會讓東南亞國家更加靠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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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衛華：習主席此訪的一大亮點是強調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合
作，這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往中國和東南亞的合作多集中在傳
統產業領域，但這次明確提出推進新質生產力合作，而且從訪問
期間所達成的實際合作協議上來看，這次很多合作的領域都是中
國的尖端、前沿領域，體現了中國現代化水平，表明中國經過幾
十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上升成了一個擁有
尖端和前沿科技產業的現代化國家。所以中國在和周邊鄰國合作

時，有能力引領產業的前沿。以前中國是一個技術輸入國，要引進各種先進
技術，但現在中國也成了尖端前沿技術輸出國，這是一個跨時代的飛躍。
訪問期間，中國和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分別簽署了數十項合作協
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一些東南亞國家迫於美國的霸權壓力，在5G
等很多高科技和尖端產業領域不敢和中國合作，但現在美國在關稅上大
增單邊霸凌行徑，反觀中國提倡和周邊國家共建命運共同體，在互利
共贏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中國的主張和理念受到東南亞國家的普遍歡
迎。此次訪問期間大量相關合作協議的簽署，也預示着中國以前
很多受到美國遏制的產業將有機會進一步在更廣泛的空間
和東南亞各國進行合作。

20252025年年44月月1919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

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趙一聃 ●版面設計：余天麟文 匯 要 聞A5

▶當地時間4月17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金邊，應柬埔寨國王西
哈莫尼邀請，對柬埔寨進行國事訪問。西哈莫尼在機場為習近平舉行隆重歡迎
儀式。這是習近平向歡迎人群揮手致意。 新華社

●今年4月16日，福建泉州開通直達
越南泰國集裝箱海運航線。圖為靠泊
在泉州港石湖碼頭的貨輪。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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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專訪外交專家詳解習主席東南亞三國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