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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快评
Flash Comments on International Hotspots

周边命运与共乃人间正道
张  洁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

议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周边

工作的成就和经验，科学分析了周

边形势并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

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周边

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

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关键，这是对既有“周边是中国安

身立命之所，繁荣发展之基”“周边

是首要”等判断的丰富与发展，并

从经济、安全、外交等多重维度全

面定位周边的战略价值，凸显了周

边的重要性。

当前，中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

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周边已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依托。

这源于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强

起来”的飞跃，也源于改革开放至

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亲

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实践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稳步推进。目前，

中国已同周边 17 国达成构建命运

共同体的共识，在中南半岛、中亚

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

这充分体现了“山水相连、命运与共”

意识的深化，也为最终实现周边命

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随着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中国与周边关系进入周

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

阶段。美国在对华进行全面遏制打

压的同时，试图以“印太战略”为

抓手在地区层面重塑盟伴体系，推

动中国周边地区走向阵营对立。再

次执政的特朗普政府滥施关税更是

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体制，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

和中国周边各国经济发展。在此背

景下，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周边国

家不得不面对两种发展道路，一种

是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维护真正

的多边主义，坚持发展优先，致力

互利合作 ；另一种是重拾冷战思维，

再搞封闭式集团政治，把地区国家

按价值观分类，将地区经济阵营化，

甚至将亚太安全北约化。推动构建周

边命运共同体正是第一种道路的“中

国方案”，体现的是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实属人间正道。

如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

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要与周边国

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

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

歧 ；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

联互通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

作 ；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

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

扩大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

首先要巩固战略互信。面对美

国极富霸权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的

对外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稳

定性，周边国家普遍出现战略焦虑，

也担忧美对华遏制打压会升级加大

自身被迫“选边站队”的压力。在

此背景下，中国应坚持以建设和平、

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

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

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

支持地区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

现代化道路。无论是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还是中国与

东盟国家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均表明战略互信并非“空中

楼阁”，而是通过务实行动与长期积

累构筑的共识。唯有坚持“求同存

异、聚同化异”，才能将分歧的“变

量”转化为合作的“增量”。  

其 次 要 推 动 融 合 发 展。2021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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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照和呼应了周边各国的发展需求。

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与周边

国家的经济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 定 》（RCEP）、 中 国 — 东 盟 自 由

贸易区等既有机制基础上进行增量

改革 ；在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产供链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挖掘周边经济增长新动能，与周边

国家共同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

再次要筑牢共同安全。中央周

边工作会议提出安危与共、求同存

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呼

应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新安全观为要义的全球安全倡议。

坚持共同安全，强调综合、可持续

安全，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命运共同

体，体现了重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以发展促安全的中国安全观，

这与美国强化盟伴体系、搞阵营对

抗的“零和博弈”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在通过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维

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重视各国的

合理安全关切，以对话协商管控分

歧， 用 和 平 手 段 解 决 争 端。2025

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在亚

洲安全模式中强调求同存异，是对

亚非国家共同打造的万隆精神的赓

续与发扬，对于处理各类历史遗留

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最后要深化民心相通。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

同体既需要政策沟通的“硬支撑”，

也离不开民心相通的“软纽带”。通

过采取互免签证措施使人文交流更

便利，通过建立合作基金、提供奖

学金等方式培养相知相亲的青年一

代，都将有助于命运共同体理念从

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实

践。历史经验表明，只有跨越文化

隔阂、增进情感认同，才能为地区

合作注入持久生命力。  

从 张 骞 出 使 西 域 到 郑 和 七 下

西洋，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以和为

贵”“和合共生”。推动构建周边命

运共同体，既是对中华文明“天下

大同”理念的传承，也是对全球化

时代地区治理的创新探索。中国与

周边国家唯有携手同行，以互信消

弭猜忌，以融合替代对抗，以团结

回应挑战，方能将世纪蓝图变为现

实，为动荡的世界提供稳定之锚。

这条路道阻且长，但无疑是通向长

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25年4月12日，中企承建的柬埔寨71C号国家公路在特本克蒙举行通车启用仪式。该公路全长114.9公里，连接特本克蒙省和磅湛
省，是柬埔寨中东部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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