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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合作为何能逆势向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许利平 
 

    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 12日到 15日召开。面对疫情冲击，东亚合作不仅没有褪色，反而

逆势向前。 

    东盟国家联合自强，成功创造“10+1”“10+3”等同心圆合作模式。这种模式坚持协商一致、

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将双边议题引入多边场合等原则，形成具有东亚特色的区域合作模式。 

    东亚合作肇始于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属于“危机驱动型”。受金融危机冲击，东亚各国货

币和宏观经济环境受到严重打击。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独善其身，必须抱团取暖。以

《清迈倡议》为起点，以建立外汇储备基金为抓手稳定金融秩序，开启了东亚务实合作的先河。 

    “10+3”（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是东亚合作的主渠道。“10+3”合作在财政金融、粮食、减贫、

灾害管理等 20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建立 65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形成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

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大使级会议（CPR+3）和工作组会议为支撑的合作体系。今年 4月举行

的“10+3”抗击新冠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成为东亚各国共同抗疫的行动指南。

与会各方就继续分享信息、交流经验，加强药物和疫苗研发合作，确保药品和医疗物资供应等达

成共识，并设立特别基金支持东盟国家应对疫情和探讨建立重要医疗物资储备。经过东亚各国精

诚合作，东亚抗疫合作走在了地区乃至全球合作前列。 

    历史经验证明，“10+3”合作具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印度洋海啸以及“非典”、甲型 H1N1

流感、埃博拉等传染性疾病的宝贵经验，有着门类齐全、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体系，对于地区合作具有引领作用。 

    “10+1”（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东盟与印度等）合作是东亚合作的基础，

其中中国与东盟合作更是东亚合作中最具活力、最具成效的，是“10+1”合作的典范。中国第一

个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第一个启动与东盟的自贸区谈判，开辟众多“10+1”合作的新路径

和新模式。2020年前 9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高达 4818.1亿美元，同比增长 5.0%。同期中国

对东盟全行业直接投资 107.2亿美元，同比增长 76.6%，东盟对华实际投资金额为 54.7亿美元，

同比增长 6.6%。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与东盟贸易和投资逆势双增长，而且中国与东

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事实都充分表明中国与东盟合作具有强大的潜力。 

    这次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探讨建立方便人员往来的“便捷通道”和货物通行的“绿色通道”，

并在疫苗合作、医疗物资保障等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2020年是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双方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方面具有较强合作潜力。2021年将是中国与东

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双方在减贫、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方面有着广阔合作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干扰着东亚合作进程，特别是个

别大国试图把“脱钩论”强加给东亚国家，这与时代潮流和地区合作大势相违背。20多年的东亚

合作经验充分证明，越是面临危机，东亚合作就越具有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未来，东亚

合作的巨轮都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