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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至18日，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越南、马

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

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

今年首次出访，世界高度关

注。此次出访有何重要意

义？请专家解读。——编者

亚洲实现整体振兴新起点
周边一家亲 同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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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撕毁停火协议后，加沙地

带战火重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最新表态，已准备好立

即开始就达成一项“全面”和平协议

与以色列谈判，通过释放所有以色列

被扣押人员换取以军停战并撤出加

沙地带。这一姿态是不是意味着哈

马斯愿意妥协且加沙全面停火协议

有望达成呢？恐怕并不能那么乐观。

在当前中东安全态势下，以色列

依托美国袒护，利用伊朗“抵抗之弧”

遭遇重创的时间窗口，在加沙问题上

妥协的意愿极低。而哈马斯在此极

度承压之时，实际让步的空间也不

多。加沙冲突恐将进入双方打打谈

谈的残酷消耗阶段，战略耐心的比拼

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成为破局关键。

哈马斯提停火以退为进
巴以1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停火然后

释放部分人质，第二阶段是以色列撤

军并就未来加沙控制权归属等问题

进行谈判，最后才是全面停火。而在

实际操作中，第一阶段协议到期后，

哈马斯要求进入第二阶段谈判，以色

列却并不同意，反而要求哈马斯延长

第一阶段停火并释放更多人质。双

方在此问题上反复拉锯，最终以色列

在美国的支持下决定恢复军事行动，

并继续控制加沙北部以及费城走廊

等关键区域。

哈马斯在以色列打压下拒绝屈

服，但由于实力遭遇重创，外部支持

方如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乃至伊朗

等都遭遇打击，因此与以色列正面对

决或军事抵抗的难度较大。在此情

况下，哈马斯采取政治战的方式与以

色列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与道德制

高点就成为一项重要策略。

事实上，从哈马斯所释放的信号

看，依然是通过释放全部人质换取以

色列撤军或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其实

与之前哈马斯的立场保持一致，并无

显著让步。因此，哈马斯屡次释放出

愿意和谈的信号，实际上是希望将舆

论压力推到以色列一方，并且试图调

动以色列国内反对总理内塔尼亚胡

的政治力量，迫使以军停火。

以色列欲借机巩固战果
哈马斯试图用政治攻势以弱搏

强，试图以理服人，以色列则是通过

军事优势恃强凌弱，以力欺人。

目前以色列自恃有三大优势：一

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优势；二是在地

区层面伊朗“抵抗之弧”遭遇重创，叙

利亚和黎巴嫩暂时都无法成为反以

支点；三是美国的支持，这一点对以

色列目前行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对

停火协议的支持导致内塔尼亚胡心

不甘情不愿签了停火协议，那么现在

特朗普对以色列的偏袒则是为以色

列肆意妄为开了绿灯。毕竟对以色

列而言，所谓国际社会谴责如果没有

美国的约束就都是浮云。因此，以色

列肯定希望借机实际控制加沙地带，

实现压缩哈马斯生存空间与被扣押

人员归来的双重目标，这实际上也是

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的写照。

外部变化成为破局希望
目前情况下，欲缓解加沙冲突还

有很漫长的时间，打打谈谈的消耗战

可能成为该地区冲突态势的主要特

征。虽然外部调停方依然会努力劝

和促谈，以色列与哈马斯也不排除会

出于政治需要而开展一定的谈判，但

是由于双方在根本诉求上的差异，谈

判与冲突之间的转化可能就只是一

步之遥。

对哈马斯而言，未来将是对其斗

争意志与生存能力的极限考验。对

以色列而言，被扣押人员问题久拖不

决和在加沙不断穷兵黩武也是对内

塔尼亚胡政治生命和以色列国际形

象的消耗。而未来加沙局势的转机

依然要看外部形势的变化，包括美国

是否愿意施压以色列、伊朗等抵抗力

量实力能否恢复等。

总之，加沙冲突仍将持续，对于

生活在那里的人民而言，这无疑是漫

长的冬季。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实现

巴勒斯坦建国、实现国际正义依然是

路漫漫。

▲柬埔寨干丹省建设中的德崇国际机场
◥马来西亚彭亨州的马东铁项目铺轨现场
�越南平阳的TCL工厂 图GJ

习近平主席对东南亚三国的国事访问是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反映了中国在新
时期对周边外交的新理念和新政策，也体现
了一些周边国家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态度和措
施，对未来中国构建更具战略意义的周边命
运共同体具有显著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时期 广受关注
周边外交始终是中国外交布局的首要选

择，东盟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习
主席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三个东盟国家，反
映了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新思路。
东盟国家是美国“对等关税”的最大受害

者之一，作为美国和东盟关系协调国的柬埔
寨被征收关税达49%，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马来西亚被征收关税达24%。东盟国家不得
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成为最紧急的优先选择。
习主席特别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

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这是
2013年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升级版，反映出
中国要和周边国家建设更全面的合作关系。
东南亚可谓中国周边外交着力最大、成果最
多的地区，2013年中国就提出要与东盟建立
命运共同体，目前已经与东盟8个成员国达成
建立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东盟和中国已经多年相互成为第一大贸

易伙伴，中国也是所有东盟国家的最大贸易
伙伴和重要外资来源国。美国则是东盟最大
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
东盟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经济关
系也比较紧密。鉴于东盟是全球发展最具活
力的经济体之一，东盟国家的选择必然成为
中美都必须关注的问题。

元首外交 成果斐然
元首外交代表着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最

高等级交往，在接待礼仪、讨论议题和达成成
果等方面都可以充分反映出来。
接待规格超常规，反映关系不一般。越

南国家主席梁强和总理范明政分别到机场迎
接和送行，越共总书记苏林两次邀请习主席
茶叙，以及相互间的亲切称呼，充分反映出特
殊礼遇背后的精心安排和深意。马来西亚总
理安瓦尔亲自接机也是高规格。柬埔寨国王
西哈莫尼登基20年来首次赴机场迎接外国贵
宾、首次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同时接机的还
有柬埔寨人民党和参议院主席、前首相洪森，
是中柬友好世代薪火相传的写照。
习主席访问三国期间，中越达成45项合

作文件，中马26项，中柬37项，可谓收获满
满。这些不仅反映了中国与三国合作早就具
备深厚的基础，而且体现出各方都希望未来
合作更具有机制性、稳定性和前瞻性。
中越要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

同体。中越合作主要体现在政党、国家和人
民三个方面，体现出双方合作的高度和深度、
广度和厚度。中越外交、国防和公安“3+3”战
略对话升为部长级，决定了双方未来合作的
可预期性。中越在经贸投资上的合作虽然仍
具有较大空间，但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中马要构建高水平战略性的命运共同

体。马来西亚是东盟创始成员国，也是此次
访问中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基础最好的国
家。中马建立外交国防“2+2”对话机制，将围
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蓝色经济、旅游经济
四大重点领域，促进双方产供链、价值链、数
据链、人才链深度互嵌互融，在制造业、知识
产权、数字经济、研发创新、绿色可持续投资
及物流发展等高价值高增长产业领域取得成
果，实现融合发展、协同发展、互补发展。
中柬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

柬埔寨是与中国共建命运共同体最早的国家
之一，中柬合作基本上已经覆盖所有领域。
此次访问加上的新时代和全天候两个限定
词，代表着双方未来战略合作的前瞻性和日
常性。中柬还特别强调双方在三大全球倡议
上加强合作，充分体现了柬埔寨愿全心全意
和中国保持合作的认知。

命运与共 共赢发展
习主席此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正如

中马联合声明所说，要携手践行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中国与绝大多数
周边国家在价值观上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和契
合性，为相互合作提供了非常有韧性的原则
规范。此访反映并落实了这些价值观，体现

出中国与包括这三国在内的更多国家未来合
作会具有更牢固基础。

中国与三国领导人都强调要维护一个基
于规则、非歧视、开放、公平、包容、平等和透
明、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
增强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的完整性和韧
性，符合地区各国的普遍期待和愿望。

中国和三国都是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及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中国和
柬埔寨还有双边自贸协定，促进了地区经贸
合作的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和确定性，并
可能在应对美国关税政策的过程中得到进一
步加强。

总的来看，习主席此次对东盟三国的国
事访问揭开了中国今年重大外事活动的序
幕，更多双向奔赴的合作将会发生，促进中国
周边工作取得更多更大成就。例如今年是中
国和泰国建交50周年，和新加坡建交30周
年，和印尼建交75周年，相互间都将有多场重
要的纪念活动。

当然，中国外交并不止于更不仅限于周
边外交。正如王毅部长在总结此访时所说，
“从全球视野看待周边，以周边外交辐射全
球”，才能更加充分理解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
同体的重大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