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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构建命运共同体：不断演进，水到渠成

2023 年末，中越两位总书记宣布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的消

息，成为当天全球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舆论评价，这是中越

关系高水平和特殊性的有力见证。

而就在 2023 年 12 月 1 日，即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之前的

半个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王毅当天表示，在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15年基础上，双方就提升两国关系定位达成共识，可谓水到渠成。

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越南语系主任冯超副教

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中越提升两国关系定位，

构建命运共同体，并非一蹴而就，其经历了多年的演进，其间

还有一些曲折与考验，所以会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1999 年初，两党领导人确定了新世纪两国“长期稳定、面

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框架。2008 年，中越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多

种方式保持密切沟通，就引领中越关系发展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不断为两国关系注入新内涵。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

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近 10 年再次访越，并实现了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年内互访。那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密集会

晤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正是在这次访问越南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中越是利益相融、目标相同的命运共同体”。

2017 年春节前夕，阮富仲在越共十二大连任总书记后首次

访华。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对阮富仲说：“今天，我和总书记同

志以茶论道，交流交心。让我们把中越关系巩固好、发展好。”

那一次“冬日茶叙”结束后，习近平向阮富仲赠送了胡志明主

席 1942 年手书汉语诗作《走路》的复制品，表达对两国携手前

行、合作共赢的希望。

2017 年 11 月，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应邀访越。

在古树幽静、绿意盎然的胡志明故居，习近平再次与阮富仲品

茗畅谈，承诺不忘中越传统友谊的“初心”。当天在胡志明故

居的高脚屋前，习近平亲自给阮富仲送了一份国礼——总计 19

期的《人民日报》。其中，16 期泛黄的报纸，是 1955 年胡志

明主席访华时的报道；另外 3 期留有墨香的报纸，是 2017 年 1

月阮富仲总书记访华时的报道。

2022 年，阮富仲总书记应邀率领越方领导人作为中共二十

大后第一个元首级代表团访华，实现了向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

将中国作为其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首访国家的承诺。

过去 8 年当中，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到河内胡志明故居，

两国领导人无论是在会谈现场，还是“小范围茶叙”，始终追

求的是共谋发展合作，共创繁荣富强。而正是在前期两国两党

各个层级的努力下，才有了当下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落地。

近年来，中国正在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蒙古国等国家，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

发表行动计划、联合声明或达成重要共识。如今中越两国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在冯超看来，其背后的实质性内

容非常多。“我们做过一些梳理和统计，发现自 2013 年‘一带

一路’提出以来，中越两国从中央到省级，在外交活动和磋商

机制上有许多实践，说明两国为构建命运共同体付出了诸多实

质性的努力，且不断深入。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提

到接下来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后，要‘务实合作更深’。”

《新民周刊》注意到，2022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

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就提到，双方一致同意，

继续恪守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关于指导解决中越

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用好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机制，坚持

通过友好协商谈判，积极磋商不影响各自立场和主张的过渡性、

临时性解决办法，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

冯超告诉记者，中越命运共同体还存在一种特殊性，这种

特殊性意味着其可以推广到全世界。“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落地

提供了一种经验：在国与国之间有领土争端的情况下，依然能

够建立这样的命运共同体。这体现了两国外交当下的灵活性，

以及它的可调试性与可推广性。”对此冯超进一步解释，在中

国与东南亚其他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譬如中泰两国，或

是中国与马来西亚，没有领土接壤，而中越在南海一直存在分歧。

“在上述前提下，中越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在构建一种新

型国际双边关系。”冯超说道。

管控分歧，共谋发展

2023 年，越南小伙儿阮松常常会在周末搭乘河内轻轨 2 号

线去和女友见面。此前他曾非常感谢中国建设者，帮助越南修

建了这条轻轨，“为河内经济发展加速”。

习近平总书记最新发表在越南《人民报》题为《构建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