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经略略周周边边，，修修己己安安人人

10月24日至25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
针和总体布局，强调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件。

事实上，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前，中国的周边外交已是异彩纷呈。
今年以来，从俄罗斯到印度，从中亚到东南亚，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为中国与邻国的双边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年也是中国喜迎八方来客的一年。4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12国领导人中，有7个来自周边国家；韩国总统朴槿

惠6月来访；10月，俄印蒙三国总理同一天抵达北京，创下纪录，尤其是中印两国总理近60年来首次实现年内互访，更显
特别意义。

2013年对中国的新领导人而言，是开局之年，能否在首要的周边地区开好新局，至关重要。中国要突破周边的崛起
困境，既要保持发展势头，又要改善安全环境，降低崛起过程中自身和地区的风险。达则兼济天下，应是周边乐见之

“德”。德不孤，必有邻。因此，新时期“修己安人”的周边战略就显得异常重要。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旧丝路新经济

9月3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出访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等四个中亚国家，并出席G20
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不
仅油气资源丰富，而且战略位置
十分重要，是历史上古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节点。在中国现有的陆
上四条油气管道中，发端于中亚
地区与我国管道相连的就占了
两条，分别是中哈原油管道和中
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这两条管
道分别与位于我国新疆的石油
管道和西气东输管道对接，满足
西部以及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
于能源资源的巨大需求。

此次习近平到访中亚，即在
第一站土库曼斯坦出席了两国
合作开发建设的“复兴”气田一
期竣工投产仪式，这个世界第二
大气田将开始向中国供气。访土
期间，中土双方签署年增供25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购销等协议。
预计到2020年左右，土库曼斯坦
每年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总量可
达到650亿立方米以上。而2012
年中国天然气进口量总共425亿
立方米。

紧密的能源合作只是中国
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一大亮点，目
前，中国与中亚五国全面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在访问哈
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了“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构想，希望
将以往较为单一的能源合作模
式，拓展为多领域、全方位的立
体合作。就连10月下旬访华的蒙
古国总理阿勒坦呼亚格也表示，
希望能够参与到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建设中。

在当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的大背景下，以往集中于东南沿
海地区的产业产能及人力资源，
逐渐出现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的趋势，这既是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西
部开发面临的新机遇。中国西部
在历史上就与中亚甚至更远的
西亚、欧洲地区有密切的经贸往
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动
下，西部地区的开放也将会提升
到一个新高度。

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
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以上海合
作组织为平台，合作打击“三股
势力”已经成为上合组织在地区
安全领域的重要共识，这不仅可
以给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
和能源合作提供安全保障，也有
助于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
地区的社会稳定。

面西南会朋友

5月19日至27日，李克强出
访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和德国
等亚欧四国。这是李克强就任国
务院总理后的首次出访。

李克强首访选择印度，凸显
出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历史上，
中印之间曾有过“蜜月期”，也曾
因边界问题兵戎相见，但长期以
来两国关系始终难以获得突破，
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战略互
信。而李克强此访的重要目的就
是展示诚意，增进互信，变“龙象
之争”为“龙象共舞”。

访问印度期间，李克强在印
度《印度教徒报》和《觉醒日报》

发表题为《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
手》的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的发
展是印度的机遇，印度的发展也
是中国的机遇。没有中印两个世
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和睦和谐
与共同发展，就不会有人们期待
的亚洲世纪。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在访
问印度和巴基斯坦期间，分别与
印方和巴方达成共识，建设中缅
孟印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
前者将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东
部地区连接起来，意味着中国西
南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与印度
东向战略相结合，把东亚和南亚
这两个经济增长区域连接在一

起。而后者则充分体现出中巴是
“全天候朋友”，中巴经济走廊亦
是对接我国西部开发开放的举
措，同时助推巴基斯坦经济发
展。

李克强在访问巴基斯坦时，
巴方高规格接待，6架枭龙战机
升空护航、鸣礼炮21响、总统总
理均到机场迎接等细节足以体
现出中巴关系“铁”到何种程度。
李克强访巴期间，会晤了当时刚
刚赢得大选的候任总理谢里夫。
6月就任总理后，谢里夫旋即于7
月5日访华，并与李克强举行会
晤。

引人注目的是10月下旬印

度总理辛格访华。这是自1954年
以来中印两国总理首次实现年
内互访。辛格访华期间，中印两
国签署了边防合作协议，强调一
旦发生冲突，彼此保持“最大限
度的克制”，而协议名称中的“合
作”二字在以往的双边涉及此类
议题的协议中是没有的。11月5
日，已停滞5年的中印联合军演
在中国成都再次举行，这被认为
是中印“合作”的具体体现。

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或将于
年内举行，双方已就中缅孟印经
济走廊这一倡议分别成立工作
组，双方将同孟加拉国、缅甸保
持沟通协商，并于12月召开中缅
孟印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研究
经济走廊建设的具体规划。

从“黄金”到“钻石”

9月上旬，在习近平出访中
亚四国的同时，李克强在南宁作
为东道主，借中国-东盟博览会
之机，与泰国总理英拉等东南亚
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晤。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与所有东
盟国家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双
方建成了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
自贸区，贸易额从2002年的548
亿美元跃升至2012年的4000亿
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

李克强在致辞中强调过去
1 0年是中国-东盟的“黄金十
年”，今后10年要打造“钻石十
年”。目前，中国-东盟已经商定
着力打造自贸区“升级版”，到
2020年，使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
亿美元。

进入10月份，习近平和李克
强先后到访东南亚。10月2日至8
日，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和印
尼，并出席APEC峰会。10月9日
至15日，李克强访问文莱、泰国
和越南，并出席中国-东盟领导
人(10+1)会议、中日韩-东盟领
导人(10+3)会议以及东亚峰会。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将中国
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双边关系
均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
在印尼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的概念，并依托东南亚地
区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渊源，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针对这种构想，中国提出加

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
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李克强在访问泰国时，就做起了
中国高铁的“推销员”，以实际行
动积极促进地区间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

在当前欧美市场萎靡不振
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在进行结
构调整，逐渐转向内生增长轨
道，消费崛起、资本输出、产业转
移趋势越发明显。同时，包括东
盟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同样面
临经济转型的挑战，双方在贸易
投资和金融科技等领域均具有
契合点。

目前，中国已成为许多周边
国家最大或重要的外资来源地。
经济融合的神话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提供了更多机遇，而中国
企业的投资也扩大了周边国家
的生产和就业，同时带去了中国
的先进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今
后8年，中方对东盟的投资将至
少达到1000亿美元。

强化经贸关系、营造有利发
展环境的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
也不回避矛盾分歧，以积极行动
推进有关争端的管控。习近平在
访问东南亚时强调，中国愿同东
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
系，双方也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进程展开磋商。在李克强访问越
南期间，中越双方成立海上共同
开发磋商工作组，为解决争端进
行了努力和尝试。

当前，我国东南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正值经济结构转型、
产业升级以及继续深化改革和
开放的关键期，而与有关国家
的岛屿争端又同时段处于同一
区域。因此，营造一个较为稳定
的周边环境和地区局势，对于
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保障作
用。同时，继续深化中国与东盟
的经贸往来，也会对沿海地区
产业转移、扩大对外投资和出
口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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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泰国清迈与泰国总理英拉身穿民族服装，共同放飞“孔明灯”，为中泰友好祝福。 新华华社发

10月23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陪同来华访问的印
度总理辛格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新社发

9月4日，习近平在土库曼斯坦出席“复兴”气田竣工仪式。
新华社发

睦友邻

习李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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