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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视域下的中国与东南亚
校庆报告会综述

2021年5月25日，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举办庆祝建校

116周年学术报告会，主题为周边视域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复旦国际问题研究

院的杨健研究员、赵卫华研究员、祁怀高研究员、涂怡超副研究员、温尧助理

研究员，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贺嘉洁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一带

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张励助理研究员分别做了发言。杨健主持了本次报告

会。a 上述7位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杨健做了题为《东盟的缅甸困境》的发言。她认为，2021年2月1日缅甸

军方接管政权导致缅甸局势突变，给东盟带来严峻挑战。缅甸局势可能产生溢

出效应，影响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也使“东盟方式”受到考验。印尼在协调东

盟各国立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东盟邀请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参加东盟峰

会并达成五点共识，这是东盟在处理成员国内部事务方面的创举。中国和东盟

在缅甸问题上立场相似，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发挥作用，双方进行了密切沟通与

协调。未来东盟斡旋行动要取得成功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赵卫华做了题为《越南顶层权力结构调整及对中越关系影响》的发言。他

介绍了越南高层权力结构三个层级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越南顶层权力结构重

回“四驾马车”权力框架的原因及对中越关系走势的影响。

祁怀高做了题为《马来西亚的海洋管辖权主张及中马共同开发的前景分

析》的发言。他介绍了马来西亚的海洋管辖权主张，以及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

a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举办2021年校庆报告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1年5月26日，http://www.iis.fudan.edu.cn/d4/02/c6840a31641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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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泰国、新加坡、文莱等部分海上邻国划定海洋边界的情况，分析了马来西

亚与泰国、越南、文莱3个海上邻国开展油气共同开发的实践。他认为，尽管

目前中马之间开展南海共同开发存在一些障碍，但未来两国仍有推进共同开发

磋商的可能。在共同开发的区块选择上，中马可将曾母盆地作为优先选项；在

管理模式上，可以采取由两国国有石油公司达成商业安排的模式；在技术合作

上，中国已研制出超深水钻井平台，可为马提供先进的深水开发技术选择。

涂怡超做了《美国基督教与东南亚国家社会转型》的发言。她介绍了美国

基督教界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多个国家开展传教、

教育、医疗和其他慈善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当前美式宗教自由与公共宗

教话语和内涵，以及美国政府、学界、非政府组织、基督教组织在东南亚对此

进行的协力传播和规范协塑，并从精英与大众、基层与中央、观念与机制三个

视角讨论了美国基督教对东南亚国家社会转型的效度与限度。

贺嘉洁做了题为《对话关系协调国与东盟的对外关系》的发言。她介绍了

东盟的对外关系结构，强调协调国负责的是“10+1”框架下东盟与10个全面

对话伙伴关系的协调，分析了协调国机制的形成逻辑，认为东盟推动协调国

机制的完善主要是为了利用成员国的外交资源、平衡“东盟方式”的内在矛盾

并推动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在总结协调国主要职责的基础上，她以泰国、新加

坡、菲律宾担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的外交活动为例，讨论了协调国对于

促进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之间关系的作用。最后，她还简单分析了协调国机制所

面临的现实挑战。

温尧做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的特征和趋势》的发言。他介绍

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总体情况，以及东南亚各国在中国

共产党交往对象之中的特殊性。基于统计数据和具体案例，他总结分析了中国

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在对象、形式等方面的异同，并指出其在制度化、多边化

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交往既是理解政党在世界政

治中发挥作用的生动案例，也是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励做了题为《中美战略竞争视阈下气候治理与水外交的内在共质、作用

机理和互动模式——以湄公河流域为例》的发言。他分析了水资源对国际关系

变革的深刻影响，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尤其是拜登政府对中国“湄公河手牌”

的新变化。他认为，水外交作为一门新兴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少将气候变

化因素纳入其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进行探讨，这不可避免将影响水外交在处理

气候变化类水冲突时的实施效果并引起流域国家间的关系紧张。他还着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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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气候治理与水外交的内在共质和作用机理，并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到水外交

理论体系之中。他以湄公河地区气候治理与中国水外交的互动为案例，探讨了

湄公河地区气候变化类水冲突的聚焦领域、中国水外交的应对现状以及未来的

实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