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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
国际研讨会综述

贺嘉洁 *

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由缅甸仰光大学和“中国—东盟学术共同

体”秘书处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国际研讨会于2020

年11月21日以线上形式举行。会议以“中国和东盟的抗疫合作”为主题，来

自“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成员机构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10位学者围

绕“疫情下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地缘政治意义”“疫情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卫

生合作进展”“后疫情时代的区域秩序及面临的挑战”等议题做了精彩发言。

开幕式上，仰光大学代理校长妮拉昂（Nilar Aung）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

迎辞。她表示，虽然这场重要的研讨会由于疫情影响不能在线下举行，但她期

待与会学者能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抗疫合作建言献策。

仰光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秋秋盛（Chaw Chaw Sein）教授介绍了本次研讨

会的主题及背景。她指出，新冠疫情在全球化到本土化的各个方面都深刻地改

变了我们的世界。疫情后的区域与世界政治议程面临着重要的调整，自由主义

的合作议程在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驱动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背

景下，探讨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进展、意义与前景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在

睦邻政策和合作主义的宗旨下共同应对新的世界格局和挑战。秋秋盛教授高度

评价了中国“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以及区域国家围绕“东盟中心地位”的实

践，认为它们在这次区域共同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也期待不

久前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能为后疫情时代的区域经

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 贺嘉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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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疫情下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地缘政治意义”“疫情

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卫生合作进展”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区域秩序及面临的

挑战”三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疫情下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地缘政治意义

“疫情下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地缘政治意义”专题研讨由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东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迟拉西瓦特（Suthiphand Chirathivat）教授主持，来自

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三位学者做了发言。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饶兆斌（Ngeow Chow-Bing）博士指

出，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中国将会在未来的 “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加重视 

“健康丝绸之路”。他总结了疫情期间中国医疗外交的三方面内容，包括向世

界提供口罩与防护物资、与世界各地的医疗卫生专家合作并分享数据、派出医

疗专家组协助相关国家抗击疫情等。他注意到，疫情期间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

合多次提到“健康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了积极反响。东

南亚国家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医疗援助的主要受益者也对 “健康丝绸之路”做出

了很高的评价，并高度认可中国的帮助对于他们克服疫情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

作用。他认为，“健康丝绸之路”在区域内的推进必然会对区域合作产生超越

健康卫生领域本身的影响，同时也期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南亚国家能在

“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中作出各自的贡献。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阮辉煌（Nguyen Huy Hoang）副

教授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中国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他首先回顾了疫情前中国

的东南亚政策，总结了其中的四个特点：第一，积极提出各类区域倡议并参与

东南亚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第二，推动经济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第

三，对不同的东南亚国家采取差异化的合作政策；第四，拒绝外部力量干预南

海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中国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他认

为，目前的区域格局以及疫情的走向仍有不确定性，因此预测中国的政策存在

一定的困难。他指出，尽管疫情对区域格局造成了冲击，但中国的东南亚政策

将沿着几代领导人设立的既定目标持续推进，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也不会有太

大的改变。

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关系系的阿里·阿卜杜拉·维比索诺（Ali Abdullah 

Wibisono）博士分析了疫情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如何通过合作来增强区域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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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危机的韧性与“抗御力”。他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是预防和克服

公共卫生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健康问题的“安全化”也导致相关国家更关

心各自的安全与外交利益，而不是共同努力实现公共卫生目标。他回顾了东盟

公共卫生合作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东南亚国家间所开展的全

方位合作。他指出，目前解决区域疫情的重要一步是建立一个负责监控区域内

传染性疾病暴发，并能做出快速反应的东南亚疾病控制中心，还要加强对成员

国防护物资的供应和援助。在此基础上，他建议未来中国与东盟的公共卫生合

作逐渐从疫情暴发后的医疗援助向预防疫情暴发和加强区域应对疫情的韧性转

变；区域国家也应该改变认识，建立超越国家边界的有效治理模式，协调“东

盟+中国”以及“东盟+中日韩”机制在疫情防控上的决策。

二、疫情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卫生合作进展

第二场专题研讨围绕“疫情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公共卫生合作进展”展开。

印度尼西亚大学的阿里·阿卜杜拉·维比索诺博士主持这场研讨，来自中国、

新加坡和菲律宾的三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的温尧博士梳理了新冠疫情期间中

国对东盟国家外交的发展变化及其意义。他将这段时间内的中国对东盟国家外

交分为三个阶段，即“危机爆发”期、“回馈”期和“新常态”期。“危机爆发

期”始于2020年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在

于创造一个有利的外交环境，同时集中精力应对国内的疫情。通过多边与双边

渠道，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2月20日召

开了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会上中国向东盟国家传递了控

制疫情并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的信号，而东盟秘书处和成员国也对中国的抗疫

努力给予了积极支持。此后，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显著缓解，同时世界卫生组

织在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范围的流行性疾病（pandemic），中国对东

盟外交进入了“回馈期”。这一时期，中国向东盟国家及秘书处提供了一系列

“硬”援助和“软”援助。前者主要指医疗设备援助和派出医疗专家组协助东

盟国家抗疫；后者则是指通过双边和多边的交流活动分享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积

累的经验。此外，中国还积极通过多边渠道深化抗疫努力，并在4月14日参加

了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承诺与区域国家共同

抗击并尽快战胜疫情。4月中旬以后，中国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国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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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转向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相应地，中国对东盟外交开始进入“新

常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一方面协助东盟国家积极抗击疫情，另一方面致

力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其间，中国承诺在疫苗投入使用后优先考虑东盟国家

的需求，为东盟抗疫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共同建设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库，并建

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同时，中国还全力推动地区经济复苏，

设立便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员、货物往来的“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以

加快复工复产。印尼外交政策协会的一项民调数据表明，疫情期间中国的外交

努力得到了东南亚民众的积极反馈，多数受访者对中国与东盟应对疫情的互动

持正面态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李明江副教授分析了中国与东

盟进行公共卫生合作的进展和前景。他认为，作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方

式之一，卫生外交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支持。不

同于其他国家，中国在进行卫生外交时不仅捐助药品和医疗设备、进行医疗基

础设施建设，而且不断向海外派出各类长期和短期的专业医疗队，向当地学生

提供去中国学习的奖学金，并为灾难救援提供医疗协助。除了中国政府，中国

的军队和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医疗卫生援助。根据他的观察，在新冠疫情暴发

之前，中国与东盟的公共卫生合作主要集中在同湄公河国家之间的合作；海洋

东南亚国家因为各种原因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不高。但是新冠疫情的暴发改变了

这一局面，为中国与东盟的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疫情暴发以来，中

国与东盟在各类多边平台上保持了密切的合作，中国政府和民间机构也抓住机

会向更多的东南亚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中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已经向泰国、柬埔

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和老挝等7个东南亚国家提供医用

口罩、手套、医疗设备和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援助；向柬埔寨、老挝、缅甸、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派出医疗队，协助当地医疗机构共同抗击疫情；中国政府也

向泰国政府承诺为其提供抗疫药物。他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卫生合

作，不仅是中国政府为了表达对东南亚国家在疫情暴发初期向中国提供抗疫物

资的感谢，还是服务于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需要，同时为中国的制药业打开了

新的市场。最后，他提出了深化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三项政策建议：第

一，“10+3”国家应该建立永久性且活跃的反应机制来协调各类传染病的应对

措施；第二，东盟与中国共同设计应对未来可能暴发的传染病的应急措施；第

三，东南亚国家应该投入更多资源理解并跟踪中国的卫生外交，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双方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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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亚洲中心主任乔夫·桑塔利塔（Joefe B. Santarita）

教授梳理并分析了中国对菲律宾抗击新冠疫情所提供的帮助。他首先介绍了菲

律宾疫情的发展。截至2020年11月3日，菲律宾累计已有387161例确诊病例，

其中7318例死亡，其疫情的严重程度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随后，

他梳理了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向菲律宾提供的抗疫援助，包括提供大量

防疫物资、派出医疗队、向菲公众派送装有大米和罐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在内

的友谊包等。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和中国

与菲律宾的公共卫生合作可能的突破领域，包括中国可以深化与菲律宾在疫苗

问题上的合作，为抗击疫情提供融资便利，加强在东南亚中等收入国家的医疗

设备和药品生产与投资，深化医学和基因工程项目的合作，并将“健康丝绸之

路”与“数字丝绸之路”紧密结合。总的来说，他认为中国对菲律宾抗击疫情

提供了慷慨的援助，并对未来“健康丝绸之路”的推进充满信心。

三、后疫情时代的区域秩序及面临的挑战

最后一场专题研讨以“后疫情时代的区域秩序及面临的挑战”为主题。菲

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的乔夫·桑塔利塔教授主持，来自缅甸、柬埔寨和文莱的

三位学者做了发言。

缅甸仰光大学国际关系系的昂丹（Aye Ei Ei Aung Than）助理讲师分析了

后疫情时代“印太”地区秩序的发展趋势，尤其强调了其中的四个方面：第一，

美国在区域内的领导力下降；第二，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显著提升；第三，中等

强国（尤其是日本和印度）的作用日益凸显；第四，东盟的中心地位及其秉持

的多边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她认为，尽管这些变化趋势在疫情前就已经呈

现，但疫情加速了这一变化发生的进程，并对未来区域秩序的构建提出了新的

挑战。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米克·萨里（Meakh Sary）教

授介绍了柬埔寨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以及疫情对柬的影响。他指出，

柬埔寨政府在疫情开始后就制定了控制疫情的三大目标——限制疫情从境外传

入柬埔寨、防止疫情在国内社区的传染、尽力救助感染者，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他特别强调了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柬政府迅速且有效地应对了所面临的一

系列挑战：协助柬埔寨籍的海外务工人员回国，处理停靠在西哈努克港的“威

士特丹”号（Westerdam）邮轮的检疫和乘客离港事宜，帮助因为疫情困在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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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的国外游客顺利回国，以及在访柬的匈牙利外长于2020年11月3日确诊

新冠后所采取的国内隔离措施。他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有力领

导，疫情在柬埔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他同时也指出，疫情对于柬埔寨的旅

游业造成了难以避免的损失。待疫情结束后，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加强对暹粒吴

哥窟的投入和维护。

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布鲁诺（Bruno Jetin）教授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东

盟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他认为，在全球层面，疫情强化了一些在过去几年内已

经呈现的发展趋势，包括以贸易和投资额减少为主要特征的去全球化、多边主

义的倒退、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崛起以及日益加速的区域化（尤其是全球产

业链的区域化）。在东南亚地区，疫情的发展有可能加强以东盟为代表的区域

制度的影响力，也会强化中国在东南亚产业链中的地位。随后，他用翔实的数

据论证了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扩大和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程度不断深化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强调疫情的发展加速了既有的进程，并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

研讨结束后，仰光大学秋秋盛教授发布由仰光大学和“中国—东盟学术共

同体”秘书处共同编撰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题为《中国和东盟的抗疫合

作》，从多角度分析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的合作，并展望

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公共卫生合作的发展及总体关系的走向。该报告

由来自“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成员机构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10名学

者共同完成。

在研讨会闭幕式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祁怀高副院长代表“中国—

东盟学术共同体”常设秘书处，就2020年“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的活动

做了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