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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举办线上研讨会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李想） 5月8日，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

中心多家合作单位，共同举办了题为“疫情下的中国周边外交：新问题与新作为”的线上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

国周边外交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承办。成员单位包括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厦门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主旨发言环节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卢光盛主持。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处长李鼎鑫、厦门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吴崇伯、云南大学副校长李晨阳发言。

　　李鼎鑫表示，疫情在全球蔓延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关系，给中国周边外交造成压力。但他

认为，挑战是短暂的，疫情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的理念也会进一步得

到尊重。未来，中国应该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同周边国家开展抗疫合作，通过推进智库合作、开展地方论

坛等，与周边国家在后疫情时代展开合作。

　　吴崇伯在发言中表示，疫情的发生导致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基本上停滞，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下形成的

国际分工被打断，旅游业、金融业受到重创、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超过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

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向世界向推介“东亚模式”，同时积极帮助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共同抗疫。

　　李晨阳在发言中表示，病毒的无国界属性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周边国

家与中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强、有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公共卫生机制的完善。但挑战可能更多，特别是建设周边

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对中国的能力更是一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对周边国家的防疫援助要一国一策，要

用周边国家更加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援助，要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周边国家与西方大国一起把疫情蔓延的责任推卸

给中国，正确表达、引导好国内的舆论以及周边国家的舆论。他补充道，抗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的“合奏

曲”而非中国的“独奏曲”，应全面设计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规划。

　　新冠疫情下的东南亚与中国周边外交

　　论坛第一环节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阳主持。发言嘉宾包括卢光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教授张春、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宇晴。

　　卢光盛以“疫情下的周边外交——以澜湄次区域为例”为题，认为中国周边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疫情可能诱

发其他非传统安全的问题、经济危机的风险正在积聚、周边舆论环境存在着恶化的可能。中国应该考虑做好周边

外交的顶层设计，建立疫情的联防联控机制，发力区域卫生外交。

　　张春以题为“疫情冲击下中国与周边互联互通的思路调整”为题发言。他表示，互联互通的精神追求和疫情

导致的封锁效应是冲突和对立的，由此互联互通应该适当考虑怎么样由实转虚，从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转向

 标题 

2020年05月19日 09: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想 打 印  推 荐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www.cssn.cn/qt/wzdh/
javascript:SetHome('http://www.cssn.cn/')
http://sscp.cssn.cn/tgxt/zgshkxtg/
http://weibo.com/u/2201275590
http://t.people.com.cn/19801521/profile
http://www.cssn.cn/
http://www.cass.cn/
http://casseng.cssn.cn/
http://english.cssn.cn/
http://french.cssn.cn/
http://www.csstoday.net/Category_143/Index.aspx
http://pic.cssn.cn/
http://stv.cssn.cn/
http://mall.cssn.cn/
http://news.cssn.cn/
http://spec.cssn.cn/
http://orig.cssn.cn/
http://intl.cssn.cn/
http://scho.cssn.cn/
http://tt.cssn.cn/
http://joul.cssn.cn/
http://mil.cssn.cn/jsx/
http://lcl.cssn.cn/gd/gd_rwhn/
http://ex.cssn.cn/
http://db.cssn.cn/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gjgxx/
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void(0)


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数字化的互联互通尤为重要，比如对东南亚，在做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时，应该把数

据互联互通做在前头。另外，互联互通还要思考如何向弱势群体倾斜。

　　张春补充道，考虑到地缘政治，中国的互联互通需要考虑到向发展中国国家倾斜。在疫情期间，公共卫生防

控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疫情之后，中国对周边国家可以更专注于如何加大脱贫的交流合作。2020年，中国将打

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的经验将有利于周边国家脱贫，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消除一些形式的贫困是相呼应的。目前，中国已经与多个周边国家展开了脱贫合作项目，今后需要

加强数据监测和数据分析，以便有的放矢地、更加有效地脱贫。

　　李宇晴以“后冷战时代的舆论战——新冠疫情下的中泰关系”为题，梳理了疫情期间中国驻泰使馆、美国驻

泰使馆和泰国网友的网络舆论。她发现，虽然美国一直试图影响泰国对中国的态度，但大部分泰国媒体还是持中

立态度。中国今后应该通过多层次的外交，多维度进行舆论层面的话语塑造。

　　新冠疫情下的南亚与中国周边外交

　　论坛第二环节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胡潇文主持，发言嘉宾包括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

家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柳树。

　　张家栋做了题为“疫情之下的中印关系”的发言。他表示，全球化进程不会因为一次疫情而停止，但是可能

会转型并出现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的双轨现象。疫情之下，中印两国在各自关切领域都没有偏离中立政策的基本

原则，中印两国在敏感议题上都考虑到对方的情绪。中国应向相关国家包括印度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

更要采取措施防止南亚中小国家的疫情失控，把抗击疫情本身去政治化去国家化。

　　王世达做了题为“疫情对中国南亚外交的新挑战”的发言，他分析了三个维度。第一，对印度而言，经济会

出现颓势，加上医疗条件落后，给印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此，中国有必要对印度进行适当的人道主义援助。

第二，对巴基斯坦而言，巴基斯坦将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同时，中巴经济走廊在疫情期间如何正常开展也面临

严峻挑战。他认为，中国应该帮助巴基斯坦推健康丝绸之路，进行远程医疗系统合作。第三，对阿富汗而言，疫

情将加速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进度，有利于阿富汗摆脱战争泥潭。一个稳定的阿富汗也将有利于中国推动展开丝

绸之路走廊计划。他认为，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如何发展将是中国展示负责大国的试验田。

　　柳树以“疫情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产业链可以切割吗？”为题发言。他认为，印度企业复工复产形势好于预

期。疫情过后，全球包括印度在内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可能会降低，但是不可能切割，包括原料药在内的部分产

业向印度、向缅甸转移对中国是有利的。减少对中国产业链的过度依赖并不会影响中印关系。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

　　论坛第三环节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涛主持。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

振江、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小鼎和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

教授吕星做主题发言。

　　张振江做了题为“新冠疫情与中国对外关系的新机遇”的演讲。他表示，中国抗疫目前取得了积极成效，给

世界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控制疫情之后中国还积极参加国际救援，并开展积极的外交行动。疫情使得全球化

受挫，之后可能会出现区域集团的效应，而周边将是中国外交未来的一个突破口，日本、韩国、东南亚对中国的

抗疫方式比较认同，是未来外交的抓手。

　　郭延军做了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东亚合作”的演讲。他认为，疫情会给国际秩序带来非常深远的

影响，特别是在制度和规范层面，大国的博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东亚地区是国际秩序演变的一个缩影，中国能

不能处理好东亚关系，是中国能否塑造国际秩序的一个基础。中国应该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外交理念，推动多边主

义，注重构建地区规范。

　　陈小鼎做了“后疫情时代周边关系中的区域化发展的态势”的发言。他认为，疫情没有改变周边关系在中国

外交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周边关系中复杂性会有较大的增长，周边外交政策的针对性和效果有待完善。在后疫

情时代，中国要提供完善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来推进区域化的进程。需要建

立一套制度化处理的途径，实现区域内部应急管理机制，构建更有效的安全架构来整合区域安全合作需求。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陈茜）

　　吕星做了题为“主权国家抗疫对策分析框架及其对周边外交的意义”的演讲。他认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

中，每个国家应对疫情背后都有一套行动逻辑。理解这套逻辑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疫情知识，或者从经济

学上叫信息费用，比如主权国家的决策层是否具备了防疫的知识，社会成员怎么样认识疫情；第二个是国家的能

力，包括领导力和执行力；第三个就是医疗资源。利用这个框架就可以基本理解不同国家为什么会采取不同抗疫

措施。

　　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探析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外交，并

展望了后疫情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走向。与会专家学者建议，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抗疫合作，可展现中国负责任

的大国形象。鉴于周边国家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的差异性和多样化，可以通过不同的语境和叙事方法，在向周边

民众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向国内民众讲好周边国家的故事，不断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提质升级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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