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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ꎮ 推动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

的命运共同体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新时期中越关系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定位ꎮ 构建中越命运共同

体符合两党的思想基础与价值依归ꎬ 同时也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动力ꎮ 中越两国应凝聚思想

共识ꎬ 加强战略互信ꎬ 克服现实障碍ꎬ 以合作促发展ꎬ 共同致力于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

同体ꎬ 以服务于中越两国的现实需要ꎬ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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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研究员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ꎮ

过去五年多ꎬ 在与越方领导人的交流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

运共同体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６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ꎬ 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Ｎｇｕｙｅｎ
Ｐｈｕ Ｔｒｏｎｇ) 会谈时首次提出: “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ꎮ”① 此访期间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

越南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 “中越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阮富仲再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时表示: “中越是山水相

连的友好邻邦ꎮ 两国政治制度相同、 发展道路相近、 前途命运相关ꎬ 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阮富仲总书记时强调: “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ꎮ”④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 在越共十三大选举阮富

仲第三次担任越共总书记当天ꎬ 习近平总书记给阮富仲发去贺电时表示: “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友

好邻邦ꎬ 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ꎮ”⑤ ２ 月 ８ 日ꎬ 在中越两国传统佳节春节来临之际ꎬ 习近平

总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通电话时ꎬ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ꎮ 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ꎬ 符合两党、 两国、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ꎬ 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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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ꎬ 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发展繁荣ꎮ”① 五年来ꎬ 在会见其他越南国家领导人

时ꎬ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ꎮ
由此可见ꎬ “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 同时基于中越关系的特殊性而对两国关系新时期的发展方向作出的最新战

略定位ꎮ 从越方的反馈来看ꎬ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期间表

示ꎬ 越方 “欢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ꎬ 认为 “这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

大国担当”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 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访华时表

示ꎬ “希望同中方一道ꎬ 秉持 ‘十六字’ 方针和 ‘四好’ 精神ꎬ 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ꎬ 加强各领

域务实合作ꎬ 妥善管控分歧ꎬ 共同建设越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③ꎮ
由于中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ꎬ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的背景下ꎬ 越南对于我国外交总

体战略、 周边战略的重要意义愈发凸显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主张ꎬ 不仅对中

越两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ꎬ 而且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因此ꎬ 有必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从历史和理论深度、 从现实和实践动力等方面对中越关系进

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ꎬ 阐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这一战略思

想的内在逻辑ꎬ 以推动中越双方凝聚共识、 加强战略互信、 克服现实障碍ꎬ 共同致力于构建中越具

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ꎬ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ꎮ

一、 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

源于中越两党共同的思想基础与价值依归

　 　 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两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本国化的思想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ꎮ 这就决定了两国具有相同的理想目标、 价值理念和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ꎮ
１. 中越两党共同的思想基础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发展方向ꎮ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

斯思想中的重要方面ꎮ 马克思指出ꎬ 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ꎮ 他在 «政治经

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草稿) 中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ꎬ 是最初的社

会形态ꎬ 在这种形态下ꎬ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ꎮ 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ꎬ 是第二大形态ꎬ 在这种形态下ꎬ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ꎬ 全面的关系ꎬ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ꎮ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ꎬ 是第三个阶段ꎮ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ꎮ”④ 由此可

见ꎬ 人类社会要经过三个共同体形式: 一是以 “人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时代ꎬ 即 “自然

形成的共同体”ꎻ 二是以 “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ꎬ 即 “虚幻的共同体”ꎻ 三是以 “个
人全面发展” 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ꎬ 即 “真正的共同体” 或 “自由人联合体”ꎮ 马克思在其著作

中常常用 “真正的共同体” 和 “自由人联合体” 来指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ꎮ 实现共产主义ꎬ 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方向ꎬ 也是包括中越两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ꎮ 列宁发展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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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ꎬ 提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ꎬ 在这一时

期ꎬ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ꎮ 因此ꎬ 新生的相对弱小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了能在与相对强大

的资本主义的对峙中生存和发展ꎬ 就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合作ꎬ 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

的财富和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ꎬ 并通过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制止战争ꎬ 通过加强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ꎮ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 列宁的国际合作思想和 “两制共处” 论ꎬ 为加强世界各

国间合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ꎮ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ꎬ 人类社会从

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ꎬ 这也就意味着在 “虚幻的共同体” 与

“真正的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 之间还有一个漫长的阶段ꎬ 在这个阶段ꎬ 需要建立一种适合过渡

时期的合作关系ꎬ 以帮助各民族国家在兼顾本国现实利益的同时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ꎮ 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上述观点ꎬ 已成为中越两国共产党的共同遵循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发展要求ꎬ 对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及其发展阶段观点的继承与发展ꎬ 其核心内涵是在共

商、 共建、 共享原则下ꎬ “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①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阶段的自觉要求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将为马克思所说的 “真正的共同体” 创造物质基础与客观条件ꎮ
２. 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是两党两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的时代化和具体化

第一ꎬ 从中国来看ꎬ 中国共产党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ꎬ 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

指导ꎬ 并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和时代条件不断加以创新和发展ꎮ
在革命战争年代ꎬ 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努力团结国际上一切进步的力量ꎬ 助力中国的革命事业ꎮ

新中国的成立ꎬ 开启了中国外交事业的伟大新征程ꎮ 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ꎮ 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一经提出ꎬ 就得到了广大亚非国家的赞同和拥护ꎬ 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ꎮ 毛泽东在 １９７４
年会见外宾时提出了 “三个世界” 理论ꎬ 即 “美国、 苏联是第一世界” “日本、 欧洲、 澳大利亚、
加拿大ꎬ 是第二世界” “亚洲除了日本ꎬ 都是第三世界ꎮ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ꎬ 拉丁美洲也是第

三世界”②ꎮ “三个世界” 理论有着鲜明的反霸权指向ꎬ 它阐明了霸权是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ꎬ 第三世

界国家虽然弱小ꎬ 但人口众多且长期受到压迫ꎬ 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力军ꎮ 因此ꎬ 第三世

界国家要团结在一起ꎬ 维护世界公平、 正义与和平ꎬ 并组建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ꎬ 联合一切可以

联合的力量ꎬ 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 反侵略、 反压迫斗争ꎮ 毛泽东外交思想既坚定不移地

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ꎬ 同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ꎬ 对第三世界人民提供慷慨援助ꎮ 在处理与非社会

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ꎬ 毛泽东主张 “国家是国家关系ꎬ 党是党的关系” 的两个关系的原则ꎬ
旨在既维护与这些国家间的关系ꎬ 维护国家利益ꎬ 又注重相同的意识形态ꎬ 发扬共产党帮助共产党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ꎮ 为了支援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的抗法、 抗美战争ꎬ 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援助和外交声援ꎬ 为越南最终获得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改革开放后ꎬ 邓小平继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ꎬ 同时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

环境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ꎮ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进行了深入思考ꎬ 提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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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题”ꎻ 在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基础上ꎬ 形成了不结盟的外交思想ꎮ １９８４ 年ꎬ 邓小平指出ꎬ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ꎬ 是真正的不结盟”①ꎮ 不结盟政策意味着抛弃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

的旧框架ꎬ 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ꎮ 中国可以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 谋求发展的国家和

人民交朋友ꎬ 也可以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霸权的力量来反霸权ꎮ 江泽民发展了邓小平的不结盟外交

战略ꎬ 提出 “结伴不结盟” 思想ꎬ 主张求同谋和ꎬ 不搞零和性质的竞争ꎬ 积极利用资本主义体系下

的各种现有机制ꎬ 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ꎮ 胡锦涛在江泽民外交思想的基础上ꎬ
顾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 提出了 “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的和平外交思想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 “这个世界ꎬ 各国相

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ꎬ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ꎬ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

时空里ꎬ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ꎮ”② 因此ꎬ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

类面临的各种挑战ꎬ 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③ꎮ 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出发

点ꎬ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ꎬ 为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的中国全球治理观ꎬ 它倡导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积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５ 年访问越南时ꎬ 将中越关系定位为 “具有战略意义

的命运共同体”ꎬ 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中越关系上的具体化ꎮ
第二ꎬ 从越南来看ꎬ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ꎬ 而胡志明外交思想

作为胡志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同样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ꎮ 胡志明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理论ꎬ 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思想ꎬ 即 “无产阶级革命

道路就是爱国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相结合、 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④ꎮ 胡志明认为ꎬ 民族

和阶级、 国家和国际、 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都是统一的ꎬ “国际主义精神就是团结友好国家和其他国家

的人民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ꎬ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⑤ꎮ “将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 “将民族独

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的观点ꎬ 是越南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ꎬ 也是胡志明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ꎮ
可见ꎬ 胡志明外交思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时期的实践相结合ꎬ 并

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结果ꎮ 革新以来ꎬ 越南共产党继续强调以胡志明外交思想为指导ꎬ
在强调独立自主、 和平合作的同时ꎬ 提倡发扬国际主义精神ꎬ 实现国际关系的多样化ꎮ 越共总书记

阮富仲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为纪念胡志明诞辰 １３１ 周年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提出: “将民族独立与社会

主义相结合是贯穿越南革命始终的基本路线ꎬ 也是胡志明主席思想遗产的核心内容ꎮ 胡志明将其丰

富的实践经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科学理论相结合ꎬ 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彻底

解决民族独立问题、 才能为所有人和所有国家带来真正的自由、 温饱和幸福的生活的深刻结论ꎮ”
“我们要积极主动融入国际ꎬ 奉行独立自主、 和平、 合作、 发展的外交路线ꎬ 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

和领土完整、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ꎬ 实现国际关系多边化和多样化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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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从中越两国关系来看ꎮ 在中越两国建交 ７０ 周年之际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与阮富

仲总书记通电话时强调: “中越是前途相关、 命运与共的好邻居、 好朋友、 好同志、 好伙伴ꎬ 当前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ꎬ 同时也面临更多风险挑战ꎬ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加强战略沟通ꎬ 为

新时代中越关系擘画蓝图、 引领定向ꎮ 我们要不断巩固双方政治互信ꎬ 弘扬中越传统友谊ꎬ 夯实两

国关系的根基ꎮ”① 阮富仲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与习近平总书记通电话时表示: “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变化

背景下ꎬ 巩固和发展越中两党、 两国、 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至关重要ꎮ 越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

信ꎬ 强化党际交往ꎬ 加快落实双方务实合作协议ꎬ 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ꎬ 为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合作发展作出贡献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ꎬ 习近平主席同新任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通电话时指出: “双方要坚持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两党两国关系ꎬ 锚定中越关系前进的正确方向ꎮ 中国党和政府坚定奉行

对越友好方针ꎬ 赞赏越南新一届领导集体继续把对华关系置于外交政策头等优先ꎬ 愿同越方不忘中

越传统友好初心ꎬ 牢记双方共同拥有的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ꎬ 不断赋予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的时代

内涵ꎬ 积极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ꎬ 为两党两国关系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注入新动

力ꎮ” 阮春福表示: “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高层共识ꎬ 密切政治交往ꎬ 加强团结互信ꎬ 深化经贸、
抗疫、 青年、 人文、 地方等各领域互利合作ꎬ 把越中两党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ꎬ 为地区和平和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贡献ꎮ”③ 越方领导人在此明确表达了在新时期把中越两国关系推向 “新的高

度” 的愿望ꎮ 而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ꎬ 符合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ꎬ 具有坚守两

党两国友好合作初心、 共同理想目标和历史使命的时代内涵ꎮ
综上所述ꎬ 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形成的ꎬ 共同的理想

目标和历史使命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依归ꎮ 面对新的时代发展要求ꎬ
两党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的愿望ꎮ

二、 中越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两国之间宝贵的

传统友谊和深厚的历史土壤

　 　 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不仅具有共同的理想目标ꎬ 而且两国地理上山水相连ꎬ 文化上同文同种ꎮ

长期以来ꎬ 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经受了实践检验ꎬ 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ꎬ 这成为构建

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ꎮ
１. 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ꎬ 两党早期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２０ 世纪初ꎬ 周恩来、 胡志明等中越两党早期领导人不谋而合ꎬ 出国寻求救国之路ꎮ 他们在国外

相识、 相知、 相助ꎬ 共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回中国和越南ꎬ 并点燃革命的火种ꎮ
１９１１ 年ꎬ 阮必成 (即胡志明) 开始到国外寻求救国之路ꎮ 他的足迹遍及亚洲、 欧洲、 美洲和非

洲ꎬ 最后落脚法国ꎬ 志在找到法国殖民者对越南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源ꎮ 在法国ꎬ 胡志明作为发起人

之一参加了 １９２０ 年成立的法国共产党ꎮ 同一时期ꎬ 在五四运动前后ꎬ 为寻找民族解放道路ꎬ 一批中

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ꎬ 他们中有周恩来、 蔡和森、 赵世炎、 陈延年、 陈乔年、 王若飞、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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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ꎮ 这期间ꎬ 法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经常联系ꎬ 胡志明与

周恩来等人由此相识ꎮ 胡志明还介绍赵世炎、 陈延年、 陈乔年、 王若飞、 萧三等五位中国同志加入

法国共产党①ꎮ
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ꎬ 胡志明以共产国际派驻广州国民政府代表鲍罗廷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Ｍａｒｋ￣

ｏｖｉｃｈ Ｂｏｒｏｄｉｎ) 的翻译身份在广州开展革命活动ꎬ 筹备建立越南共产党ꎮ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ꎬ 胡志明在广

州成立了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越南共产党的前身ꎮ 该会共开办了 １０ 期特别政治训练班ꎬ
为越南革命培养了 ７０ 多名骨干人才②ꎮ 胡志明曾邀请周恩来、 李富春、 澎湃、 刘少奇等到训练班授

课ꎬ 并组织训练班中的越南青年到毛泽东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ꎬ 有时胡志明也在讲习所授课ꎮ
在广州活动期间ꎬ 胡志明积极参加中国工人运动ꎬ 并带领一些越南青年参加了中国革命运动ꎬ 包括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的省港工人大罢工等ꎮ 他还选派了一些越南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ꎬ 其中包括著名的

洪水将军 (越南名阮山、 武元博)ꎮ 洪水于 １９２７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参加过广州起义ꎬ 也参加过二

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ꎬ 还参加过越南抗法战争ꎬ 先后被越南和中国授予少将军衔ꎬ 因而拥有

“两国将军” 的称号ꎮ
２. 在革命战争年代ꎬ 两党和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和帮助ꎬ 铸就了深厚的传统友谊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ꎬ 胡志明在华南、 西南及中越边境开展革命活动ꎬ 足迹遍布广西、 云南和四

川等地ꎮ 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ꎬ 胡志明 (化名胡光) 负责撰写简报工作ꎬ 宣传革命思想ꎻ
他还给共产国际写信ꎬ 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ꎮ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底ꎬ 胡志明前往昆明ꎬ 在云南省委

的帮助下与越南共产党海外指挥部取得了联系ꎮ 在云南期间ꎬ 胡志明号召当地越侨与中国同志团结

合作ꎮ 他在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发表于 «救亡日报» 的 «安南歌谣与中国的抗战» 一文中写道: “越
南兄弟姐妹们啊ꎬ 快快起来救中国! 努力帮助中国人民! 中国越南如唇齿相依ꎮ 须知唇亡则齿寒ꎬ
救中国就是救自己ꎮ”③ １９４９ 年ꎬ 越南人民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配合ꎬ 参加广西十万大山战斗ꎬ 帮助

剿灭粤桂滇地区和中越边境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力量ꎮ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ꎬ 越南革命者黎广波、 陈山洪、 黄国云等人就在广西靖西一带边境地区进

行革命活动ꎮ 在中国边民的帮助下ꎬ 他们开辟了从越南北坡到广西的多条交通线ꎬ 每一条交通线上

都有广西农民的家作为落脚点ꎮ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ꎬ 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靖西正式成立ꎬ 在中越边境

开展公开活动ꎬ 举办干部培训班ꎬ 培训从越南过来的爱国青年ꎬ 靖西因此成为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ꎮ
这一时期ꎬ 共有大约 ５０ 名越南革命者在靖西活动ꎬ 边境地区的村民克服重重困难ꎬ 为他们提供了衣

食住行等帮助ꎮ 越南爱国青年在接受培训之后被派回越南ꎬ 开展基层组织工作ꎮ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ꎬ 胡志

明与冯志坚、 武英等人由靖西边境 １０９ 号界碑附近的小路回到越南北坡ꎮ 这是胡志明在阔别祖国 ３０
年后第一次回国ꎮ 之后ꎬ 胡志明还多次回到靖西活动ꎮ 在这里ꎬ 胡志明、 黎广波、 陈山洪等人曾与

广西边民按当地传统方式ꎬ 杀鸡取血ꎬ 饮酒结拜兄弟ꎬ 靖西边民张廷维被尊为大哥ꎬ 胡志明为二哥ꎬ
他们情同手足ꎬ 亲密无间④ꎮ 广西边境线上的龙州ꎬ 也曾有不少越南革命者在此活动ꎬ 因而成为越

南革命另一个重要的海外根据地ꎮ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ꎬ 胡志明带领十多名越南青年ꎬ 离开广西柳州经龙州

回国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 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取得了 “八月革命” 的胜利ꎬ ９ 月 ２ 日宣布成立越南

民主共和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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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ꎬ 中越两党领导人和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信任、 相互扶持、 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ꎬ
这对两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是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ꎬ 为两国革

命胜利后继续深入合作打下了深厚的历史根基ꎮ
３. 两国建交 ７０ 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ꎬ 中越关系保持正确航向得益于两党的引领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１９７６ 年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

和国并沿用至今)ꎬ 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ꎬ 开启了中越关系的新篇章ꎮ 建交 ７０ 多年来ꎬ 虽然两国

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ꎬ 但最终总能回到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ꎮ 这得益于在每个重要历史时期两

党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作出的明确定位和正确引领ꎮ
“同志加兄弟” 的关系定位ꎬ 为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ꎮ 越南革命领袖胡

志明主席用 “同志加兄弟” 来概括中越关系ꎬ 这是对革命战争年代两党和两国人民亲密而坚定的革

命情谊的真实反映ꎬ 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两国关系的主基调ꎮ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为越南提供慷慨无私的援助ꎬ 为越南获得抗法、 抗美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ꎮ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４ 年ꎬ 应越共中央和胡志明的请求ꎬ 中共中央作出了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ꎬ 中国本着 “全力

支援ꎬ 战场需要什么ꎬ 需要多少ꎬ 都尽力尽快提供” 的方针满足越南的需要ꎬ 提供了大量物资援

助①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援越抗法期间ꎬ 中国援助越共 １５ ５ 万支 (挺) 枪支、 ５７８５ 万发枪弹、 ３６９２
门炮、 １０８ 万发炮弹、 ８４ 万枚手榴弹、 １２３１ 辆汽车、 １４０ 万套军服、 １ ４ 万吨粮食和副食品、 ２ ６ 万

余吨油料ꎬ 以及其他大量医疗和军用物资②ꎮ 同时ꎬ 中央还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作为政治

顾问团团长、 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 韦国清作为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ꎬ 赴越南帮助训练越南干部、
部队并组织边界战役ꎮ 在中国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ꎬ １９５４ 年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大捷ꎬ 迫使法国

全部撤军ꎬ 越南北方获得解放ꎮ 胡志明激动地作诗一首ꎬ 道出了 “越中情谊深ꎬ 同志加兄弟” 的深

情感叹ꎮ 越军战役指挥部在总结报告中说: 这一仗是当时越南 “抗战史上一次最大的胜利”ꎬ 证明

“毛泽东军事思想ꎬ 非常适合我国的环境和武装斗争”③ꎮ
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ꎬ 中国同样本着 “同志加兄弟” 的精神ꎬ 在精神道义和物资上对越南提供

了大量援助ꎮ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ꎬ 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 打起仗来ꎬ 你们可以把中

国当成你们的后方④ꎮ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毛泽东主席对来华访问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明确

表示: “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ꎬ 共同对敌ꎮ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ꎬ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ꎮ”⑤ “如果美国冒

险打到北越ꎬ 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ꎮ”⑥ ８ 月初ꎬ 美国借口 “北部湾事件” 发动对北越的大规模轰

炸ꎬ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ꎬ 美国已经跨过了 “战争边缘”ꎬ “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ꎬ 就是

对中国的侵犯ꎬ 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⑦ꎮ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ꎬ 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说: “七亿中国人

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ꎬ 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ꎮ”⑧ 据不完全统计ꎬ 越南抗美战

争期间ꎬ 中国先后派出援越领导小组和各种作战部队总计 ３２ 万余人ꎬ 并无偿援助了大量武器和战斗

物资ꎬ 付出了死亡 １１００ 人、 伤残 ４２００ 人的代价ꎬ 为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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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越军培养了大量指挥和技术人员①ꎮ
“结束过去、 面向未来” 的共识是开启中越关系正常化的钥匙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对

峙之后ꎬ 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ꎬ 中越两国领导人在成都会晤ꎬ 达成 “结束过去、 面向未来” 的

共识ꎮ 这一共识重新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大门ꎬ 为 １９９１ 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并快速进入全面恢复和

发展时期扫清了障碍ꎬ 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十六字” 方针为 ２１ 世纪的中越关系确定了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ꎮ 在世纪之交的 １９９９ 年ꎬ 为推

动 ２１ 世纪两国关系顺利发展ꎬ 中越两党领导人达成了 “长期稳定、 面向未来、 睦邻友好、 全面合

作” 的 “十六字” 指导方针ꎬ 为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定下了原则基调ꎬ 从而推动了两国陆地边界

的顺利划分、 北部湾湾口外的划界和两国渔业协定等重要协议的签订ꎬ 进一步推动 ２１ 世纪初中越关

系在党政军各界及经贸合作、 民间交流等各领域的全面发展ꎮ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建设 “和谐世界” 外交思想在中越关系中的体现ꎬ 为新时期中越

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胡锦涛访问越南时指出ꎬ “我们双方在长期稳定、 面向未

来、 睦邻友好、 全面合作的 １６ 字指导方针指引下ꎬ 不断谱写中越友谊的新篇章ꎬ 决心永做好邻居、
好朋友、 好同志、 好伙伴”②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在越共总书记农德孟访华期间ꎬ 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ꎬ 从而为双方在各领域、 全方位的合作关系提出了新的目标定位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越南国家主

席张晋创访华时ꎬ 两国签署了 «中越两国政府落实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③ꎮ
中越建交 ７０ 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ꎬ 两国关系在不同阶段能够不断向前发展ꎬ 得益于两党两

国领导人的方向性引领ꎮ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 ２０２１ 年中国已经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ꎮ ２０２１ 年初召开的越共十三大ꎬ 标志着越南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ꎮ 当前ꎬ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两党两国领

导人都表达了提升新时期两国关系的愿望ꎬ 这是基于历史经验而形成的共识ꎬ 它夯实了构建具有战

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基础ꎮ

三、 两国友好合作的丰富成果和巨大潜力

成为推动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实践动力

　 　 建交 ７０ 多年来ꎬ 中越两国在政治、 经济、 人文和军队等各方面的关系不断深化ꎬ 为两国人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ꎬ 对两国社会主义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ꎬ 中越

经贸合作逆势上扬ꎬ 充分体现了中越关系的韧性和相互依存性ꎻ 两国在抗疫方面日益加深的合作ꎬ
彰显了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现实基础ꎮ

１.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越建交 ７０ 多年来ꎬ 两国关系日益紧密ꎬ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ꎮ
一是政治上的相互支持成为两国社会主义稳定发展的重要压舱石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中华人

民共和国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ꎬ 对改善新生的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和提振ꎬ 在越南对外关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ꎮ 越南因此把 １ 月 １８ 日定为 “外交胜利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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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大肆发动 “颜色

革命”ꎬ 进行 “和平演变”ꎬ 导致了苏东剧变ꎮ 中越两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受到强烈冲击ꎬ 越南出

现了怀疑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正确因而要 “重新选择道路” 的思潮ꎬ 中国也曾一度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潮泛滥ꎬ 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遭受考验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外工作的战

略部署ꎬ 党的对外交往的重心转向朝鲜、 越南、 老挝和古巴四个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执

政党ꎮ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ꎬ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联手 “制裁” 中国的情况下ꎬ 中越两党一度中断的关系由于

双方共同修复而出现转机①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中越两国领导人在中国成都进行了会晤ꎬ １９９１ 年两国关系实

现正常化ꎬ 各层次各领域友好往来全面迅速展开ꎮ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表示支持中国共

产党ꎮ 这对于打破西方集团对中国的封锁和包围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也进一步夯实了中越关系的政治

基础ꎮ 中越关系正常化ꎬ 对于越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支撑作用ꎮ １９９１ 年越共七大召

开ꎬ 通过了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ꎬ 明确提出越南将继续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ꎬ 明

确指出苏联的解体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ꎬ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过时ꎮ 越共七大成为越南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新起点ꎮ 其后ꎬ 西方国家逐步改变了对越南的封锁和禁运ꎬ 越南与

东盟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ꎬ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ꎬ 越南对外关系开创了新局面②ꎮ
两国政治关系的稳定ꎬ 推动了两国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全面发展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在 “十六字”

方针的指引下ꎬ 中越两党领导人频繁互访ꎬ 党际关系带动两国关系全面和持续改善ꎬ 为成功解决陆

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为寻求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ꎬ 中越两党在

２０１１ 年签署了 «关于指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ꎬ 为

两国逐步解决南海问题作出了原则性和方向性的指导ꎮ
此外ꎬ 越南在台湾、 西藏、 香港问题以及联合国席位等涉及中国主权和内政外交的问题上给予

中国坚定的支持ꎬ 这也成为推动中越两国在经贸和人文等其他领域合作的重要动力ꎮ
二是两国经贸合作关系日益深化ꎬ 其成果为两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提供重要支撑ꎮ 在越南抗法

抗美战争时期ꎬ 中方给予越南大量的物资和经济援助ꎬ 为越南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ꎮ １９８６
年越南实行革新以来ꎬ 特别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后ꎬ 中国对越经济合作由以援助为主转向基于一般国

际贸易和经济合作规则的正常国际经贸合作关系ꎮ 在政府引领和市场驱动双重动力驱动下ꎬ 中越经

贸合作关系持续不断快速发展ꎮ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ꎬ 双边商品贸易额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３２００ 万美

元跃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２２ ８ 亿美元ꎬ ３０ 年间增长了 ６０００ 多倍ꎮ 中越双方相互间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

提高ꎬ 越南对华贸易连续多年占其外贸总额的 ２５％左右ꎮ 中国连续 １７ 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ꎬ
越南也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超越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ꎮ 与此同时ꎬ 随着中国 “走出

去” 战略的实施ꎬ 对越投资额逐年上升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成为越南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ꎮ
在经济合作方面ꎬ 两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战略对接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越方提议两国共同落实 “两廊一

圈” 规划ꎬ 得到了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ꎮ 越南国家领导人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出席

中国举办的两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ꎬ 实现了 “一带一路” 倡议在越南的落地和与越南

“两廊一圈” 规划的对接ꎮ
跨境经济合作开辟两国经贸合作新境界ꎮ 中越边境长达 １４５０ 多公里ꎬ 两国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具

备得天独厚的条件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 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

１４１

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历史经验与实践动力

①
②

参见于洪君: «党的对外交往: 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潘金娥: «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４１ 页ꎮ



商务部与越南工贸部签署了 «关于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框架协议谈判进程的谅解备忘

录»ꎮ 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ꎬ 是两国拓展经贸合作渠道、 创新边境合作新模式、 增进边民福

祉的重要举措①ꎮ 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成后ꎬ 将大大减少关税成本ꎬ 有助于两国抵御当前不稳定

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外部环境风险ꎬ 同时还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ꎬ 增进两国

边境地区民间交流与了解ꎬ 在地理和心理上缩短两国之间的距离ꎬ 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夯实物资

基础和社会基础ꎮ
三是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ꎬ 为实现民心相通提供了条件ꎮ 中越两国地理相连ꎬ 文化同根同源ꎬ

这是两国人文交流得天独厚的条件ꎮ 胡志明在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 日宣布独立之日发表的 «致华侨兄弟

书» 中指出: “我们越中两民族ꎬ 数千年来ꎬ 血统相通ꎬ 文化相同ꎬ 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ꎮ”② 革

命战争年代ꎬ 虽然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还未兴起ꎬ 但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ꎬ 两党领导人和两国人民

之间已铸就了 “同志加兄弟” 的亲密关系ꎬ 这已超越了一般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关系ꎮ
在 １９９１ 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ꎬ 两国人员、 货物往来日益密切ꎬ 大量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进入越

南ꎬ 深受越南观众好评ꎬ 两国文化交流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ꎮ 近年来ꎬ 中越两国人员往来和文化交

流形式多样ꎬ 内容丰富ꎮ 在两党和两国各级政府的推动下ꎬ 中越青年友好会见、 人民论坛、 媒体交

流和记者互访、 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间友好交流、 边境联谊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丰富多彩ꎬ 为增进两

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提供了多种平台和机制ꎮ 然而ꎬ 由于中越两国海上争议问题未能得到顺

利解决ꎬ 在国际环境变化和西方干扰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ꎬ 两国民众之间因此产生了隔阂ꎬ 互信度

降低ꎮ 在某些媒体的渲染和误导下ꎬ 越南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增多ꎬ 这对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构成了

重要的障碍和挑战ꎮ
中越人文交流事关两国民心向背ꎮ 我们应充分发挥两国相同的文化基因、 “同志加兄弟” 的宝

贵精神财富、 共同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观念等特殊优势和有利条件ꎬ 继续增进两国交往ꎬ 促进相互理

解和信任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从长远和大局出发ꎬ 倡导合作共赢ꎬ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ꎬ 在合作

中化解争议ꎬ 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扫清现实障碍ꎮ
２.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越关系继续深化ꎬ 彰显两国合作关系的潜力和韧性

２０２０ 年ꎬ 世界各国的交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受到强烈冲击ꎬ 世界经济和贸易规模大幅下

降ꎮ 然而ꎬ 中越两国的经贸关系却继续呈现较快发展态势ꎬ 助力两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现经

济正增长的经济体ꎬ 充分彰显了两国关系的潜力和韧性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越经贸合作继续取得长足进展ꎮ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ꎬ ２０２０ 年中越双边贸易额再创

新高ꎬ 达到 １９２２ 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８ ７％ ꎮ 中国继续保持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ꎬ 是越南最大的

进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市场ꎻ 与此同时ꎬ 越南继续保持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地位ꎬ 并成为中

国的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 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八大进口市场ꎮ ２０２０ 年中越投资关系也取得了较快

发展ꎮ 中国对越直接投资达 １３ 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 ９％ ꎻ 中国企业在越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４９ 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２ ７％ ③ꎮ 而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ꎬ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越投资额达到 ２４ ６
亿美元ꎬ 占越南吸收外国投资总额的 ８ ６％ ꎬ 在 １１２ 个对越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ꎬ 中国位居第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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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新加坡和韩国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和越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ꎬ 两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取得

经济正增长的国家ꎮ 这一方面源于两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 另一方面得益于中越两国的相互帮

助ꎮ 在 ２０２０ 年中国疫情最严峻时ꎬ 越南党、 政府、 政治社会组织以及人民通过适当的形式协助中国

人民抗击疫情ꎬ 赠予中国数批口罩和医疗设备物资ꎻ 当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ꎬ 开始回馈越南的

援助ꎬ 多次向越南赠送抗疫物资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以来ꎬ 为了帮助越南农产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通关速度ꎬ 中方加大了口岸的通关

便利化措施ꎮ 进入 ７ 月以来ꎬ 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开始在越南泛滥ꎬ 感染人数从 ７ 月初的 ２ 万

余人暴增到 ８ 月底的 ４５ 万余人ꎬ 河内、 胡志明市相继封城ꎬ 胡志明市还实施了军管ꎮ 在这样的背景

下ꎬ 中国政府提供 １５ 万剂疫苗对越实施 “春苗计划”ꎬ 为在越南旅居的华人、 中越边境地区居民和

有来华需求的越南公民优先接种疫苗ꎬ 还无偿援助越南 ５００ 多万剂疫苗ꎬ 并优先满足胡志明市政府

采购 ５００ 万剂国药疫苗的计划ꎮ 此外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向越南人民军援助 ２０ 万剂疫苗ꎮ 中越两国

军队之间的团结合作ꎬ 已成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ꎮ 预计中越两国还将在防疫方

面开展进一步的合作ꎬ 包括合作生产疫苗、 举办两国防疫抗疫经验交流等ꎮ 此外ꎬ 中国的地方政府

如广西还将加大对越南的抗疫物资和疫苗援助ꎬ 以帮助越南尽早摆脱疫情影响ꎬ 早日恢复正常的生

产和生活ꎮ 中国成功抗疫的事实和慷慨实施国际援助的实际行动ꎬ 有助于化解一些越南民众对华的

错误认知ꎬ 证明中国是值得信任、 靠得住的好同志、 好朋友、 好邻居、 好伙伴ꎮ

四、 结论与展望

由于历史、 地理、 文化、 制度等原因ꎬ 中越关系超越了一般国家间关系ꎬ 具有特殊性ꎮ 这种特

殊的双边关系既有利于合作的一面ꎬ 也有一些难以按一般国际关系规则处理的难题ꎮ 因此ꎬ 中越两

国之间需要探讨和建立符合两国具体情况的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径ꎮ
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强大的实践动力ꎬ

是新的历史时期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正确方案ꎮ 目前ꎬ 中国和老挝已签署了 “中老命运共同体行

动计划”ꎬ 启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实施方案ꎮ 该项计划中的中老铁路预计将于 ２０２１ 年底通车ꎬ 老挝由

此将从 “陆锁国” 变成中国和东盟之间的 “陆连国”ꎮ 中老之间还有多项合作在有序推进中ꎬ 这些

合作项目对老挝消除贫困、 实现早日摆脱不发达国家状态的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中国、 越南和老

挝既是邻居ꎬ 又同是社会主义国家ꎬ 因此ꎬ 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可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

体提供有益借鉴ꎻ 与此同时ꎬ 中越、 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ꎬ 必将助力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

建命运共同体ꎬ 从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ꎬ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ꎮ
越共十三大后ꎬ 新任越南外交部部长裴青山提出ꎬ 越南将进一步深化与周边邻国、 战略伙伴、 全

面伙伴、 传统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ꎮ 中国既是越南的邻国ꎬ 又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ꎬ 同时也是传统友

好国家ꎬ 因此ꎬ 中国无疑将继续是越南外交的头等优先对象国ꎮ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ꎬ 中越关系

具有特殊意义ꎬ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对越友好合作关系ꎮ 可见ꎬ 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命运共同体ꎬ 无

疑契合了当前两国外交的总体路线方针和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要求ꎮ
２０２１ 年初召开的越共十三大制定了越南发展的 “两个百年目标”ꎬ 即到 ２０３０ 年越南共产党建党

１００ 年时ꎬ 越南将成为工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ꎻ 到 ２０４５ 年越南建国 １００ 年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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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发达国家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并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ꎬ 目标是到 ２１ 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ꎮ 可见ꎬ 中越两国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 同步的ꎮ 中越两党两国加强战略合作ꎬ
无疑将有利于两国 “百年目标” 的实现ꎮ

当前ꎬ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既有机遇ꎬ 也面临重大挑

战ꎮ 中越两党两国应凝聚思想共识ꎬ 加强战略互信ꎬ 克服现实障碍ꎬ 尤其是要妥善处理海上问题ꎬ
以合作促发展ꎬ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ꎬ 将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

共同体ꎬ 共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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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８７ 页) 和推动工作ꎮ 底线思维方法指的是科学设定最低目标、 做好最坏准备ꎬ 在准确把握

底线的基础上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方法ꎮ 提高底线思维能力ꎬ 要求我们凡事从最坏处着眼、 向最好处

努力ꎬ 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ꎮ 系统思维方法指的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全貌ꎬ 把事物放到系统中

加以研究分析的方法ꎬ 提高系统思维能力ꎬ 要求我们必须用整体性观点、 全局性观点观察事物及其

各个要素、 结构ꎬ 用联系的观点考察一个系统和其他系统的相互联系和作用ꎬ 处理好系统与要素、
整体与部分、 全局与局部、 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ꎮ

总之ꎬ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容ꎬ 高度

重视并善于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ꎮ 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ꎬ 这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ꎮ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并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科学思

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ꎬ 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ꎬ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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