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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马中命运共同体 共筑中国—东盟合作典范” 
 

许庆琦， 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 

 

尊敬的各位父老宗亲，朋友们， 女士们，先⽣们， 

⼤家下午好。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雪隆许氏宗亲会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与各位父老宗

亲齐聚⼀堂，共同探讨马中关系的发展与展望，倍感荣幸。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4 月 15 日至 17 日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并于访

问前夕在马来西亚各大媒体发表题为《让中马友谊之船驶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的署名文章。文中指出，中马建交以来，双方始终坚持战略自主，相互

尊重，互利共赢，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树立了

国与国相互成就、合作共赢的典范。 

 

访问期间，中马双方还联合发布了《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联合

声明》，强调两国是“世代友好的亲密邻居”、“携手发展的真诚伙伴”和“情同

手足的知心朋友”。 

 

马来西亚于 1974 年 5 月 31 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

的东盟国家。然而，由于那时候全球还处在冷战格局中，中马建交后的前十



 

 

年两国关系相对较为克制与保守，那时候马来西亚人要去中国旅行，还必须

获得政府批准。 

 

直到 1985 年，时任总理马哈迪首次访华，才开始逐步放宽双边旅行限制。

特别是 1989年合艾协议签署、1992年冷战结束后，中马关系迅速升温。 

 

自 1991 年起，马中两国每年轮流在马来西亚和中国举行磋商会议，作为双

方就双边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的机制。2010 年，该机制更名为“战略磋商”，

进一步凸显马中关系在亚太地区的重要角色。2013 年，双方正式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合作的新阶段。 

 

马中建交 50年，双方始终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双边关系总体稳固向前、不

断深化发展。从国家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到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包括贸易、

投资、海运、教育、文化、旅游、中医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9 年起，中国连续 16 年成为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

伙伴。而现任总理安华自 2022 年上任以来，两年内三次访问中国，足见他

对中马关系的高度重视。2023 年，习近平主席与安华总理就构建“中马命运

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中华民族以和为

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人合一思想在 21世纪的具体体现。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

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 世界现在高度互联，所有国家都极其相互依赖，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

拥有共同未来的社区。 



 

 

 

2017 年 10 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 年 3 月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写入宪法序言部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 2017 年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以来，多次被纳入

联合国大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各类决议，涵盖了和平、安全、人权等多个领

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该理念的高度重视与广泛认同。 

 

2017年 2月 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题为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的决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写入联合国决议中。 

 

2023 年 10 月 31 日，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表决通过的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等决议，均

重申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时代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现了合作

共赢、和平发展的理念，强调和平而非战争，协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相互

尊重而非分裂对抗。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政

策的重要指导原则。它构成中国处理双边关系和推动长远发展的战略基础，

体现了中国坚持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交往目

标。中国始终主张，不论国家大小、强弱、远近，均应一律平等相待。 

 



 

 

“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必须加以珍惜与呵护。面对

全球气候变化，各国应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携手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精髓，从全人类整体利益

出发，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局限。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全球

命运的紧密相连 - 病毒不分国界、不论种族，抗疫也不应有界限。只有全球

人民团结合作，才能战胜这场百年一遇新冠大流行。 

 

2022年俄乌冲突再次提醒世界和平的珍贵。进入全球化时代，这场战争已突

破传统地缘边界，演变为涵盖信息、网络、经济、科技、金融等多领域的“去

领土化”冲突。其影响波及全球，波及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疫情与冲突双重催化了全球格局的深刻变革。排他性的霸权主义日渐失去人

心，国际社会对更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人类命运共同体”

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边主义发展的潮流，成为全球多数国家的共同期

盼。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的外交政策指导原则，它是中国长远发展与其他国

家双边关系的战略思想的基础。该理念是中国的和平、平等、发展、合作共

赢的外交政策目标的体现，国家不管大小远近，中国都一律平等相待。 

 

“马中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外交中的具体实践，

体现了中马关系在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基础上的持续深化与战略升级。 

 

在经济方面，中国连续多年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投资、互联

互通合作深入推进，强调共同发展、互利共赢。而中马在教育、旅游、文化

等人文交流频繁，大大有利民心相通 



 

 

 

“马中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马关系的战略定位，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东盟国家的本土化实践。通过深化政治互信、推动经济融合、促进民心相

通、加强安全合作与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马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

平、稳定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当前，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马中命运共同体不仅为两国带来更加

广阔的合作前景与发展机遇，也为中国—东盟合作树立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