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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盟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于2006年，即“中国-东盟友好

合作年”，10月30日，会聚中国南宁，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

　　共同努力和发展的15年

　　二、我们回顾了中国-东盟对话关系的进展，对双方全面的、在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不断深

化的合作表示满意。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各自的发展，给

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

献。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为加强中国-东盟未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我们对2003年在巴厘岛签署《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以及

于2004年在万象通过《中国-东盟行动计划》以来，双方得以加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表示高度赞

赏。我们赞扬中国于2003年在巴厘岛成为第一个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东盟对话伙伴

国。我们对双方于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表示高兴。2002年发表的《中国与东盟非传

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促进了双方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

　　四、我们欢迎2002年在金边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取得的积极成效。

2005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303.7亿美元。东盟对华实际投资总额达到31亿美元，中国2005年对东

盟成员国投资为1.58亿美元。鉴此，东盟欢迎中国关于增加对东盟投资的承诺。我们对在中国南宁

成功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感到高兴。这推动了双方

商业界的交往，促进了中国和东盟间的贸易和投资。设想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形成。

　　五、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中国-东盟的重点合作领域已由5个扩大到10个，这些领域包括：农

业、信息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双向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

卫生。此外，双方还签署了若干谅解备忘录。这些活动促进了双方在应对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

新挑战以及更多人员交流方面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共同迈向未来 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六、我们认为，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在过去15年取得成果是因为双方恪守《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所体现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

及其他相关的国际法、条约和公约。中国-东盟关系将继续以这些原则为指导。



　　七、迈向未来，我们同意进一步增进相互信任和了解，使我们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与双方战略伙

伴关系的目标相适应，以进一步推动本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

　　八、我们重申将致力于有效地落实：

　　(一)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

　　(二)2003年《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三)2004年《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以及;

　　(四)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其他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九、我们致力于深化中国与东盟在10大重点领域里的合作。在加强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将考

虑2005年《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的意见。

　　十、东盟各国领导人，高度赞赏中国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努力，包括落实东盟安全共同

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行动计划、《万象行动计划》、《东盟一体化倡

议》和其他东盟倡议。鉴此，东盟欢迎中国向东盟发展基金捐资100万美元，并提供100万美元，资

助《东盟一体化倡议》项目。

　　十一、我们将共同努力推进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将对东盟与其他对话伙伴的对话

关系起到促进作用，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巨大贡献，从而确保我们双方的人民享有持久繁荣与进

步。为此，我们表达实现以下目标的决心：

　　政治和安全合作

　　十二、我们承诺保持高层往来；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与信息交流；促进包括反腐败

在内的刑事司法和执法合作；鼓励国防及安全官员之间的交流；共同努力维护本地区的海上安全；

以东盟为主导，加强灾害管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地区合作，包括灾后重建和恢复。

　　十三、中方支持和欢迎东盟为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所做的努力。东盟赞赏中方签署《东南亚

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意向，将继续就此与中方协商。

　　十四、我们也承诺有效地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共识的基础上，为最终达成南海行为

准则做出努力。这将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十五、我们承诺完全支持东盟实现安全共同体。

　　经济合作

　　十六、我们决心按时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包括2010年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

2015年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如《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所展望的那样，努力尽快达成协议，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在中国和东盟

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并具有竞争力的投资机制以促进投资；建立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和旅游

促进中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它们对地区经济的参与；在确保能源安全、能效和开发替代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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