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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4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全文如下：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

　　——“加强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

　　我们，柬埔寨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联邦共和国、泰王国、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于2020年8月24日通过视频举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简

称“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会议主题为“加强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

　　当今世界正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机遇和挑战并存。重申加强多边主义，支持合作

共赢，对各成员国应对挑战、确保受益至关重要。澜湄合作致力于促进区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增

进人民福祉，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推进南南合作，以进一步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忆及我们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中的坚定承诺，即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

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以及《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金边宣言》提出的愿景，即以“我们的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之河”为基础推进澜湄合作。

　　表达我们通过营造持久和平、稳定、团结与和谐的有利环境，推进澜湄合作的共同愿望和意

愿，这将有利于实现澜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共同应对本地区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

境挑战，实现本地区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

　　重申协商一致、平等相待、自愿参与、协商协调和共建共享的原则，尊重《联合国宪章》《东

盟宪章》和国际法，以及各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程序。

　　重申澜湄合作自2016年启动以来在各领域取得的显著发展，以及在落实《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

划2025》、“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愿景，推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南南合

作以及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欢迎于2018年12月17日在老挝琅勃拉邦省成功举行的澜湄合作第四次外长会以及于2020年2

月20日在老挝万象举行的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和

《第五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等一系列战略性政策文件，散发了《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

－2022）进展报告》。

　　欢迎澜湄水资源合作提质升级，赞赏中方分享澜沧江全年水文信息，以及于2019年12月在中国

北京成功举行的首次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会议核可了《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联合声

明》和《澜湄水资源合作项目建议清单》，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赞赏澜湄合作和湄公河委

员会采取积极步骤建立伙伴关系，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和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签署谅解备忘录，加

强沿岸国家间合作，在本区域水资源合作中形成合力，为区域长远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利益作出努

力。



　　高度赞赏中国通过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持续支持实施一系列区域性项目，加强第四次工业革命

背景下的能力建设，增进人员交往，进一步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赞赏上述项目的重要作用，

希望基金支持更多务实管用、惠及民生的项目。

　　赞赏各国秉持团结合作精神，相互支持帮助，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分

享防控、诊疗等技术指南，为抗击疫情作出积极努力。欢迎中方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框架下设立

“澜湄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持未来六国的公共卫生合作项目。

　　赞赏各优先领域联合工作组取得的丰硕成果，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环境合作中心、农业合作

中心、青年交流合作中心、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以及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高效运行，认为上述联合工

作组和合作中心为深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致力于秉持开放包容的澜湄合作精神，考虑和尊重各国国家战略、发展愿景、部门和总体规

划，推动澜湄合作与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中国－东盟合作优先领域相互补充，对接东盟、“一带一

路”倡议、三河流域机制、湄公河委员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现有合作机制。

　　面向未来，我们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三大支柱、五个优先领域合作，根据澜湄国家日益增长

的发展需求，探讨新的合作领域。

　　我们特此宣布：

　　一、加强政治和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政治和安全支柱对澜湄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见证多层次合作机制是促进沟通、加强政策协

调和深化政治互信的有效方式。鉴此，我们将进一步支持采取如下措施：

　　（一）秉持澜湄合作精神和原则，加强各国政党、议会和政府官员之间的高层往来与对话。根

据各国法律法规，增进六国边境地区地方政府和边境管理部门交流对话。

　　（二）坚持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准则，加强伙伴关系，确保持久和平、稳定、团结与和谐，创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有

利条件。

　　（三）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大流行病等传染性疾病、非法贩毒、洗钱、网络犯

罪、贩卖人口、走私贩运枪支弹药，洪旱、山体滑坡等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跨境雾霾，确保粮食、

水和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与信息交流以及能力建设。

　　（四）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和确保经济社会复苏，促进信息分享、经验

交流和科研合作，开展社区公共卫生干预及联合研究，推动疫情防控政策对话与交流，确保公平获

得疫苗和药物，加强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响应和应变能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

疫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污名化、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密切成员国疾控中

心及地区相关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同东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联系，指定新的

联络方式，共同维护成员国人民健康、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五）促进专家、企业管理者、高技能劳动力交流，通过加强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促进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推动讨论建设澜湄“快捷

通道”和“绿色通道”网络，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澜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加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支柱是澜湄合作实现地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主要推动力。为维持

增长态势，造福各国民众，实现普遍繁荣，应加强软、硬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产业结构调

整，保障贸易通畅，推动金融一体化，加强信息和通讯技术，科技创新、环保、可持续能源生产和

利用、农业竞争力和减贫、农村协调发展等合作，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鉴此，我们将支持采

取如下措施：

　　（一）加强澜湄国家之间以及与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制定澜湄国家互联互通合作规划，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互为补充，促进贸易、投资、电力互联互通、工业、科技、创新、

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民航、公路和铁路连接、旅游和人文交流。通过澜湄国家互联互通金融机构

合作机制等途径，加强对澜湄地区互联互通的金融支持。

　　（二）鼓励“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与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协调对接，充分考虑澜湄各国

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比较优势，加强贸易联通，增强经济韧性，促进产业融合，加速各国在第四次工

业革命时代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创新。

　　（三）遵循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东亚减贫合作倡议”，通过高效实施澜湄合作专

项基金项目、“东亚减贫合作倡议”示范工程以及其他减贫合作项目，加强澜湄区域农村发展和减

贫合作。

　　（四）抓紧完成《澜湄跨境经济合作五年发展计划》，以促进贸易、投资、区域电力贸易、电

子商务、经济技术合作、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制造业和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跨境经济合

作。各国可根据国内法律法规，选取至少一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最佳实践典范。

　　（五）根据《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完成《澜湄国家产能合作三年行动计划》，开展

“多国多园”合作，促进投资、就业、能力建设、减贫以及技术和创新合作；秉承互利共赢原则，

遵循适当的商业规则和国际惯例，认识到地方、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相互补充，推动澜湄各国工业

转型，提升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

　　（六）进一步加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和利用，定期举办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充分发挥

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作为本领域决策协调机制和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作为支持平台的作用。

加快落实《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通过开展政策对话，共享数据信息

和跨境水资源管理经验，加强技术合作交流，开展澜湄水资源联合研究和分析，鼓励公众参与意见

交流，加强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促进在适应气候变化、大坝安全、饮水安全、洪旱灾害管理等方

面的务实合作。支持建设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

　　（七）鼓励深化区域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实施《澜湄环境合作战略》和“绿色澜湄计划”，促

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圆桌对话等加强环境部门之间及跨部门的环境政策交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