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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亚太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构建

政治 • 外交

越南与亚太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构建

王　森

摘要：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

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越南积极推动外交转型，树立“外交新思维”，从原

来的“一边倒”向“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方向转变，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外交格局。

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南与全球 30 多个国家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涵盖了地缘

毗邻国、世界主要大国、发达国家、区域重点国家以及对自己主权安全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和

国际组织，呈现范围广、类型多、发展稳的态势。其中与“中美日俄印”五个亚太大国的伙伴关

系尤为重要。越南与中国构建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和印度构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与日本构建了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构建了全面伙伴关系，涵盖了越南伙伴关系网络的主要层次

和维度。越南与亚太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构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其“竹式外交”的历史特性，

另一方面又蕴含了微妙的“大国平衡”战略考量，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外交特性。相较于

传统的结盟 / 不结盟关系，伙伴关系的构建增加了处理外交关系的弹性，为越南发展特色外交提

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路径，使得越南在“中美日俄印”之间建立了一个多极平衡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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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越南在“新思维”的指引下，主动调整此前僵化和封闭的外交模式，

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不断深化和拓展伙伴关系网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21 年，

越共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越南外交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决议指出，越

南将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发展以及多元多边的外交政策，“主动、积极、

全面、深入广泛地融入国际。加强和深化与伙伴特别是战略伙伴、全面伙伴及其他

重要伙伴的双边合作”。a在越南调整外交模式，推动与世界各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道

a 施雪琴、郑青青：《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南

洋问题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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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多层次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是一个重要抓手。

一、越南伙伴关系网络的结构与态势

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

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a截至 2022 年底，越南和 189 个国家建立有正式

外交关系。目前，越南确立了 30 余对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按照亲疏远近和层次

深浅又可以分为“特殊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基

于某一具体议题的伙伴关系”等。

（一）越南伙伴关系网络的基本架构

1. 特殊关系。目前，越南分别与三个国家结成特殊关系：老挝、柬埔寨、古巴。

2.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 年，越南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越南与三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别

是 2001 年越南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2 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7

年越南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6 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1 年越南与

韩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9 年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22 年进一步升级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

4. 战略伙伴关系。2006 年越南与日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 年升级为“致力

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2009 年越南与西班牙，2010 年与英国，

2011 年与德国，2013 年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法国、意大利，2015 年与马

来西亚、菲律宾，2018 年与澳大利亚，2020 年与新西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5. 全面伙伴关系。2004 年越南与南非，2007 年与智利、巴西、委内瑞拉，2010

年与阿根廷，2011 年与乌克兰、欧盟，2013 年与丹麦、美国，2017 年与加拿大、缅

甸，2018 年与匈牙利，2019 年与文莱、荷兰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二）越南伙伴关系网络的基本特点

第一，“范围广”。越南伙伴关系网络十分广泛。从国家分布情况来看，越南

的主要伙伴关系涵盖了东盟成员国、世界上主要大国、主要发达国家、区域重点国

家以及传统友好国家。冷战后的越南没有正式的盟友，但其伙伴关系在东盟中是最

广泛的。越南目前与东盟所有成员国均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同时越南也是

东盟国家中唯一与联合国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以及 7 国集团（G7）所有国家、20

国集团（G20）中的 17 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伙伴关系的国家。

第二，“类型多”。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作为地区强国和中等国家，越南的

伙伴关系类型非常丰富。越南伙伴关系的不同类型，基本依据与越南本身关系的亲

疏远近进行划分，但也要注意越南官方宣称的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差异和背离。

a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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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特殊关系”包括老挝、柬埔寨和古巴，老挝、柬埔寨是基于印度支那三

国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地缘综合考虑而结成的关系，而古巴是基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

支撑延续下来的革命逻辑和友好支持，两者都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新世纪以来的越南对外政策发展过程中，只有

中国被定位于这一最高层级。与其他三十余国的关系的定位均是从基于某一特殊领

域的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开始的。

“基于某一特殊领域的伙伴关系”，适用于处理与部分关系不密切，又需要在

某一特定领域深化合作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而且往往这一关系会在合适时机升级为

“全面伙伴关系”（丹麦、荷兰）。“全面伙伴关系”的层次弱于“战略伙伴关系”，

有学者指出，与“战略伙伴关系”不同，“全面伙伴关系”并不必然需要联合机制

来监督双方条约和在关键领域长期行动计划的实施。a同时也可以在时机成熟时升级

为“战略伙伴关系”（澳大利亚、新西兰）。而“战略伙伴关系”所涵盖的国家要

么是与越南有全面的双边关系，要么是对其国家利益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也是升级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次高层级伙伴关系的必经之路，目前越南的三个“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印度和韩国）均是从这一层级升级而来的，没有一个

国家被直接定位为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越中关系的起始定位即为最高层级，这一情况得益于越南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

特殊性，同时就越中两党两国的关系而言有其逻辑必然性。但是，需要注意到当前

越南在处理这一最高层级关系的时候，会发生与这一定位不相符合的外交行为，这

一情况在后文分析与诸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会详加说明。

第三，“发展稳”。越南外交中的伙伴关系起始于 21 世纪，基本呈现均匀发展

的态势。越南最早建立的伙伴关系是和俄罗斯于2001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后，

越南不断拓展伙伴关系国家、丰富伙伴关系层级、扩大伙伴网络结构。

从 2001 年开始，除了 2002、2003 年以及 2021 年这 3 年外，每年越南都有新建

或升级的伙伴关系。这也展现了越南拓展伙伴关系的持续性。与此同时，除了 2013

年越南对东盟国家、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集中建立和升级伙伴关系以外，越南的伙

伴关系数量的增长总体呈现平缓态势，至今在越南外交关系中占比也才不到 20%，

这也体现了越南外交战略是有自己的重点和布局的。

二、越南与亚太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构建

在越南的伙伴关系中，与亚太主要大国中美日俄印的伙伴关系涵盖了其对外伙

a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Japa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4, http://www. jiia.or.jp/pdf/fellow_report/ 140711_Vietnam-
Japan_Strategic_Partnership-Final_paper_Thuy_Thi_Do. pdf,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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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的三个主要类型：第一，越南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越南与

俄罗斯和印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越南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三，

越南与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

（一）越南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属于两个不同层级，前者的定位层级要高于后者。a在越南的外交关系中，也有着

相同的定位。1999 年初，中越两党总书记确定了新世纪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

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关系框架。2008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越共中央总书

记农德孟对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与胡锦涛总书记举行了会谈。双方发表了《联

合声明》，中国和越南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越南政府赋

予大国的最高形式的伙伴关系。直到 2022 年底升级与韩国的伙伴关系之前，越南只

保留了另外两个“全面战略伙伴”，即俄罗斯 (2012 年 ) 和印度 (2016 年 ), 充分体

现了越南对越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兰德公司研究报告认为，河内在中国的伙伴关系

名称中加入“合作”一词表明，尽管在南海等领域的双边摩擦几乎肯定会限制安全

和防务合作，北京在越南的外交政策中依然保持着特殊地位。b作为战略伙伴，中

越两国建立了党、国家、国防和多维机制的紧密网络，以管理双边关系，包括一个

副总理级别的联合指导委员会。中越两国在高层互访、战略防务与安全对话、海军

联合巡逻和港口访问三个领域开展防务合作。

中越两国的关系既有传统政治因素的有力推动，又有历史纠葛，特别是 21 世

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南海问题成为横亘在中越之间的一个愈益明显的阻力。不过，

即便是在南海局势出现波折的时候，中越两国两党也始终保持了高层交往。越南党

和国家领导人先后 14 次访问中国，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 5 次访问越南。

2013 年 6 月，张晋创主席访华，与习近平主席同意将两国在北部湾的联合开发

区域扩大一倍，并将两国国有石油公司的合作延长至 2016 年。2013 年 10 月，李克

强总理访问河内。2015 年 4 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举行了会谈。双方强调要珍惜和维护中越传统友谊，

推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2015 年和 2017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两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双方发表了《中越联合声明》。c应习近平主席邀请，阮富仲于 2022 年 10

a 周方银：《伙伴关系与抗议合作——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与伙伴国的相互支持行为》，《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 年第 7 期，第 12、13 页。

b Derek Grossman, “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Vietnam),”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20,p.25.
c 《中国同越南的关系》（最近更新时间：2023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

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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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阮富仲此访是中共二十大闭幕后中方首次接

待外国领导人来访，体现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特殊重要性。a

（二）越南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是越南的传统盟友，2001 年俄罗斯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

第一个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同时俄罗斯也是“悄悄地”在越南最为在

意的海洋问题上提供实质性帮助最大的国家之一。b两国安全合作极为密切，俄罗

斯是越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越南 80% 的军备采购自俄罗斯。c

2012 年 7 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时，与俄罗斯总统普

京举行了会面，双方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 年 4 月 5 日至

7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问越南。访问期间，越南和俄罗斯在能源、投资、银行、

医疗、铁路和航空运输以及农业等领域签署了八项合作协议，d同时包含一项关于

勘探和开发越南大陆架油气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达成协议，俄罗斯将参与宁顺 1 号

核电站的建设。越南还承诺在年中加入由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

斯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截至目前，越南三分之二的天然气是在俄罗斯三大公司参

与下开采的。

2018 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

签署了 2018 年至 2020 年双边军事合作协议。2019 年为纪念两国的“国家年”，同

时也是《越俄友好关系基本原则条约》签署 25 周年，两国举行最高层次的会谈。

2022 年是越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尽管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双方

关系仍然稳步向前。面对乌克兰危机，“作为俄罗斯最亲密的伙伴和盟友，越南政

府基本上没有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避免批评俄罗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无端攻

击。”e2023 年 4 月 6 日，越俄两国副总理在越南河内召开了两国经济、贸易和科

技合作政府间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深化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f

a 《熊波大使就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接受越通社专访》，2022 年 11 月 2 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http://vn.china-embassy.gov.cn/chn/sgxw/202211/t20221102_10799367.htm。

b 张明亮：《“依华”还是“抑华”：析越共十二大后的越南外交》，《国际关系研究》，2016 年第 2 期，

第 116 页。

c Zachary Abuza and Nguyen Nhat Anh, “Vietnam’s Military Modrenizaiton”, The Diplomat, October 
28,2016,https://thediplomat.com/2016/10/cietnams-military-modernization/.
d Carlyle A.Thayer, “Vietnamese Diplomacy, 1975-2015: From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Camp to Proactiv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1, No.3,2015,pp.194-214.
e “Vietnam Briefing: Vietnam Abstains From Condemn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Vietnamese 

Magazine,March 7, 2022 , https://www.thevietnamese.org/2022/03/vietnam-briefing-vietnam-abstains-from-
condemning-russias-invasion-of-ukraine/.
f “Vietnam-Russia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convenes 24th meeting”,Vietnam+ (VietnamPlus),  April 06, 

2023,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russia-intergovernmental-committee-convenes-24th-meeting/251161.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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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与印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越南和印度在历史交往、文化交流和政治合作方面由来已久，在反殖民主义和

冷战期间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有着共同的战略考量。a印度在冷战时期对越南

的外交支持是越南对印度产生“好感”的历史根源。1954 年日内瓦会议后，越共重

新回到河内，急需外交认可的越共政权迎来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就是印

度总理尼赫鲁。20 世纪 70 年代末，越南出兵柬埔寨，印度仍是国际社会中少数支

持越南的国家。b

2007 年 7 月，印度和越南通过了《关于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罗列了五

个主要领域的合作：政治、国防和安全合作；加强经济合作和商业往来；科学和技

术合作；文化技术合作以及多边和区域合作。c在“政治、国防和安全合作”下包

含六项主要内容：(1) 副部长级的战略对话；(2) 防务供应，联合项目，培训合作和

情报交流；(3) 国防和安全机构之间的互访；(4) 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信息共享特

别是注重海上航道安全、反海盗、防止污染和搜救；(5) 反恐和网络安全；(6) 非传

统安全。此后在双方领导人的有力推动下，两国伙伴关系持续深化。2009 年，越南

和印度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开展制度化年度战略对话和高层防务交流。

2011 年 10 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寻求外交支持和军

事援助 ( 潜艇训练、飞行员转换训练、娘庄港现代化建设、中型军舰移交 )。在张晋

创访问期间，越南宣布与一家印度公司签订石油勘探合同。2013 年 11 月，越共总

书记阮富仲访问印度。2014 年 9 月，印度总统访问越南，为国防采购提供了 1 亿美

元的信贷额度。接下来的一个月，印度总理与阮晋勇在新德里举行会见，并宣布印

度将优先考虑越南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印度还向越南提供了 3 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用于购买印度商品。印度国有石油公司接受了越南提出的在南中国海增加一个石油

勘探区块的提议。d

2016 年 9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河内，并强调越南对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至

关重要，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e越印两国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

a Derek Grossman, “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Vietnam),”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20,p.46.
b 张明亮：《“依华”还是“抑华”：析越共十二大后的越南外交》，《国际关系研究》，2016 年第 2 期，

第 120 页。

c Carlyle A.Thayer,  “Vietnam On the Road to Global Integration: For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Vietnam on the Road to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etnamese Studies. Hanoi: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pp. 206-214.
d Carlyle A.Thayer, “Vietnamese Diplomacy, 1975-2015: From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Camp to Proactiv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 1, No 3 (2015) 194-214.
e Derek Grossman, “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Vietnam),”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20,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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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3 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访问印度，并在与莫迪发表

的联合声明中承诺继续深化在许多领域的防务安全合作。2018 年 11 月，印度总统

访问越南，将越南称为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关键，“越南和印度对印度—太平

洋地区有着共同的愿景，而南海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a

2022 年 6 月，印度防长辛格对越南进行访问，双方签署了关于“2030 年前防务

伙伴关系”的声明，辛格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讨论了“进一步扩大双边防务责任

方面的有效和务实举措，以及地区和全球问题”，双方还签署了关于相互提供后勤

支持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还就印度尽快向越南提供 5 亿美元防务贷款达成协议。b

（四）越南与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

2010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 克林顿访问河内，提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

略伙伴关系。双方签订了第一份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c但是关于战略伙伴关系的

谈判因人权和其他问题而陷入僵局。

2013 年 7 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美，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d《全

面伙伴关系协定》包括 9 个合作领域：政治和外交关系，贸易和经济关系，科技、

教育和培训，环境和健康，战争遗留问题 , 国防和安全、保护和促进人权、文化、

体育和旅游。其中大部分重申了已有的合作领域和机制。为保证全面伙伴关系的发

展，越美在美国国务卿和越南外交部长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和外交对话机制。

两国政府还创建了新的合作机制，这些机构包括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理事会、科学

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国防政策对话以及政治、安全和防务对话。e

越美《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推动两国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的合作，

包括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并使两国部长级定期对话制度化。越南

和美国的海上安全问题是主要议题，特别是由于中国部署 HD-981 石油平台而引起

的紧张关系。f

升级为全面伙伴关系后，越美双方的合作发展迅速，2013 年 10 月，越南与美

a “Vietnam Pivotal to Act East Policy, Says President Ram Nath Kovind,” Hindustan Times, November 21, 
2018.
b 《俄媒：印度越南签署“防务伙伴关系”声明》，光明网，2022 年 6 月 9 日，  https://mil.gmw.

cn/2022-06/09/content_35798923.htm。

c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 Gradually Warms Up to US Military,” The Diplomat,November 6, 2013. http://
thediplomat.com/2013/11/vietnam-gradually-warms-up-to-us-military/.  
d Carlyle A.Thayer, “The U.S.-Vietnam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hat’s in a Name?,” cogit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30, 2013. http://cogitasia.com/the-u-s-vietnam-comprehensive-partnership-
whats-in-a-name/.
e Thayer, Carlyle A.“Vietnamese Diplomacy, 1975-2015: From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Camp to Proactiv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1, No.3,2015,pp.194-214.
f Thayer, Carlyle A. “U.S.-Vietnam: From Comprehensive to Strategic Partners?,”cogitASIA, 
March 20, 2014, http://cogitasia.com/u-s-vietnam-from-comprehensive-to-strategic-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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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两国海上安全合作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达成协议。a2014 年 7 月，越南派遣政

治局委员范广义前往华盛顿，与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进行讨论。随后，越南外长范

平明在 10 月份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进行了磋商。在范平明访问期间，克里宣布美国

已经在个案的基础上取消了对向越南出售致命武器的限制，以帮助越南提高海洋领

域的意识和海洋安全能力。b

特朗普上台后把越南视为亚洲外交政策的重要伙伴。2019 年 2 月，特朗普约定

在越南河内进行第二次美朝会晤。2020 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美越在政治、

经济、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合作不断升温。

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恢复与伙伴和盟友的关系，试图拉近包括越南在内的东

盟国家关系。2021 年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 2022 年的《美国印太战

略报告》都提出要加强与越南的伙伴关系。2022 年 5 月，拜登首次在白宫与东盟国

家首脑举行特别峰会。c除菲律宾总统和缅甸领导人外，东盟其余八国领导人集体

到场。拜登承诺将在东盟国家投资 1.5 亿美元，涉及清洁能源基建、海上安全、电

子技术、教育交流、公共卫生等领域，并将与东盟整体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

紧接着，5 月 22 日，越美合作中心在河内成立。d

2023 年是美越全面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两国之间外交互动密集。特别是 4 月

14 日至 16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越南，并参加了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新址动工

仪式。在布林肯与越南总理范明政的会谈中，他呼吁将这一关系进一步向前推进，

升级为“战略级别”。布林肯表示，在自己的访问结束后，美国的外交团队将继续

与越南在升级伙伴关系的细节上进行讨论。

（五）越南与日本的“致力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广泛战略伙伴关系”

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日两国外交战略协作逐渐加强，不断升级伙伴关系层次。

近年来，越南把加强越日关系视为其外交的“头等优先”目标之一，全方位强化与

日本的配合与交往，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全面合作。e越日双方从高层政治

牵引、经济融合、人文社会交流以及次区域合作等多方面深化关系。

2006 年 10 月，在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日本期间，两国将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

a Thayer, Carlyle A.  “Vietnam Gradually Warms Up to US Military,” The Diplomat, November 6, 2013. http://
thediplomat.com/2013/11/vietnam-gradually-warms-up-to-us-military/.
b Thayer, Carlyle A. “The US Lifts Arms Embargo: The Ball Is in Vietnam‟s Court,” The Diplomat, October 6,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10/the-us-lifts-arms-embargo-the-ball-is-in-vietnams-court/.
c 聂文娟：《中美竞争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及菲美盟友关系的新挑战》，《南洋问题研究》，

2022 年第 3 期，第 130—142 页。

d 施雪琴、郑青青：《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南

洋问题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82 页。

e 王森、刘美武：《越日“伙伴关系”发展评析：内容、动因与特征》，《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 2期，

第 88-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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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2014 年 3 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日，越日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广

泛战略伙伴关系”。在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时期，日越关系尤为良好，安倍下台后，

日本保持了发展对越关系的积极态势。2020 年 9 月安倍卸任、菅义伟就任首相后，

决定将越南作为出访的首个国家，并与越南总理阮春福签署了军售协议。2021年9月，

越日签署了防务转让协议。a2022 年 5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越，双方同意推动

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b

有分析认为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东京都愿意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与河内站在

一起，而且东京主张在国际法和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这让河内

受益匪浅。日本对中国的不满使其成为河内的理想合作伙伴，但同时需要认识到，

两国关系并不仅仅建立在共同应对中国在处理领土和海洋争端上的态度基础上。从

2011 年开始，日本成为越南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出资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得到

了保障。2017 年 2 月，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首次访问越南，为日本士兵在二

战期间的行为道歉，这次访问受到了广泛欢迎。c

越日防务关系建立在一系列官方声明的基础上，双方于2011年 10月签署了《关

于加强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开启国防政策对话机制，并于 2013 年 5 月在河内

举行了首次海上安全对话。d2015 年 9 月，越南和日本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发表

了联合愿景声明，海上安全、搜救和维和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被写入条款。其

他防务合作领域包括军事航空、防空、潜艇救援、人员培训、反恐、海上救助、信

息技术培训、网络安全、军事医学、HA/DR、人力资源开发、反海盗、未爆弹药清除、

二恶英污染清除以及如何遵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培训。

越南和日本也进行了协同训练。2017 年 6 月，日本史无前例地派遣一艘海上

保安厅巡逻船前往岘港，进行打击非法捕鱼的联合演习。2017 年 5 月，日本派遣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前往金兰湾，为 2018 年 3 月美国航母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2018 年 9 月，河内继续深化与东京的海上合作，允许日本潜艇首次停靠金兰湾，

这可能为其他国家今后访问金兰湾打开了大门。e此后不久，越南对日本进行了护

卫舰回访，这是加强海上安全关系的一个迹象。2019 年 3 月，日本训练舰也访问

了岘港。

a “Amid China’s Rise,Japan Defense Chief Says Tokyo and Hanoi Have‘Same Destiny’”,September 
12,2021,https: //www.Japantimes.Co.jp/news/2021/09/12/national/kishi-vietnam-speech /．
b 《日本首相访越 双方同意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网，2022 年 5 月 1 日，  http://www.news.cn/

world/2022-05/01/c_1128614822.htm。

c Derek Grossman, “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Vietnam),”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20,pp.49-50.
d 王森、刘美武：《日本和越南安全关系的变化》，《战略决策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82—100 页。

e Prashanth Parameswaran, “Why Japan’s First Submarine Visit to Vietnam Matters,”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9, 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9/why-japans-first-submarine-visit-to-vietnam-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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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协助越南在另外两个关键领域建设海上执法能力。首先，日本

在 2014 年 8 月宣布将向越南转交 6 艘二手巡逻艇。这一声明的时机很重要，因为就

在几天前，越南与中国的海上对峙刚刚结束。2017 年 1 月，安倍首相提出再向河内

交付 6 艘新的巡逻艇。其次，东京正在协助越南建设导弹防御能力。在高科技领域，

越南购买了日本制造的 ASNARO-2 卫星，这是一颗地球观测卫星，可以在任何天气

和任何时间拍照。越南媒体声称，这颗卫星提供了最高的分辨率。这使得越南获得

了观察地区活动和感兴趣地点的急需能力。通过利用日本的技术专长，越南将发射

新的卫星，帮助其更精确地监测南海活动。a

三、越南与亚太大国构建伙伴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自从 21 世纪初越南开始建立、深化、拓展和升级与中美日俄印等亚太主要大国

伙伴关系至今，这一广泛的伙伴关系构建已历经20余年，总体的伙伴关系网络编织，

特别是其中与诸大国的伙伴关系构建至少蕴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一）越南构建伙伴关系的进程充分体现了其“竹式外交”的历史特性

自古以来，越南的外交策略就具有“灵活”“机智”“柔婉”等特点，突出体

现在处理与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外交关系上。b经过革命时代的发展，越南的外交

特色更加明显。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认为自胡志明时代以来越南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对

外交往方式，具有浓郁的“越南竹子”的特点，即“树根稳固、树身结实、树枝柔韧”，

充分彰显出越南民族的灵魂、品德和勇气：柔韧、灵巧而坚强果断；灵活、创新而

刚毅果决，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致力于独立、自由和人民的幸福；团结、仁爱但

坚决和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知柔、知刚、知时、知势、知人、知己、知进、知退。c

有学者对越南“竹式外交”进行了总结，“竹式外交”的突出特点就是像遍布

于越南的竹子一样，随风摇曳而又不完全倒向一边，采取刚柔两种手段，既维护其

立场主张，又能灵活巧妙、应势变通，“既斗争又合作”。d越南的30多组伙伴关系，

既具备不同层次，又涵盖很大范围，构成了一幅“竹林丛生”的图景，对于越南的“牢

固生长”意义重大，这其中以越南与几个大国的伙伴关系为竹林中最坚实、最粗壮

的竹子。

越南伙伴关系的灵活性体现在可以从国家利益出发，克服与对象国之间的阻

a Derek Grossman, “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Vietnam),”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20,pp.49-51.
b 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该书中以“灵活”“柔韧”等词语来总

结古代越南处理越中关系的策略。

c 《阮富仲：建设和发展带有“越南竹子”特色的现代对外交往和外交工作》，越南人民军队网，2021

年 12 月 14 日，https://cn.qdnd.vn/cid-6123/7182/nid-588614.html。
d 于向东：《越南欲打造何种“竹式外交”新格局》，《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1 期，第 27—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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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因素，进行弹性处理，建立合适的伙伴关系层级。以中美两国为例，中越存在

历史纠葛和海上矛盾，特别是越南社会层面存在的较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美越

之间存在着人权问题和越南战争遗留问题等意识形态分歧和障碍。a但是，这些问

题并没有阻碍越南发展与中美两大国的伙伴关系。再比如与日本的伙伴关系，事

实上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在越南精英界和民间层面不存在障碍，但根据专门研究日

本和东北亚问题的前越南高级官员的说法，越日伙伴关系之所以复杂，是两国之

间存在着“深刻而厚重的复杂因素”。b日本侵略东南亚的历史以及中日关系的敏

感性，使得越南在发展对日关系时也会谨慎处理，通过赋予“伙伴关系”复杂的

限定词，既突出了越日关系的重要性，又避免越日关系上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敏感的层级。

（二）越南伙伴关系的构建背后所蕴含的是微妙的“大国平衡”战略

如果透过现实主义路径进行观察，越南的伙伴关系构建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大国

平衡战略色彩，这也是越南外交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c越南将历史上应对中法俄

美等大国的外交进程中所形成的敏锐的平衡感付诸实践，表现在与主要大国的双边

和多边安排中建立了多重相互依赖关系，以便“任何想要侵犯越南主权的国家都是

在侵犯其他国家的利益”。d“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

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

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

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e

从越南与亚太大国的互动态势来看，越南的“大国平衡”外交至少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越美和越中关系的平衡，第二层是利用与俄印日等国的关系来平衡与美中

的关系。

越南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一员，其外交战略和安全观念传统与东南亚其他国家

具有相当程度的相近性。中美战略竞争已成为当今亚太格局的大背景，东南亚是

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f保持对美和对华关系的基本平衡符合东南亚国家的长

a 王森、刘美武：《越日“伙伴关系”发展评析：内容、动因与特征》，《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 2期，

第 98 页。

b Derek Grossman, “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Vietnam),”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20,p.49.
c Nguyen Minh Ngoc, Nguyen Huong Tien & Mai Van Luong, “Pro-China or Pro-USA? Choices for Vietnam 

Nation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Strategy,” Journal of Critical Review, Vol.8, No.1, 2021, pp.212-229.
d Nguyen Hong Thach, quoted in Carlyle A. Thayer,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The Interplay of Ideology and 

National Interest,” Asian Suvey, Vol.34, No.6, June 1994, p.528.
e 王森、杨光海：《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第36页。

f 李泽：《中美战略竞争与越南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基于战略三角理论的分析》，《东南亚研究》，

2022 年第 3 期，第 92-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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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利益。a

首先是在对华关系上，从伙伴关系分层就可以看出，虽然一般将越南与中俄日

都放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层级，但是中越之间多了“合作”二字，事实上处于

最高层定位。越南在巩固党的领导、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以及地区作用上都需要中

国的支持，有学者将这种需求称为“依华”，而这也是越南外交的第一需求。另一

方面，在“平衡外交”的战略考量下，为了平衡或对冲中国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

考虑到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尚未解决，越南又需要寻求其他域外大国的支持，

努力从中国之外获得更多有助于抑制中国的“元素”与势力，在“依华”的同时还

要“抑华”。b但是，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深入剖析，中越关系毕竟过于重要，

而且尽管越南民间对美国的好感度很强，越南战略决策界对美国却依然不信任，c

即使是在南海问题上两国立场相近，越南也要保持与中国党政军界的密切接触，以

平衡对美安全合作，防止美越安全关系升级过快使中国产生不安。d在与美国筹备

建立伙伴关系时，越南没有接受美国的提议使用“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称谓，而是

用“全面伙伴关系”代替。e有学者认为中越之间构成了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相互

安全再保证”，意即中国确认了越南“不选边站队”的再保证，越南则获得了中越

高层政治稳定接触和对话渠道畅通的再保证。f

美国兰德公司的评估认为，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力保持着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尽

管华盛顿在外交和政治领域略微领先，而且在安全和军事领域明显领先，但北京在

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中国更像是越南不可避免的伙伴：一个更加强大的

邻国，并不总是与河内结盟，但无论如何都必须与之交往。因此，越南的首要任务

是保持与中国的积极关系。现实地说，除非南海发生重大转折，否则很难看出越南

会开始倾向于美国而不是中国。g

中美战略竞争构成了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宏观图景，随着美中两国在双边关

系多个领域的竞争升温，越南越来越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 是站队一个国家，还

a 刘若楠，《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东南亚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b　张明亮：《“依华”还是“抑华”：析越共十二大后的越南外交》，《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 2期，

第 110 页。

c 刘洋：《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越南地位与外交选择》，《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3期，第44页。

d “Achievements of Vietnam’S Diplomacy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09 ／ 01 ／ 2016)，”VietNamNet Bridge.
e Carlyle A.Thayer, “Vietnam’s Foreign in an Era of Rising Sino-U.S.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Domesitic 

Political Influence”,Asian Security,Vol 13,No.3,2017,p.187.
f 一项详细的分析可见刘若楠，《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东

南亚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46 页。

g Derek Grossman, “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Vietnam),”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20,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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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亚太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构建

是避开竞争。目前看来，越南仍然保持着灵活弹性的处理手法，突出了中立、平

衡的色彩。平衡中美是许多中小国家（包括越南在内）的优先考量，但是“大国

平衡”毕竟不只是“两国平衡”，引入第三方力量从更大范围内平衡中美两国的

影响力也是越南的重要战略举措。越南发展对俄印日包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双

边或多边安排都有这一考量。通过与其他大国在防务安全和经济合作上的深化，

越南有效弥补了其战略短板，减轻了对中美的经济和安全依赖。换句话说，多维

的大国平衡增强了越南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能力，拓展了在中美之间维持战略平

衡的空间。a

（三）越南伙伴关系构建有着比较明显的经济外交特质

有学者指出，经济外交是越南冷战后外交转型的中心。b从 1986 年越共六大到

2006 年越共十大，越南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成熟，c2007 年越南加入

WTO 后，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越南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现了从

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合作向实行广泛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根本转变。d越南伙伴

关系国家都是越南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e

2020年，越南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依次为美国（771亿美元）、中国（489亿美元）、

欧盟（400 亿美元）、东盟（231 亿美元）、日本（193 亿美元）。越南前五大进口

来源地依次为：中国（842 亿美元）、韩国（469 亿美元）、东盟（305 亿美元）、

日本（203 亿美元）、欧盟（153 亿美元）。

中国连续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市场。

2021 年，越南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f

美国是越南第一大出口市场，中美贸易战以来，越美贸易额从 2018 年的 600 亿
美元不断上升。2019年首次被美国统计局列入美国十五大贸易伙伴排名。从那以后，

越南的排名不断上升，2021 年位列第十。2022 年双边贸易总额超过 123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1%。g目前越南已成为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

a 李泽：《中美战略竞争与越南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基于战略三角理论的分析》，《东南亚研究》，

2022 年第 3 期，第 112 页。

b 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1—184 页。

c 梁炳猛：《革新开放后的越南共产党（1986—2010 年）：以全国党代表大会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5 页。

d 梁宏、朱兴有、金玲等：《变革中的越南朝鲜古巴》，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e 王森、刘美武：《越日“伙伴关系”发展评析：内容、动因与特征》，《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 2期，

第 104-105 页。

f 施雪琴、郑青青：《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南

洋问题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82 页。

g 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越南有望成为美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商务部，2022 年 12

月 23 日，http://hochimin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12/202212033751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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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越南的有效投资项目 5000 多个，注册投资资金超过 690 亿美元，在对越

投资的 141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三。2022 年两国进出口总额达近 500 亿美元。值

得注意的是，越日官方开发援助合作关系是越南近年来最成功的双边发展合作关系

之一。日本的官方开发援助占对越开发援助的 30% 以上，其中优惠贷款达 2.7 万亿

日元以上，无偿援助近 1000 亿日元以及技术合作援助 1800 亿日元。a目前，日本

是越南最大官方发展援助国，第三大国外旅游市场，第四大贸易伙伴。

印度是越南在南亚地区第一大重要经济伙伴，是越南第八大贸易伙伴。越南同

时是印度在全球第 23 大贸易伙伴和印度在东盟地区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近年来，

越印双边贸易保持积极增长势头，10 年来增长 2.5 倍，自 2010 年的 27 亿美元提升

至 2020 年的 96 亿美元，年均增长近 16%。

俄罗斯与越南的经贸关系占比不高。截至 2022 年底，俄罗斯对越投资项目

共 164 个，投资总额为 9.658 亿美元，在对越直接投资的 14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名第 27 位。至于越南，越南在工业和加工制造领域对俄投资 5 个项目，投资总

额为 5.28 亿美元。双方贸易目标是 2025 年达到 100 亿美元。其中，武器装备项

目占据越南武器进口的绝对优势地位。这说明俄罗斯对越南的经济贡献具有特别

的安全意义。

印俄和中美日的对越经济关系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是从区域层面看也属于重

要经济伙伴，更加重要的是，越南在安全合作方面需要俄印等大国的支持。有美国

学者指出：“在过去的20多年里，越南的安全关系已经大大扩展，既可以对抗中国，

也可以使越南人民军专业化和现代化。主要的防务伙伴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

大利亚、俄罗斯和中国，尽管与中国的互动是如此严重受到限制。”b

四、结语

相较于传统的结盟 / 不结盟关系，伙伴关系的构建增加了国家处理外交关系的

弹性，为越南发展“竹式外交”外交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路径。通过长期的富有弹

性的伙伴关系构建的努力，越南确实在经济发展、国际影响力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如何有效引导地区局势向稳向好发展，如何塑造有利于

自身的外交局面，是一个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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