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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缘政治是分析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传统的地缘政治学逐渐复苏发展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学。从全球

地缘政治视野中,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地缘政治形势要求中国外交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应付新形势的需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需要，

而东南亚是中国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重要，是中

国经略周边的重点区域和方向。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

治经济关系日益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之一。而越南也是东南

亚的重点国家之一，因此本文通过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地缘经济关

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此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

济关系战略选择，其中会以越南为案例分析。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 、 东南亚 、 地缘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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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梳理 

地缘政治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是很近的，如我们常听到的“东

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边缘”等，

其实都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概念。那么地缘政治是什么，它的基本

特点是什么，一下本文提出几个是国内外重要的辞典对地缘政治

下的定义： 

根据叶自成（1997）《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说：地缘

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

影响的分析研究。地缘政治指出某些因素对决定国家政策的重要

性，诸如在获得国家利益，控制海上交通线，具有战略要地

等”。 

叶自成（1997）《布菜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上说：“地

缘政治学是为认识国家力量的地理原理而将国家当作三维空间现

象所进行的研究，它在考察国家行为时以这样一些特性为背景材

料：如疆域、气候、有机和无机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性，

如人口分布、文化属性、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等。每个国家都被

看成世界政治空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关系模

式构成了它的关键成分。地缘政治学用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其目

的的是把不同的现象结合起来，并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而加以描

述和解释”。 

叶自成（1997）《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说：“地

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部分，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

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

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缘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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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

家的政治决定有相当的影响”。 

这些定义有帮助了解地缘政治学。但雪更深度的了解，光有

这些是不足够的，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在国内，“地缘政治”（Geopolitik）与“地理政治”

(Geopolitics)是通用的，而严格说来，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Ye, 

1997)。 

2. 在范围上，地缘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体上可以分

为三层次：一是指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这也是运用

最广义的一个界定。二是中等层次，主要指比一个国家的周边范

围更广泛的地区，是区域主义或地区主义的地缘政治。三是大的

地缘政治，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把世界当作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进行研究，运用这一层次的地缘政治的，多是大国，尤其

是那些具有世界战略意图的国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地缘政治

在这一层次上多半涉及大国之间的关系(Ye, 1997)。 

3. 地缘政治是确定国家的利益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对理解

国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是有很大帮助的，是一种有益工具，但

不能把什么都归于地缘政治，特别是要把地缘政治，国家和外交

活动等概念区别开来(Ye, 1997)。 

4. 地缘政治有两个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它的开放性，任何

一种地缘政治都是把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联系，把一国

与世界各国相联系，是两国和两国以上的国家之间发生的联系，

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地缘政治的活动；第二特点是，

任何地缘政治都离避开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互动影响，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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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并不是专谈政治而不谈经济和文化。实际上任何地缘政治的变

动都是与经济、文化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Ye, 1997)。 

地缘经济是与地缘政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随着世界政治

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转变 而逐步形成的。学术界一致认

为，最早提出地缘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学者爱德华 · 路特瓦克，

他于1990年发表《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 的逻辑、贸易

法则》一文，并使用了地缘经济这一概念。地缘经济实际上是冷

战结束后，特别是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新兴起的

一门国际关系理论。陆大道认为，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

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

作、联合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并认为地缘经济与

地缘政治是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表现。认为地缘经济(地缘政治)

理论逐渐从二战前的独立学科发展到二战后的交叉学科，是一个

多学科不断融合的过程。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

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从理论孕育到目前理论框架的基本构

建，从地缘经济理论本身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孕育

期、理论萌芽期、理论初创期，形成了美国、意大利、俄罗斯三

个发展流派。地缘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同国际地缘经济关系的变化

相关联的，同时也是指导国际地缘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两者相

辅相成，互相促进(Li and Yang, 2016)  

 

二、 中国与东南亚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趋势 

中国是位于东半球欧亚大陆东部的国家，面临太平洋，陆海

兼备。中华民族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内，即北边是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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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的荒漠，西北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西边是号称世界屋脊

的微微大山，西南是难以通过的深山老林，丛东到南则是弧形的

汪洋大海。 因此在中华民族那里形成并强化了中华民族整体的

“大一统”思想，中国拥有十五个陆上邻国，六个海上邻国，陆

地边界有 2.2 万多公里，海岸线有 1.8 万多公里。中国是世界上

陆海邻国最多、周边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因而，在中国

外交总体布局中，“周边是首要”，“稳定周边”也就成了中国

长期追求的外交目标。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东南亚是中国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地理位置重要，是中国经略周边的重点区域和方向。在国际

社会中，一个国家的邻居通常是无法选择的。“一个对你友好并

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

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

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因此， 一国在制定外交方针和政

策时，无不重视周边国家对本国的重要影响 (Bi,2016)。 

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方视东南亚为周边外交的优

先方向。东南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

大 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形成了两大洋和两大洲间的 

“十字路口”，不仅是沟通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之间海上

航行的必经之地，也是南北美洲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物资交流、航

运繁忙的地区。该地区还有许多重要的国际海峡，如马六甲海

峡、 巽他海峡，龙目海峡、巴士海峡和望加锡海峡等，它们是

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航运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此

外，东南亚地区还位于斯皮克曼所讲的欧亚大陆的“边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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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是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第一岛链”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地缘特征使得东南亚将成为中国未来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方

向。而东盟(ASEAN)是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成立以来

自身获得不断的发展，并在东亚一体化甚至是亚太一体化合作进

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促成这些发展与合作的非正式机制被称为

“东盟方式”(ASEAN Way)。与东盟合作有序推进，2010 年 1 月

双方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后，短短几年又提出了自贸区升级版

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东南亚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进一步明示了未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战略，是中国通过提

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南亚国家共享崛起收益的一种努力，将

为中国塑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是未

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地区合作的重要依托。东南亚拥有

丰富的农业、林业和矿产资源，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与中国互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该地区是世界上稻米和各种经

济作物的著名产地，泰国、缅甸、越南是世界生产稻米最多的地

方，其他物产如棕榈油、咖啡、椰子、 烟草、香料等在世界上

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该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以盛产柚木、楠

木、 紫檀、铁木、乌木等名贵木材著称于世，印尼拥有的热带

雨林仅次于巴西，居世界第二 (Bi, 2016)。东南亚地区还拥有

相当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矿产资源主要有锡、钨、铝、

铜、 铬、镍、煤、铁、宝石等，油气资源以印尼的蕴藏量最为

丰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单靠中国自身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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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够的，必须要多渠道寻求资源和能源供应地。东南亚与中国

在地理上毗邻，自然成为中国拓宽海外资源进口渠道、实施能源

多元化战略的首选地。当前，东南亚地区拥有 443.6 万平方公里

国土，6.4 亿人口，2.5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 (GDP)，进出口

贸易约 2.4 万亿美元，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广阔的国土纵深意味

着对基础设施的强烈需求， 众多的人口则代表着丰富的劳动力

和巨大的市场，是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重要地区。现在中国是东

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出

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东盟进口的主要是资源和

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贸易构成来看，双方合作具有互补性，竞争

性没有那么强。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基础设施的

互联互通和投资贸易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推进中国与

东南亚的一体化进程。 

东南亚总共有十一个国家，越南是东南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越南也是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邻国，文

化也相通是中国经略周边的重点国。1991 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

来，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双边外交关系有时紧密相连，有时紧张

分歧。但不管是相连还是分歧，两国的紧密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是

不可否认的。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乐部，北部与中国云南，厂西接壤，东南

临近南中国海，两国边境长达 1347 千米，其又与泰国、柬埔

寨、老挝交界。同时是中美，中印大国的地缘战咯 “地缘交界

区 ”，也是各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博弈区，在地缘

政治学里称作 “缓冲区”(Wang,2016)。越南与中国因领土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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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是陆地都临近接壤，所以两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利弊关系

非常密切。自 1991 年关系正常化以来，越中对外关系迅速恢

复。在各项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中两国领导所达成共识的基础

上， 越中两国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

有领域以及在解决两国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

果。政治方面，当前，越中关系正处在良好的发展势头上。两国

两 党、各团体从中央到基层的关系恢复并迅速发展。1999 年两

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声明》，把“睦邻友好、长期稳定、全面

合作、面向未来” 十六字方针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越中两

国关系的宗旨确定下来后，两国把相互关系定位为“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好同志”的“四好”关系。2008 年又定位两国

关系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至今两国领导坚持每年不同

形式的高层访问,这为双边政治互信和促进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

展作出了贡献、为双方逐步解决争端和分歧创造有利条件。然

而，两国在交往过程中也发生了分歧，例如：边境冲突、海上争

端等问题，导师两国在各方面也收到了消极的影响。 

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越南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地

区的桥梁。 越中友谊关系是符合历史发展趋 势的不可逆性，顺

应两千余年越中人民友好交往史的主流。 从政治方面来看， 越

南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取得许多有历史性的成就。 两国一

方面坚持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强调应该注重从本

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 这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

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政治认识的相同符合两国的利

益。因此，从越南对外战略而言，越中关系比其他大国关系更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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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所以，双方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逐步解决所出

现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信任，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两国关系健康、

稳定的发展，只有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才能妥善解决，保持双边关

系互利共赢的目标。 

 

三、  “一带一路”倡议简介 

“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战略倡议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正式提出的重

要倡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

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

巨大。根据“一带一路”的规划，陆地上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

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

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

国际经济合作走廊。201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重庆出席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在演讲中首次明确宣布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

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六大

经济走廊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物质载体。如何规划和建设六大

经济走廊，也成为今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任务。 

从区域经济学角度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从根本上是一种路

域经济，是依托重要经济通道形成的产业合作带，和因道路辐射

带动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及区域经济发展体系。从“一带一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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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规划来看，要想打通从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之间的经济

通道，不可能平行用力，必须首先沿铁路、公路、航空和能源管

线等交通线路，建设沿线路域经济走廊，实行以点带面，从线到

片，依托纵横交错、贯通四方的交通网，开发若干经济走廊。目

前，在亚洲地区，除了中国正在编制《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

发展规划》，全力打造便捷、安全、经济、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

外，东盟国家也在积极实施《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泛亚公

路、铁路网正在从规划逐步走向现实。在欧洲，欧盟公布了泛欧

铁路网优先建设发展规划，提出欧元投资计划。目前，随着高铁

技术的革新和日益成熟，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

网，已开通运营通往欧洲的渝新欧、汉新欧、郑新欧、义新欧等

多个国际货运班列，高速公路也已经初步呈现网络化、系统化和

互通化格局，具备了建设经济走廊的基础。因此，通过推进经济

走廊建设，释放交通通讯网的经济活力，已经成为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必然选择。根据张高丽副总理的介绍，中国目

前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

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

大经济走廊建设 (CICCPS，2017)。 

随着中国与同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珠三角经济圈与中

南半岛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架构

下，一条链接珠三角经济圈与中南半岛国家的经济走廊开始浮

现。该经济走廊东起珠三角经济区沿南广高速公路、桂广高速铁

路，经南宁、凭祥、河内至新加坡，将以沿线中心城市为依托，

以铁路、公路为载体和纽带，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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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分工、联动开发、共同发展的区

域经济体，开拓新的战略通道和战略空间。目前，在两广地区，

已经在积极推进沿线大城市间的合作，并通过产业园区开发和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经济大通道的形成，特别是沿线国际性交

通运输大通道的建设，必将把中国与东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如果在通关便利化、合作机制制度化、政策沟通多层化等方

面加快推进，这一经济走廊必将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产生

巨大带动效应(CICCPS，2017)。 

 

四、 中国“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选择——以越

南为例 

“国家地缘战略”(randgeo- strategy) 是指任何大国都要

因应对内外挑战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

是国家政府本着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的终极目标而开发、动

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外

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资源的统筹规划和部署。国家地缘战略也

是各国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具有融会贯通，连接两个方面的特

点，因此，从内外而言，对内为发展战略，对外为安全战略。就

其本质和内涵而言，国家地缘战略又可以称之为国家大战略，也

就是说，是国家在资源稀缺的世界中参与竞争、维持生存的地缘

战略（Zhang，2017）。 

在中国与东南亚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中越南是中国与东盟

互联互通的要冲国家，占着重要的作用。此战略与越南有关的是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构想。海上丝路指的是始于中国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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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途经东南亚、连接欧洲的贸易通路，而东南亚国家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就是握有众多海上运输和安全要冲的越南。所以，

2015年11月5日至6日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张晋创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

间，两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重要共识，发表了《中越

联合声明》。其中内容提出，加强两国间发展战略对接，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包括“昆明-老街-河内-海

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

湾经济圈构想对接）。同时，在2015年9月18日至21日第十二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

行，越南副总理阮春福表示，中国-东盟各国传统友谊源远流

长，合作关系密切，越南欢迎并积极研究参与中国在相互尊重、

互利基础上提出的增进区域交流与合作的有关倡议，其中包括

“一带一路”(China News,2016)。目前越南除了与中国大陆在

农业、商业、基础工业等领域合作外，在跨境交通网络的建造已

有初步的成效。连结越南、经中国大陆至俄罗斯的越南-广西-苏

满欧公铁联运跨境路线已于2015年4月开通，未来在越南生产的

产品将可由越南直达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再经苏州保税港区接

驳苏满欧国际列车从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出境，最后经蒙古抵达俄

罗斯。此外，中越更合作建造中越北仑河二桥以提高两国间之跨

境交通便利性，并推动东兴-芒街、凭祥-同登、龙邦口岸-茶岭

及河口-老街等4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具体实践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之政策(X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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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

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一带一路”正式成为中国大陆对

外的主要经济战略。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

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共建

“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

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

的互联互通网络, 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

展(MOFCOM, 2017)。“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

易路线，同时也是从海陆和陆路分别将东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联

系起来的新图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表示，

“一带一 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中国

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并将

继续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带一路”是友谊之

带、和平之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有效应对“一带一路”

在东南亚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必须采用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既

要在外交理念和合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又要推进具体项目领域的

合作， 化解各国的战略疑虑，争取各国的理解与支持。 

首先，统筹周边外交与公共外交，探索建立中国-东盟地区

安全合作机制，减少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负面心态，增进东

南亚国家和民众对“一带一路”的正面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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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带一路”要“对接”各大国在东南亚的发展战

略，其中关键是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形成一种巧平衡，照顾

好各方的舒适度。  

再次，“一带一路”要尊重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与东盟共同体的建设蓝图对接起来，东南亚地区内部存在的各种

安全隐患也可放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解决。 

对于与越南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选择问题，1991 年 中越关系

正常以来，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的基本解决，现在主要是领海

主权问题 。首先，为了防止南海问题对中越政治关系影响的国

际化和复杂化，中国要坚持以和平为主，积极促成中越之间高层

互访或会晤，通过协商、谈判、寻找双方都可能接受和长久解决

的办法。其次，面对双方的地缘冲突问题，应该加紧对地缘政治

学理论的研究，正确对待“陆权论”和“海权论”等，认真把握

中越地缘政治环境的独特性。第三，面对中越南海经济地缘问

题，必须加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力度和海洋经济开发力度。

越南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国家，中方特别要注意大

型公司和大型项目的发展作用。最后，中国应该同东盟各国及其

他大国进行交涉，逐步解决与各国的分歧，保持和平态度。 

 

结论 

总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非常密切。 

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参

与地区合作的重要依托 。东南亚与中国在地理上毗邻， 自然成

为中国拓宽海外资源进口渠道、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首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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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投资

贸易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的一体化

进程。因此中国对东盟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选择带着重大意义，

尤其是新提倡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新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从宏

大的愿景规划到经济外交战略和可能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将会

考验中国外交各个方面的能力。中国不仅要推进 “一带一路”的

项目建设，还要绸缪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做好提供问题解

决方案的准备。具体到东南亚，中国要统筹周边外交、 公共外交

与大国外交，并且巧妙经营多边机制和提供区域间公共产品。这

是对中国外交的大挑战，也是大机遇。如果把“一带一路”看作

中国崛起的经济外交大战略，那么，应对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

经济风险的能力就是中国大国外交成熟的试金石。“一带一路”

是一条互尊互信、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之路，只要各国和衷共

济、相向而行，就一 定能够谱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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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gradually recovered 
and developed into global geo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eopolitics, the geopolitics of 
China's surrounding areas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since the 1990s. The new geopolitical situation requires 
China's diplomacy to mak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situ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Southeast Asia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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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is important, and it is a key area and 
dir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trategy. Therefore,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Vietnam is also one of 
the key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will take Vietnam as a case study.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 China; Southeast Asia;  
Geo-economic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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