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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政谐”方能“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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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于 24 日在成都召开,李克强总理同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主旨是讨论三国区域经贸一体化。笔者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是三国处理好政治关系。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上，过去几年常听到的一个判断是“经济上靠中国、政治安全上靠美

国”。由于周边国家里除阿富汗、不丹、尼泊尔、老挝、文莱外，中国是所有其他 16个国家的最

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军事出口额排在前 45名的国家及地区中，

中国周边国家占 14个，金额占美国出口总额的 31%。“周边国家经济上靠中国、政治安全上靠美

国”貌似合理，对包括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而言更是如此。 

    但实际上，国家间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难以分开。以中韩关系为例，2015年随着时任韩国总

统朴槿惠出席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两国贸易额达到 3000 亿美

元，当年中国游客赴韩也达到顶峰的 800万人次。当时因钓鱼岛等问题正值中日关系处于低谷，

许多人甚至在讨论什么时候韩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但随着 2016 年韩国部

署“萨德”，两国政治安全关系陷入低谷，经贸关系开始下降。有意思的是，近几年随着中日关

系好转，赴韩游客减少的部分基本上都转而去了日本。这典型反映出经贸关系绝非完全独立，它

受到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高度影响。 

    另一个常被引用的判断是，“经贸关系是政治安全关系的‘压舱石’”。随着日本和韩国经济

的腾飞，以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和欧盟与北美并列的世界前三大

经济活跃地带。但中韩关系受“萨德”事件影响至今余波未平，日韩关系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倒

退。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从 2008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2013-2017年甚至仅仅召开了一次，主要

原因在于三国围绕将本国利益最大化争执不下。而 2018 年以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三国经贸一

体化顺利推进的主要动力，在于面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三国都希望通过“抱团取暖”进行止

损。由此可见，中日韩内部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环境恶化，三国间合作的内生动力远

远不够，其主要原因在于彼此间政治安全关系信任度较低。可以想象，一旦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经

贸关系得到改善，三国的经贸一体化进程有可能再次停滞不前。 

    笔者认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当务之急应着眼于如何加强三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目前也正

是加强中日韩政治安全关系的关键时刻。其一，就中韩关系而言，2017年 5月文在寅政府上台后，

中韩努力克服“萨德”入韩导致的关系严重倒退。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文在寅总统第二次访问

中国的契机，也可进一步推动中韩关系全面恢复。 

    其二，就日韩关系而言，今年 7月以来，日韩关系在贸易、历史、安全等方面陷入低谷。尽

管近期有所恢复，但面临的障碍仍然巨大，需要两国首脑从顶层引领。 

    总而言之，中日韩经贸一体化既要在技术层面夯实合作的基础，同时也要在政治安全层面让

三国关系稳定下来。后者有许多方式可以尝试，比如用某种机制让中日韩峰会固定下来，避免受

到特定事件的干扰，建立三边的政治安全对话等。就此而言，本次峰会首次将朝鲜半岛问题纳入

议程也契合这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