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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何备受瞩目

自
2 0 世 纪 中 期 以 来 ，东

亚 一 直 是 世 界 上 经 济

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中

日韩三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为

首的“雁型模式”带领亚洲“四小

龙”“四小虎”等经济体迅速发展。

韩国 在2 0 世纪6 0 年代

开始经济起飞，从一贫

如 洗 的 农 业 国 发 展 成

为现代工业化国家，创

造了令人瞩目的“汉江

奇迹”。而中国，在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

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

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引

擎”，带动本地区以高于

其他地区的速度增长。

目前，中日韩三国总人

口超过16亿，国内生产

总值之和为20.2万亿美

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占亚

洲的70%以上。2018年，中日韩三

国间贸易总额超过7200亿美元，人

员往来超过3100万人次。三国在亚

洲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

重，三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也可见

一斑。

中日韩与10+3机制

原本，经济活跃、相互依赖的

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区域化、

一体化的过程中，理应作出更加

机制化的经济合作安排。但是受

制于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

合作主导权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欧洲和北美，

甚至也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东南亚。

中 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 ，源 于

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早在

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等五国

就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区域

一体化方面稳步推进。东盟现在

已有10个成员国，是东亚区域内

最重要的国家间联合体。东盟在

1995年曼谷首脑会议上提出举行

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晤的设想。

1997年底，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

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举行。当时，因柬埔寨尚未加入

东盟，所以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参会国为9+3。

1999年，柬埔寨加入东盟，东盟成

员国扩大为10国，会议名称变为

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

中日韩选择“独立”

办会

如 前 所 述 ，中

日韩这三个经济体

量 如 此 之 大 的 国

家 ，融 入 了 东 盟 1 0

国主导的东亚区域

合 作 机 制 。该 机 制

中 ，区 域 合 作 呈 现

出“小马拉大车”的

格局。2008年12月，

中日韩领导人首次

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单独办

会，是中日韩三国自主性、能动性

的体现，旨在建立面向未来、全方

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同意在

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

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

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间轮流

举行。

如果按照原定计划，2019年

应该举行第十二次会议了，为什

么在成都举行的是第八次呢？因

□ 董向荣

>> 2018年7月28日，以“我们的未来”为主题的第六届中日韩儿童友好绘画
展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开幕。这是韩国小朋友朴更焉 （左） 、中国小朋友
龚桢华 （中） 和日本小朋友西泽明衣一起参观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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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2013、2014、2016、2017年，

受 钓 鱼 岛 问 题 、萨 德 问 题 的 影

响，中日、中韩关系严重受挫，致

使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无法按期举

办。2019年7月以来，日本对韩国

半导体产业关键产品进行出口限

制，引发韩日关系急转直下。在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前，

会议能否如期在年内举行，曾存

在巨大的变数。中国在协调各方

立场、力促会议如期举行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从2019年8月21日

在北京古北水镇举行的中日韩外

长会基本确认各方立场，到12月

24日正式在成都举行会晤，这里

面的艰辛恐怕只有亲身经历此次

会议主办工作的人才懂。

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

西部城市成都举行，也是一个重

要的看点。因 《三国志》 《三国

演义》而广为日韩民众所知的成

都 ，展 现 了 发 展 、繁 荣 的 一 面 ，

其历史底蕴与现代发展交相辉

映，成为与日韩两国的经济人文

纽带。

其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

非首都举办，已有先例。2008年

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东盟

与中日韩 （10+3） 的框架外举行

会议，就是在日本福冈举行的。

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

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第八次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也是

中方的一个精心安排。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能开起

来，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关键还

得看会议的内容，看会议在推进

中日韩合作方面有哪些贡献。在

此次会议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

充分阐述了本国对于中日韩合作

的构想，擘画未来三国合作的主

要领域与重要议题。

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发

言来看，在强调三国需要加大合

作的大共识下，重点有所不同。

李 克 强 总 理 讲 话 中 的 重 点 ：第

一，强调夯实互信根基，维护合

作大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

的发展，秉承正视历史、开辟未

来 的 精 神 ，尊 重 彼 此 核 心 利 益

和 重 大 关 切 ，聚 焦 互 利 共 赢 合

作 。第 二 ，加 速 自 贸 谈 判 ，推 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日韩三国都

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坚定支持者，应推动

2020年如期签署协议。加速中日

韩自贸区谈判，早日建成更高标

准的自贸区，实现更高水平的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力促三

方 紧 密 合 作 ，持 续 扩 大 共 同 利

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日

韩商务峰会上，文在寅提议建立

“东北亚铁路共同体”。他邀请韩

国 、朝 鲜 、美 国 、中 国 、日 本 、俄

罗斯、蒙古国共同参与东北亚铁

路共同体构想，并再次强调连接

韩朝铁路和公路的必要性。他指

出：“如果以东北亚铁路共同体

为开端，实现能源共同体、经济

共同体和和平与安全体制，企业

的商机将会更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20

年来，三国合作走过了不平凡的

历程。站在新的起点上，三方要总

结经验，规划下一个10年合作蓝

图，建立“三赢”关系。当前形势

下，日方致力于同中韩共同维护

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投资营商环境。

向“中日韩+X”迈进

此次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

作未来十年展望》，其中有一条

特别引人注意，就是推进“中日

韩+X”合作，共同制定计划，采

取联合行动，拓展与其他国家合

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

同发展。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

议通过了“中日韩+X”合作早期

收 获 项 目 清 单 ，包 括“ 中 日 韩 +

蒙古国”沙尘暴防治、“中日韩+

缅甸、柬埔寨”热带病防控、“中

日韩+东盟相关国家”肿瘤登记

工 作 能 力 提 升 、“ 中 日 韩 + 东 盟

相关国家”应对海洋塑料垃圾、

“中日韩+相关国家”低碳城市合

作、“中日韩+蒙古国、东盟相关

国家”减灾技术能力建设等。这

些早期收获项目，是“中日韩+”

的先行试水，也是三方探索与其

他各方合作，推动本地区环境、减

灾、医疗和社会治理合作的尝试。

显然，与10+3相比， “中日

韩+X”的新理念将会促进中日

韩三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更好

地发挥主动性，发挥中日韩三国

在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影响力，共

同致力于环境、安全、社会等问

题的区域治理。正如李克强总理

所指出的那样，亚洲国家数量众

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日韩

发展走在亚洲前列，应集聚三方

优势，通过“中日韩+X”模式，发

挥三方在装备、技术、资金、工程

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优势，共同开

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带动和

促进本地区国家实现更好更快发

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

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