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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5周

年。5月26日至27日，三国领导人

在首尔聚首，三国合作迎来新篇

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三国合

作议程的核心引擎，此前因新冠

疫情、地缘政治矛盾等因素影响

停摆四年五个月之久。此次领导

人会议重启，对推动三国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

三个因素推动领导人会议重启

中日韩合作诞生于危机之

时，成长于化危为机的进程之

中，至今已走过25个年头。目前

中日韩合作已形成以领导人会议为

核心、21个部长级会议为主体、

70多个对话机制为支撑的全方位

合作体系，涵盖经贸、物流、文

体、教育、环境、科技、卫生等

近30个领域，成为东北亚地区机

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

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2008年

首次召开，是中日韩合作机制中

的最高层级机制。2019年12月，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国

成都召开，发表了《中日韩合作

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

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多个

成果文件。然而，此后因新冠疫

情、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影响，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停摆。此次会

议重启，有望为中日韩合作注入新

动能，进一步推动三国互利共赢。

此次领导人会议取得积极

成果。会上，三国领导人围绕人

文交流、可持续发展、经贸、公

共卫生、科技、救灾等六大领域

深入探讨合作方案，共同发表了

《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

宣言》。三国还在知识产权和流

行病预防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

发表了《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

年愿景联合声明》和《关于未来

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

合声明》。三国一致同意致力于

落实201 9年在中国成都发表的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

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同

时在东盟与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

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共同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在人文

社会交流方面，三国领导人同意

将2025～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

交流年。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能够重回

正轨，主要有三个因素推动。第

一，中日韩合作具有较好的基础

条件和巨大潜力。多年来，中国

一直是日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日韩在中国国别贸易伙伴中也

常年位居前列。据中国海关总署

的数据统计，2023年中日双边贸

易额为3179.5亿美元，中韩为

3106.9亿美元。韩国关税厅的数

据显示，韩日双边贸易额为766.5

亿美元，三国间贸易额合计超过

7000亿美元。三国以资源禀赋和

国际市场为基础，依托东亚区域

生产网络，形成了在经济领域的

深度相互依赖。

第二，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政

治氛围有所改善。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之所以停摆如此之久，有新

冠疫情物理性阻隔因素的影响，

也与双边关系发展不畅有关。日

韩关系受到日企强征劳工案等历

史问题的影响，直到尹锡悦政府

采取第三方代为赔偿的方案才实

现破冰。岸田政府和尹锡悦政府

在外交政策上突出“亲美疏中”

基调，导致中日、中韩关系明显

降温，缺乏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

议的政治氛围。然而过于偏向美

国的失衡外交并没有赢得国内民

众的支持。岸田政府今年5月支持

率降至24%的水平，尹锡悦政府的

国内支持率也处于30%左右的低水

平，韩国执政党在今年4月国会选

举中惨败，这与失衡的外交政策

不无关系。日韩领导人都有意以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突破口改善

对华关系，展现平衡外交姿态，

回应国内不满声音。

第三，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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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开始在10+3机制外单独

举行的，每年举行一次，三国轮

流作为主席国主持会议。作为中

日韩合作秘书处所在国和本轮中日

韩合作领导人会议的轮值主席国，

韩国对重启中日韩高层对话表现

出积极意愿。5月13日至14日，韩

国外长赵兑烈访问北京，就改善

中韩关系、强化双边经贸合作、

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与中方

进行沟通，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

态，为中韩关系的缓和以及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的重启创造了条件。

仍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中

日韩合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是域外大国的干涉和牵

制。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将中

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

手”，主动修复与欧洲和亚太地

区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希望借

助联盟力量巩固其在大国竞争中

的优势地位。日韩是美国在亚太

地区的重要盟友，均将强化与美

国的同盟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基

石。近年来，美国将美日、美韩

同盟提升至涵盖军事安全、经济

社会、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同盟

关系，联合日韩推动具有遏华

指向的“印太战略”，深化美日

韩三边安全合作，加强三国领导

人、部长级、副部长级等各层级

交流与往来，增强在涉华事务上

的战略协调。在此背景下，日韩

两国在南海、台海等涉华问题上

表现出对美追随倾向，多次发表

不当言论，严重破坏了中日韩三

国间的政治互信，给三国合作带

来了不少障碍和阻力。

二是经贸领域“脱钩断链”

风险增大。一方面，美国推行全

球产业链重组战略，利用政策补

贴和出口管制等方式，诱拉日

韩企业赴美投资建厂，减少在华

的经营投入。这削弱了日韩对华

经贸合作的信心，并对中日韩产

供链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另一

方面，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加速，

日韩在汽车、石油化工、造船等

传统行业的对华优势不再明显，

陷入对华产业和技术双重竞争的

焦虑之中。这种复杂心态在所谓

“经济安全”的逻辑影响下，转

变为对华部分“脱钩”。日韩相

继出台了经济安全政策，通过市

场与供应多元化战略推进产业链

的分散化和本地化，减少对华经

济依赖，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并

在一定程度上主动配合美国重塑

全球产供链。例如，日本政府支

持在华日资企业将医疗物资、汽

2024年5月27日，第八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在首尔

成功举办。峰会期间，中日韩工商界代表围绕

经济振兴、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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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零部件等关键产业转回日本国

内或者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三

星、SK海力士、现代汽车等韩企

则不断扩大在美投资。今年4月，

韩国三星集团宣布将把在美国得

克萨斯州的半导体投资总额增加

至约440亿美元，用于打造一个计

算机芯片制造和研发产业集群。

美国将为三星提供64亿美元的直

接资助。同月，SK海力士宣布

将投资38.7亿美元在美建设芯片

封装工厂，计划到2028年实现量

产。2022年5月，现代汽车宣布在

美国佐治亚州投资55亿美元建设

一个电动汽车和电池工厂，并在

2025年前继续投资50亿美元，以

加强与美国企业在机器人技术、

城市空中交通、自动驾驶和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针

对现代汽车在美国的投资计划，

佐治亚州政府宣布将为现代汽车

提供18亿美元的激励措施。

三是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

明显升级。自2021年朝鲜劳动党

八大以来，朝鲜多次试射导弹，

提升高超音速武器、军事侦察卫

星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并颁布

核武力法令，集中力量提升核威

慑能力。韩国尹锡悦政府也在大

力建设针对朝方的“三轴体系”

（包括“杀伤链”系统、“韩国

型导弹防御系统”和“大规模惩

戒报复作战”组成的战略战术体

系），还向美国寻求“延伸威

慑”。朝韩双方敌意螺旋上升，

半岛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与日

俱增。另外，近年来日韩均出现

利用地区紧张态势为强军扩武政

策铺路的迹象。2023年12月，韩

国国防部发布《2024至2028年国

防中期计划》，计划将未来五年

内的国防开支扩大至348.7万亿

韩元（约合1.8万亿元人民币），

年均增长率高达7%，同时保持50

万总兵力，并建立新的“战略部

队”。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在

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

略》《防卫力整备计划》等“安

保三文件”，明确表示日本将发

展可对敌方导弹基地发起直接攻

击的“反击能力”，五年内将防

卫费规模由目前的GDP占比1%提

升至2%。日本2024财年国防相关

预算总额达到8.9万亿日元（约合

4047.8亿人民币），约占2022年

日本GDP的1.6%。

共同应对挑战,进一步深化合作

中日韩三国能否排除负面

因素干扰、延续合作势头，对亚

太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

要。《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联合宣言》和《中日韩合作未来

十年展望》等，为中日韩未来的

合作之路指明了方向。希望未来

日韩两国同中方一道相向而行，

共同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增进战略互信，密

切人文交流。三国应加强高层交

往和战略对话，依托中日韩合作

既有对话平台强化各层级沟通交

流，增进相互理解，将讨论议题

从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等低层级

政治议题逐步扩展至政治安全等

高层级政治议题。三国要以中日

韩文化交流年为契机，举办形式

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特别要增进

三国青年人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

三国合作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

其次，深耕经贸合作，筑

牢产供链合作基础。中日韩都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签署国，三国可充分

利用RCEP框架扩大相互贸易规

模，促进三国双向投资，共同拓

展第三方市场。面对网络化和数

字化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三方要

加强协同创新和前沿领域合作，

增进人工智能领域沟通，推进数

字化转型合作。此外，还要加快

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尽早建成

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为维护中

日韩产业链稳定提供制度支撑。

最后，稳控地区安全局势，

共同构建可持续的东北亚安全秩

序。中日韩应从本国及亚太地区

长远利益出发，精准把握时代发

展大势，摒弃零和博弈思路与阵

营对抗思维，通过建设性互动，

增进互信，管控矛盾，妥善处理

敏感问题，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推动朝鲜半岛无

核化与永久和平机制构建，探索

建立均衡、有效、持久的安全架

构，维护东北亚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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