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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不仅是三国关系回暖的结果，也是新一轮国际合作的开始。三国

合作未及深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如何在疫情期间进行抗疫合作，以及如何应对

受疫情影响的经济颓势，是摆在中日韩三国面前的现实问题。三国合作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引领，构建中日韩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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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疫合作为基础
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

2020年新春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1月30日，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

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守

望相助的中日韩三国之间充满善意的举动，将有

助于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的增信释疑，有利于推

动三国间实质性合作以及推进三国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

一、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三国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人口高速流动的“地球村”

里，人类已经形成了环球同此凉热的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三国属于命运

共同体的现实。

首先，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这包括经济

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等。中日韩

三国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

7200多亿美元，在经济层面早已经结成紧密的利益

共同体。①三国在长期的毗邻而居中，社会文化发

展均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

发生来看，三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事实上形成了

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其次，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

体现为抛弃零和思维，树立共赢理念。中日韩三

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可谓“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病毒没有国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

身。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地区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重

大挑战，三国必须携起手来共同作战。

最后，命运共同体还包含“责任”意识。中

日韩三国受此次疫情打击比较严重，作为对亚洲

和平与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三国应进一步

深化合作，真正做到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济，为地

区和国际社会面对的公共卫生问题作出积极和应

有的贡献。

因此，进行抗疫合作，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为引领，以合作抗疫为抓手，推动构建中日韩命

运共同体。三国要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对他国

的合理利益有所关切，共同克服疫情带来的负面效

应，并担负起自身应担之责，为国际社会的抗疫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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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出建设性贡献。

二、三国抗疫合作体现了命运共同体
意识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三国的抗疫合作也

体现出了命运共同体意识。疫情发生后，2月20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向习近平主席表达

慰问和支持，明确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

困难”。疫情发生后韩国驻华大使馆挂出“中国

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字样的标语。2月20日，

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姜承锡搭乘韩方运输对华

援助物资的包机抵达武汉履新，在发生疫情的背

景下，姜承锡总领事的“逆行”举动是对中方抗

击疫情的积极支持。

3月6日，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迅速激增之

际，中国政府决定向韩国提供一批物资援助，支持

韩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3月13日，中

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并

举行首次视频会议。该机制旨在落实中韩两国元首

重要共识，加强双方沟通协调，统筹开展联防联

控，共同早日战胜疫情，增进两国人民健康福祉，

维护和促进双边交往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日本积极向中国提供援

助。1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要全力

支持中国抗击疫情。1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就疫情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茂木敏

充表示遇到困难时倾力相助的朋友才是真朋友。2

月10日，日本自民党在干部会议上决定，将从自民

党所属每位国会议员的3月经费中扣除5000日元捐

赠给中国，以支援中国的相关防疫工作。此外，日

韩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两

国许多普通民众通过捐款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中国人

民早日战胜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爆发后，中国第一时间协

调物资援助日本。2月20日，在得知日本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不足后，中国立即向日本表达提

供协助意愿，并采取行动。经过多方协调，通过中

国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猛犸公益基

金会紧急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一批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同时，中国也积极与日本

政府分享抗疫经验，提供信息帮助。

2020年3月20日，应中国倡议，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

充召开中日韩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

议。三国在抗疫期间展开的有效国际合作，有效

遏制了三国疫情的发展势头，维护了各自国家的

利益。

三、中日韩抗疫合作的建议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疫情还在继

续，尤其是面对欧美大爆发的现实，中日韩的抗疫

合作需要继续推进。

其一，加强病毒研究与疫情治疗经验的分享。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第一时间分离鉴定出病

毒毒株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

列，为世界各国诊断技术的快速推进和药物疫苗开

发奠定了基础。但应该看到，尽管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科学家与国外科学家对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等病

理学特点进行了诸多研究，但迄今为止对传染源、

中间宿主、传染性为何如此强等还存在许多未知，

有效疫苗的研发尚处于实验阶段。中日韩三国卫生

部门与科研单位应就此建立固定的通报机制，及时

分享疫情信息与科研进展。同时，中国在建立方舱

医院、对口支援、军地合作等疫情应对方面已经积

累了经验，日韩两国也结合本国特点开展了一些应

对措施，三国应加强这方面交流互鉴。条件允许

时，可推进三国卫生部门专家与科学家互相实地调

研学习。

其二，推动建立三国人员互动的联防联控机

制，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鉴于新型冠状病毒传

染性强的特点，在当前疫情仍在发展和仍没有找到

有效治疗药物情况下，切断传染源乃当务之急。中

日韩三国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经济合作紧密，三

国人文交流密切，2018年三国人员往来超过3100万

人次。中国疫情爆发后，日本和韩国并没有切断与

中国的正常人员交流。但也应看到，随着恐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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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三国国内对于来自彼此人员的警惕性与误解

增强。对此，一方面，三国边境管理部门应建立沟

通机制，将彼此出入境人员情况互相告知，避免交

叉感染。另一方面，三国舆论引导部门也要加强合

作，及时引导民众加强对病毒的正确认知，避免不

必要的恐慌。

其三，三国应加强对世界各国的解释工作。1

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

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尽管已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同时强调世界

卫生组织不赞成甚至反对对中国采取旅行或贸易

禁令。尽管如此，有些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随

着疫情在韩国和日本的爆发，对其发布旅游禁令

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以致发生韩国游客被拒绝入

境并被遣返韩国的事情。对此，中日韩外交部门

应密切加强协调，合力作出解释，避免将对病毒

的恐慌演变成种族歧视。2月25日，中日韩三国同

时表态，对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新冠肺炎疫

情一事受到损害表示忧虑，是三国相关部门合作

的良好开端。

同时，也要根据本次疫情发展的特点，进一

步充实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门定期对话机制的形式与

内容。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门已经建立了定期交流机

制，2019年12月15日，在韩国举行了第十二届三国

卫生部长会议，会上续签了《中日韩关于共同防范

和应对流感大流行和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联合行动计

划》。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三国的相继爆发来

看，三国显然需要更进一步加强合作。

四、以抗疫合作为基础推进中日韩经
济合作

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

中国四川成都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韩国总统

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这次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既是中日、中韩、韩日关系走出波折、渐趋

向好的结果，又是中日韩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开始，

意义非凡。成都，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蜀汉的国

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借用此典故，直言中日韩不

是历史上的魏、蜀、吴，不是相争关系，希望携手

共筑“新三国时代”。三位领导人都对未来合作的

前景抱有热忱的希望，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

来十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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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深入合作，对

三国、对东亚乃至世界都大有裨益。中日韩三国

作为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经济长期向好

的趋势虽然不会改变，但是如何应对短期内的经

济颓势是现实问题。中日韩三国还需积极展开经

济合作。

其一，国际合作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推动。中

日韩三国要用好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及经济高官会机

制，积极推动三国深入参与区域经贸合作。中日韩

三国政治上时有波折，但是经济合作从未停滞。中

日韩三国应借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疫情期间

建立起的信任与合作的“东风”，进一步推动经济

合作。当前要着重促进包括交通、物流在内的地区

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合作。三国应在数字经济和电

信领域等开展科技合作，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同

时，逐步落实“中日韩+X”合作，重点引领东北亚

的区域合作。

其二，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如期签署生效。2019年11月，15个

RCEP成员国已宣布总体结束谈判，力争2020年

底完成签署。若RCEP最终成功，将涵盖约35亿

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

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

区。作为RCEP中经济备受瞩目的三个国家，中日

韩三国顺利签署RCEP意义重大。围绕RCEP展开经

济合作，为中日韩三国深入开展经济合作也提供了

新的契机。

其 三 ， 加 快 中 日 韩 自 由 贸 易 区 谈 判 进 程 。

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

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

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但是，中日

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受到域外大国、历史问题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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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影响，进展缓慢。随着2017年以来三国政

治关系改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负面影响加剧等因

素的推动，三国的经济合作加快，第八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在这种背景下顺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过

后，三国可以适时推动自由贸易区谈判，以期首先

在中日韩三国范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尽快造福中

日韩人民。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日韩三国展开合作是一个不

小的冲击，但只要中日韩三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为引领，不仅有利于三国早日实现抗疫的成功，

而且也有利于三国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最终有利于

三国共同利益与地区各国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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