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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东亚区域合作

王俊生＊

新冠肺炎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也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所经历的最为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

给中国、日本、韩国及其他东亚国家 的 生命 财 产和 经 贸 合 作 带 来 巨 大 损 失，同

时也凸显出东亚地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一、推进中日韩三国区域经济合作

本次疫情再次凸显中日韩三国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中日韩三国

体量很大，“当前，三 国 占 了 全 球 人 口 的２０．９％，全 球 国 内 生 产 总 值（ＧＤＰ）的

２３．１％，全球贸易量的１８．５％”。① 但与此同时，开启于２００３年的三国区域经

济合作步履蹒跚。中日韩三国２００８年开始举行的领导人峰会更是时断时续，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间仅召开一次。中日韩三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也过分集中于亚洲

外经济体，“三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度指标只有１９．４％，而北美国家是４０．２％，欧

盟国家更是高达６３．８％”，②这是亚洲经济容易受到欧美波及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步履蹒跚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国围绕将本国 利 益 最

大化争执不下，而２０１８年以来三国合作得以顺 利 推 进，主 要 动 力 在 于 面 对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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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止损”举措。①

三国合作的这一动力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更为紧迫。一方面，目前来看，疫

情短期内难以被彻底扑灭，相关国家所采取的限制措施可能长期化，这会导致

全球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壁垒进一步上升。即使在疫情结束后，某些

西方国家发起的所谓企业“本土化”趋势也有可能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受疫情

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将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３．３％下调至

２．９％，经 济 合 作 组 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ＣＥＤ）将预期从疫情前的２．９％下调至２．４％。②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受新冠肺 炎

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近１％。③ 同时，本次疫 情 受 到 打

击最大的可能是欧美国家，其经济下滑短期内不可避免，是否陷入长期衰退也

面临不确定 性，中 日 韩 三 国 加 强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可 减 少 对 欧 美 国 家 的 进 出 口

依赖。

由此可见，面对因疫情导致 国 际贸 易 保护 主 义 加 剧 以 及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低

迷，中日韩分别作为亚洲第一、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不

仅能实现止损，而且可以引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这对于稳定东亚经济也至关

重要。

二、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本次疫情还凸显非传统安 全 对三 国 关系 的影 响之 大。比如，２０２０年正值

中日和中韩政治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但因疫情影响，拟定中的中国领导人访

日与访韩不得不推迟。在近几年中日关系趋暖背景下，中 日 两 国 就 习 近 平 主

席２０２０年春天访日已达成共识。这将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继２００８年５月访日

后时隔１２年的又一次重要访问。韩国各界高度期待习近平主席２０２０年访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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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已访问中国两次，其他高层领导

人也接连访问中国，仅２０１９年，韩国总理、副总理、国会议长相继访华，中国领

导人回访时机正在成熟；另一方面，２０１９年，习近平主席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

问，而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没有访韩。同时，自文在寅政府上

台以来，中韩克服“萨德问题”障碍，两国关系正在恢复中，韩国各 界 普 遍 期 待

借助习近平主席访韩契机能全面恢 复 双边关系。考虑到韩 日 竞 争 关 系，不 少

韩国民众还期望习近平主席能在访日之前先访问韩国。为了实现这两次重要

访问，中日韩三国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因为疫情暴发，访问充满变数。

再比如，三国紧密的联系深受疫情影响。疫情暴发后，中日韩三国均采取

了不同程度的入境管理限制措施，人们也自我隔离避免不必要往来，这大大限

制了三国间联系。比如，２０２０年４月６日，入境韩国的中国人数竟然为“零”，

而此前入境韩国的中国人数日 均近２万人。近几年来，中 韩 两 国 围 绕 因“‘萨

德’入韩”导致中国游客赴韩减少而争执不下，双方为解决这一问题均付出 巨

大努力，但这些努力因为疫情更加复杂化。

当前，中日韩三国尤其应加强公共卫生 领 域 的 合 作。新 冠 病 毒 作 为 三 国

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重大共同挑 战，三国理应携手应对。中 日 韩 作 为 对 亚

洲和平与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三 个 国家，更应首先加强合作为本地区 公 共 卫

生安全做出贡献。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门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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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续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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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合作具有良好

基础。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对于病毒传染源、中间 宿 主、传 染 性 强 等 还 存 在 许

多未知，尤其是在疫情可能常态化背景下对疫苗的需求迫在眉睫，中日韩三国

卫生部门与科研单位应就此建立固定的合作机制联合攻关。如果三方能就此

取得突破，这也将是亚洲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在卫生健康安全领域合作基 础 上，三 国 应 推 动 其 他 领 域 的 科 技 合 作。从

历史长周期看，１８世纪发生的蒸汽机和机械革命、１９世 纪 发 生 的 电 力 和 运 输

革命、２０世纪发生的电子和信息革命，均是欧美国家在领跑，亚洲国家只是使

用者。但当前正在酝酿的以人 工 智能、物联网、能 源 互 联 网、生 命 创 制 等 为 核

心的新科技革命，中日韩三国都表现出一定优势，存在引领潜力。如果三国能

通过合作在新科技革命上有所贡献，那将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当前，三国应

就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联合参与国际

标准制定，并创造条件尽快将三国的优势产品纳入各自政府采购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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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还应借机加快建立国际突发公共事件合作应 对 机 制，这 包 括 公 共 卫

生、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领域，使合作应对危机常态化。这些机制

一旦建立，可以解决国际公共领域突发事件往往合作乏力的问题，将是对国际

制度文明做出的贡献。在这次新冠疫情应对上，中日韩已举行多次视频会，旨

在解决疫情联防联控，以及重要和急需的商务、物流、生 产 和 技 术 服 务 人 员 往

来等问题。这些做法可进一步完善与扩展，并予以机制化。

三、东西方的身份分野有所显现

这次疫情还使得东亚与西方 的 身份分 野 有 所 显 现。比 如，面 对 欧 美 某 些

国家将疫情纷纷“甩锅”给中国，韩国和日本被习惯上称为“西方国家”的两个

国家不仅没有“甩锅”，而且在中国疫情暴发 后 提供 了 大量 援 助。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８日，文在寅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愿意协助中国防控疫情。同一天，韩国政府

宣布向中国捐赠口罩等防护物资。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文在寅给习近平主席打

电话表达慰问和支持，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实际上，疫情发生

后韩国驻华大使馆就挂出这幅写有“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标语。２０２０
年２月２０日，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姜承锡搭乘韩国运输包机抵达武汉履新，

在西方国家纷纷撤馆的背景下，姜承锡“逆行”举动弥足珍贵。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
日，日本首相安 倍 晋 三 公 开 表 示 将 全 力 支 持 中 国 抗 击 疫 情。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７
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遇到困难时倾力相助的朋友才是真朋友，日本将全

力协助中国。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在干部会议上决定，将从

该党所属每位国会议员三月经费中扣除５０００日元捐赠给中国。

日韩两国疫情暴发后，中国也投桃报李，向其提供了大量帮助。２０２０年３
月６日，中国政府开始向韩方提供 物资援 助。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中方向日本

捐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中国还积 极 与 韩国 和 日 本 政 府 分 享 抗 疫 经 验，

提供信息帮助。可以说，中日韩三 国面对 疫 情 呈 现出 的 温 情 互 动 是 近 年 来 乃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少有 的，体现出三国同属儒家文化圈重感 情 和 守

望相助的传统。

再比如，相较于欧美国家，中 日 韩三 国对 本 次 疫 情 的 应 对 相 对 较 好，深 层

次原因与文化因素也不无关系。如果说中国的体制和西方 国 家 不 同，但 意 大

利、英国等欧洲国家不仅在体制上与韩国相似，而且人口、面积，以及疫情暴发

时间和韩国也均极为接近。但相对于欧美国家面对疫情在纠结生命安全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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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经济运行孰轻孰重、并因此迟迟不愿采取严格社会管控措施，中日韩三国将

生命安全置于首位，面对疫情毫不犹豫采取了严格管控举 措。在 采 取 严 格 社

会管控措施后，不同于欧美某些国家屡屡暴发抗议，中日韩三国人民表现出自

律与团结。

三国在回应外界过度反应上也表现出一定默契。面对世界卫生组织不赞

成甚至反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旅 行 或贸易禁令 的 呼吁，某些国家对中 日 韩 三

国国民做出过度反应。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２日，发生韩国游客已到达以色列却被遣

返回韩的事情。对此，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中日韩三国同时对以色列驻该国的

外交官表示忧虑。美国政府一度将新冠病毒妖魔化为“中国病毒”后，受 冲 击

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因为在许多美国人 眼 中，中 日 韩 三 国

人民在相貌上没有区别。

尽管疫情过后中日韩三国分歧还会在，韩美和日美同盟也将维持下去，但

疫情的确再次促使中日韩三国重新 思 考“我们是谁？”的 问 题。不 管 实 行 什 么

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也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利益关系，本次疫情显示出中

日韩三国同属亚洲人的身份现实，这是三国合作的天然优势。

四、东亚地区合作步伐可能加快

本次疫情还有望促进以东盟为主的东亚地区合作。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东

盟国家发表《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 炎 疫情的 东 盟 主 席 声 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
日，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 特别外 长 会 举 行。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４日，东盟

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后发表的《联

合声明》出台了相关具体举措，比如，加强药物和疫苗研发合作、建立重要医疗

物资储备机制、成立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特别基金等。在这次会议上，多个

国家领导人还明确提出要努力在２０２０年年内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ＲＣＥＰ）。这表明东亚国家从疫情防控、维护产业链稳定、到维护市场开放

都有较强共识。

东亚区域合作加强的原因还在于在本次疫情防控和引导世界经济平稳发

展上，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相关机制并没有发挥出领导作用。面对疫情，欧美

国家各自应对，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合作机制，甚至连共同“抗疫”的声音也很少

发出。在应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上，西方 国 家 在 第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建 立 的 国

际机制也处于失灵状态。回顾历史，东亚 地 区 合 作的 每 前 进 一 步 往 往 伴 随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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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冷战背景和东南亚地区动乱催生了东南亚联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成

立，当时主要目标是应对内外部安全。１９９７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在马来西亚举行，正式启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进程，当时重要背景是席

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暴发。面对当前疫情所导致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世界经

济发展低迷，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失灵，如何走出困境同样应成为东亚地

区加强区域合作的动力。

在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过 去 一个 多 世纪 中 日 韩 三 国 及 东 亚 其 他 国 家 普

遍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普遍视西方为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并在这一过程

中对彼此合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尤其体现在区域合作上。这 次 新 冠 疫 情 暴

发不仅提醒中日韩三国和其他东 亚 国家加强区 域 合作 的 重 要 性与紧 迫 性，也

再次显现出东亚国家的身份现实。对身份的分析不仅包 括“我 们 是 谁？”或 者

“我们来自哪里？”，还包括“我们可能变 成 谁？”和“我 们 如 何 代 表 我 们 自 己？”，

这实际上也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 动 力。同时，尽管 中 日 韩 三 国 和 其 他 东 亚

国家近代以来有不愉快的历史以 及 仍然存在一 些 现实 利 益 纠 纷，但长 达 几 千

年山水相依中，彼此冲突的时间远少于互学互鉴与和平共处的时间。当前，中

日韩三国和其他东亚各国又面临加 强 合作的重 要 关口。因 此，面 对 百 年 罕 见

的新冠疫情，各国应守望相助加强合作，并 在 此基 础 上 强 化 相 关 领 域 的 合 作，

这不仅有利于东亚国家“抗疫”和经济发展需要，也是为国际社会走出困境 以

及国际制度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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