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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合作机制特点、机遇与挑战

及其走向的分析

庞中鹏

　　摘　要：２０１８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单独运行十周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能够在时隔两年半 后 得 以 重 新 召 开，

实属可贵。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从２００８年单独举行以来时断时续，期间经历了许多波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日韩三

边关系中的两两关系不时出现问题，中日 关 系、日 韩 关 系 与 中 韩 关 系 近 年 来 都 陷 入 过 僵 局，致 使 三 边 合 作 踟 蹰 不

前。今后中日韩合作运行机制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同 时 也 有 不 得 不 面 对 的 挑 战。三 边 合 作 机 制 的 推 进，可 以 带

动整个东北亚区域合作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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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５月９日，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

日本东京举行，这是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六次会议后

时隔两 年 半 三 国 领 导 人 的 再 度 聚 首。１９９９年１１
月，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的间隙，开始了三国在１０＋３框架内的合作。

之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１０＋３领导人

会议期间举 行 会 晤。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三 国 领 导 人 首

次在日本福冈另行举行会议，这次是首次脱离了１０

＋３框架，而 单 独 在 中 日 韩 其 中 一 国 举 行。福 冈 会

议开启了 中 日 韩 三 国 合 作 走 向 机 制 化 的 轨 道。福

冈会议还决定要继续保留１０＋３领导人会议期间举

行会晤的惯例，但同时将三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议固

定化，且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１２年每年都举行，

但之后中断，直到三年多后的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六次

会议才在韩国首尔重启。

　　一、近年来中日韩合作机制的特点

纵观２００８年起单独启动的中日韩三国领 导 人

会议，可以发 现，跨 越 了 十 年 的 中 日 韩 合 作 机 制 一

波三折，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从２０１２年５月第五

次到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间

隔了近三年半，再到２０１８年５月的第七次会议，又

间隔了两年半。可见，２０１２年以后的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充满曲折。

第一，中日 韩 合 作 机 制 一 直 聚 焦 经 贸 议 题，并

向着最终 达 成 中 日 韩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而 努 力。中 日

韩三方在２００２年时就将经贸与信息产业等领域列

为重点合作内 容，２００７年 又 将 财 经、物 流 与 旅 游 等

多个领域 列 入 重 点 合 作 内 容。第 七 次 中 日 韩 领 导

人会议通过 的 宣 言 就 明 确 指 出，三 国 将 共 同 努 力，

加强基于国 际 通 行 的 规 则 和 以 世 贸 组 织 为 基 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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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贸易体系；强调区域贸易协定对补充和强化多

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重申三国自贸协定是深化经

贸合作、推动东亚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

重要路径。① 当 前，中 日 韩 三 国 ＧＤＰ总 量 逾１５万

亿美元，合计约占东亚经济总量的８７．３％。在贸易

领域，２０１７年 三 国 间 贸 易 额 达６６３７．０２亿 美 元，年

均增长８．４％，高 于 全 球 贸 易 总 额２．３个 百 分 点。

在投资领域，三国间相互投资２０１６年时已累计增加

至２２５３．７５亿美元。②

第二，中日 韩 合 作 机 制 高 度 关 注 环 境 领 域，推

动三国环境保护合作。环境与空气污染没有国界，

中日韩三国地缘毗邻，隔海相望，在治理污染、保护

环境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承担共同的责任，理应

加大环境保 护 合 作 力 度。２０１０年５月 于 韩 国 举 行

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通过的《２０２０中日韩

合作展望》中指出，在多个领域加强环保合作，如环

境教育、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沙尘 暴、污 染 控 制 等。２０１１年５月 在 日 本

举行的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第四次中

日韩领导人 会 议 宣 言》中 再 次 提 出，三 国 将 应 对 全

球环境问题 以 及 沙 尘 暴 等 地 区 环 境 问 题。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亚

和平与合作 的 联 合 宣 言》又 指 出，认 识 到 沙 尘 暴 对

地区环境构成了严峻挑战，要加强预防沙尘暴的合

作；就环境污染防治技术信息交流项目开展对话与

合作等。③

第三，中日韩合作机制重视能源特别是可再生

能源在推动 中 日 韩 合 作 中 的 作 用。２０１１年５月 第

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了《通过加强可再生能

源和能 源 效 率 合 作 实 现 可 持 续 增 长》这 份 重 要 文

件，该文件指出，三国领导人认为，应通过发展绿色

能源和提高 能 效 来 促 进 可 持 续 增 长；从 长 远 来 看，

三国应在 绿 色 能 源 和 能 效 方 面 展 开 研 究 或 咨 询。④

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亚和平

与合作的联 合 宣 言》又 指 出，三 国 将 加 强 在 液 化 天

然气领域的合作，以提高本地区液化天然气市场流

动性和效 率。第 七 次 中 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 在 通 过 的

联合宣言中再次指出，重申能源合作对实现本地区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适时达成三国合作谅解备忘

录，以增进本地区液化天然气市场的透明度等。

第四，中日韩合作机制对包括东北亚地区在内

的地区与国 际 局 势 表 示 关 注。２０１０年５月 第 三 次

中日韩领导 人 会 议 通 过 的《２０２０中 日 韩 合 作 展 望》

就已经指出，三国要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恐怖主义、

毒品、防止传染病地区合作、全球贫困与饥饿问题、

全球粮食安 全 问 题、东 亚 峰 会 与 亚 太 经 合 组 织、非

洲和平与发 展 等 领 域 共 同 促 进 地 区 和 国 际 的 和 平

稳定。２０１２年５月 第 五 次 中 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 则 更

加强调了三 国 在 地 区 与 全 球 层 面 加 强 合 作 的 重 要

性，重申支持 东 盟 在 东 亚 合 作 中 发 挥 主 导 作 用，共

同努力加强二十国集团的作用等。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的

第六次中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 就 三 国 继 续 加 强 地 区 与

全球层面的合作做了说明，重申维护朝鲜半岛以及

东北亚和平 稳 定 符 合 三 国 共 同 利 益。２０１８年５月

的第七次中 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 仍 对 地 区 与 国 际 局 势

做了重点关 注：致 力 于 朝 鲜 半 岛 完 全 无 核 化，重 申

维护朝鲜半 岛 和 东 北 亚 和 平 稳 定 是 三 国 的 共 同 利

益和责任；认识到在地区和国际机制中开展合作的

重要性，将合作推动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亚太

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取得具体成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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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日韩合作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日韩合作机制单独运行十年来，从开始几年

的能够每年 顺 利 举 行，到 最 近 几 年 时 断 时 续，反 映

了中日韩合作机制既有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不可回避的挑战，进入第二个十年的中日韩合作机

制，又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三方既要抓住机遇，

又要妥善应对挑战。

第一，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合作有继续提升的巨

大空间，经贸合作将继续作为中日韩合作机制向前

推进的粘合 剂 与 助 推 器 而 发 挥 作 用。２０１４年５月

１７日，《中日 韩 投 资 协 定》①生 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０
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在中韩自贸协定已

经生效的情况下，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有必要加快步

伐，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启动以来，

已举行了多 轮 谈 判，谈 判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进 展，刚 刚

结束的第七 次 中 日 韩 峰 会 已 就 继 续 三 国 自 贸 区 谈

判达成共 识。中 日 韩 自 贸 区 的 建 立 将 会 对 东 亚 地

区一体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已

经超出了经贸合作本身的意义，将会为全球多边自

由贸易树立榜样，并为多边自由贸易注入强劲的动

力，还将会辐射与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向

前发展。

第二，中日关系转圜、中韩关系改善、日韩关系

保持基本稳定，给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继续运转

提供了良 好 的 契 机。第 七 次 中 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 之

所以能重新举行，主要得益于中日韩三边关系中两

两关系的改善，如若没有中日关系近两年来持续向

好势头的出现，若是没有中韩关系走出因“萨德”问

题而致使的双方关系陷入冷却的困境，如果没有韩

日关系基本保持稳定的框架，抑或是中日韩三边关

系中的任意 一 对 双 边 关 系 继 续 处 于 僵 局，那 么，中

日韩领导人会议就难以再次重新运转起来。

第三，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背景下造

成的保护主 义 与 单 边 主 义 阴 影 的 困 扰 以 及 急 剧 变

化的地区与国际形势，客观上推动着中日韩三国需

进一步合 作。由 特 朗 普 政 策 掀 起 的 保 护 主 义 与 单

边主义“风 暴”，致 使 中 日 韩 三 国 都 面 临 着 美 国“贸

易战”的困 扰，在 如 何 应 对 美 国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风 暴

面前，中日韩三国只有合作，没有退却的余地，如若

日韩屈 服 于 美 国 保 护 主 义 的 压 力，对 日 韩 没 有 好

处，中日韩只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共同捍卫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才能有效回应美国保

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带来的麻烦。

第四，中 日 韩 三 国 同 处 于 东 北 亚 地 缘 文 化 圈

内，人文交流 与 人 员 往 来 密 切，在 如 何 应 对 非 传 统

安全问题上有着共同的需要，在文化交流与非传统

安全领域 有 合 作 的 契 合 点。中 日 韩 三 国 都 是 汉 字

文化圈国家，已有数千年的交往史，近年来，三国人

员交往频繁，仅２０１７年，三国人员往来就超过２８００
万人次，而频 繁 的 人 员 往 来，客 观 上 助 推 着 中 日 韩

三国需要深化合作。另外，三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

问题上也有着共同需求，例如在地震与台风等自然

灾害预防、空气与海洋污染治理、跨国传染病防治、

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三国须共同研究与应对才能

有效将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防控在最低限度，而不

至于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毋庸置疑，中日韩三国合作需要直接面对的挑

战也有不少，未 来 的 中 日 韩 三 国 想 要 深 化 合 作，就

需要勇敢面对一些问题的挑战。

首先，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之所以会出现时断

时续的局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日韩三边关系中

的两两关系不时地出现波折，而其根源在于历史认

识问题与领土纠纷问题。

在如何正确认知二战侵略历史问题上，日本负

有重要的责任。作为二战期间的侵略方，日本本应

在涉及亚洲 受 害 国 人 民 民 族 感 情 的 历 史 认 识 问 题

上谨言慎行，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坛的一些极端右翼

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却屡屡有出格的言行，美化

或者否认二 战 侵 略 罪 行、不 断 参 拜 靖 国 神 社 等，直

接伤害了中韩两国民众的心灵，自然遭到了中韩人

民的强烈反对，也抵消了日本在中日韩合作中所发

挥的作用，不利于中日韩合作的深化。

在领土纠纷问题上，中日之间有着钓鱼岛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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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协定是中日韩之间第一个促进和保护三国间投资行为的法律文件和制度安排，能为三国投资者提供更为稳定和透明的

投资环境，对促进和保护三国间相互投资、进一步深化三国投资合作、推动三国经贸关系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附属岛屿的领土纠纷，韩日之间有独岛（日本称“竹

岛”）之争，特别是２０１２年日本方面悍然将中国的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所谓的“国有化”行动，更是

导致了中日关系近年来陷入了僵局，而韩日也因旷

日持久的岛 屿 纠 纷 致 使 双 边 关 系 迟 迟 难 以 获 得 战

略提升。领 土 纠 纷 在 国 际 关 系 上 本 来 就 是 异 常 敏

感的，领土问 题 涉 及 主 权 之 争，而 且 极 易 触 动 双 方

的民族感情，一 旦 领 土 纠 纷 失 控 滑 向 冲 突 边 缘，后

果更是严重，也自然会使中日韩合作进程中断。

正是因为 中 日 韩 之 间 存 在 着 深 刻 的 历 史 认 识

问题与领土争端，所以近年来中日关系与日韩关系

都出现了问 题，而 有 的 问 题 还 比 较 严 重，致 使 双 边

关系冷却、踟蹰不前。双边关系中出现这样那样的

问题，不可避免，关键是要面对问题，特别是造成问

题的一方，更 需 要 勇 敢 地 站 出 来，去 有 效 地 处 理 解

决问题。比如，造成中日关系近年来僵局的根本原

因在于日本方面，日本首先要面对问题并积极解决

问题，取信于中方，才能使中日关系转圜。

其次，中日韩合作在深化过程中面临着地区合

作主导权 如 何 平 衡 的 课 题。在 区 域 合 作 向 前 发 展

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着地区合作主导权如何平衡的

问题。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一体化合作要想深入

发展，都面临着地区主导权由谁掌握以及如何掌握

的问题。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德法两国，而

且正是德法两国主导了欧洲一体化向前深入推进，

没有德法两国掌控欧洲一体化的架构，也就没有欧

盟的成立，欧 洲 一 体 化 尽 管 面 临 着 一 些 问 题，但 正

是因为有德法两国的坚定推动与主导，才能克服欧

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种种困难。可见，一个地区合作

的深入发 展，主 导 国 不 可 或 缺。中 日 韩 三 国 中，中

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则是第三大经

济体，韩国也 已 是 经 济 发 达 国 家，未 来 在 中 日 韩 合

作进程中，究 竟 是 中 日 韩 三 国 共 同 主 导 合 作 架 构，

还是中日两国主导、或者是日韩主导抑或是中韩主

导，是一个非 常 难 以 处 理 的 问 题，如 果 能 提 出 一 个

让三国都能接受的合作主导方案或合作主导框架，

将会为未来三国深化合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助力。

另外，中日 韩 合 作 还 须 克 服 美 国 因 素 的 影 响。

尽管从地理 角 度 考 虑，美 国 不 属 于 东 亚 地 区，但 是

二战后形成 的 国 际 秩 序 客 观 上 给 美 国 影 响 力 驻 留

东亚提供 了 便 利 条 件。从 二 战 到 冷 战 期 间 再 到 现

在所建立的日美同盟关系与美韩同盟关系，以美国

在日韩这两 个 国 家 都 驻 有 大 量 军 队 的 形 式 而 使 美

国对日韩两 国 有 着 关 键 的 影 响 力，所 以，中 日 韩 合

作的深化，美国因素不容忽视。美国因素对中日韩

合作是否能深化，发挥着或明或暗的作用。在美国

看来，以中 日 韩 合 作 为 代 表 的 东 北 亚 区 域 一 体 化，

如果完全去除美国因素的存在，是不可想像的。在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掀起单

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浪潮的背景下，日韩两国作为美

国的盟友，如 何 在 不 严 重 悖 逆 美 国 利 益 的 情 况 下，

巧妙推动中日韩合作进程向前迈进，考验着日韩两

国的外交智慧。

　　三、中 日 韩 区 域 合 作 未 来 的 走 向 及 其 对

策建议

　　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个关键国家，中日韩对推

动东北亚 区 域 合 作 负 有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当 前 东

北亚地区形势正在急剧变化，以朝核问题为重点的

朝鲜半岛局势，正在从之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紧张局面 转 而 向“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的 和 平 与 稳 定

的方向发展，朝 核 问 题 的 解 决，将 会 给 包 括 中 日 韩

区域合作在 内 的 东 北 亚 局 势 的 发 展 带 来 深 远 的 影

响，未来，中 日 韩 区 域 合 作 的 走 向 可 能 有 如 下 几 种

情况。

首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排除各自双边关系

生变的干扰，继 续 向 着 稳 定 的 年 度 会 晤 机 制 迈 进。

积极解决朝 核 问 题 将 为 朝 鲜 半 岛 北 南 关 系 的 改 善

奠定基础，朝 韩 关 系 的 进 一 步 改 善，将 让 韩 国 获 得

更多的战略主动权（比如未来几年可能收回由美军

掌控的战时指挥权）。一个获得相对更多独立地位

的韩国，将 有 更 多 充 裕 的 条 件 去 改 善 与 中 国 的 关

系，可以 完 全 拔 除“萨 德”问 题 这 根 中 韩 关 系 中 的

“刺”。随着中韩关系与朝韩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日

本在东北亚地区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

日本继续紧 密 追 随 美 国 的 战 略 政 策，比 如，继 续 配

合美国对朝 鲜 的 极 限 施 压 政 策，那 么，朝 日 关 系 必

然不能得到 改 善，而 朝 日 关 系 的 继 续 紧 张，将 会 使

日本在东 北 亚 地 区 的 地 位 进 一 步 边 缘 化。如 果 日

本意识到中日韩三国合作的重要性，意识到要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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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战略转 换 中 掌 握 主 动 权，那 么，日 本 就 须 进 一

步与中国改 善 关 系、继 续 稳 定 与 韩 国 的 关 系，这 样

的话，中日韩 三 边 关 系 中 的 两 两 关 系，就 会 得 到 巩

固，将有利于推动中日韩合作的进一步机制化。

其次，中日韩三国自贸区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 定（ＲＣＥＰ）是 推 动 东 亚 地 区 一 体 化 的 两 大

“引擎”抑 或 是 两 个“轮 子”，两 者 不 久 后 将 最 终 达

成，会直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提档升级。

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尽管面临着一些困扰，但

达成自贸协定后的有利因素将远远大于不利因素。

通过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可以深化东北亚

区域经济合作、实现三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进一

步提升三国的国际竞争力；三国自贸区建设将会通

过活跃地区 内 投 资，形 成 推 动 力，驱 动 地 区 经 济 实

现均衡发展；三 国 自 贸 区 建 设，带 有 促 进 东 亚 或 更

广泛的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前提属性，也是推动地区

多边自由贸易的前提。① 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通过的宣言 中 就 着 重 指 出，要 加 快《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伴关系 协 定》谈 判。《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已经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

７月１日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部长级会议首次在东京召开。日 本 首 相

安倍晋三在此次 会 议 上 致 辞 时 明 确 指 出，“在 当 前

形势下，继续坚持 自 由 贸 易 是 最 关 键 的；在 自 由 与

公正的规 则 基 础 上，东 亚 地 区 有 必 要 加 速 扩 大 人

员、物资 与 资 金 的 流 动；《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定》谈判正在引 起 国 际 社 会 的 高 度 瞩 目，而 国 际

社会目前正对美国 掀 起 的 保 护 主 义 表 现 出 了 很 大

的忧虑，东 亚 地 区 能 否 团 结 起 来 继 续 高 举 自 由 贸

易的旗帜，将 关 系 着 本 地 区 经 济 一 体 化 能 否 得 到

深化”。②

《区域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和 中 日 韩 自 贸

协定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旦完全达成，

将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日韩合作深入发展，并且以

此带动整个东亚区域合作，本文尝试在以下几个方

面提出建议。

一是中日 韩 三 国 要 在 构 筑“互 信”上 下 功 夫。

互信不仅是 中 日 韩 三 边 关 系 中 两 两 关 系 发 展 的 基

础，也是中日 韩 三 方 未 来 发 展 合 作 的 关 键，没 有 互

信的中日韩三国，难言能够走上机制化稳定发展的

轨道。其实，中日韩三国合作之所以在前几年龃龉

不断，一个重 要 原 因 在 于 互 信 不 足，不 仅 中 日 之 间

互信缺失，而且在韩日与中韩之间也缺少互信。由

于互信缺乏，自然会使三国合作进程打断。政治互

信缺失，就会造成彼此间猜疑，乃至会产生敌意，而

只有增 强 互 信，才 能 在 遇 到 敏 感 问 题 和 突 发 事 件

时，冷静思 考、审 慎 而 为。③ 为 了 增 进 互 信，造 成 互

信不足的一方应主动表示诚意，发出改善关系的良

好信号，以补救互信迅速下降后冷却的关系。

二是中日 韩 应 在 共 同 应 对“逆 全 球 化”与 贸 易

保护主义 等 方 面 加 强 合 作。中 日 韩 三 国 合 作 机 制

从启动至今，本身就是全球化与多边自由贸易的产

物，而且，三 国 的 合 作 也 是 为 了 推 动 全 球 化 与 维 护

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也就是说，中日韩是全球化与

多边自由贸易的得益者，理应坚决举起捍卫全球化

与多边自由贸易的大旗，共同应对目前一时兴起的

“逆全球 化”与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逆 流。由 美 国 特 朗 普

政府掀起的这股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逆流，以

不惜搞“贸易战”的架势维护美国的单边利益，同时

对中日韩三国搞贸易制裁。对此，中日韩三国当以

此为合作契 合 点，以 应 对 美 国 保 护 主 义 为 交 集，推

动三国深化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日韩三国

面临着一些 共 同 的 问 题，但 仅 仅 凭 借 三 国 的 力 量，

抑或只是单 打 独 斗，必 然 难 以 共 同 应 对 挑 战，唯 有

三方加 强 合 作，统 一 行 动，才 能 最 大 限 度 地 解 决

问题。④

三是中日韩可以以“文化”为载体，推动中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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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龙：《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景探析》，《北方经贸》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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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殿君：《东北亚区域合作政治互信关系的构筑》，《新视野》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江瑞平：《中日韩经济合作：动因、态势与影响》，《外交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三国互相认知走向理性与深入，从而推动中日韩三

国合作行 稳 致 远。在 中 日 韩 三 国 人 员 往 来 日 益 频

密的背景下，如何让三国民众更加深入理性地认知

对方，而不是陷入被感性与表象遮蔽的偏见与误解

的旋涡，当是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如何走向深入的

一个不得 不 思 考 的 问 题。目 前 文 化 因 素 对 于 国 际

关系的影响正在变得更加重要，“人文外交”越来越

凸显其强大的影响力，中日韩之间近年来在人文交

流层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在这些人文交

流的背后，仍 存 在 诸 多 原 因 导 致 的 相 互 猜 疑、信 任

不足以及交流不对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在三

方不 断 扩 大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逐 步 淡 化 直 至 彻 底

解决。①

四是通过 尝 试 构 建“东 北 亚 能 源 共 同 体”来 推

动中日韩 合 作 走 向 深 入。中 日 韩 三 国 都 是 亚 洲 能

源消费与进口大国，在能源进口来源地与能源运输

路径上有着 相 似 性 与 重 叠 性，比 如，中 日 韩 三 国 都

将中东地区作为能源进口主要来源地之一，都面临

着海上能源运输风险问题（如海盗袭扰与马六甲海

峡困局问 题），作 为 能 源 进 口 国，三 国 都 须 应 对“能

源溢价”②问题，三 国 在 能 源 问 题 上，不 仅 仅 是 能 源

竞争关 系，还 应 超 越 竞 争 关 系，尝 试 合 作 构 建“东

亚能源共同体”来 解 决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 过 程 中 急

需的能源供应问 题。以“合 作”共 同 应 对 石 油 地 缘

政治风险，以“合 作”掌 握 在 国 际 能 源 市 场 上 的 话

语权，以共同解 决 三 国 长 期 面 临 的“能 源 溢 价”问

题。在能源问题上，中 日 韩 可 以 通 过 合 作，努 力 缓

和与规避竞争，形 成 东 北 亚 能 源 消 费 者 联 盟，通 过

合作形成 强 大 的 团 结 力 和 购 买 力，以 此 对 国 际 能

源市场供 应 方 发 挥 重 要 影 响 力，最 终 扩 大 东 北 亚

地区在 国 际 能 源 价 格 谈 判 上 的 主 导 权。③ 中 日 韩

三国若能 在 能 源 问 题 上 走 向 合 作，并 进 一 步 机 制

化，将会成 为 深 化 东 北 亚 区 域 合 作 的 一 个 较 好 的

切入点。

五是中日韩可以在北极问题上开展合作，以共

同应 对 北 极 问 题 作 为 深 化 三 国 合 作 的 新 平 台。

２０１３年５月，中日韩同时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

察员国，这为中日韩三国在北极问题上进行合作提

供了良好的契机。迄今为止，中日韩三国已就北极

问题在三国 轮 流 举 行 了 三 次 高 级 别 对 话 会 议④，这

三次会议一 再 重 申 了 三 国 在 科 学 研 究 方 面 开 展 合

作的重要性。２０１８年１月，中 国 政 府 发 布 了《中 国

的北极政策》白 皮 书，该 白 皮 书 指 出 中 国 在 北 极 问

题上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在多边和双边层面，

推动在北极各领域务实合作；重视发展与其他北极

域外国家之间的合作”⑤等。２０１８年５月，日本发布

了新的《海洋基本计划》，其中就提出在北极问题上

“要扩大双 边 与 多 边 合 作，包 括 中 日 韩 就 北 极 问 题

举行的高级别对话”。⑥２０１３年７月，韩国前官员曾

建议成立“韩 中 日 北 冰 洋 合 作 委 员 会”来 共 同 应 对

北极的 资 源 开 发 和 环 境 保 护 问 题。⑦ 韩 国 政 府 于

２０１３年７月发布了《北极综合政策推进计划》，该计

划表明韩国将以推进北极航道开发建设为重点，推

出 北 极 综 合 政 策，多 角 度、全 方 位 地 参 与 北 极

事务。⑧

在具体合作领域方面，中日韩首先可在海洋与

极地科学 考 察 方 面 加 大 合 作 力 度。以 科 考 作 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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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东北亚地区如何实现与历史的“共生”———从“大 历 史”维 度 思 考 中 日 韩 和 解 合 作 之 道》，《东 北 亚 论 坛》２０１６年

第４期。

亚洲溢价，即中东原油“亚洲溢价”（ＡｓｉａｎＰｒｅｍｉｕｍ）。中东地区的一些石油输出国对出口到不同地区的相同原油采用不同

的计价公式，从而造成亚洲地区的石油进口国要比欧美国家支付更高的原油价格。

杨泽伟：《“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法律框架初探》，《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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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北极事务合作的切入点，在当前中日韩总体政

治合作氛围还不太浓厚的条件下，具备一定的可操

作性。中日韩都是北极问题域外国家，而域外国家

在北极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该国以 科 研 为 主 的 北 极 知 识 储 备 的 获 取 和 转

化能力。① 中 日 韩 三 国 都 在 北 极 地 区 设 有 科 考 站，

今后三国可 利 用 科 考 站 的 便 利 条 件，在 海 洋 污 染、

极地洋流、海冰融化、北极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

方面加强交 流 与 合 作，共 同 为 科 学 利 用 北 极、科 学

保护北极做出贡献。

其次，三国可在北极航道探索利用方面进行合

作。北极航 道 对 于 中 日 韩 三 国 而 言 都 具 有 战 略 利

用价值，如能在合作探索北极航道领域做出开创性

工作，将有利于三国与欧洲的经贸合作往来。在北

极航道探索 利 用 方 面，三 国 的 合 作 大 于 竞 争，如 果

三国只是纠 结 于 竞 争 点，单 独 去 开 发 北 极 航 道，将

会面临很 大 的 困 难。三 国 在 合 作 开 发 北 极 航 道 方

面各自具有优势，比如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与人员

优势，日本具 有 多 年 积 累 的 海 洋 高 科 技 知 识，韩 国

拥有先进的造船能力与技术，把三国的优势结合起

来，正好用在 北 极 航 道 探 索 开 发 上，推 动 三 国 早 日

顺利打通北极航道。

最后，三国在涉及北极问题的领域应尽可能联

合起来，有力呈现出东北亚地区在北极问题上的发

言权与影 响 力。北 极 理 事 会 是 目 前 主 导 北 极 事 务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北极理事会的八个正式成员

国②都是北极 地 区 内 部 国 家，这 八 个 国 家 特 别 是 美

国、俄罗斯与 加 拿 大 掌 控 着 北 极 地 区 的 话 语 权，不

大愿意看到 中 日 韩 等 北 极 域 外 国 家 过 度 介 入 该 地

区事务。在八个北极地区国家看来，北极地区占有

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是未来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

下一个争夺 点，多 一 个 域 外 国 家 介 入 北 极 事 务，就

多一分争夺，为此要尽量减少域外国家对北极地区

的介入。不过，北极地区事务并不完全是八个北极

地区国家的内部事务，该地区气候变化对全球气候

变化有着重 要 影 响，中 日 韩 不 是 北 极 国 家，但 是 北

极地区的气候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中日韩的天气、

大气与环境，如北极海冰的快速融化将会对中日韩

三国的海 岸 线 以 及 天 气 冷 暖 产 生 较 大 的 影 响。正

是因为北极地区与中日韩有着很多的关联，所以三

国作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有必要在有关北

极问题上尽量发出声音，用东北亚地区在北极问题

上的一致性 来 应 对 北 极 域 内 国 家 想 要 排 斥 中 日 韩

在北极事 务 上 应 有 的 发 言 权 的 举 动。中 日 韩 只 有

相互联合才 能 形 成 更 大 的 优 势 以 吸 引 北 极 域 内 国

家主动邀请参与北极事务，在良好互动和实践中改

善北 极 域 内 国 家 的 排 外 态 度，以 最 终 共 享 北 极

利益。③

６３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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