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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中断三年后重
启。专家表示，这是个利好消息，对转寰东亚
外交一度陷入僵局、经济合作难以深化的情
况具有积极意义。解决一些复杂问题不可能
一蹴而就，但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化
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推动经济合作最大化，缓
和政治问题与历史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

主任胡令远认为，此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
议重启由韩国最早提出，中国积极接受，日本
欣然接受。其间固然有美国在外部推动的因
素，即希望日韩两个“小兄弟”通过经济平台
缓和外交僵局，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三国自
身的内在诉求。他表示，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

略后，中日韩作为亚洲三个主要经济体，经济
合作势头却明显停滞。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
转型期，韩国经济表现平平，日本经济不景
气，“安倍经济学”也没有突出的成绩，因此三
国都有深化经济合作的愿望，而日本的诉求
更为强烈。
从日本角度来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学者肖河认为，中日和日韩间此前
因领土和历史问题风波不断，安倍政权表现出
一方面“积极要求对话”，另一方面又拒绝回应
中韩两国要求的姿态。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在
!""谈判等问题上“稳住阵脚”之后，安倍政府
显然也希望能够与中韩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
取得成果，以进一步凸显其“现实灵活”的执政

风格，增加对美外交筹码、提升国际影响力。因
此，对于安倍而言，实现中日韩经济合作无疑
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此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的主题是经济

合作。胡令远指出，但从会后发表的联合宣言
看，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合作领域和合作项目，只
是原则性地表示加速推动三国自贸区建设。其
间主要的障碍仍是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三国
领导人虽然坐在了一起，但进行深度合作仍有
困难和阻力，推进会议成果落实仍有不确定因
素。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实现政治互信，以诚
相待，才能化解心结。尤其希望明年在日本举行
的三国领导人会议，能带来积极成果。

本报记者 丁珏华 吴宇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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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三年重启 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如何协调成关键

李克强：希望“两个轮子一起转”
! ! !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第六次中
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时隔三年后重
启，$日下午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出席会议，并发表《关于东北亚和平与
合作的联合宣言》。会后，三国领导人共同
会见了记者。
李克强表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时

隔三年重启，本身就来之不易。三国领导人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重申了
对三国合作的高度重视，一致同意处理好
历史等敏感问题，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在
此基础上共同致力于地区经济一体化，携
手迈向 %&%&年实现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
标。李克强指出，中日韩是东亚三大经济
体，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对全球
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中方重视中日韩合
作，希望三国相向而行，把握政治安全与经
济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的大方向，以对
话与合作塑造安全和发展环境。

李克强就中日韩合作提出具体建议：
一是提升政治互信水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二是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开展国际产能
合作。三是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
金融稳定。四是共同推动结构性改革，加强
创新领域合作。五是加强可持续发展合作，
更好造福民众。六是推进社会人文交流，增
强东亚共同体意识。他强调，要发挥好三国
合作秘书处的重要平台作用，研究成立中日
韩合作基金，为深化合作提供新活力。
朴槿惠表示，韩中日三国领导人会议

重启意义重要，三国加强合作不仅符合三
国国民利益，也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稳定和
繁荣。安倍晋三欢迎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
重启，并表示三国自贸区建设对促进东亚
合作有重要意义，希望三国经贸合作关系
得到进一步加强。

! ! ! !据新华社首尔 !!月 !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

日晚在首尔下榻饭店应约会见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
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李克强表示，去年底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
系逐步走出僵局，保持回稳势头。但同时，两国关系敏感性、
复杂性仍较为突出，重回正常发展轨道依然任重道远。双方
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希
望日方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
系持续稳定改善。二是妥善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希望日方
真正做到正视和反省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好有关问
题。三是培育相互信任。四是深化务实交流合作。
安倍表示，愿坚定不移地按照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原

则，沿着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改善和
发展日中关系。

李克强应约会见安倍

专家分析 经济利好能否缓和外交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