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全文） 
 

值此中日韩合作 2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国首相安倍晋三和大韩

民国总统文在寅，于 2019年 12月 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回顾三国合作历

程，展望未来合作前景。 

我们忆及 20年前，中日韩领导人高瞻远瞩，在亚洲金融危机寒流中开创了中日韩合作。20年

来，三国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同发展。建立了 21个部长级会议和 70多个对话机制，成为

三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2011年设立了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以进一步促进三国合作。三国贸易额

从 1999年的 1300亿美元增至 2018年的 7200多亿美元，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从 17%提升至 24%。三

国合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一致认为，未来十年将是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迅速发展的十年。各国利益和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深度交融。作为对亚洲和平与稳定负有

重要责任的国家，中日韩应加强合作，与其他国家一道，为地区和国际社会面对的广泛问题作出积

极和应有的贡献。加强中日韩合作符合三国和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我们重申，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深化三国合作也有利于促进双边

关系。我们重申三国之间有着过去的历史和长久的未来，将基于 2018年三国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

继续合作。我们将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规划三国合作，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引领未来的合

作模式，使中日韩合作成为东亚和平稳定与地区合作的稳固平台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

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促进地区对话和互信，包括在三国合作框架下举办相关伙伴方参与的学术讨

论。 

为此，我们一致同意： 

一、共同提升三国合作水平。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有助于三国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三

国将共同为此营造积极氛围。我们认可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取得的成绩，支持秘书处继续加强能力建

设，一致认为中日韩合作基金将为促进三国合作的项目提供支持。 

二、维护持久和平安全。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妥善管控分歧

，发展长期和平友好关系。我们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重申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是我

们的共同利益和责任。我们忆及《中日韩领导人关于 2018朝韩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声明》。我们致力

于实现半岛和平、安全和繁荣，强调只有通过包括对话和外交在内的国际合作，并根据联合国安理

会有关决议全面解决各方关切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中韩领导人希望日朝之

间的绑架问题通过对话尽快得以解决。 

三、倡导开放共赢合作。视彼此发展为机遇，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升合作水平。为此，我们

将努力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并保持市场开放。重申支

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以改进其功能。 

我们一致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作用，将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强化现有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以培育良好营商环境。我们重申在 2019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我们将在 RCEP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

自贸协定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 

我们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现有机制开展更多三方合作。我们将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和模式，

共同促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稳定和确定性。 



我们欢迎历届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包括大阪峰会成功举行以及取得的成果，将在 G20

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领导力。 

四、引领科技革命。推进科技创新合作，通过现有机制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鼓励在数字经济

和电信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不稳定性。加强区域金

融合作，包括强化清迈倡议多边化，提升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能力。 

五、促进包括交通、物流在内的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合作。基础设施为经济增长和繁荣提

供动力。我们强调最大限度发挥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重视项目在经

济、社会、财政、金融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重申根据普遍接受的国际原则，推进可持续、高质

量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本地区贸易、投资和服务竞争力。 

六、重申致力于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消除包括极端贫困在内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

贫困，是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和环境

层面的合作。强调在循环经济、资源效率、农业、渔业和北极等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意义。将继续

支持和鼓励各方共同努力，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和跨境

动物疫病等共同挑战。采取综合政策措施，促进积极健康老龄化。继续根据《2015－2030年仙台减

灾框架》加强减灾合作，促进有可持续财政支持的全民健康覆盖。我们认识到采取切实可行行动应

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重申致力于全面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 

七、促进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发扬东亚文化传统，促进东亚合作共赢。抓住三国相继举办奥

运会和残奥会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加强体育合作，弘扬友好协作精神。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教育

、人员交流活动，持续增进三国人民相互理解和信任，为三国合作打下稳定、健康、友好的社会基

础。积极推动旅游交流，深化民众互信。 

八、实现整体振兴与共同发展。拓展三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互补优势，使三国合作

惠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进“中日韩+X”合作，共同制定计划，采取联合行动，拓展与其他国家合

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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