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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

       巴殿君  左天全

〔提   要〕自 1999 年举行首次领导人会晤以来，中日韩在内生需求、

政治引领和外部危机的共同驱动下，逐渐形成“峰会—部长级—工作级”

三级合作模式，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在中日韩自贸区设想和

“RCEP+”框架等多种路径下的合作。同时，中日韩合作的发展也面临

严峻的现实困境，包括美国干扰牵制增强、合作收益预期受损、集体认

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中日韩合作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和显著

的政治意愿，仍存发展潜力。为更有效把握中日韩合作的回暖势头，三

国应致力于深化沟通交流，调适相互认知；扩大共同利益，增强相互依赖；

加强战略协作，实现机制对接。历史经验证明，三国相互影响、彼此互动，

是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核心变量；三国和平共处，合力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文化融合，符合三方国家利益与地区合作需求，也是东北亚地区

合作共赢、构建和平与稳定东亚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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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地理位置相邻，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三国合作机制进程自

1999 年开启以来，为三国发展、地区繁荣及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政治极化与对立加剧，地区安全问题频发，全球产

业链重构，全球化进程受阻，全球治理失序。在此背景下，强化多边合作成

为化解逆全球化困境的重要方案。在三国共同努力下，中日韩合作在 2023 年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23年11月26日，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在韩国釜山举行，

这是三国外长自 2019 年以来时隔四年再次会晤。三方一致认为中日韩合作可

以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

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本文将

在梳理中日韩合作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剖析三国合作的现实困境，并就推动

三国合作提出思路。

一、中日韩合作的持续发展

自 1999 年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以来，中日韩合作在内生需求、政治引

领和外部危机的共同驱动下，逐渐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长足进展，形成更为

综合立体的合作体系。

（一）中日韩合作的发展成就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日韩逐渐形成“峰会—部长级—工作级”三级

合作模式，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在中日韩自贸区设想和“RCEP+”

框架等多种路径下的合作。

合作机制持续强化。虽然东亚地区尚未建立欧盟那样高度一体化的机制，

但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

亚洲合作对话（ACD）与中日韩合作机制等都是为实现东亚稳定进行的地区制

度性创造。[1]1999 年 11 月，三国以“10+3”领导人会议为平台，实现中日

[1]　홍주연，「동아시아 지역주의와 한중일 3국 협력의 동력과 부침」，『한국정치외
교사논총』，2022년 제 44집 1호，pp.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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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领导人首次会晤。2008 年 12 月，中日韩峰会首次独立于“10+3”框架，

在三国内部举行。2011 年 9 月，中日韩合作秘书处（TCS）成立，这是首个

由东北亚国家主导的制度化合作尝试，其核心目标是促进三国间的持久和平、

普遍繁荣和共同文化。该秘书处由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工作人员组成，秘书长

和两名副秘书长由三国政府轮流任命，任期两年。秘书处的主要职能包括支

持三国领导人会议和各领域的部长级会议，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领域推进各类三方合作项目。此后，中日韩开始积极巩固合作体系，三国合

作得以持续发展。目前，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正在实施的合作项目高达120个，

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中日韩企业家论坛、三国记者交流活动是合作秘书处

的代表性项目，打造了三国定期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中日韩合作机制呈现“峰

会—部长级—工作级”的三级合作模式。其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相互交

流的最高层次机制，成为三国合作议程的核心引擎，对推动三国合作具有决

定意义。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共识通过峰会向各层级拓展和延伸。在峰会级别

之下，三国建立了 20 多个部长级会议、70 多个对话机制，积极落实了 100

多个交流合作项目。三级合作机制已逐渐发展成熟，成为中日韩合作中极富

韧性的活力因子。

合作领域日益广泛。中日韩在经贸、科技、环保、非传统安全、地区

和平与稳定等重点合作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首先，经贸是中日韩合

作的突出领域。自中日韩合作机制开启以来，三国间贸易总额从 1999 年的

1300 亿美元左右增长至 2022 年的近 8000 亿美元，经贸关系升温；[1] 三国共

同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启动“中日韩加强供应

链联接合作”联合项目，建立三国运输与物流联合网站，物流效率显著提高，

供应链安全持续增强；三国通过《海关合作行动计划》，设立相应工作组，

加强海关事务合作，区域贸易便利化程度上升。其次，科技和环保是中日韩

合作起步最早的领域。三国通过“中日韩联合研究计划”和“A3前瞻计划”，

[1]　《中日韩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互补性强》，中国商务部 WTO/FTA 咨询网，2023 年 10

月 27 日，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s/202310/202310034496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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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能、水循环、人工智能和核物理等方面实施联合项目；创立三边环境部

长会议合作机制，共绘《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TJAP）；[1] 举办

沙尘暴合作司长会和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设立联合研究工作组，在沙尘暴

监测、预报、预防和控制方面加强合作；举行以环保为主题的青年论坛、企

业圆桌会、政府官员培训、教师交流项目。最后，非传统安全以及地区和平

与稳定是中日韩合作稳步推进的领域。多年来，三国积极尝试拓展安全合作，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通过多层次对话与协商机制保持密切沟通，在六方

会谈陷入停滞后仍坚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及相关国际义务和承诺；

成立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共同致力于加强三国核安全监管信息和

技术交流，提升三国核安全合作水平；[2] 通过各项具体工作机制，不断扩大

在打击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3]

合作路径逐步拓展。目前促进中日韩经贸合作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 年，中日韩自贸区的设想首次被提出。2012

年 5月，三国签署《中日韩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同年 11月，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迄今为止已举行 16 轮。多年来，日韩在完全开

放农产品市场方面有所保留，缺乏推进三国自贸进程的积极性，中国倡导的

以尊重合作国政治经济体制为前提的自贸机制与日本强调的发达国家主导的

歧视性“高标准”自贸机制不同，因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易受双边或三边关

系波动的影响，一直在持续而艰难地进展中。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采取

了同时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双轨”方式。2012 年

5 月，中韩自贸协定政府间谈判启动。2015 年 6 月，中韩自贸协定签署。自

2015 年 12 月协定正式生效以来，中韩在最长 20 年内相互实现零关税的产品

[1]　《第二十三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举行》，中国生态环境部，2022 年 12 月 1 日，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212/t20221202_1006676.shtml。
[2]　《坂田奈津子副秘书长出席第十三届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中日韩合作秘

书 处，https://tcs-asia.org/cn/board/news_view.php?idx=4129&type=on&pNo=1；《 第 14 届 韩

中日核安全监管高官会在线举行》，韩联社，2022 年 12 月 9 日，https://cn.yna.co.kr/view/
ACK20221209005900881。

[3]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发展中的中日韩合作：现实与展望》， 2022 年，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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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过税目的 90%，双方已先后进行 8 次关税削减，协定项下享惠进出口均

大幅提升，拉动了双边贸易投资的显著增长。2022 年 7 月，中韩自贸协定第

二阶段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1] 二是“RCEP+”框架。2019 年 4 月，中日韩

在第15轮三国自贸区谈判中一致同意打造“RCEP+”自贸协定，三方将在《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基础上推进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以

及规则标准三个领域的合作。正如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时任秘书长欧渤芊所言：

“RCEP 对中日韩合作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它首次将三个国家纳入同一自由贸

易安排，并为它们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红利。”[2]2022 年 1—2 月，RCEP 相继

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多个东盟和非东盟成员国正式生效。RCEP 在关税优惠、

市场准入、区域供应链调整等方面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其

生效显著增加了三国以贸易和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关系。[3]

（二）合作取得进展的动因

中日韩互为近邻，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一直保持紧密联系与交流。这种

地理与文化的亲近性使三国在推进合作上具有更多共同利益。

促进共同发展的内需驱动。中日韩合作符合三国自身利益，经济增长

是密切中日韩合作的基础动能。三国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均坚持出口 / 外

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去二十余载，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往来已证明合作

对三方贸易增长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传统美西方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中日韩相对稳定的三边经贸关系构成了三国

合作持续推进的内生动力。以 2022 年为例，中国与韩日的贸易额分别达到

[1]　Zhang Muhui, “Growing Activism as Cooperation Facilitator: China-Japan-Korea Trilateralism 
and Korea’s Middle Power Diplomacy,”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4, No.2, 
2016, pp.309-337.

[2]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See Thawing Relations to Boost Cooperation,” CGTN, July 
3, 2023, https://news.cgtn.com/news/2023-07-03/China-Japan-South-Korea-see-thawing-relations-to-
boost-cooperation-1l8zo2ma4vu/index.html.

[3]　Lin Zhang and Juan Liu, “Analysis of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ath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under the RCEP Framework,” Modern Economics & Management Forum, Vol.4, No.1, 
2023,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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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亿和3574亿美元，[1]日本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

韩国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对日本而言，中国连续

16 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出口对象国，韩国则

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对韩国而言，中国连续19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国，

也是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日本是其第三

大贸易伙伴国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2] 当前，三国已在经济合作领域形成强

互补态势，共同构成全球较为完整和先进的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日韩

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工业基础和供应链，已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

合作的关键环节。中韩两国则是日本科技和核心组件的主要市场、中高端产

业转移的目标国以及日本投资的重点国家；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合作促进了日

本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而中国和日本不仅是韩国特色工业和供应链灵活扩

展的区域，而且成为“韩国制造”及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孵化器。[3] 根据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ITA）报告，随着中国经济在 2023 年第二季度进一步复

苏，韩国进出口贸易量将增长 0.55 个百分点，GDP 将增长 0.16 个百分点。[4]

同时，自 2023 年第二季度以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诸多国际机构纷纷

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5%以上。[5] 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

和发展将为日韩等邻国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1]　《2022 年 1—12 月中国与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中国商务部亚洲司，2023
年 3 月 18 日，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308/20230803434301.shtml。

[2]　数据来源：全球贸易观察数据库，https://gtf.sinoimex.com/Default.aspx；中国商务部：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2023》，2023 年 9 月，第 35 页；《日本贸易指南（2023 年）》，商务
部外贸发展事务局，https://www.tdb.org.cn/u/cms/www/202309/28153525kb1x.pdf；《韩国贸易
指南（2023年）》，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https://www.tdb.org.cn/u/cms/www/202309/28153708i1vy.
pdf；“Korea’s FDI, 2022 Full Year,” ROK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 March 24, 2023, 
https://english.moef.go.kr/pc/selectTbPressCenterDtl.do?boardCd=N0001&seq=5526.

[3]　Chuanhong Zhang, “China-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roc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Korea on Point, October 17, 2023, https://koreaonpoint.org/view.php?topic_idx=91&idx=262.

[4]　“China’s Reopening to Boost Korea’s Economic Growth for 2023: KITA,” The Korea Herald, 
February 12, 2023, https://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30212000108.

[5]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as of Mid-202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ublications, May 16, 2023,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
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mid-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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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区域繁荣的政治引领。回顾历次三国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成果，

中日韩在促进东亚一体化方面具有共同担当，在携手推动东亚全面合作方面

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首先，中日韩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活力，充分

发挥自身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的大国优势，三国合作惠及本国、地区甚至世界。

根据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的统计，2021 年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全球的 GDP 排名

分别位列第二、第三和第十，2022 年中日韩的经济总规模约占世界经济总量

的23.4%，约占东亚经济总量的90%。[1]目前，中日韩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欧元区，

与北美自贸区规模相当。在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趋势上升的背景下，三国积

极引领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多次重申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

改革，强化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其次，三国高度互补的产业链和活跃

的经贸交流，引领东亚治理框架的完善，推动东亚治理效能的上升，持续促

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加强。近年来，虽然中日韩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有

所上升，但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互补性逐渐增强。中国对日韩两国的服务

贸易总额由 2012 年的 480 亿美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638 亿美元。[2] 作为 RCEP

的关键成员，中日韩三方合作的成功运作不仅将发挥“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还将大大加快 RCEP 实施进程，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后，中日

韩密切的人文交往也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冠疫情之前，

三国之间的人员交流在高峰时期超过 3000 万人次。[3]

应对危机挑战的外力催化。突发性外生危机通常能够促使中日韩暂时搁

置政治猜忌、历史纠葛和领土争议，思索现有制度安排的适用性，协同改革

合作机制和创建合作议程。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成了首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的举行。日韩成为这场金融风暴的受害者，韩元、日元对美元的汇

率暴跌，诸多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

作为此次金融危机受害最大的国家之一，韩国迫切希望通过中日韩经济合作

[1]　《经济统计数据 - 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美元）》，中日韩合作秘书处，https://data.
tcs-asia.org/zh/statistics/1516285636473131008/1526168911320584192。

[2]　同上。

[3]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发展中的中日韩合作：现实与展望》，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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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走出阴霾。[1] 基于此，中日韩自 1999 年开始实质性推动三方合作进程，

围绕金融危机，加强金融政策协调。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中日

韩自由贸易合作进程。作为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美国国内经济动荡使其与

各国的贸易交往减少，中日韩对美欧的消费品出口额随之骤降，三方由此形

成深化区域内贸易合作、加强贸易风险管控和减少对西方市场依赖的共识。

2008年 11月，中日韩举行三国财长会议，决定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次月，

三国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签署《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加强

在应对金融和经济挑战中的协调合作。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特朗普政府

在对外关系上大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

开启对华贸易战，同时对日韩施压，逼迫两国在“公平贸易”和“防务分担”

问题上对美让步。共同的外部压力促使三国加强合作，达成广泛共识。2018

年 5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东京举行，三国坚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2019 年 12 月，中日韩合作 20 周年之际，第八次中日韩

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发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三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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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日韩合作的现实困境

自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发起对华遏压，日韩

不同程度采取对美追随政策，加之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中日韩合作受到严重

冲击。

（一）美国干扰牵制增强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存在依

附关系。尽管时有追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但两国大多数时候仍将与美国的同

盟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的支柱，在美国诱拉下不断向美倾斜。伴随中国的快

[1]　Keisuke Lida, “Trilateral Dialogue in Northeast Asia: A Case of Spillover from Economic 
to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 J. Pempe, ed., The Economy-Security Nexus in Nor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NY：Routledge, 2013, pp.16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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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崛起，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压力度。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

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始终试图塑造中国崛起的环境，以维

护自身霸权利益。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中国是唯

一既有意愿，又具备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

将中国定位为正在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的“竞争者”。[1] 拜

登奉行“联盟优先”路线，延续并扩展前任政府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联合

盟伴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搅乱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局势。[2]

推动日韩共建“印太战略”。拜登积极联合日韩实现美日韩“印太战略”

的对接，以遏制中国、维护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体系。日本作为迎合美国“印

太战略”的急先锋，敏锐观察到美国对印太的关切并愿意追随美国。2021 年

10月岸田政府上台以来，开始牵引域内外国家深度“浸染”印太事务，将“印

太战略”塑造为更加综合立体的地缘政治战略。[3]2022 年 2 月，拜登政府颁

布《美国印太战略》，将扩大美日韩合作列为美国的十项核心战略之一。同

年 11 月，尹锡悦政府提出韩版“印太战略”，宣称以“自由、和平、繁荣”

为原则，以维护“基于普世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目标，打造繁荣的印

太地区。[4] 日韩不断推进“印太战略”，配合美国对华遏压。

打造美日韩三边技术联盟。拜登上台以来，以限制对华科技投资与合作

为核心议题，构建包括日韩在内的各种小多边机制。2022 年 5 月，美国宣布

[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p.8-9.
[2]　王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国际问题研究》

2022年第2期，第51-52页；이상현，「바이든 행정부의 외교정책 전망」，『세종정책브리프』，
2021년 제 2호，p.19.

[3]　「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外務省、2023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7_000044.html；「 日 英 の 軍 事 協 力『 決

定 的 な 一 歩』」、 日 本 経 済 新 聞、2023 年 1 月 12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
DGXZQOCB10CKG0Q3A110C2000000/；「日仏、経済安保連携を強化 外相会談 作業部会

新設で合意」、読売新聞、2023 年 1 月 10 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30623-
OYT1T50400/；「日印、海洋安保で協力拡充 2プラス 2」、日本経済新聞、2022 年 9月 9日、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64183550Z00C22A9PD0000/。
[4]　조원득，「한국의 인도 ·태평양 전략과 다자외교」，민주평화통일자문회의，2023

년 1월，http://webzine.puac.go.kr/tongil/sub.php?number=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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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包括日韩在内的 14 个国家参与其中。该框

架由供应链、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和贸易四个支柱构成，成员国经济总量的

全球占比超过RCEP，高达40%。[1]2023年 2月，在美国主导下，由美国、日本、

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 4）正式成型。同月，

美日韩在檀香山举行首次三边经济安全对话，出台首份三边经济安全合作方

案，讨论在量子技术和太空科技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关键领域技术

保护和数据转移。2023 年 11 月，美国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首脑会议，各

成员国在除贸易以外的三个支柱下签署了协议。在一系列小多边机制推动下，

美国企图通过强化与日韩等盟伴的合作将中国从数字经济和半导体等高科技

产业链中剥离，将对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干扰中日韩产业合作。

施压日韩挑战中国国家利益。2022 年 2 月，美日韩三国外长在夏威夷举

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海峡”问题。[2] 同年 11 月，美日韩

三国首脑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重申维护台海和平

与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3]2023 年 6月，

三国安全顾问在东京举行的会晤中讨论台海局势以及东海、南海等议题，强

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4] 同年 8 月，美日韩首脑举行会晤，在涉

台涉海问题上对中国大肆抹黑，针对或影射中国的内容触目皆是。[5]

[1]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The White House, May 23, 2022,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
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2]　“Joint Statement on the U.S.-Japan-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Ministerial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2,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u-s-japan-
republic-of-korea-trilateral-ministerial-meeting/.

[3]　“Phnom Penh Statement on US-Japan-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the 
Indo-Pacific,”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phnom-penh-statement-on-trilateral-partnership-for-the-indo-pacific/.

[4]　“Readout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Meeting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of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June 15, 2023,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15/readout-of-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
meeting-with-the-national-security-advisors-of-japan-and-the-republic-of-korea/.

[5]　“Reviewing the Camp David Trilateral Summit,” 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9,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viewing-camp-david-trilateral-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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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收益预期受损

收益预期是影响国家合作的重要因素。所谓的收益预期，即一国对国际

合作产生收益可能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之间是否

具有共同利益，二是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收益潜力，三是国家合作必须承担的

成本。[1] 尽管中日韩在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和促进东亚一体化方面拥有较大

的共同利益和收益潜力，但三国合作还需要共同妥善处理历史纠葛、安全威

胁认知、经济利益竞争等问题，导致中日韩合作由功能实用领域向高级政治

领域的“溢出效应”受到影响。

日韩对华认知呈现消极变化。2022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对世界某些国

家的威胁认知和战略取向产生深刻影响，导致日韩在战略上积极向美国靠拢，

紧随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展开严厉制裁，借机渲染“中国威胁”。2022 年 12

月，日本发布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

计划》三份关于国家安全的文件，明确将中国定位“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2]

同时，日本 2023 年版的《外交蓝皮书》明确声称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

略挑战”。[3] 尹锡悦政府也放弃在中美之间的战略模糊性，其 2023 年 6月出

台的《国家安保战略》，删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表述，称要在“相

互尊重互惠基础上发展对华关系”。[4] 同月，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国

立外交院、统一研究院、国防研究院等四大国策研究机构共同主办“尹锡悦

政府执政一年评估”研讨会，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强调要与同盟美国、

友邦日本紧密合作，将中俄称为“别扭的邻居”。[5] 日韩对华认知的重塑降

[1]　Jeffrey D. Berejik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Risk: Framing Safe Ch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p.51,65-66,71-72.

[2]　张云：《新国家安保战略与日本安全政策的走向》，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22

年 12 月 24 日，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bulletin/4967.html。
[3]　“Diplomatic Bluebook 2023,”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

go.jp/files/100523117.pdf. 
[4]　“The Yoon Suk Yeol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lobal Pivotal State for 

Freedom, Peace, and Prosperity,” pp.47-63.
[5]　「한미동맹 ·한일관계 성과，‘중국 리스크 ’관리가 도전 요인」，연합뉴스，2023

년 6월 9일，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306090395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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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预期，削弱了三国合作的意愿与动力。

产业同质竞争降低经济预期。中日韩之间产业竞争力关系的变化，使得

以经贸为核心的中日韩合作受到侵蚀。近年来，中国在产业科技方面的水平

持续向中高端迈进，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的速度不断加快，日韩在汽车

及其零部件、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对华产业技术优势正在不断降低，两国对华

产业竞争心态随之上升。尤其是在半导体产业方面，随着市场销售规模的提升，

中国半导体产业实现快速发展。2020 年，中国大陆的主要半导体企业在封装

和测试环节占全球市场份额约为 17%，中国厂商在通信芯片和模拟芯片设计

方面的份额占比约为 10%。中国半导体企业正在步入芯片设计快车道，有望

循序渐进、持续突破，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1]2022 年，中国半导体市

场销售规模占全球市场份额约 31.4%，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半导体

市场。[2] 面对不断加强的中国产业同质竞争，日韩对华合作预期受到影响。

美国对日韩芯片企业的胁迫。2022 年 8 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与

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为美国半导体研究和制造提供经济

补贴，促进美国与日韩等盟友共建供应链，并要求受资助企业不得参与中国

的半导体行业，以维护美国的全球行业领先地位。受此影响，昭和电工、SK

集团、JX 金属（JX Metals）以及三菱瓦斯化学等部分日韩厂商被迫考虑在

与中国开展正常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2023 年 3 月，

日本决定解除限制向韩国出口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的措施，韩国也据此撤回

之前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申诉。同年 7 月，日本正式实施限制出口半导体

制造设备新规定，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指向明显。美日韩三国开始扫清三

边合作障碍，重点关注供应链安全合作问题。

（三）集体认同缺失

历史问题、领土争端以及意识形态和安全观念分歧影响中日韩三国集体

[1]　《中国半导体白皮书》，贝恩公司，2022 年 8 月 22 日，第 12、15-21 页，https://
www.bain.cn/pdfs/202208220536478028.pdf。

[2]　《SIA：2022年中国仍是第一大芯片市场》，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2023年 2月 8日，

https://web.csia.net.cn/newsinfo/5224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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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削弱中日韩合作基础，不利于三边合作向前推进。

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存在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龃龉频生，导致三国

合作的民间基础松动。日本政府长期无法正视南京大屠杀、化学细菌等武器

遗留、“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屡次通过篡改教科书等方式美化

其战争和殖民行为，造成三国间文化认同裂隙不断扩大，削弱了中日韩合作

的动力。[1] 此外，三年疫情的阻隔，使中日韩人员往来减少、交流渠道受阻，

加之日韩与西方国家诋毁中国的舆论影响，造成日韩民众对华负面认知上升。

日韩“价值观外交”色彩日益突出。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意识形

态矛盾得以缓解，但并未完全消除。自 2012 年安倍晋三再次执政以来，日本

的“价值观外交”理念不断增强，在外交政策上与价值观相近的国家结盟，

排斥价值观不同的国家。[2]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将价值观置于外交政策中心，

企图通过强化“民主国家”的内聚力应对与中国等国的大国竞争。[3] 尤其在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以价值观为突破口，借机拉拢日韩，强化应对中国、

朝鲜和俄罗斯所谓“三面威胁”，导致当前东北亚地区安全隐约呈现阵营对

抗与新冷战格局的趋势。[4] 当前，“价值观外交”几乎成为韩国尹锡悦政府

的对外政策标签。美日韩在“印太战略”的“民主同盟”之下展开联动，以

价值观为导向不断靠拢。2023年8月三方发布《戴维营精神》与《戴维营原则》

[1]　石田正治「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歴史認識」、菅英輝編『東アジアの歴史摩擦と和
解の可能性』、凱風社、2011 年、124 頁；Hiro Sato, “East Asia and Cosmopolitan Memory,” 
in Mikyoung Kim,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mory and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390.

[2]　安倍晋三『新しい国、美しい国（完全版）』、文芸春秋、2013 年、第 160 頁；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概要）」、内閣官房、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s://www.cas.go.jp/jp/
siryou/131217anzenhoshou/gaiyou.html；「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内閣官房、2022年 12月 16日、
http://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p.1&11, http://www.
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10.2022.pdf.

[4]　Susan Thornton and Juliet Lee, “The Chan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Asia Pacif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U.S.,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ugust 8, 2023, https://www.ncafp.org/the-changing-regional-architecture-
of-the-asia-pacific-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for-the-u-s-china-japan-and-south-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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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进一步强化了所谓“自由开放”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1]

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不断加深。日韩在安全观念上与中国存在差异，甚

至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国之间的集体认同和合作。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

的新安全观，从2014年开始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进而在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适应国际格局、

应对安全挑战。[2] 中国的安全观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代表时代发展方向。

尽管日韩对此未有反对，但在实践中，日韩安全观深受冷战思维影响，强调

自身绝对安全，将邻国视为主要防范对象。日本岸田政府通过“安保三文件”

对其国家安全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将防卫政策由“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

性的“攻守兼备”的阵营对抗路线，呈现出显著的对抗和竞争色彩，构成对

东北亚安全环境的重大威胁。[3]2023 年 2 月，韩国国防部发布《2022 国防白

皮书》，再次将朝鲜政权和朝鲜军队表述为“敌人”，同时将日本描述为“共

享价值”的“近邻”。[4] 同年 6月，尹锡悦政府出台《国家安保战略：自由、

和平、繁荣的全球中枢国家》，删除了作为文在寅政府无核化路线图重要环

节的“终战宣言”和“和平协定”，强调“基于原则实现韩朝关系正常化的

基调”。[5] 三国安全观念的差异对地区安全合作的深化形成掣肘。

[1]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
korea-and-the-united-states/.

[2]　王玏、刘军：《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国际问题研究》
2022 年第 3期，第 16-18 页。

[3]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内閣官房、2022年 12月16日；「『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国
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防衛省、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mod.go.jp/
j/approach/agenda/guideline/index.html。

[4]　“Defense White Paper Revives the Phrase ‘N. Korean Regime and Military Equal Enemies,’” 
The Dong-A Ilbo, February 17, 2023, https://www.donga.com/en/article/all/20230217/3965656/1.

[5]　“The Yoon Suk Yeol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lobal Pivotal State for 
Freedom, Peace, and Prosperity,” Off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Republic of Korea, 2023, pp.10-146;  
《韩政府新版国安战略文件写明朝核威胁》，韩联社，2023 年 6 月 7 日，https://cn.yna.co.kr/
view/ACK2023060700580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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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韩合作的前景展望

中日韩合作虽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但三方加强区域合作的意愿及目标并

未改变，未来深化合作前景依然存在。三国，特别是日韩，应努力排除美国

因素的干扰，齐心协力推动三国合作再出发。

（一）深化沟通交流，调适相互认知

深化沟通交流，调适相互认知，有利于提升政治互信，是中日韩合作关

系稳定形成和机制化发展的理念支撑。

加强人文交往。良好的民意基础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基石。根据清华

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斯洛伐克中欧亚洲研究中心和韩国东亚研究所在

2022 和 2023 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增进中日韩之间的相互理解是民众的共同

期待。根据三国国民2023年1月的在线投票结果，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将“和谐”

选为象征中日韩关系的年度词汇，体现出民众希望中日韩结束自新冠疫情以

来的相互疏离、实现和谐共处的期待。[1] 基于此，中日韩应通过文化交流巩

固三国间的价值基础和情感认同。例如，可以支持专家学者通过合作研究和

召开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跨国交流，引领知识发展方向、促进文化成果传播；

可以鼓励青年学生参与海外交换、实习项目和文化访问团等活动，增强他们

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可以拓展中日韩之间的跨境旅游，拉近三国民众

之间的心理距离，培育更深的相互理解和情感认同。

创建对话平台。中日韩三国政府应致力于保持密切沟通，争取三国不仅

在双边层面上保持稳定交流与合作，也在三边层面上实现良性互动，促进三

国关系的整体和谐与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在东北亚地区设立政治、

商务与安全论坛。这些论坛作为常设机构，将为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和经济

团体提供一个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平台。论坛的设置不仅将为地区治理提

供一个广泛的讨论平台，促使成员国坦率地交换意见，还能为政府间正式谈

[1]　Bek Bumhym, “Fostering Harmony among China, Japan and ROK,” China Daily, July 4, 
2023,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a/33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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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起到桥梁作用。这种方式也可以更好地贯彻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平等互

利的原则，增强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意愿，为东北亚地区在经济、政治

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坚实基础，为持续推动区域治理进程铺平道路。

坚持和而不同。中日韩在上千年的交往历史中虽也有战争和冲突，但更

多的是文化交流与融合。长期以来，三国彼此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了各自的发

展进步。面对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中日韩在承认合作中结构性差异的同

时，更要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三国应携手构建以和平、合

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倡导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亚洲方式，

践行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亚洲传统。在此基础上，三国应共同努力为东亚

区域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产品，凝聚政治共识，逐步培育地区意识、塑

造地区认同和构建地区身份，推动东亚利益共同体建设。

（二）扩大共同利益，增强相互依赖

扩大共同利益，增强相互依赖，能够有效缓解中日韩之间的各种现实矛

盾，是三国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深化传统领域存量合作。过去二十多年，中日韩已逐渐意识到三国跨境

合作对自身发展和地区繁荣的重要性。三国合作在诸多领域持续拓展，保持

快速发展势头。三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合作便是携手应对跨境风险、共同

进行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最好印证。此次疫情暴发后，中日韩三国积极协调，

捐助防疫物资，围绕疫情防控和疫苗开发等议题进行有效沟通，建立联防联

控合作机制，共同克服疫情难关。同时，疫情并未阻断中日韩之间在其他领

域的合作，三方教育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等不同级别的对话机制仍以线上形式持续推进。除了公共卫生，灾害管理、

核安全监管、跨境犯罪打击、区域贸易增长、供应链建设、海关事务、科技创新、

粮食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共建中日韩行业标准等也是三国未来合作需要继

续夯实的重点领域。

加强新兴领域增量合作。近年来，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日

韩面临的共同课题。中日韩数据港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日韩三国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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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 2012—2021 年持续下降，年均增长率为 0.4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预计到 2050 年，全球总人口将增加约 18.38 亿，中日韩人口将减少约 8000

万。[1] 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的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 2012—

2021年持续上升，年均占比为12.63%，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到2050年，

三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高达 28%。[2] 历史上不同国家的经验表

明，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能够并存，但其对经济的影响是渐进、长期的。

因此，中日韩有必要加强三国在高龄少子化问题、医疗保健和康养产业等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3] 此外，面对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第四次产业革命迅

速涌来的机遇，中日韩均以新能源、5G、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智慧

物联网等为发展重点，聚焦电力、交通、工业和建筑等综合领域，且已具备

较深厚的产业基础，在不同领域具有互补优势，功能一体化正在深化。[4] 这

将有助于三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展开合作，共同促进东北亚产业链更新。

有序寻求安全领域合作。囿于日韩不同程度的对美追随政策以及历史问

题、领土争端的存在，中日韩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较为有限，三国应坚持“先

易后难、由浅入深”的路径推进安全合作。首先，三国应围绕地区力量格局

变化和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深化战略沟通，找准自身定位，坚持落实《中日

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等领导人共识，重新确立有利于地区和平和共同发展

的自我和彼此关系定位，增强政治和安全互信，促进三边合作和双边关系的

[1]　《人口统计数据 -总人口》，中日韩数据港，https://data.tcs-asia.org/zh/statistics/15162
86271020994560/1526760657771433984；《人口统计数据 - 总人口估计与预测》，中日韩数据

港，https://data.tcs-asia.org/zh/statistics/1516286271020994560/1526777943303524352。
[2]　《人口统计数据 - 65 岁及以上人口（总人口占比）》，中日韩数据港，https://data.

tcs-asia.org/zh/statistics/1516286271020994560/1526754920089391104；《人口统计数据 - 65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估计与预测》，中日韩数据港，https://data.tcs-asia.org/zh/statistics/15162862710 
20994560/1526777667079245824。

[3]　林玲子「日中韓における少子高齢化の実態と対応に関する研究」、『社会保障研究』

2023 年 8 巻 2 号、第 252-255 頁；林玲子「日中韓少子高齢化施策の推移と構成要素－人口

政策の視点から」、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厚労科研報告書』、2022 年、第 139-

167 頁。

[4]　Koji Yoshimoto and Hong-Bae Lee, “Analysis of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Between Korea, China and Japan,” The Korean-Japanese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udies, Vol.97, No.11, 2022,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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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循环。其次，三国宜尊重彼此的核心国家利益，就三国存在矛盾分歧和

可能冲突的领域创建信任措施和管控机制，维护和扩大中日韩之间的共同利

益，探索三国战略利益交汇点。最后，三国可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的合

作共识逐渐机制化，拓展合作范围，推动共建东北亚地区和平机制。

（三）加强战略协作，实现机制对接

加强战略协作，实现机制对接，有助于促进中日韩高质量合作，是三国

合作的制度保障。

持续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世界经济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日

韩自由贸易进程的推进是三国的利益交汇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以双边自贸协定为突破口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够提升中日韩彼此经济

互补性，增强三国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韧性。纵观全球产业发

展历程，全产业链的发展依赖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合作，仅靠一国之力

难以完成。东亚传统的“雁形模式”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便是各国在产业链

低中高端不同位置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成完整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的典范。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全球价值链驱动范式正经历从生产者 / 消费者驱

动型向数字驱动型的转变，三国可以立足价值链分工中的互补优势，面向跨

境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在东亚区域行业规则和标准制定中加强

合作，共同塑造区域内标准互认的产业合作格局。譬如，过去 20 年，中日韩

在半导体产业链合作中已形成紧密关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

日韩是全球芯片材料的重要供应方，日韩半导体产业出口具有较高的对华依

存度。即便遭受新冠疫情和美国产业回流政策的多重挑战，日韩依然持续扩

大在华投资布局。基于此，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不仅会带来巨

大的经济和产业贸易增长，还将产生巨大的一体化聚集效应。

多边合作推动“中日韩 +X”构想。2018 年 5 月，为推动区域内外共同

的可持续发展，三国领导人在第七次领导人会议上一致同意开展“中日韩

+X”合作，在优势领域将三国合作逐步扩展到东北亚以外的第四方合作。譬

如，2021 年 10 月，三国秘书处与联合国减灾署东北亚办公室举办“中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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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减灾技术应用分享”区域合作对话会，发布相关最新出版物，并计划在

“中日韩 +X”模式下进一步拓展三国与各国之间的减灾合作。[1] 回首中日韩

二十四载的合作历程，三国合作脱胎于“10+3”框架，多集中于三国内部。

然而，“10+3”框架至今仍对中日韩合作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同时，东盟

是中日韩三国外交战略关注的重合区域，“中日韩 +X”构想可以通过更大范

围的“10+3”等多边合作进行反向推进。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启动 3.0

版本的谈判进程，逐渐实现从“硬联通”到“软联通”的合作升级。自 2002

年开始自贸区建设以来，中国与东盟双向贸易和投资截至 2018 年已分别增长

约 10 倍和 5 倍。[2]“中日韩 +X”可借鉴中国—东盟自贸区构建的经验，在

“10+3”框架下增强中日韩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多边机制与“中

日韩 +X”模式的良性互动，为东亚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复苏创新合作形式、创

造新的活力。

共促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RCEP 参与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2，参

与国生产规模约占全球总量的 1/3，是当前全球覆盖人口最多和发展潜能最

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 的生效，为中日韩与东盟国家提供加强产业分工与合

作的重要平台，使其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中获得经贸发展的集体空

间，同时也通过多边机制强化中日韩双边和三边合作，推动一度停滞不前的

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据测算，从贸易规模来看，RCEP 框架下的中日韩贸

易合作实施后，三国进出口贸易额中长期增速高达3%~6%，贸易创造效应显著；

从行业来看，中日韩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的贸易往来明显上升。[3] 由此可见，未来 RCEP 的持续推进能够为中日韩合作

开拓更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中日韩的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和制造业增

[1]　《秘书处举办“中日韩先进减灾技术应用分享”区域合作对话会》，中日韩合作秘书处，

2021 年 10 月 13 日，https://tcs-asia.org/cn/board/news_view.php?idx=4014&pNo=2。
[2]　《中国与东盟合作进一步深化升级》，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2023 年 7月 10 日，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zdongtai/202307/54199_1.html。
[3]　양진화，우광명，“A Study on Impact of the RCEP Agreement on the Industrial Trade 

between China, Korea and Japan,” 지역산업연구，2022년 제 45권 제 4호，pp.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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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加总均占 RCEP 参与国的 80% 以上，是该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有能力在

促进RCEP升级的同时推动其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实现规则融合和对接。作为 CPTPP 的主要成员国，日本应积极助力中国和韩

国加入该协议。三国应共同推动 RCEP 在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规则与

CPTPP 规则相匹配，推动中日韩区域价值链合作，促进三国工业贸易发展，

提升中日韩合作机制化水平。[1]

四、结语

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舞台的三个主要行为体，是促进地区稳

定与繁荣的核心变量。三国和平共处，合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融合，

符合三方国家利益与地区合作需求，也是东北亚地区合作共赢的前提条件。

战后，日本曾提出“雁行阵式”“福田主义”，韩国也表达了东亚共同体理念，

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不谋而合，三国合作为东北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合作共赢仍是东北亚未来发

展的客观要求。尽管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机制的构建不会一蹴而就，

区域经济发展与繁荣仍是各国的共同追求，构建和平与稳定的东亚秩序是域

内国家的共同期待，符合各方利益，经济合作的功能化外溢仍将是今后中日

韩三国共生并存的核心路径。中日韩三国应努力排除外部干扰，妥处内部分歧，

在业已形成的深厚合作基础上直面挑战、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三方合作走深

走实，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吴劭杰】

[1]　“China, Korea, Japan Need to Strengthen Trade despite Geopolitics,” Center for WTO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March 11, 2023, https://wtocenter.
vn/chuyen-de/23101-china-korea-japan-need-to-strengthen-trade-despite-geo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