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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出席中日韓工商峰會：
實現更高水平互利共贏

▲第八屆中日韓工商峰會期間，工商界代
表圍繞經濟振興等議題開展深入研討。

中新社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
間5月27日中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首爾
與韓國總統尹錫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
同出席第八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並致辭。

李強表示，習近平主席用 「親誠惠
容」 4個字，凝練概括了中國的周邊外交
理念。中日韓在地理上一衣帶水，決定了
我們應當做和平友愛的近鄰。要以史為
鑒、面向未來，順應三國人民安居樂業的
意願，努力排除外部干擾，始終和諧相
處、和衷共濟。中日韓在經濟上深度融
合，決定了我們應當做攜手發展的近鄰。
要把彼此視作發展道路上的親密夥伴和重
要機遇，不斷發掘三國經濟的優勢互補
點、合作增長點，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
贏。中日韓在文化上淵源相通，決定了我
們應當做心靈契合的近鄰。要用好文化上
的共鳴，把它作為促進理解、增進信任、
密切合作的催化劑、黏合劑。中方願同韓
方、日方攜手努力，持續深化各領域交流
合作，不斷促進利益相融、人民相親、命
運相連，帶動本地區一體化加速推進，進
一步開創和平穩定、發展繁榮的新局面。

把握全球化大勢 深化產業協作
李強表示，廣大企業家在推動中日韓

經貿及各領域交流合作中都發揮着重要作
用。希望大家把握經濟全球化大勢，深化
產業協作，不斷提升互聯互通水平和要素
配置效率，用好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

會平台，做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維護者。
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勢，加強
聯合研發、協同攻關，共同推動技術進步
和產業競爭力提升，做深化創新合作的推
動者。把握人類文明交融發展大勢，充分
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積極支持民間交往，
做拓展人文交流的促進者。

韓、日領導人表示，韓日中三國經貿
合作取得巨大成果，有力促進了全球經濟
發展。三國政府和工商界應當齊心協力，
進一步深化三國經貿合作，促進青年等人
文交流，增進區域投資合作，通過 「韓日
中+X」 加強與 「全球南方」 國家合作，
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為推動
三國和全球經濟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三國工商界和政府代表約240人出席
峰會。

吳政隆出席上述活動。

當地時間5月27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首爾與韓國總統尹錫
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李強表示，今年是中日韓合作機制建立25周年。在新的起點上，中日
韓要堅守合作初心，堅持開放包容、互尊互信、互惠互利、交流互
鑒，共同推動中日韓合作整裝再發、換擋提速，邁向全面發展的新征
程，為地區繁榮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李強：共同推動中日韓合作換擋提速
出席三國領導人會議 提五建議深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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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
充分激活合作存量，穩步培育增
量，形成雙邊關係和三國合作相
互促進。

1 推動合作全面重啟

▲當地時間5月27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首爾與韓國總統尹錫悅、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這是會後，三國領導人共同會見記者。 新華社

李強五點建議

•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盡
早恢復並完成中日韓自貿協定談
判。

2 深化經貿互聯互通

•加強協同創新和前沿領域合作。
中方將在華建立 「中日韓創新合
作中心」 ，助力三國加快培育新
動能。

3 引領科技創新合作

•以舉辦中日韓文化交流年為契
機，推動三國人民實現從 「居相
鄰」 到 「心相通」 。

4 拉緊人文交流紐帶

•加強低碳轉型、氣候變化、老齡
化和應對流行病等領域交流合
作，發掘和開展更多 「中日韓＋
X」 合作項目。

資料來源：新華社

5 努力促進可持續發展

中日韓貿易總額

下好經濟棋 盤活大棋局
「世事如棋局

局新。」 隨着近些
年全球格局深度調整，

東亞秩序也迎來持續變革。時隔四年舉行
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如同中國總理李強
所言， 「既是一個重啟，也是一個新的開
始。」

與四年前相比，新冠疫情、俄烏戰
事、巴以局勢的衝擊，疊加霸權主義、單
邊主義、保護主義浪潮，加劇了全球的拆
解、撕裂、陣營對抗風險。這對處於特殊
戰略地緣的東亞，提出了更艱巨的挑戰。
要推進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必須有
一個合理、穩健的東亞秩序。但其盤整的
難度，甚至不亞於中美歐三方博弈。

當前，美國加緊推行 「印太戰略」 ，
不斷借販賣安全焦慮，來兜售霸權主義，
核心就是遏制打壓中國。去年，美日韓三
方峰會首次舉行。透過 「美日+」 模式，
美國還構建起美日菲、美日澳、菲日印等
環環相扣的 「小圈子」 ，強化日本在亞太
的 「頭馬」 角色。美國擔當主軸，而由
日本穿針引線。美國極力將日韓綁上

遏華戰車，倘若陷入這種 「火中
取栗」 的泥沼，日韓將是

最大輸家。兩國對此並非沒有戰略認知。
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經過三國共同努力而得
以重啟，為地區乃至全球都帶來寶貴的暖
色。

中方此次就深化三方合作提出五點建
議，重點放在經貿互聯互通、科技創新合
作等方面，並明確提議 「盡早恢復並完成
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 ，日韓也予以積極
回應。三國作為 「搬不走的鄰居」 ，儘管
受到了種種衝擊，但依舊互為最高量級的
經貿合作夥伴。從2023年數據看，中國
同時是日、韓最大貿易夥伴，日、韓分別
是中國第二、三貿易夥伴，日、韓又互為
對方的第四大貿易夥伴。所以，經濟是三
國合作的 「最大公約數」 ，也是最能實現
早收成果的領域。

當前，三國都面臨着經濟增長的壓
力，抱團取暖是最優解，自由貿易則是最
關鍵的鑰匙。三國已共同加入2022年生
效RCEP，而如能摒棄泛政治化、泛安全
化、泛意識形態的 「心魔執念」 ，切實降
低貿易、技術、金融壁壘，推進中日韓自
貿協定實現突破，將極大夯實三國合作基
礎，盤活整體關係大局，維護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的暢通和韌性。

北京觀察
馬浩亮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李強
就深化中日韓合作提出五點建議：一
是推動合作全面重啟，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與重大關切，充分激活合作存
量，穩步培育增量，形成雙邊關係和
三國合作相互促進。二是深化經貿互
聯互通，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
通，盡早恢復並完成中日韓自貿協定
談判。三是引領科技創新合作，加強
協同創新和前沿領域合作。中方將在
華建立 「中日韓創新合作中心」 ，助
力三國加快培育新動能。四是拉緊人
文交流紐帶，以舉辦中日韓文化交流
年為契機，推動三國人民實現從 「居
相鄰」 到 「心相通」 。五是努力促進
可持續發展，加強低碳轉型、氣候變
化、老齡化和應對流行病等領域交流
合作，發掘和開展更多 「中日韓＋X」
合作項目。

提振東盟與中日韓合作勢頭
李強指出，當前朝鮮半島局勢持

續緊張，各方要發揮建設性作用，致
力於緩和局勢，早日重啟對話，推動
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向前邁進，維
護地區和平穩定。中日韓要用好各自
發展優勢，積極對接東盟等地區國家
需求，打造區域合作新引擎。要攜手
提振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勢
頭。中方願同韓方、日方一道積極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維護地
區和世界的長治久安。

韓、日領導人表示，韓日中合作
時隔四年多重啟具有重要意義。希望
三國以此次領導人會議為新起點，保
持合作穩定性和連續性，不斷深化人

文、可持續發展、經貿、公共衞生、
科技、救災等六大領域合作，重啟韓
日中自貿協定談判，共同促進東亞區
域合作，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
問題，推動韓日中關係穩定發展，更
好造福三國人民，為實現世界和平與
繁榮作出更大貢獻。

會後，三國領導人共同會見記
者。

發表聯合宣言 推動合作機制化
李強表示，面對新挑戰、新機

遇，中日韓合作要展現新擔當、新作
為。中方願以此次領導人會議為契
機，同韓方、日方一道，推動中日韓
合作行穩致遠。

三方發表《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
會議聯合宣言》《中日韓知識產權合
作十年願景聯合聲明》《關於未來大
流行病預防、準備和應對的聯合聲
明》，一致同意致力於落實第八次領
導人會議通過的《中日韓合作未來十
年展望》，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
化，在東盟與中日韓等多邊框架內保
持密切溝通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穩 定 與 發 展 繁 榮 。 三 方 同 意 將
2025-2026年定為中日韓文化交流
年。

吳政隆出席上述活動。
5月27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

結束出席在韓國舉行的第九次中日韓
領導人會議後，乘包機回到北京。國
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吳政隆等陪同
人員同機抵達。離開首爾時，韓國政
府高級官員和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明
等到機場送行。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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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業無印良品在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上首發 「椅形」 拉杆箱。 中新社

▲參觀者在韓國（山東）進口商品
博覽會上選購韓國商品。 新華社

▲當地時間27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首爾與韓國總統尹錫悅、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新華社

責任編輯：王孫云鶴 美術編輯：賴國良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

領導人再聚首 經貿合作迎新機遇
中日韓領導

人時隔四年多再
次聚首。北京學者認為，三方經貿合
作將因此迎來新機遇。

在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就深化中日韓合
作提出的五點建議之一，就是深化經
貿互聯互通，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暢通，盡早恢復並完成中日韓自貿協
定談判。此前，中日韓三方曾就打造
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價值
的中日韓自貿協定達成共識，並一致
同意打造 「RCEP+」 的自貿協定。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
所研究員倪月菊表示，由於成員經濟
發展水平不一，RCEP出於照顧各方利
益的考慮，在規則標準上與一些國際

高標準經貿協定相比有所降低。因
此，儘管RCEP生效已令中日、日韓之
間構建起自貿夥伴關係，但推進中日
韓自貿協定談判仍有必要性。中日韓
重啟自貿協定談判是大勢所趨。近年
來，疫情等多種因素對中日韓經濟均
造成影響，如能盡早恢復並完成該協
定談判，三國經濟與貿易增長收益可
觀。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
究院研究員周密表示，中日韓產業
鏈、供應鏈已經形成了穩固的聯結。
如果能夠利用這一良好條件，盡早達
成開放水平更高的自貿協定，將有利
於增強三方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更好
開展創新合作。

中新社

專家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