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東京同日本
外相岩屋毅、韓國外長趙兌烈共同出席第11次中日韓外長會。王
毅強調，中方願同日韓一道，深化經貿合作，做強 「壓艙石」 。
早日重啟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並爭取盡早達成，擴大相互貿易投
資，設立中日韓出口管制對話機制，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

在會見記者時，王毅介紹，中日韓三方在外長會上達成了四
點共識，包括鞏固合作勢頭、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化交流互
鑒、加強多邊協作。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王毅表示，中日韓合作是東亞地區
基礎最深厚、機制化程度最高、發
展潛力最大的合作架構之一。三國
合作啟動20多年來取得積極成果，
不僅惠及三國人民和各自發展，也
推動了地區穩定與經濟一體化進
程。在三方共同努力下，第九次中
日韓領導人會議確定的 「六大關鍵
領域」 合作邁出新步伐。事實證
明，中日韓合作越實，三國抵禦風
險的能力就越強，賦能發展的基礎
就越牢，促進人民相知相親也就越
見成效。

推動三國合作發揮1+1+1＞3作用
王毅說，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

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
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真誠
反省歷史才能切實開創未來。三國
應重溫 「正視歷史、面向未來」 的
共識，堅守合作初心，推動中日韓
合作發揮 「1+1+1＞3」 的作用，造
福三國、地區和世界。

王毅強調，有風有雨是常態，
風雨無阻是心態。三國合作要行穩
致遠，必須同雙邊關係相互促進、
良性循環。尤其要尊重彼此的核心
利益，管控好矛盾分歧，在維護良
好穩定的雙邊關係基礎上，不斷積
累共識、培育動能、深化合作、提
升水平。中方願同日韓一道，推動
中日韓合作在新形勢下提質升級，
更加成熟、更加穩定、更富韌性。

一是深化經貿合作，做強 「壓
艙石」 。早日重啟中日韓自貿協定
談判並爭取盡早達成，擴大相互貿
易投資，設立中日韓出口管制對話
機制，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

二是推進科技創新，激發新動
能。本着開放合作原則，共享創新
機遇，使新質生產力更好賦能三國
高質量發展。設立中日韓數字經濟
合作對話機制。歡迎日韓積極參與
中方正在籌建的中日韓創新合作中
心。

三是擴大人文交流，厚植民意
基礎。努力實現到2030年實現4000
萬 人 次 的 互 訪 目 標 ， 辦 好
2025-2026年中日韓文化交流年，
持續打造 「東亞文化之都」 「亞洲
校園」 品牌，弘揚東亞優秀傳統文
化，促進人民相知相親。

四是應對共同挑戰，助力可持
續發展。深化健康老齡化、醫療衞
生、新能源、綠色發展、生態環境
保護合作。加強災害管理、警務、
反恐合作，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挑
戰。

為第十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做準備
王毅表示，當前，百年變局加

速演進，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地緣
政治衝突加劇，開放指數不斷下
滑。中日韓作為亞太重要國家和全
球重要經濟體，應堅持開放型經濟
大方向，共同高舉自由貿易旗幟，
堅定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
體制，營造開放、包容、非歧視的
國際經濟環境，推進普惠包容的經
濟全球化。要積極帶動地區合作發
展，共同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打
造更多 「中日韓＋」 合作項目，以
三方合作的生機活力為東亞合作發
展注入強勁動力。要踐行共同、綜
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共
同維護地區和平和世界安寧。

三國外長就中日韓合作以及地
區和國際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為第
十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做了準備。

3月21日，王毅在東京出席日本
首相石破茂集體會見中日韓三國外
長時表示，中方高度重視中日韓合
作，對合作前景抱有信心。我們三
國都有一句諺語， 「遠親不如近
鄰」 。面對不穩定、不確定明顯上
升的世界，這句充滿東方智慧的格
言更加凸顯了三方合作的重要現實
意義。中日韓關係搞好了，地區和
平穩定就多一份保障。中日韓合作
深化了，地區國家就能更好應對各
種外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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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早日重啟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
中日韓外長會在東京舉行 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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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及中
日韓合作時，
中國外長王毅

用 「遠親不如近鄰」 這句三國通行的諺
語來形容。共通的東方智慧和相近的人
文傳統，是中日韓合作的獨特底色。這
絕非基於人文層面的泛泛而談，誠如王
毅所言，這六字格言， 「面對不穩定、
不確定明顯上升的世界」 更加凸顯出重
要現實意義。

「不穩定、不確定」 ，正是來自於日
韓的 「遠親」 美國。東北亞向來是美國的
戰略優先方向。美國因素對於日韓外交取
向具有特殊影響。特朗普的 「美國優先」
2.0版，攪動周天寒徹，對世界帶來極大
的風險挑戰。不僅對中國加碼貿易戰，對
日韓這兩大傳統盟友也是軟硬兼施，以關

稅戰相要挾，要求日韓承擔更多安全責
任，在台灣、南海等問題上加緊綁定美國
戰車。如果一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一
邊倒」 ，充當 「馬前卒」 ，很可能落得
「火中取栗」 的結果，淪為 「美國優先」

的犧牲品和炮灰。
中日韓都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

如今都承受着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壓
力，對於深化三方合作，都有了更積極
的意願。以日本為例，石破茂內閣上台
後，對岸田政府倚美遏華的 「遠交近
攻」 外交路線，進行了適度的撥亂反
正，更加注重平衡外交。中日高級別政
治對話、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
制、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中日經濟高
層對話，陸續恢復重啟。

王毅指出： 「有風有雨是常態，風

雨無阻是心態。」 有風有雨，即是國際
格局變亂交織、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單
邊主義逆流橫行等不確定性；而風雨無
阻的心態，就是要在變亂中，凝聚共
識、求同存異、增進互信，提升戰略定
力，加強中日韓合作的韌性。這是眾多
不確定性中的最大確定性。

此次三國外長會晤，取得了一攬子
務實成果，譬如：就年內舉行第十次中
日韓領導人會議、重啟中日韓自貿協定
談判、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擴員等問題進行溝通，推動設立中
日韓出口管制對話機制、數字經濟合作
對話機制，籌建中日韓創新合作中心，
辦好中日韓文化交流年等，從最迫切的
重點領域全面發力，夯實三國合作的
「壓艙石」 和 「推進器」 。

「近鄰外交」對沖不確定性
北京觀察
馬浩亮

【大公報訊】據中國外交部網
站報道：當地時間22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日本
東京同日本外相共同主持第六次中
日經濟高層對話。雙方同意共同落
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豐
富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在經濟領域內
涵，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
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經貿關
係。對話達成二十項重要共識。

中日雙方就進一步推動中日第
三方市場合作，共同評估合作項目
進展，繼續推進在第三方市場的企
業間經濟合作達成一致。中日同意
加快服務貿易合作，2025年在日本
舉行中日服務貿易政策對話，以及
舉行中日工業副部級磋商、中國商
務部與日本經濟產業省副部級定期

磋商。繼續開展汽車領域合作，繼
續舉辦中日汽車對話。加強供應鏈
合作，繼續舉辦中日出口管制對話
及政企交流活動。

中日將加強世貿組織框架下合
作，推動世貿組織改革，努力維護
和加強自由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
保持市場開放，支持自由貿易。加
強在G20、APEC、10+3等機制下經
貿、財金合作。透明、順暢、有效
地落實《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將繼續就加快中日
韓自貿協定談判進行討論。

關於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問題和
日本水產品輸華問題，中方反對日
方單方面啟動排海的立場沒有變
化。雙方同意適時在中國舉行第七
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

中日達二十項共識 加強供應鏈合作

時隔6年 中日舉行第六次經濟高層對話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3月
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
王毅在東京同日本外相岩屋毅共同主持
召開第六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雙方15
個政府部門負責人出席。

王毅說，去年底，習近平主席同石
破茂首相在利馬舉行會晤，一致同意按
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全面
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構建契合新時
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明
確了雙方努力方向。今天，時隔6年舉
行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旨在落實兩國領
導人重要共識，加強經濟發展戰略和宏
觀經濟政策溝通，為傳統合作固本強
基，為新領域新模式合作拓展路徑，共
同繪製中日經貿合作的新藍圖，為全面
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提供堅實經濟支
撐。

王毅表示，中日邦交正
常化以來，雙邊貿易增長了
300多倍，連續15年保持
3000億美元的高水平，累
計雙向投資近1400億美
元。雙方產業合作緊密，經
濟利益深度融合，給兩國人
民帶來了實實在在利益，也
充分印證中日互為夥伴，而
不是對手；互為機遇，而不
是風險，應當相互支持，而
不是彼此割裂。面對世界經
濟格局深刻調整，單邊保護
主義甚囂塵上，經濟全球化
遭遇逆流，中日兩國作為世

界主要經濟體，應當樹立正確相互認
知，展現責任擔當，以創新思維共謀發
展，給合作共贏做 「加法」 ，對問題分
歧做 「減法」 ，為全球經濟注入新動
能，給動盪世界提供確定性。

一是加快推進經貿合作轉型升級。
建立契合新時代要求的新合作格局，發
揚 「以經促政」 的優良傳統，擴大各領
域各部門對話交流，培育更多新的增長
點。

擴大市場准入 消除歧視限制
二是實現強強聯手、彼此成就。鼓

勵兩國企業開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
節能環保、綠色貿易等創新合作。加強
醫療康養合作，培育 「銀髮經濟」 。拓
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更多惠及全球南
方。支持彼此辦好大阪．關西世博會和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推進地方合作。
三是平衡解決各自合理關切。秉持

發展眼光，堅持相向而行。用好中日經
濟夥伴關係磋商等工作機制，建立政企
交流渠道，擴大市場准入，消除歧視限
制。避免經濟安全政治化，維護產業鏈
供應鏈穩定暢通。

四要加強區域和多邊合作。弘揚亞
洲價值，以開放應對封閉，以包容替代
排他，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以世
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盡快恢
復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高質量實施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推進
亞太自貿區進程。

與會各部門圍繞宏觀政策、經貿投
資、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生態環保、
人文交流、區域合作等進行深入溝通，
規劃下步合作，達成廣泛共識。

王毅總結指出，此次對
話範圍更廣、討論更深入，
增進了相互理解，增強了合
作信心。充分印證中日經濟
合作具有堅實基礎、廣闊前
景和內生動力。面對單邊保
護主義肆虐，此次對話發出
了支持自由貿易體制、遵守
國際貿易規則、順應經濟全
球化的聲音，可謂正當其
時，將會得到國際社會廣泛
歡迎。雙方要進一步開闊思
路，拓展新興領域合作，為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持續注入
新內涵。

▲3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東京同日本
外相岩屋毅共同主持召開第六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雙方15個政
府部門負責人出席。 新華社

王毅：共同繪製中日經貿合作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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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強多邊協作
三方將加強在東盟與

中日韓、東亞峰會等機制
下的協調配合，面向周邊
開展 「中日韓＋」 合作，
帶動地區共同發展。相互
支持當好APEC東道主。堅
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
同意延長秘書處協商委員
會任期。

三是深化交流互鑒

三方將辦好2025年至
2026年中日韓文化交流
年，努力實現到2030年
4000萬人次人員往來目
標，夯實三國合作民意基
礎。加強社會民生和綠色
低碳等領域合作，更多、
更好惠及各國人民。

二是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三方將繼續就重啟三

國自貿協定談判、推動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擴員、維護地區產
供鏈穩定暢通等保持溝
通。三方將緊跟時代步
伐，打造亞洲科技創新高
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
展。

一是鞏固合作勢頭
三國將堅守合作初心，圍繞

《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
在落實去年三國領導人會議確定
的 「六大關鍵領域」 合作基礎
上，拓展新領域、培育新動能、
打造新亮點。三方就年內舉行第
十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進行了有
益溝通，將努力為此營造良好條
件和氛圍。

王毅談中日韓外長會四點共識

中日韓三方合作 「遠親不如近鄰」

▲中日韓外長在會後共同會見記者。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