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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外長會共推合作回正軌
王毅：正視歷史妥處敏感問題 三方同意加緊為領導人會議創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1月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在韓國釜山同韓國外長朴振、日本外相上

川陽子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韓外長會。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6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韓國釜山出席中日
韓外長會期間會見韓國外長朴振。雙方確認中韓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定位，願持續沿着這一方向向
前推進。
王毅表示，建交30多年來，中韓關係全面快速
發展，雙方相互成就、共同繁榮，給兩國人民帶
來巨大福祉，也為地區和平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近一時期，國際地區形勢發生很多重要變化，中
韓關係也出現不少新情況。但中韓是搬不走的近
鄰，這個客觀事實永遠不會變。兩國關係好雙方
受益，反之雙方受損，這個道理也永遠不會變。
中韓關係發展應始終錨定友好合作的大方向，這
對雙方來說是必須做好的必答題，而非選答題。

中方願同韓方加強交往溝通，堅守建交初心，堅
持互尊互信，排除外部干擾，確認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定位，並不斷為之增添新內涵。

推動經貿合作 護供應鏈穩定
王毅指出，中韓已成為利益高度融合、產供鏈
高度互嵌的合作夥伴。中國具有完備產業體系和
超大規模市場，將實施更高水平開放，這將持續
為中韓互利合作提供新機遇。雙方應共同抵制經
濟問題政治化、科技問題工具化、經貿問題泛安
全化的傾向，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推動兩國經
貿合作取得更大發展。
朴振表示，祝賀中國成功舉辦杭州亞運會。韓國
政府重視韓中關係，認為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符

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願持續向前推進，這是
韓方的明確立場。韓方願同中方加強各層級對話溝
通，深化經貿合作，維護供應鏈穩定，促進人文交
流，推動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取得新發展。
在加強雙邊合作的同時，韓中還可以就東亞和世界
的和平穩定共同努力。韓中日三國外長會時隔4年
多再次舉行，期待會議取得積極成果，深化三國合
作。
王毅表示，中方支持韓方主辦中日韓外長會，
願同韓方、日方共同推動三國合作重整行裝再出
發。
雙方就朝鮮半島局勢等交換了意見。王毅強
調，中國始終是東北亞局勢中的穩定力量，一直
並將繼續為緩和半島局勢發揮建設性作用。

王毅會見韓國外長朴振 確認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定位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 26日的《解放軍報》刊發
題為《堅決維護中緬邊境安全穩定》的評論文
章。文章指出，根據年度訓練計劃，中國人民
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戰區陸軍部隊於11月 25日
起，位中緬邊境中方一側舉行實戰化演訓，旨
在檢驗戰區部隊快速機動、邊境封控、火力打
擊等作戰能力，時刻做好應對各類突發情況準
備。
文章指出，中緬有着2,000多公里邊境線，作為
山水相連的近鄰，中方始終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

遠角度看待和發展中緬關係。近年來，在雙方的
共同努力下，兩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合
作格局逐步形成，傳統友誼不斷深化，在共建
「一帶一路」框架下穩步推進中緬經濟走廊重點
合作項目，不斷結出豐碩成果，更好惠及兩國人
民。
文章表示，親望親好、鄰望鄰好。近期，由於

多種原因，緬甸北部數個地區爆發武裝衝突，造
成人員傷亡，安全形勢複雜嚴峻。中方高度關注
緬北有關衝突，敦促相關各方立即停火止戰，開

展和平對話，避免事態升級。同時，中方還從人
道主義出發，付出巨大努力，妥善安置並配合緬
方救助避戰人員，積極協助第三國人員借道中國
撤離。

全面檢驗提升管邊控邊能力
文章指出，維護好中緬邊境的安全穩定，是兩國
人民的共同心願和福祉所在。近年來，中方同緬方
密切溝通協調，切實加強邊境管控，為促進邊境地
區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文章表示，堅決捍衛國家主權、邊境穩定和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是人民軍隊的職責使命。中共
十八大以來，全軍各級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和中央
軍委決策部署，聚焦備戰打仗，全面推進軍事訓
練轉型升級，任務一線練兵形成常態，備戰懾戰
水平不斷提升，隨時應對現實安全威脅能力有效
增強。此次位中緬邊境中方一側舉行的實戰化演
訓，將進一步強化官兵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
使命意識，全面檢驗和提升管邊控邊能力，確保
一聲令下，能夠有效履行使命任務。

《解放軍報》評論文章：堅決維護中緬邊境安全穩定

王毅表示，中日韓合作已成為東亞地區機制化
程度最高、覆蓋領域最廣、內涵最豐富的多

邊合作架構，切實服務了三國發展，造福了地區
人民。中日韓合作發展歷程表明，三國合作具有
深厚基礎、強勁需求、巨大潛力和廣闊前景。面
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中日
韓應以更進取姿態，為促進地區和全球發展發揮
積極作用。中方將繼續本着與鄰為善、以鄰為伴
方針，同韓方和日方共同努力，推動三國合作重
回正軌，保持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為地區和世
界和平繁榮做出新貢獻。

加強區塊鏈等前沿科技合作
王毅指出，在重整行裝再出發之際，有必要重
溫中日韓合作歷程和成果，堅守初心、錨定方
向，堅持將《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等領導
人共識落到實處。重中之重，是繼續本着正視歷
史、面向未來精神，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及核心利
益，妥處敏感問題，維護良好雙邊關係，為推進
三國合作全面重啟、行穩致遠打下堅實基礎。放
眼長遠，我們還要結合新形勢、新格局、新環
境，賦予合作新內涵、新使命、新抓手。
王毅強調，三國要堅持倡導互利共贏，盡快重
啟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保持區域經濟一體化勢
頭，完善多渠道、多層次的地區自貿安排，為邁
向亞太自貿區這一共同目標做出貢獻。要堅持深
化科技創新，加強大數據和區塊鏈、人工智能等
前沿科技領域合作，共同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並
優化升級，提升區域生產網絡韌性。要堅持加強
交流互鑒，擴大人文交流規模，加大便利人員往
來，增進三國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的理解和友誼。
要堅持提升發展韌性，加大應對老齡化等領域交
流合作，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打造新的增長點。
要堅持帶動共同發展，繼續本着自願、平等、開
放、共贏、透明和可持續原則，同周邊等有需要
的國家和地區打造更多「中日韓+X」合作項目，
帶動區域內外共同和可持續發展。

打造更多「中日韓+X」項目
朴振、上川陽子積極評價中日韓合作取得的進
展，認為三國是搬不走的鄰居，三國合作具有重
要意義和巨大潛力。面對新形勢，三國應重溫合
作初衷，加強溝通交流，促進各領域合作，為三
國人民帶來更多可視成果。三方可在經貿、科技
和數字化轉型、人文交流、環保、老齡化等領域
開展面向未來的實質性合作，不斷擴大共同利
益。中日韓合作可以超越東北亞，為地區與世界
的和平繁榮發揮積極作用。以開放的姿態積極推
動「中日韓+X」合作，造福更多國家和地區。
三方同意為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創造條件，加緊
相關籌備工作。

促行動為朝鮮半島局勢降溫
三方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王毅指出，中日韓作為亞太地區重要國家，面對
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要立足亞太和平發展和地
區人民利益，深化區域合作，共同應對風險挑
戰，維護地區和平與繁榮。要當好東亞合作的
「領頭羊」，以三國合作帶動東亞合作，堅持開
放的區域主義，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抵制將區
域合作陣營化。要當好維護地區和平安全的「穩
定器」，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
觀，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和
爭端。要當好解決熱點問題的「減壓閥」。朝鮮
半島局勢持續緊張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當務之
急是給形勢降溫，為重啟對話創造必要條件，為
此採取有意義行動。
會議期間，王毅還分別同韓國外長朴振、日本
外相上川陽子舉行雙邊會見。

26日，中日韓時隔四年多再次舉行

外長會。早在十來年前，中日韓就已

在相關機制下正式簽署投資協定，同

意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但之後三

國間的合作機制卻一直走走停停，缺乏耀眼的進展

與突破。此次三國外長會，無疑為推動三國合作重

入正軌提供了重要的新契機。

會議一波三折折射合作必要
此次中日韓外長會的重要議題之一，是為中日

韓領導人會議鋪路。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最早源

於2001年的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

2008年底，中日韓三國首次單獨舉行了領導人會

議，並決定將會議機制化，每年在三國輪流舉

行，但受歷史和現實問題以及國際局勢等困擾，

過去數年間中日韓各方關係多次遭遇障礙，三國

外長會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也因此三度中斷。

中日韓外長會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一波三

折，既反映出三國間關係的複雜多變，同時也折

射出三國間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中日韓三國

間橫亘着歷史問題、島嶼爭端、半島問題、薩德

導彈部署等大大小小的困難。另一方面，中國一

直是韓日的最大貿易夥伴和重要的地緣合作夥

伴，中國與兩國貿易額都相當於韓日與美國貿易

額的兩倍。

同時，日韓又是美國在亞太的重要軍事同盟，

在安保領域嚴重依重美國，並在美國推行的「印

太戰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很多問題上針對

中國意圖明顯。日韓也許都希望在穩步加強與美

國安保關係的同時，與經貿聯繫密切的中國「順

利推進」關係。但是，政經不可能完全兩張皮，

政治安全關係緊張必然影響經濟合作。

妥處底線問題 實現長遠發展
未來，要真正實現三國合作機制的長遠深入發

展，日韓仍須排除外部干擾，正確處理涉及中國

底線的政治外交問題，共同抵制個別大國意圖推

行的經濟問題政治化、科技問題工具化、經貿問

題泛安全化。

中日韓互為鄰國，彼此利益交融。在經濟、科

技、人文等許多領域，三方都有合作的願望和迫

切需求，也有廣泛共同利益與巨大空間。中國具

有完備產業體系和超大規模市場，將實施更高水

平開放，這將持續為中日韓互利合作提供新機

遇。作為三個亞洲重要的經濟體，中日韓攜手合

作，產生的將是「1+1+1>3」的效果。同時，中

日韓三國重振經濟合作勢頭，也必將為低迷的世

界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排除外部干擾 中日韓可實現「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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