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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11月1日，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会议发表了《关于东北亚

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

韩国首尔，2015年11月1日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和大韩民国的领导人，于2015年11月1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

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自1999年启动以来，三国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于2008年首次举行了独立于10+3领导人会议的

三国领导人会议。三国于2011年成立了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使三国合作机制化取得进展。三国领导

人在《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等领导人会议成果文件中确定了三国合作的目标，三方在实现这些合

作目标上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对上述进展表示赞赏。

　　近年来，虽然东北亚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三国在各领域合作仍保持稳步推进。我们一致认为，

在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年半之后，本次领导人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三国合作全面恢

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三国合作协调国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过去几年内为

恢复三国合作所做努力表示赞赏。

　　我们一致认为，地区国家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安全紧张并存，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才能推动地

区实现永久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才能坚定推动三国合作向前发展。

　　为此，我们认识到三国间有关双边关系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深化三国合作也有利于三国间

有关双边关系发展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

善处理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三国合作而共同努力。

　　念及上述，我们一致决定：

　　一、实现东北亚和平与合作

　　1.认识到深化三国合作有利于三国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有利于实现东北亚和平、稳定和繁荣，

我们将进一步促进三国合作机制化，推进对话与合作进程。

　　2.我们重申，如2008年《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所述，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应定期举行。为拓

宽三国合作领域，我们决定鼓励三国更积极推动包括约20个部长级机制在内的50多个政府间协商机

制的发展，积极实施众多合作项目，并推动建立包括部长级机制在内的新的政府间协商机制。

　　3.我们高度赞赏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为推进三国合作所做努力，支持秘书处通过积极参与所有三

国合作框架下的部长级协商机制加强能力建设。我们一致认为，设立三国合作基金有助于实施三国

合作项目。



　　4.我们对各种推动区域合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决定将共同努力实现区域互信与合作的共同目

标。中、日两国领导人对韩方旨在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域内国家间建立信任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

想”表示高度赞赏和欢迎，同意进一步推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2015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东

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国际论坛讨论的多个合作项目，有助于加强区域互信，扩大三国合作，我们对此

表示赞赏。我们将继续举办“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相关的高级别会议。

　　5.忆及2011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核安全合作》成果文件，我们就继续举办三国

核安全磋商达成共识。我们对2015年10月举行的第八次三国核安全监管高官会（TRM）和第三次

“TRM+会议”（东北亚核安全合作国际论坛）有关讨论表示赞赏，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地

区合作进程，强化在民用核能安全领域合作。

　　6.忆及2011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灾害管理合作》成果文件，我们将加强三国合

作，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我们对2015年10月在日本举行的第四届中日韩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取

得的进展表示欢迎。我们对秘书处主办的“三国灾害管理桌面演练”取得成功表示赞赏，并对美

国、俄罗斯、蒙古国等有兴趣国家参与2015年4月的桌面演练表示欢迎。我们对2015年10月发表的

三国灾害管理合作联合声明成果表示欢迎。我们了解日本已向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提交了设立

“世界海啸日”的决议草案，旨在通过合作提升三国关于应对海啸威胁和采取措施的意识，减少海

啸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

　　二、扩大经济社会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7.我们重申在《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所作承诺，即努力实现包括建立区域共同市场在内的

进一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长期目标，将充分利用三国经济互补性和巨大潜力，将三国在各个经济和

社会领域的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8.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深化利益融合。我们赞同2015年10月在首尔举行的第十次三国

经贸部长会议取得的进展，对开始实施“三方加强供应链联接合作”联合项目的决定表示欢迎。我

们重申将加强合作，为贸易和投资营造更有利环境。

　　9.三国投资协定于2014年5月生效，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本地区投资，我们对此表示赞

赏。我们重申将进一步努力加速三国自贸区谈判，最终缔结全面、高水平和互惠的自贸协定。

　　10.考虑到电子商务对创造新经济价值的重要性，我们一致认为建立区域单一电商市场对三国有

利。鉴此，我们鼓励三方探讨在电子商务领域开展信息共享、联合研究和培训、行业企业交流等合

作。

　　11.我们认识到开发创新技术对三国经济增长和提升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生物技

术、医疗、电子商务、软件、文化内容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产业将提升三国产业结构，将探寻加强

三国新产业合作的途径。

　　12.为有效应对全球和地区经济和金融市场近期面临的严峻挑战，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维护地区

金融稳定，我们将加强三国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区域金融稳

定。我们对在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应急能力和有效性、将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改造为国际

组织以及强化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等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我们特别支持进一步加强东盟与中日



韩宏观经济办公室维护地区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能力，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对2015年10月在秘鲁

利马举行的第15次中日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韩方介绍了成立东北亚开发银

行的倡议。中国和日本表示注意到这一倡议。

　　13.我们同意在第四方市场加强产能合作。我们认为，三国企业在第四方市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产能合作正在不断加深，推动业界加强该领域合作。

　　14.我们认识到，中小企业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将进行信息交换、人员

交流，加强三国中小企业间的合作。

　　15.为加强在科学和创新领域的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我们将加强三国研发

能力。为此，我们将继续进行联合研究计划和A3前瞻计划，并将探讨加大支持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

行研究和扩大研究人员交流的可能性。此外，我们将在方便的时候举行三国科技部长会议，并将探

讨开展三国青年科学家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16.我们肯定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对促进三国繁荣和进步的重要性，将努力结合

中方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韩国的“创造型经济”政策和日本相关产业政策，并将建立

一个协商机构，以探讨三国之间的合作措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17.我们将定期召开三国信息通信部长会议，促进联合研究、技术合作、信息共享和人员交流。

　　18.忆及2010年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标准化合作联合声明》，我们将通过三国常

设委员会和东北亚标准合作论坛研究标准的统一和国际标准协调的提议，加强在标准化领域的合

作。

　　19.我们重申三国开展能源合作对实现东北亚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必要性。为此我们将加强

在液化天然气领域的合作，以提高东北亚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市场流动性和效率。

　　20.我们将通过三国运输和物流部长会议创建东北亚无缝物流体系，建立环境友好型物流系统，

并继续致力于平衡物流安全与效率。我们将通过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共享信息，努力增加该网

络覆盖的港口数量，并将服务区域扩大到东盟和欧盟。

　　21.考虑到本地区航空市场的发展潜力，我们将在三国间继续开展双边讨论，探讨开展三边讨

论，以探索在区域层次营造一个更加自由而有益的环境的可能性。

　　22.我们继续支持积极实施《中日韩海关合作行动计划》，并将通过三方海关负责人会议加强在

贸易便利化和安全等海关领域的合作。

　　23.我们欢迎在2O15年9月举行的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和粮食稳定供应的第二届三国农业部长

会议，并赞赏会议通过的《农业合作联合公报》与《应对跨界动物疾病合作备忘录》。

　　24.我们将继续加强就业和劳动、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三国合作。

　　三、推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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