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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和大韩民国的领导人，于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了

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我们对于十年来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方面所取得的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满意。我

们将继续坚持和全面落实《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中日韩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和《中

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共识。

　　我们确认，在促进人员、货物、服务和资金往来，以及应对全球化潮流为首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方面，三国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将继续秉承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推

动三国关系朝着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我们一致认为，提出到2020年，即下一个十年结束时应该实现的具体目标和远景后，三国需要

集中力量，推动三国合作达到新的高度，使得三国面向未来和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更加巩固，各

领域互利合作更具成果，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更加深厚，三国合作将促进三国的共同利益，为东亚

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念及上述，我们决定：

　　一、机制化与提升三国伙伴关系

　　（一）我们将加强三国高层交往，增进三国人民友谊与和睦，并以领导人会议、外长会、其他

部长级会议、外交高官磋商等政府间合作机制来深化和扩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从而进一步构筑稳

定的战略互信。

　　（二）我们将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以促进和加强三国合作。秘书处将支持领

导人会议、外长会、其他部长级会议和外交高官磋商等三国磋商机制的运行和管理，协助探讨落实

合作项目。

　　（三）我们将充分利用中日韩三国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等现有机制和机构，分享与灾害有

关的信息、政策和技术，以共同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减少东北亚灾害风险。

　　（四）我们将探讨建立“三国防务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以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防务或军

事人员的交流合作。

　　（五）我们将在三国警务部门间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以共同应对国际犯罪，提升三国警务合

作。

　　（六）我们将推进三国地方政府交流，通过拓展三国间的友城关系来加强行政、经济和文化领

域的合作。

　　二、发展可持续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一）我们将努力在2012年之前，完成于2010年5月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通过联合

研究，我们将寻求三国对有关问题的共识，为将来谈判建立三国自贸区提供务实参考。另外，我们

将继续努力，促进三国经济在远期实现一体化，包括在本地区建立共同市场。

　　（二）我们致力于在2020年前扩大三国贸易量，这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一体化至关重要。

我们将加大贸易便利化力度，不断改善三国贸易环境。

　　（三）我们认为，三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输和物流系统，有助于降低三国产品成本，提高国

际竞争力。因此，我们主张继续充分利用“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机制和双边政策对话，推

动东北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实现无缝物流体系。

　　（四）我们重申海关合作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实现三国乃至本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

全。为此，我们将通过三国海关领导人会议来落实“三国海关合作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升海关合

作。

　　（五）我们将努力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以积极促进域内企业在三国投资，在法律、机制和

程序方面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使域内投资者能够成功经营。此外，我们将努力为促进本地区投资

资本自由流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六）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金融主管部门的协调，努力通过鼓励三国金融机构相互进入对方市场

来加强金融合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欢迎清迈倡议多边化成功实施和亚洲债券市场

发展倡议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我们将进一步努力提升亚洲财金合作，包括增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有

效性。我们将积极参加由二十国集团引领的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的讨论，包括改进全球金融安全网的

工作。

　　（七）我们认为，一个开放、公平和自由化的多边贸易体系不仅对中日韩，而且对于整个世界

都至关重要。为维护和巩固这一体系，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为此，我们决心促进多

哈发展回合依据其授权，在包括模式等已有进展基础上，取得迅速、丰硕、平衡的结果，加强三国

合作，推动多哈回合后多边贸易体系不断取得进展。

　　（八）我们同意通过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提升我们的研究能力，增强三国工业技术的竞争力

并应对共同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探讨有利于实现建设东亚共同体长远目标的途径。为此，我们将继

续为联合研究计划和前瞻计划提供经费支持，并根据实际情况探索进一步扩大投入的可能性。此

外，我们将探索建立新的合作基金的可能性，以支持在三国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以三国商定的方式

开展联合研究。

　　（九）我们将继续探讨加强工业、能源、能效、资源、信息通信、高科技、文化产业、交通、

卫生、农业、渔业、旅游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政策合作与磋商。

　　（十）我们确认标准化合作能够消除不必要的技术壁垒，为促进贸易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

们将利用东北亚标准合作论坛，通过研究协调标准和提出协调一致的国际标准，进一步提升标准化

领域的合作。



　　（十一）我们认识到，三国更加协调的经济合作对于推动地区经济活动至关重要。我们承诺通

过以上所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合作。而且，我们认识到三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我们

应该在多边论坛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内共同行动，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

发展。为此，我们将积极参与发起一个合作与磋商、旨在相互评估政策框架的进程。

　　三、环保合作

　　（一）我们欢迎哥本哈根会议（COP15/CMP5）的成果，支持《哥本哈根协议》。基于哥本哈

根会议的积极成果，我们将加强合作，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是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推动墨西哥会议（COP16/CMP6）取得成果，包括建立2012年后应对气候

变化的有效国际合作框架。

　　（二）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环保合作，为此，我们支持三国环境部长采取切实行动，必要时与

适当的地区或国家框架合作，落实2010年5月第12次三国环境部长会议通过的《三国环境合作联合

行动计划》的十大优先合作领域，包括：1、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2、气候变化；3、

生物多样性保护；4、沙尘暴；5、污染控制；6、环境友好型社会/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资源

循环型社会；7、电子废物越境转移；8、化学品无害管理；9、东北亚环境管理；10、环保产业和

环保技术。

　　（三）我们将紧密合作，推动将于2010年10月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的第10次《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支持自然保护国际联盟将于2012年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世界自然保

护大会。

　　（四）我们将合作加强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努力提升公众减少海洋垃圾的意识，重申落实西北

太平洋行动计划框架性防止海洋垃圾的“区域海洋垃圾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五）我们注意到沙尘暴的频率和强度。我们将加强在沙尘暴检测方法、预防技术和能力建设

方面的合作。

　　（六）我们将提升危险废物特别是电子废物方面的合作。我们认为三国应该提升电子废物管理

方面的合作，交流信息，共同打击非法越境转移，加强立法执法方面的能力建设。

　　（七）我们重申关于探讨建立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的承诺。

　　四、扩大人员和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友好关系

　　（一）我们将通过扩大和发展三国间活跃的人员交流，促进中日韩友谊与和睦。

　　（二）我们深信文化作为精神桥梁，对促进三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重要作用。为此，我

们将进一步加强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框架内的合作，以进一步推动三国文化交流，办好一年一度的

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鼓励开展文化产业合作，促进文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进一步提升包括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各领域合作。

　　（三）我们将显著扩大三国人员交流规模，以增进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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