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
2004年11月27日中日韩三方委员会于老挝万象通过

2004-12-21 00:00

　　 2003年10月7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签署并发表了

《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以下简称《联合宣言》）。

　　在《联合宣言》中，三国领导人同意推进经贸、文化、人员交流、政治与安全等14个领域的合

作，成立由三国外长牵头的三方委员会，研究、规划、协调和监督三国具体合作。

　　《联合宣言》进一步要求三方委员会向年度领导人会议提交合作进展报告。2004年6月，三方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国青岛举行。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向今年11月在老挝举行的三方领导人会议提

交《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本进展报告由三方委员会在相关部门配合下拟定，重点报告自

《联合宣言》发表以来各领域合作的进展情况。

　　一、经贸合作

　　营造具有吸引力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三国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各项必要措施，如加强三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政

策措施协调，并通过三方委员会、三国经贸部长会议、三国经济司局长磋商、中国-日本经济伙伴磋

商、日本-韩国高层经济磋商、中国-韩国联合经济委员会等机制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营造具有吸

引力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2004年6月，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三方委员会会议肯定了三国合作潜力，强调促进三国经济伙伴

关系对三国有利。2004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三国经贸部长会议也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三国

经济伙伴关系。

　　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议程谈判

　　在2004年10月举行的三国经济司局长磋商中，三国讨论了如何以2004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总理

事会决定为基础，在2005年12月举行的香港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上进行合作。

　　海关、运输、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海关方面已建立起密切的双边交流框架。中日、中韩和日韩之间分别举行了双边海关会议。与

会代表就快速通关等各自海关手续情况交换了意见，决定进一步加强边境执法合作。海关行政互助

协议是加强双边合作的有效方式。中韩已签署海关行政互助协议，日韩即将签署，中日正就此进行

谈判。

　　运输方面，为增进三国港口管理部门的相互了解，加强三国经济联系，自2000年9月始，东北

亚港口司局长会议定期举行。2004年11月在韩国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同意继续开展促

进航运、投资、自贸区及港口设施新设计等方面的联合研究，以进一步促进相互了解。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方面，中日相关部门自2004年2月开始探讨加强双边联系，特别是从日本指

定的中国企业恢复进口熟制禽肉。2003年10月30日，中韩同意建立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磋商合作

机制。此外，中韩食品安全部门于2003年10月31日签署了《食品安全合作协议》。

　　知识产权保护

　　2003年11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日本专利局和韩国知识产权局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会议。三

方介绍了各自情况，探讨了可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合作。

　　在去年12月举行的三方经济司局长磋商中，三方讨论了制定和实行有效的国内法应对仿制品和

复制品等问题。在双边框架下，如2003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中国-日本经济伙伴磋商会议及其后续

会议中，官员们坦率地讨论了很多问题，如防止重复侵权、诉讼便利化、引入废弃物品管理条例和

执行相关法庭判决等。中国和韩国也在各种场合就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磋商。

　　解决经济纠纷

　　通过三方委员会、经贸部长会和其他相关会议等双边或三边机制，三国就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

三国经贸关系中的广泛问题坦诚交换意见，努力减少磨擦。 自由贸易协定 三国智库组成的研究小

组已就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联合研究。研究小组向2003年三国领导人会议提交了《加强三方合作

的报告和政策建议》，主要对可能建立的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认为协定将给三

国带来实质性的宏观经济收益。 今年，联合研究小组开展了“三国自贸区对跨部门产业影响的研

究”，重点是农业、电子机械制造和汽车产业。研究结果将以中期报告的形式向今年的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提交。今年6月在青岛举行的三方委员会会议对三国联合研究表示赞赏，表示将继续予以关

注。 双边方面，2003年10月举行的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会议决定开始自贸谈判，并于2005年结束实

质性谈判。基于此共识，双方已进行6轮谈判并取得稳步进展，有望达成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投

资合作等内容的一揽子协议。

　　航空合作

　　航空合作通过双边渠道得到加强。2004年5月，日、韩在东京举行双边航空磋商，就提高两国

航空运输能力等达成共识。2003年7月中日举行双边航空磋商，由此拓展了两国航空服务，三个中

国航空公司开通了到日本的新航线。2004年3月，中韩举行双边航空磋商，双方建立了新的航线，

航空服务能力与频率也大幅提高。

　　直接投资

　　根据《联合宣言》，三国就可能的投资安排模式开展了联合研究。今年6月，三方委员会会议

对联合研究小组工作予以鼓励。基于促进三国投资合作将增加三国经济活力、促进三国经济合作、

有利于三国共赢的共识，联合研究小组举行了4次会议，拟定了研究报告，并同意向领导人报告。

　　联合研究小组报告主要包括以下观点：第一，促进三国直接投资有利于三国实现共赢，也有利

于实现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第二，三国需进一步努力，根据实际需要促进直接投资，特别是解决投

资者提出的投资障碍等具体问题；第三，为改善商业环境、促进投资，三国政府需建立磋商机制，

跟踪各项改善商业环境措施的落实，并研究更多的措施；第四，探讨建立三国投资法律框架。



　　信息通信产业合作

　　在信息通信领域，根据2003年9月第二次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通过的《信息通信领域合作

安排》，2004年3月和4月分别举行了6个具体领域工作组或论坛的首次会议（6个具体领域为：下

一代互联网、第三代及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与信息安全、电信服务政策、数字电视与广播、开放

源代码软件）。 在此基础上，2004年7月在日本札幌举行了第三次信息通信部长会议，对《合作安

排》作了修改，包括建立国际合作工作组以确保《合作安排》得到有效和系统的落实，以及建立关

于“无处不在的网络”的特别研究小组。会上，三国同意，信息通信需求不断增长，要求三国开展

更紧密的合作，决定将合作机制定名为“东亚（中日韩）信息通信峰会”。根据修改后的《合作安

排》，三国于2004年11月举行了下一代互联网工作组第二次会议。 环境保护

　　三国环保合作在许多领域取得长足进展。2003年12月，第五次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在中国举行。

会议注意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重要意义，同意进一步拓展正在进行的合作项

目。关于气候变化，会议注意到，三国政府根据三国共同而又有差别的责任，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作出了不懈努力。会议对此表示赞赏。三国同意与尚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共同努力，促使

他们早日批准该议定书。此外，在地区问题上，三方认为有必要加强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

(EANET)、保护地区海洋和海岸环境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NOWPAP)、沙尘暴监测和早期预警网

络机制，以及东亚综合性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计划（NEASPEC）。

　　2004年1 月，由三国气象部门组成的沙尘暴联合研究小组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了第三次“风沙对

气候影响实验”研讨会，研究了沙尘暴的具体状况及其对气候的影响。

　　在“东亚海洋环境管理伙伴关系 (PEMSEA)” 框架下，三方已开始东亚海洋可持续发展合作。

2003年12月，包括中日韩三国在内的东亚12个沿海国家环境部长通过了《东亚海洋可持续发展战

略》(SDS-SEA)，以促进环境管理伙伴关系。

　　为增进东亚国家对亚洲季风的了解，提高季节性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从1998年起开始举行“东

亚季风季节性预报联合会议”。2003年11月至2004年11月，三国气象部门官员以及来自研究机构

和大学的专家共举行了三次会议。

　　防灾治灾

　　在灾难预防方面,举行了三国地震部门的最高级别会议，三国开始地震方面的项目合作。2004

年10月在东京举行首次三国地震局长会议，同意推进三国在以下领域的合作：观察数据的准实时交

换，提供地震与海啸信息，技术与基础研究专家/信息交流。 能源合作

　　今年6月举行的三方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三国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三国能源部长今年6月在马尼拉

见面，这是中日韩三个亚洲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时，三国同意进一步深化合作，

加强伙伴关系。同时三国正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际能源论

坛（IEF）等国际和地区框架下开展着合作。

　　金融合作



　　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是三国财长探讨促进地区金融合作、进行经济政策对话的论坛。2004年5

月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第四次三方财政部长会议。会议同意加强三国合作，通过审议清迈倡议和亚洲

债券市场倡议等方式，加强10+3财政部长会议框架下的地区金融合作。

　　科技合作

　　三国举行了两次司局长会议，就三国科技合作交流信息和看法。2004年3月举行第二次科技合

作司局长会，同意举行三国科技部长会议，通过坦诚交换意见，加强三国研究伙伴关系。会议还确

定了可能开展的联合研究项目，互换了各国规模较大的研究机构名单。

　　三国及其他国家在热核方面的合作主要在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计划（ITER）下展开，该项目是

致力于为人类开发环保型清洁能源的重要国际项目。有关该项目选址的谈判仍在包括三国在内的国

际框架下进行。

　　旅游合作

　　为刺激其他地区对东亚的旅游需求，三国旅游部门决定开展联合旅游推广计划，将三国联结成

一个旅游目的地。三国旅游往来更加频繁。2003年，三国中任何两国到第三国的游客总数占其外国

游客总数的比例相当高：在521万到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中，韩国游客146万，占28%，中国游客

45万，占8.6%；在1140万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日本游客225万，占19.8%，韩国游客194

万，占17.1%；在447万到韩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日本游客180万，占40.4%，中国游客51万，占

11.5%。根据三国旅游部门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作为启动具体项目合作的第一步，2004年3月，11

个美国旅游机构的代表应邀访问三国。作为此访的结果，四家受邀机构正在制订新的三国环游计

划。其他机构正就日本游方案进行规划。

　　除1999年设立的日本观光振兴会北京办事处外，上海办事处也于今年8月成立，从而有效地促

进了中日旅游交往活动。

　　2005年被确定为“日韩友谊年”，同时也是日韩旅游年。两国指定的亲善大使已实现互访，并

一直在推动两国旅游交往。

　　渔业资源保护

　　2004年10月，中日韩渔业高层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会上，三国渔业部门的高级官员同意在

技术及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并在《联合宣言》指导下，落实三方渔业协定，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合

作。

　　二、文化交流与人员交流 人员交流

　　三国一致认为青年交往有利于三国建立长期友谊。为此，三国重视“中日韩下一代领导人论

坛”所能发挥的作用。2004年7月和8月，论坛举行两次会议，来自政界、政府部门、商界、学术

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各界年轻领导人与会。同样为了加强下一代之间的交往，“中日韩少儿图

书交流项目”于2004年8月举行，三国儿童参加了这项活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