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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巴林、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尼、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

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缅甸、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

越南的22国外交部长或代表团团长们，齐聚中国青岛，出席亚洲合作对话（ACD）第三次外长会

议。

　　我们认识到，国际形势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强调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的潮流。

我们也认识到，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实现合作共

赢是亚洲国家的共同愿望。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合作进步加深了亚洲国家一体化与相互依赖程度。我们也认为亚洲

国家需携手合作，共同把握和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各种挑战。

　　我们认识到亚洲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是世界

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亚洲大多数国家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他们更加依赖彼此的市场。所有

这些为亚洲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我们意识到亚洲多样性突出，认为亚洲国家间发展水平、经济与社会制度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

不应成为泛亚合作的障碍，而应成为合作的动力。我们坚信，亚洲国家应维护其文化的多样性，尊

重彼此的发展模式与战略。我们将求同存异，携手共进，深化合作。

　　我们高兴地看到亚洲互利、合作、共赢意识不断上升，各种形式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蓬勃发

展，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我们也注意到区域合作为亚洲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高度评价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东盟+1（中国、印度、日本、

韩国）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经济合作组织、孟印缅斯尼不泰经济合作、亚洲

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区域合作机制为增进互信与相互理解、推动区域

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所做的贡献。我们认为这些机制构成了一个合作网络，为开展全亚洲合作、造福

亚洲人民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强调，亚洲合作对话（ACD）作为连接各个次区的重要环节，可以与现有合作机制相互补

充和促进，光大亚洲的潜能和力量，发挥建设性作用。作为一个非正式、渐进的发展进程，以进

取、包容和兼顾各方舒适度为核心观念，为亚洲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平台。

　　我们对两年来开展的亚洲合作对话合作领域一系列项目活动表示满意，这些领域包括扶贫、金

融、旅游、中小企业、生物、信息技术、能源、电子教育、农业、加强法律基础体系建设、标准

化、环境教育等。这些项目促进了泛亚合作，符合亚洲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认识到亚洲经济一体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合作水平需进一步提升。我们相信，为推进区域

融合，亚洲必须有开放的视野。在互为平等伙伴的基础上，亚洲的繁荣与其他地区紧密相连。我们



认为在此方面，亚洲合作对话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我们重申对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其它公认国际准则

的承诺。我们将以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循序渐进的方式，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努力建设持久

和平与普遍繁荣的新亚洲。为此，我们宣布：

　　一、加强政治对话，增进相互信任。亚洲国家应坚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和争端，通过合作维护

和平与安全。我们将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合作与协调，营造和睦、稳定的地区环境。

　　二、加强经济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在积极参与新一轮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同时，我们

将大力发展区内贸易，加强资源互补，鼓励建立区域贸易安排。

　　三、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推动亚洲均衡发展。基于亚洲多数发展

中国家突出的农业经济特性，我们将加强农业政策对话，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亚洲国家应鼓励人力

资源、农业研发、扶贫、农村开发、灾害防治和灾后重建等方面的合作，促进各国农业和农村经济

进一步发展。

　　四、促进金融稳定，特别是发展稳定、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我们应努力落实2003年6月第二

次亚洲合作对话部长会通过的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清迈宣言》，包括在未来建立用于购买本币债

券的亚洲债券基金，加强金融市场的信息共享，发展资金市场，支持促进区域性投资的努力。

　　五、加强信息产业合作，缩小亚洲内部以及亚洲与世界的“数字鸿沟”。我们将努力提升亚洲

整体科技水平，共同确保网络与信息安全，加强在信息通信标准化、研发、技术市场化等方面的合

作，促进技术转让。我们鼓励电信公司与软件开发商之间开展合作。

　　六、加强能源合作，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我们将加强协调，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都

能接受的合理价格基础上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同时注意保护环境。我们将共同努力，根据《青岛倡

议》，促进在能源效能、可再生资源、可替代燃料及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如石油储存系统、地区能源

运输和电力互连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我们还将改善投资环境，鼓励私营企业参与本地区能源开

发。

　　七、促进文化交流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充分发挥亚洲作为古代文明发源地的优势。我们将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亚洲国家间加强文化交流，并以此为基石，扩大亚洲文化的世界影响。进一

步开展亚洲文化与艺术节等活动，加深亚洲人对彼此文化的理解。

　　八、加强旅游合作，我们将充分利用亚洲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推动亚洲旅游业以可持续和有

利于环境的方式发展，同时使进入亚洲和亚洲内部的旅游更为便捷。我们将促进各国旅游业和旅游

设施的发展，鼓励国民到彼此旅游目的地观光，并共同把亚洲多姿多彩的旅游资源推向世界。

　　九、共建“绿色亚洲”。我们将在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理需求的同时，努力提升环保意识

与合作，加强在防污染、森林保护、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和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

　　十、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合作，提高疾病防治水平。我们将努力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框架，建立

区域性疫病和传染病信息数据库与紧急医疗协助制度，促进实验室诊断水平与能力的协调，推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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