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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日本国的领导人于 2012 年 5 月 13

日在北京举行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就进一步密切三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进行深入探讨。 

  欢迎自 1999 年启动以来，特别是 2008 年三国独立举行领导人会议以来，

三国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满意地回顾了三国落实 2008 年《三国伙伴关系联

合声明》、2009 年《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2010 年《2020 中日韩合

作展望》的情况，高兴地看到三国合作给三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 

  充分认识到，在世界经济前景不明、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不断发酵、西

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东亚地区继续保持发展势头的背景下，三国进一步提

升合作水平有利于促进三国经济稳定增长，加速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为东亚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和增长。重申将从战略视角审视和把握三国合作，强调将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开放透明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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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们一致同意，进一步提升三国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一、增进政治互信 



  我们强调，将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为三国间相互关系及三国合作稳定

发展提供持续、有力的政治支持。 

  欢迎今年三国首次亚洲政策磋商以及以往举行的非洲、拉美和反恐事务

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支持三国继续轮流主办这些磋商，并积极探讨在更多

领域加强沟通与协调，不断增进理解与互信。 

  注意到三国已在救灾、核安全和地震联合研究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鼓

励三国在打击海盗、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疫病防控、反恐、防止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合作。 

  欢迎东日本大地震以来，三国根据 2011 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

宣言及其附件推进灾害管理及核安全合作。日方对中、韩政府和人民给予的

帮助表示感谢。中、韩支持日方关于今年 7 月在遭受震灾的日本东北部地区

主办“大规模自然灾害高级别国际会议”的倡议。 

  我们欢迎中国和日本就海上搜救协议达成原则共识，重申加强三国搜救

合作以确保海事安全的重要性。 

  欢迎三国合作秘书处于 2011 年 9 月在韩国首尔正式建立，支持秘书处提

供高质服务，为促进三国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二、深化经贸合作 



  我们将进一步密切经贸联系，深化利益融合。赞同今年 5 月在北京举行

的第 9 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取得的成果，重申将加强合作，营造具有吸引

力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我们欢迎三国自贸区联合研究的结论和建议。认识到中日韩建立自贸区

将促进三国经济增长与繁荣。我们支持三国经贸部长关于年内启动中日韩自

贸区谈判的建议。为此，三国应立即开始准备工作，包括启动国内程序和工

作层磋商。 

  欢迎三国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认为该协定对于促进、便利和保护三国

间相互投资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意尽快完成各自国内程序，以使该协

定及早生效。 

  三国将共同努力推动地区财金合作，确保地区金融市场稳定，实现地区

可持续发展。鉴此，我们对将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扩大一倍、提高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规划的脱钩比例和引入危机预防功能等加强清迈倡议多

边化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欢迎。同时欢迎进一步加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

及成功启动 10+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经济监测活动。 

  我们重申致力于推动三国金融合作。我们欢迎去年关于扩大双边货币互

换规模的安排，这为稳定地区金融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同意促进三国

外汇储备部门相互投资对方国债，进一步加强包括信息共享在内的合作，从

而强化三国之间经济关系。 



  鼓励三国海关积极落实 2011 年修订的《中日韩海关合作行动计划》，继

续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海关手续与贸易便利化、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互认、海关执法和情报与人力资源开发等务实领域的合作。 

  重申有关产品安全的措施应符合WTO/SPS和WTO/TBT协议的要求,将采

取有关措施促进人类的健康、动物的健康和动植物卫生，推动三国间贸易健

康发展。 

  鼓励三国建立检验检疫磋商合作机制，促进贸易健康发展。 

  欢迎三国在发展陆海联运及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鼓励全面推进本区域陆海联运合作和加快扩展网络服务范围。 

  强调信息通信领域合作对三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支持三国进一

步开展交流与合作。 

  鼓励和支持泛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议等三国间的次区域合作，推动三国

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 

  三、促进可持续发展 

  我们强调发展循环经济对于三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维护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的协调和统一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建设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的

重要性，对中国为在华选择示范基地备选园区所做努力表示赞赏，期待加紧

努力，早日发挥基地的示范作用。同时，决定继续保持深入磋商，根据各自

需求，探讨建立若干不同特色的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赞赏今年 5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14 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成果，欢迎落实

《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 2010-2014》取得的进展。高兴地看到三国在

共同打击电子废弃物及其他废弃物越境转移方面努力建立合作机制，希望继

续就此开展联合研究，更好地发挥合作机制作用。注意到沙尘暴是地区环境

挑战之一，确认三国有必要就沙尘暴加强合作。我们也认识到应对本区域跨

境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我们鼓励三国就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环保

技术交流等开展合作。我们欢迎日方提出 2012 年举办灾害应对措施研讨会的

提议。 

  一致认为绿色低碳增长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有利于协调环境保

护和经济增长。忆及 2011 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通过可再生能

源和能源效率合作实现可持续增长》声明，欢迎三国在上述文件基础上为实

现绿色低碳增长开展合作，包括 2012 年 3 月在日本举办的绿色技术论坛，三

国青年决策者之间活跃的人员交流，以及利用清洁能源部长会议、亚太经合

组织、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等现有国际框架开展的合作。 

  承认包括三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绿色低碳增长方面的巨大潜力和挑战，

鉴此，我们欢迎 2011 年 11 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通过的《檀香山宣言》

和今年 4 月 15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亚低碳增长伙伴关系对话会取得的成果，

希望继续在此机制下开展进一步对话，深化合作。 

  认识到“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发展执行机构合作,在为

发展中国家制订绿色增长战略提供支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欢迎三国为实现《爱知目标》及使《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尽

早生效所做的努力，确认就此加强三方合作的重要性。 

  欢迎去年 11 月在日本举行的第四次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及其成果，

鼓励三国核安全监管当局根据已签署的《中日韩三国核安全合作倡议》所附

的行动事项单，切实开展合作。我们认为今年 12 月将在日本举行的福岛核安

全部长级会议取得成功对推进国际核安全合作至关重要。 

  认识到三方就应对潜在的大规模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开展合作的重要

性。我们注意到，考虑到三国间不断增长的贸易量和旅游者数量，交流气象

观测和天气预报数据的重要性，鼓励在世界气象组织框架内就开展区域气象

数据交流的途径进行讨论。 

  认识到三国卫生部长定期会晤机制及三方在传染性及非传染性疾病防控、

食品安全、临床试验、紧急情况准备与应对、与卫生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等

方面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性，重申强化卫生合作，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强调推进三国科技联合研究计划和前瞻计划对于提升三国科研水平、创

新能力和工业技术竞争力的积极意义，鼓励三国加大资金、人力等投入，提

高联合研究计划和前瞻计划的效果和影响。 

  重申性别平等和提高女性地位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决定推进三

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合作。 



  我们对近来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感到忧虑，致力于加强合作维护能源

市场稳定。 

  欢迎首次中日韩农业部长会议今年 4月 14日至 15日在韩国济州岛成功举

行，认为会议有助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农业产量及生产力。赞赏会

议通过农业合作联合公报，包括每年举行三国农业部长会议的决定。 

  重申三国在农业、森林可持续经营、荒漠化防治和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加

强合作的重要性，决定按有关合作文件推进合作。 

  四、扩大社会人文交流 

  我们注意到 2008 年以来三国策划、组织和实施了多项文化交流活动，有

力促进了三国人民的理解、互信与友好。鼓励和支持三国文化部门举办更多

活动，特别是适时启动“东亚文化之都”活动，将来启动“中日韩文化艺术节”

项目磋商。鼓励三国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为进一步推进三国教育合作，我们决定为建立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机制

继续做出努力。欢迎今年三国开始实施的“亚洲校园”高等学校交流试点项目，

期待该试点项目取得成功。鼓励三国通过该试点项目为建立一个共同的亚洲

质量保障体系做出贡献并进一步扩大该项目的规模和范围，为本地区培养更

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强调公共外交对进一步加强三国人民相互了解与互信的重要性。鼓励和

支持三国外交部门进一步探讨在此领域合作的方式，适时探讨建立三国公共

外交论坛。 

  确认三国旅游交流的重要性，看好未来旅游业发展前景。一致认为应立

足长远，通过审议各自程序及其他措施，共同努力推动旅游业发展。鼓励三

国进一步简化签证程序，扩大友好城市交流，以实现 2015 年三国旅游交流总

人数达到 2600 万人次的目标。 

  注意到 2005 年建立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机制以来，三国召开了人事部门

首长会议，开展了青年公务员交流，有力促进了三国各自在人事行政领域的

改革与发展。期待在该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欢迎中日为纪念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中韩为纪念建交 20 周年以及韩日为

庆祝联合举办足球世界杯赛 10 周年所开展的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欢迎三国

开展的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少年的友好交流活动，鼓励三国扩大媒体、学术、

工商界、体育等民间交往，弘扬和平友好精神，增进国民感情，巩固三国友

好合作的社会基础。 

  五、加强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沟通与协调 

  我们强调，中日韩三国合作与 10+1、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及

亚太经合组织等地区论坛在东亚不断发展的地区架构中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以共同实现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我们视东盟为区域合作的重要伙伴，重申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

导作用。我们愿共同努力，帮助东盟国家发展，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我们

愿支持东盟落实《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努力，加强与东盟在粮食、能

源、科技、环保、灾害管理等领域的合作。我们将与东盟共同努力，深化在

10+3 框架下的财金合作。在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我们重申“东盟加自贸

伙伴国工作组”应尽快成立，考虑东亚自贸区和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

加快关于建立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讨论以启动谈判。 

  支持三国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金融风险、能源与粮食

安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

战，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重申，加快行动以在 2015 年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极其重要。在新的

全球挑战背景下，在对现有千年发展目标进行评估和总结经验基础上，我们

将在讨论制定 2015 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方面进一步合作。我们支持联合国在

制订 2015 年后的全球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我们认为，二十国集团的

发展议程有助于推动相关国际努力。 

  欢迎今年首尔核安全峰会的成功举行及其对进一步加强核安全的促进作

用。中国和日本祝贺韩国担任峰会主席国，韩国感谢中国和日本在峰会期间

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三国将密切配合，共同为今年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会议、亚欧首脑会议、10+3 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取得成功做出积极

贡献。 

  我们决定共同努力加强二十国集团的作用，致力于推动洛斯卡沃斯峰会

取得成功。希望峰会集中讨论世界经济最紧迫的问题，例如推动经济复苏与

增长，维护金融稳定，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 年份额

和治理改革方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促进发展议程。我们将密切配

合，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峰会进程，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

增长。 

  我们期待 2013 年在韩国举行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