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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14日上午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前來出席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的韓國總統李明博、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胡錦濤指出
，中日韓進一步聯合自強，同舟共濟，共謀發展十分
必要，也十分緊迫。三方應妥善處理存在的問題和分

歧，尊重和照顧彼此重大關切。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北京十四日消息：胡錦濤祝

賀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成功舉行並取得重要成果
，表示中日韓合作已成為三國鞏固睦鄰友好、拓展共
同利益的重要平台。中日韓進一步聯合自強，同舟共

濟，共謀發展十分必要，也十分緊迫。中日韓應堅持
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把握和深化三國合作，促進互
利共贏，共同發展，為三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為本
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
獻。

中方籲尊重彼此重大關切
胡錦濤表示，當前，中韓、中日關係總體保持良

好發展勢頭，各領域交流合作成果顯著。中方高度重
視中韓、中日關係，願同兩國一道，進一步落實高層
互訪成果，牢牢把握雙邊關係發展大方向，鞏固睦鄰
互信，推進務實合作，妥善處理存在的問題和分歧，
尊重和照顧彼此重大關切，推動中韓、中日關係持續
健康穩定發展。

李明博表示，韓中日合作發展快速，富有成果。
本次韓中日領導人會議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討
論，就啟動三國自貿區建設、促進三國投資等達成協
議，意義重大，韓方對此積極評價。希望三國不斷加
強在政治、經濟、人文等領域交往與合作，共同促進
本地區穩定繁榮和世界經濟復蘇。

李明博和野田佳彥表示，韓國和日本願同中方
加強雙邊交流合作及在重大地區問題上的溝通與協
調。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十四日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洪磊14日就 「世維會」在日本召開 「四大」答問時表示，
我們對日方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執意允許 「世維會」在日召
開有關會議，從事反華分裂活動表示強烈不滿。

據報道， 「世維會」14 日在日本召開了所謂 「四大」
。對此，洪磊表示， 「世維會」與恐怖組織有千絲萬縷的
聯繫，是徹頭徹尾的反華分裂組織。

洪磊說，新疆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插手
。我們要求日方切實尊重中方的重大關切，採取措施消除惡
劣影響，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大局。

另外，洪磊就 「世維會」有關人員參拜靖國神社答問時
表示， 「世維會」反華分裂分子與日本右翼勢力相互勾結，
沆瀣一氣，充分暴露了他們分裂祖國，破壞中日關係的政治
本質。

據報道， 「世維會」有關人員於 5 月 14 日參拜靖國神
社。洪磊對此表示，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歷史
的象徵。 「世維會」反華分裂分子的拙劣行徑必將遭到包括
維吾爾族同胞在內的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唾棄。

共同社前一天的報道仍表示，野田14日將同中國國家主席
胡錦濤舉行會談，稱這將是 「繼去年12月之後野田首次同溫家
寶及胡錦濤分別進行會談」。

釣島是中國 「核心利益」
日本共同社13日報道中日首相會談時說，中國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在會談中敦促日方 「切實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而野田則稱，中國在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海上活動趨於頻繁，
「刺激了國民的感情」，希望中方 「自重」。

共同社評論稱，中方 「核心利益」這一表述意在就釣魚島問
題表達出不可讓步的立場，以制衡日本。

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稱，圍繞中日雙方重大關切的釣魚
島主權問題，兩國領導人在會談中再次強調了各自立場，因此
在釣魚島問題上，此次會談始終處於 「平行線」，未能取得任
何進展。

而日本NHK電視台援引日外務省消息稱，野田與中方領導
人的會談共持續了一個小時。前30分鐘為少數人的閉門會議，
後30分鐘為中日相關人士全體會議。在少數人會議中，雙方就
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

NHK評論稱，此次會談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稱 「購
買」釣魚島後中日雙方的首次領導人會談。雙方雖然在大局方面
達成了一致，但在釣魚島問題上對立鮮明。從中日雙方領導人會
談時的反應不難看出，釣魚島問題仍是中日兩國 「無法逾越的鴻
溝」。

據報道，除釣魚島爭端之外，溫家寶還針對日本允許 「疆獨
」組織 「世維會」在東京舉行大會，重申了中方反 「疆獨」的原
則立場。

石原 「購島」 醜劇越演越烈
日本新聞網14日報道，東京都政府今日發表的消息說，到

11 日晚為止，日本國民和東京市民捐贈的 「購買釣魚島（日本
名 「尖閣列島」）捐款」已經突破5億日圓，達到5億344萬日
圓（約4000萬元人民幣）。

石原慎太郎對傳媒表示，自己親自與釣魚島四個大島的其中
3個島嶼的 「擁有者」未亡人栗原女士進行了直接的交涉，目前
雙方的代理人協商進展很順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近期兩次表態，日方對釣魚島及其
附屬島嶼採取任何單方面舉措都非法和無效，不能改變釣魚島屬
於中國的事實。

中國領導人訪日之行存疑
另外，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橫井裕13日晚在北京表示，目前

日本仍然在邀請中方領導人訪問日本，具體事宜兩國正在進行協
調。

去年野田佳彥訪華時，中日兩國領導人曾確定中國領導人將
於 2012 年上半年訪問日本。但今年 2 月，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
隆之爆出 「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後，中日關係趨惡化，中國
領導人訪日能否成行成疑。

橫井裕在介紹中日雙邊關係時表示， 「日中兩國是近鄰，有
時會出現摩擦、面臨困難，但兩國領導人都能從大局出發，妥善
解決了這些問題。」

14日下午，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羅照輝向中
外記者介紹了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成果：

●1個共識
在本次會議上，三國就年內啟動中日韓自貿區

談判達成共識。 「十年磨一劍。我還記得十年以前
，也就是2002年，中日韓領導人一致決定啟動建立
自貿區的學術研究。經過10年，終於 『修成正果』
。」 羅照輝感慨道。

●1份協定
在本次會議上，三國領導人共同見證簽署了投

資保護協定。羅照輝說，這一協定已談了5年，是
三方第一次就此達成的法律文件，也是自貿區談判
的重要步驟和基礎。

●3份文件
羅照輝介紹，本次會議發表了一份聯合宣言，

文件內容非常豐富，一是強調增進政治互信，二是
深化經貿合作，三是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加強合作，
尋求三方合作新的增長點，四是進一步密切人文交
往尤其是青年交流，五是在國際和地區領域加強合
作與交流。此外，三方還發表了關於農業領域及林
業領域務實合作的兩份文件。

【中新社北京十四日消息】

●第一，自貿區談判啟動將為三國企業界和民
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

中日韓去年三方貿易總額達到6900多億美元，
但三方之間的內部貿易僅佔20%左右，比例很低。
一旦自貿區建成，將大大促進三方的內部貿易、人
員往來等。具體到中國而言，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
業為主，而日韓則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互補性
很強，相信中國的工商企業界會從中獲益。

●第二，中日韓自貿區一旦建成，將會成為未
來建立東亞自貿區的重要步驟。

有了東盟10+1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後，未來
的東亞自貿區可以說是 「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

●第三，從政治層面上看，三國的經濟合作將
推進政治互信。

隨自貿區談判進展和三國人流、物流往來增
加，三方利益交融越來越密切，將成為更加緊密的
利益共同體。這對增進三國人民間的了解和友誼、
推動解決一些複雜敏感的消極因素都有積極意義。

【中新社北京十四日消息】

【本報訊】中通社北京十四日消息：中日兩
國將於 15、16 日在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舉行首次
「海洋磋商」，探討有關在東海發生爭端時的危

機管理和合作事宜。此次 「海洋磋商」旨在避免
在釣魚島附近海域發生衝突、使兩國有關部門的
溝通更順暢。

對此，中日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高海寬在接
受香港中通社記者採訪時表示： 「雙方能面對面
地就這個問題進行磋商，這件事本身就具有積極
意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緩解也是一個時機。」

近期，中日關係因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
郎宣布要 「購買」釣魚島趨於緊張，而圍繞海洋
權益的衝突也一直是中日兩國摩擦的 「導火索
」。

有分析認為，此時舉行 「海洋磋商」將有益
於緩解兩國在東海海域的緊張局勢。 「如果不進
行磋商，這個問題就會進而僵化，很難再有突破

口。」高海寬強調。
去年 12 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日本

首相野田佳彥舉行首腦會談時，曾就建立 「中日
海洋事務高級磋商」機制達成了基本協議，為此
次 「海洋磋商」打下了基礎。

此前另有媒體報道稱，日本希望以此次
「海洋磋商」為契機，重啟自 2010 年 9 月中日

撞船事件後中斷了的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締約
談判。

對此，高海寬表示，為了緩和局勢，重啟東
海油氣田共同開發締約談判也是有可能的， 「但
是，這應該是在釣魚島談判有了積極取向的情況
下。如果釣魚島談的很僵持，東海油氣田共同開
發締約談判也會無故而終。」

據悉，中方與會者將來自外交部、國防部及
國家海洋局。15 日部分政府人士將舉行預備會
議，16日召開全體會議。

【本報訊】日本共同社14日報道，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14日與到北京參加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韓
國總統李明博舉行了雙邊會談，但沒有與日本首相
野田佳彥舉行雙邊會談。共同社稱，有分析認為，
野田13日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釣魚島（日稱
尖閣諸島）問題 「進行了激烈交鋒，此事可能影響
了之後的會談安排」 。

中方抗議日允世維會召開

中日今首次海洋磋商
或有利緩解東海局勢

中方盤點峰會成果

自貿區談判達共識的意義
胡錦濤：妥善處理問題和分歧

▲14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韓國總統李明博、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圖為胡錦濤與李明博握手 中新社

▲胡錦濤會見李明博和野田佳彥現場 新華社

【本報訊】新華社14日全文發表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聯合宣言」，
表示一致同意進一步提升三國面向未來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

宣言強調，將進一步增進高層交往，為三國間相互關係及三國合作穩定發展
提供持續、有力的政治支持。

三國將進一步密切經貿聯繫，深化利益融合。贊同今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第
9次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取得的成果，重申將加強合作，營造具有吸引力的貿易
和投資環境。歡迎三國自貿區聯合研究的結論和建議。支持三國經貿部長關於年
內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建議。三國應立即開始準備工作，包括啟動國內程序
和工作層磋商。中日韓簽署投資協定對於促進、便利和保護三國間相互投資將產
生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意盡快完成各自國內程序，以使該協定及早生效。

中日韓將共同努力推動地區財金合作，確保地區金融市場穩定，實現地區可
持續發展。三國對將清邁倡議多邊化資金規模擴大一倍、提高與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貸款規劃的脫比例和引入危機預防功能等加強清邁倡議多邊化領域取得的重
大進展表示歡迎。同時歡迎進一步加強亞洲債券市場倡議及成功啟動10+3宏觀
經濟研究辦公室的經濟監測活動。宣言重申致力於推動三國金融合作。歡迎去年

關於擴大雙邊貨幣互換規模的安排，這為穩定地區金融市場做出了重要貢獻。同
意促進三國外匯儲備部門相互投資對方國債，進一步加強包括信息共享在內的合
作，從而強化三國之間經濟關係。

宣言指出，三國對近來全球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感到憂慮，致力於加強合作維
護能源市場穩定。

此外，三國鼓勵進一步簡化簽證程序，擴大友好城市交流，以實現2015年
三國旅遊交流總人數達到2600萬人次的目標。

宣言表示，中日韓視東盟為區域合作的重要夥伴，重申支持東盟在東亞合作
中發揮主導作用。將與東盟共同努力，深化在10+3框架下的財金合作。

自貿區談判令台灣感壓力
另據中央社報道，中日韓啟動自由貿易區談判，台灣 「經濟部長」施顏祥

14 日坦言「有壓力」，經濟部將加速 ECFA談判，但他不願透露時間表。施顏祥
14日指出，由於中日韓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整個東北亞地區將變成自由貿
易區，台灣如果被排除在外，投資環境會受到很大影響。

另外，台灣 「行政院」發言人楊永明說，面對東亞區域重要經濟合作機制的
變化， 「行政院」會以十分嚴正的態度迎接挑戰，這也是對於台灣經濟發展與參
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挑戰。

三國提升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