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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四年三国领导人会议重启

中日韩合作再出发，将带来什么
5月26日至27日，第九次中

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
行，距离上次会议已过去4年零5
个月。

分析人士指出，在东北亚地
区形势复杂严峻，合作与对抗、
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等多股
力量持续较量的背景下，中日韩
能够再度“握手”，释放了积极
信号。

尽管三国关系仍面临考验，
但三国有意愿也有必要建立更
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携手应对
各种问题与挑战，走出一条互利
共赢的邻国合作之路。

合作：三国共同诉求

今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成
立25周年。25年前，三国领导人
会议起步于东盟与中日韩对话
框架，旨在引领规划三国合作，
联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寒流。

多年来，三国合作在波折中
前行，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
心、以20多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
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完整合
作体系，逐渐成为东亚地区机制
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
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上，三国领导人会议自2019年12
月以来首次重启，引发外界关
注，受到各方期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方
期待此次会议为三国合作注入
新的动能，更好实现三国互利
共赢。

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
院院长吕超教授指出，在国际局
势动荡不定，合作与对抗、多边
与单边、开放与封闭等多股力量

持续较量的背景下，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得以重启，本身就是一种
积极进展、有力回击。这与三国
合作机制持续发挥作用、三国共
同的合作愿望密不可分。

近几年来，“尽管中日韩仍
存在争议问题，但三国合作机制
仍在发挥作用，并在运行过程中
提出‘友好协商、暂时搁置争议、
求同存异’的解决原则。”吕超指
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正是三国合作机制发挥作用的
体现。

与此同时，三国经贸关系紧
密。中国是韩国和日本最大贸
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韩国和
日本分别是中国第三大和第五
大贸易伙伴。

“加强合作符合三国共同利
益，仍是三国共同诉求和主流声
音。”吕超指出，在各种逆境下，
中日韩在经贸、人文等多领域的
实际合作从未中断。在东道国
韩国的“穿针引线”下，中日韩合
作机制的恢复，对于促进三国更
紧密务实的合作关系、推动区域
开放发展、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
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看点：如何让1+1+1>3

这是李强总理自去年上任
以来首次访问韩国，也是中国总
理自2015年以后时隔9年再次
访韩。

26日下午，李强与韩国总统
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
举行双边会谈。27日，三国举行
了第九次领导人会议。据韩方
介绍，会议将重点探讨六大领域
的合作，包括人员往来、可持续
发展、经贸合作、卫生和老龄化、

数字化转型、救灾和安全等。会
后，三方将发表联合声明。

吕超认为，从形式到议题，
本次会议看点颇多。

形式上，先中韩、中日、日韩
双边对话，再中日韩三边会谈。
双边对话有助于两国领导人将
双方关心的话题进行直接单独
沟通，将为三边会谈的重启创造
良好开端。

“三国经济互补性强、相互
依存度高，可望形成新的合作增
长点，从而实现1+1+1>3。”吕超
指出。

此外，鉴于目前存在的困难
与矛盾，吕超认为，中日韩可从
过去的合作中汲取经验教训，有
必要强调友好协商、求同存异、
循序渐进的运作原则，可通过先
易后难、小步快进的方式，推动
三国合作尽快有效运转。

“三国可在互补性强、见效
快、国民急需的项目上加快合作

步伐。”吕超指出，金融服务、旅
游、跨境养老与医疗、减灾与消
除极端贫困，以及农渔业和北极
领域等，都有待在三国合作框架
下优先开展。

启示：走好互利共赢之路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是一
次矛盾背景下的重要会议。

“当前，东北亚地区形势复
杂严峻，面临着两重国际背景。”
吕超指出，一方面，地区安全风
险上升，地缘政治分裂加剧，大
国对抗风险加大；中日韩三国关
系面临多重挑战。另一方面，随
着去年中美元首会晤、中日领导
人会谈的举行，以及本月中韩外
长在京会面，地区局势又有些许
缓和迹象。

在此敏感节点，中日韩三国
合作再出发，会给世界带来
什么？

吕超认为，中日韩合作的顺
利开展，对地区和全球的合作、
发展、稳定带来重要影响和启
示，可概括为“领头羊”“减压阀”

“推动器”等关键词。
经济上，三国合作虽起源于

东盟框架，但被视为东亚合作
“领头羊”。它具有同亚太国家
全方位合作的包容性。这将对
全球其他合作机制产生辐射作
用，对地区和全球经济回暖产生
拉动作用。

安全上，三国友好协商，可
对地区热点问题起到“减压阀”
的作用。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
延宕的背景下，东北亚安全局势
引人关注。中日韩互释善意、保
持合作，符合周边和亚太国家和
平发展的共同期盼。

文化上，三国文脉相通、地
缘相近，有望成为国际上文化交
流的枢纽、民间友好往来的典
范、文明互鉴的桥梁。

全球治理上，“目前，由西方
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逐渐难以
适应国际经贸和金融格局的快速
变化，难以满足国际经济新业
态、新模式快速涌现的需要。”吕
超指出，中日韩有必要、也有能
力利用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日
益重要的地位，共同推动多边治
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共同引导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展望未来，从短期来看，三
国合作绝非坦途。但从长远来
看，如果三方都能本着“正视历
史、开辟未来”的态度，化竞争为
协调，化对抗为合作，化封闭为
开放，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中
日韩三国合作之路将会越走越
宽。 据《解放日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日前称，向
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北约盟国应
考虑解除对乌克兰使用武器的
一些“限制”。对此，意大利总理
焦尔吉娅·梅洛尼26日重申，反
对乌克兰使用外国援助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国总
理奥拉夫·朔尔茨同一天也表
示，眼下没理由修改这类“使用
规则”。

担心冲突扩大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英国《经
济学人》杂志24日刊登的采访中
称，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北约盟
国应考虑解除对乌克兰使用武
器的一些“限制”，尤其是当前战
事激烈的哈尔科夫地区处于乌
俄边境，限制乌克兰使用这些武
器攻击俄境内“合法”军事目标
将让乌方难以“自卫”。

梅洛尼26日告诉一家意大
利电视台：“我不知道斯托尔滕
贝格为什么这样表态。我认为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法新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
的言论引发意大利官员强烈反
对。意大利向乌克兰提供军事
援助，但担心俄乌冲突可能扩
大化。

意大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奥·
塔亚尼说，意大利提供的军事装
备必须“在乌克兰境内使用”。
意副总理、联盟党领导人马泰
奥·萨尔维尼在那不勒斯市一场
竞选集会上强调，意大利没有同
任何一方开战。他猛烈抨击斯
托尔滕贝格的言论：“这位先生
要么请求原谅并纠正他的言论，
要么引咎辞职。”

德国总理朔尔茨26日在首
都柏林一场活动中重申，反对允
许乌克兰使用德国援助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强调，
关于使用德国援乌武器有“明确
规则”，这些规则获得乌方同意，
并且有效。

朔尔茨说，德国对乌克兰的
政策目标是防止俄乌冲突演变
成一场“大战”。

俄批火上浇油

斯托尔滕贝格在采访中承
认俄乌冲突面临进一步升级的
风险。他强调，北约支持乌克
兰，但希望同时确保俄乌冲突不
会升级为北约与俄罗斯的全面
冲突。因此，北约虽然向乌克兰
提供人员训练、武器和弹药，但
无意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

俄军5月10日重开哈尔科夫
战线，目标包括建立“缓冲区”以

阻止乌方越境袭击俄罗斯别尔
哥罗德州等地。包括总统弗拉
基米尔·泽连斯基在内，乌克兰
政府和军方呼吁美国和欧洲国
家尽快解除限制，允许用援助武
器攻击俄本土。

乌克兰频繁对俄罗斯、尤其
是针对同哈尔科夫州接壤的别
尔哥罗德州发动空袭和炮击，称
这是“合理报复”。据《经济学
人》报道，乌方迄今只使用国产
无人机空袭俄罗斯境内目标。

斯托尔滕贝格发表那番言
论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24日谴责一些美国
国会议员也要求解除对援乌武

器的上述使用限制，称这些议员
“头脑发热”“火上浇油”和“完全
不负责任”，警告可能引发危险
后果。

据RBC-乌克兰通讯社27
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
林肯本月中旬访问乌首都基辅
时称，乌方有权决定如何使用美
国援助的武器。英国外交大臣
戴维·卡梅伦认为，乌方可自由
使用英国援助的“风暴阴影”巡
航导弹打击俄罗斯。瑞典国防
大臣波尔·荣松26日表示，瑞典
不反对乌克兰使用瑞典援助的
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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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援乌武器使用“限制”?意德总理：反对
■ 相关链接

德国是世界第五大武器出
口国，长期以来，该国一直奉行
避免直接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
的政策。俄乌冲突爆发前，德
国支援的头盔等物资曾遭到

“嫌弃”。冲突初期，德国提供
的是防御性质的军事装备，包
括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

“毒刺”级地对空导弹。
2022年3月底，德国联邦政

府表示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
包括火箭筒、迫击炮和无人机
在内的新一批武器。该军备清
单价值3亿欧元。

随着俄乌冲突的推进，德
国态度进一步转变。据海外网
报道，2022年4月26日，德国防
长兰布雷希特宣布将向乌克兰
提供“猎豹”防空坦克，并培训
乌军士兵。这是俄乌冲突以
来，德国首次宣布向乌克兰提
供重型武器。

据了解，“猎豹”防空坦克
打击空中目标时最远射程6公
里，也可用于打击地面目标。
该坦克已于2010年退役，由德
国军工企业克劳斯-玛菲·威格
曼公司交付。 本报综合

德国“猎豹”防空坦克 资料照片

德国给乌克兰
援助了哪些武器

5月24日，游客在韩国首尔市中心的光化门广场参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