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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朝核，谈经贸

时隔两年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终于
将再次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韩
国总统文在寅将实现各自就任以来的首次
访日之行。5 月 9 日，三国领导人坐到一
起，他们会谈论哪些事？这是外媒最关心
的话题之一。

据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日前在出访约旦时表示，“为了
日中、日韩关系今后的发展，将从一切角
度展开讨论”。他希望，在美朝首脑会谈
之前，与中韩“推心置腹”，积极磋商如
何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

此次会议前夕，朝韩两国领导人跨过
“三八线”，举行历史性会晤。外界普遍认
为，朝鲜半岛问题这一地区热点将是中日
韩三国领导人绕不开的重要议题。

《日本时报》 称，这是这三个邻国两
年多来首次举行类似会谈，也是一场以朝
鲜为中心的外交旋风中的最新举动，三个
国家都与朝鲜有着密切关系。

韩国青瓦台在 5 月 1 日发表的一份声
明中表示，文在寅将在韩中日领导人会议
上介绍朝韩首脑会谈结果，并同中日就加
强三方合作、力促半岛实现无核化和永久
和平的方案进行磋商。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也发表消息称，韩
国将推动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发表三国
特别声明，支持朝韩签订的 《板门店宣
言》。

此外，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
极，在当前“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
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抬头的背景下，中日韩

三国重振经济合作势头，维护多边贸易体
系，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注入活力，成为外
界对于此次会议的另一大期待。

日本 《读卖新闻》 报道称，中日韩首
脑会谈结束后将发表联合宣言。除了有关
朝核问题的内容之外，宣言中还计划写入
三国在强化经贸关系、体育交流和在众多
领域展开合作的内容，并且争取早日就中
日韩自贸协定达成共识。

韩联社称，根据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
发布的新闻稿，三方还将重点探讨加强各
领域务实合作的方案以及东北亚等地区及
国际局势。

转思路，谋合作

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
在东盟“10+3”框架外单独举行会议，决
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
系，同时将这一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
轮流举行。

时值中日韩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谈10周
年，三国领导人重新坐回到一张议事桌
旁。在外媒看来，这是时情所需，也是大
势所向。

俄罗斯卫星网称，对在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作用下卷入“贸易战”的担心，促使
中日韩不再顾及政治关系紧张而要在三国
框架下构建实用主义经济外交。早在2017
年 5 月举行的中日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上，三国财长就认为，协调立场才可能在
世界经济前景极度不明和地缘政治趋紧的
情况下应对金融动荡。

《印度教徒报》 则认为，亚洲正在发
生一种连锁反应，即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

任期内的“美国优先”做法及不断增加的
保护主义，亚洲向内部转移重心，寻求新
的供应链和市场。在特朗普对日本钢铁和
铝施加关税之后，中日战略经济对话迅速
重新开启。面对新情况，中国和日本都没
有执著于传统的零和均势游戏。中韩同样
如此。“一个密切合作的多极化亚洲将得
以建立。”

此外，与三国密切相关的朝鲜半岛问
题，也需要三国合力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
之道。

《日本经济新闻》 认为，安倍晋三急
于改善对华关系，原因之一正是希望解决
朝鲜问题。如果朝鲜半岛有事，对日影响
很大，而要想防患于未然，离不开中国的
协助。《日本时报》 则指出，在与平壤谈
判时，日本一直持强硬立场，但发现自己
被边缘化。在东京日益关注是否应该改变
策略之际，安倍晋三表示愿意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而这一信息是由文在
寅在与金正恩会晤期间传递的。文在寅办
公室还表示，韩国总统将“乐于在两国之
间搭建一座桥梁”。

如外媒所言，目前，东亚地区正处在一
个繁忙的外交活动期，在不久前具有历史
意义的朝韩领导人会晤后，三个东北亚大
国的领导人都希望寻求彼此关系的巩固。

搁分歧，建信任

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
示，中日韩合作启动 19 年来，三国在经
贸、财金、交通、文化、教育、环境、卫
生和灾害管理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果丰
硕，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举行了13轮

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2017年，三国间贸
易额近670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2800万
人次。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为三国合
作打开新局面，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
荣做出新贡献。

丰硕的合作成果，让人们有理由看好
中日韩未来的合作前景。作为三个亚洲重
要的经济体，中日韩携手合作，产生的将
是“1+1+1>3”的效果。

在 4 月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合作国际论
坛上，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表示，
中日韩三国间相互支持、增进合作，不仅
对自身有益，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
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由于历史与现实问题，三国之间
仍然存在一定分歧。例如，在“德国之声”
看来，因为历史原因和主权争议，日韩这两
个美国的盟友关系并不融洽。《读卖新闻》
认为，中日在对朝政策方面也仍有隔阂。

不过，加强合作、加深信任，仍是外
界对于中日韩三国关系的主流期许。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配合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8日至
11日作为“公宾”访日。日本时事通讯社评
论称，“公宾”将享有日本接待外国总理级
别人物的最高待遇。日本政府期待通过这
样的做法，展现改善日中关系的热情。

日本 《东京新闻》 表示，今年正值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日中关
系可以越过长时间的寒冬时代，把握住开
展务实对话的机遇，不仅解决经济问题，
也解决在政治方面成为荆棘的问题，通过
一步一步走向信任，重塑日中关系。

对于中韩、日韩来说，信任同样十分重
要而珍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期待中日
韩三国真正能够携手同行，互利共赢。

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在即

邻里相处，携手同行其实不难
本报记者 严 瑜

上海合作组织今年9月举办
的军事演习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被接纳为上合组织新成员后的第
一次大规模军演。这意味着印巴
两国真正成为上合组织内部机制
运行的参与者。

此前，中印曾进行过海上联
合搜救演习和陆军小规模联合反
恐演习。但4月27日举行的中印
首脑非正式会晤强调，有必要进
一步加强两国军队之间的沟通与互信。

尽管目前中印军事互信面临一些困难与障碍，但
中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
谦日前表示，愿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深
了解，增进互信，妥处分歧，不断积累两军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的正能量。在友好合作精神的指导下，中印
之间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有望顺利进行。

目前，中印共同参与上合组织举办的这种大规模、真
正意义上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两国关系史上尚属首次。

过去，上合组织在其框架内已多次举行多边联合
反恐军事演习，规模较大。中俄两国是上合组织的主

要成员国，在促进组织内部反恐军事合作方面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印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
中俄印都将是组织中的重要力量。

印度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在接下来的8国联合反恐
演习中应会做出相应贡献，如提供能源支持、联合作
战的参谋和指挥。如果将来上合组织的多边反恐军事
演习能向南亚扩展，印度将会更感兴趣。

一般来说，联合军演多发生在盟国之间。中国和
印度都坚持不结盟政策，和俄罗斯之间是结伴不结盟
的关系，故此次军演不同于盟国之间的军演。联合军
演有利于加强各国军事互信及合作，能推动伙伴国之

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就一些重大
事件采取迅速联合行动。

上合组织内的8国是山水相
连的关系，同时又共处国际恐
怖势力肆虐的地区。这种联合
演习对提升成员国联合行动的
能力发挥着积极且不可替代的
作用。

中俄印三国合作机制十几
年前就已提出，且发展势头良

好。三国外长每年都举行会晤。中俄印是当今世界有
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存在合
作空间。三国如能建立起积极稳定的伙伴关系，对维
护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宁将发挥重要作用。

吴谦近日表示，稳定中印两军关系，维护边境地区
的和平安宁，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许。

目前，亚太地区的关系格局正处于变动之中，局
势较为复杂。今年 6 月，上合组织将在青岛举行第 18
次峰会。如果作为上合组织重要成员国的中俄印在重
大地缘政治问题上能做到“同心同德”，无疑会对本地
区产生积极的影响。 （刘雨溪采访整理）

5月9日，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在日本东京
举行。

作为东亚合作重要组成部分，中日韩合作启动已
有19年。两年半之前，三国轮流主持的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之后，因中日韩各方关系遭遇
障碍，日本希望推动会议再次举行，却始终没有结
果。如今，时间表终于敲定，中日韩合作即将迎来崭
新局面。

国 际 论 道国 际 论 道

联合军演促中印互信

据 《印度快报》 4月29日报道，由上海合作组织举办的联合军事演
习将于今年9月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区进行。此次军演意在加强上合组织8
个成员国之间的反恐合作。其中，组织新成员印度和巴基斯坦将首次参
与这场名为“和平使命”的军演。

印媒称，上合组织举办的这一军演，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成员国
都将参加。此前，中印领导人要求他们的军队加强沟通、建立信任和相互
理解，在管控边境事务中“提高可预测性”和“有效性”。

据《印度时报》4月30日报道，印度国防部高级官员说，莫迪总理和习
近平主席在武汉举行的非正式会晤中，作出向两国军队发布“战略引领”的
决定。该决定让各自军队根据现有的协议和机制在巡逻期间化解对抗。

据日本 《朝日新闻》 4月29日报道，中印领导人近日在武汉举行的
会谈虽为非正式会谈，但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两天里进行多次会面，
可见这是改善中印关系的会晤。

■受访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赵干城■受访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赵干城

图为以前中印反恐联训中，中方向印方观摩人员讲解某型迫击炮的
主要性能和操作方法。 （来源：新华网）

图为以前中印反恐联训中，中方向印方观摩人员讲解某型迫击炮的
主要性能和操作方法。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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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促政务公开

中国西安一档电视问政节目 《问政时刻》 以问
题倒逼方式让官员直面民众质询，推动地方政府做
出施政承诺。中国媒体过去一个星期连续报道这档
节目，向外界展现官方尊重和认可民意的姿态。

有学者指出，这类电视问政节目为民众提供一
个直接追究地方政府不作为的平台，是民主监督在
中国基层的一种试探和实践。

这档名为 《问政时刻——工作作风转变进行
时》 的大型电视问政节目，围绕衣食住行、生老病
死、安居乐业等民生问题倾听民声，通过揭短亮
丑，推动政府职能部门转变作风。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3日报道

中国通信“三级跳”

发展中国家受益于最新技术，省去发达国家走
过的发展阶段直接飞跃的现象被称为“技术跨越”。
中国的电话市场就是在尚未普及固定电话的情况
下，直接跳到“手机”乃至“智能手机”阶段，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国土面积广、人口众多的中国，设备投资既
耗时又耗资金的固定电话的普及非常缓慢。另一方
面，方便携带的手机 2007年在中国的年销售量达到
世界第一，2014年全国普及率达到94.5%，市场实现
飞跃式扩大。

向“智能手机”的跨越可以说更加迅速。智能
手机可以用来购物和预约出租车，大大提升了日常
生活品质。据香港调查公司调查，中国 2017年智能
手机出货量达到约4.7亿部。

——据日本《东京新闻》5月1日报道

中国迈向科技大国

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40周年。如今，中国
不仅在经济领域走在前列，在科学技术领域也正引
领世界。

中国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自丰富的资金
和人才。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2015年中国的大
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研发经费总额达 42 万亿日
元，达到1987年总额的约40倍。

中国此前在科学技术领域明显落后于日美欧。
但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同步取
得了飞跃发展。中国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在 2010
年跃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的嫦娥三号无人探测
器成功登月，中国的科技发展备受世界关注。

——据日本《读卖新闻》4月30日报道

图为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威·太
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俄地铁站将“中国造”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副市长胡斯努林表示，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将于5月启动莫斯科西南部三座地
铁站修建工程。中国铁建5月将启动首条站点间隧道
修建工程，6月将开建第二条。据此前报道，中国铁
建将在莫斯科修建三座地铁站及站点间隧道。

这是莫斯科乃至整个俄罗斯首次在地铁施工中
引进外国企业，即便在苏联时代也未曾有过。众所
周知，中国人的地铁建设效率远近闻名，他国无人
能及。2016年，算上地面轻轨，莫斯科新增城铁及
地铁里程78公里，但仍屈居中国之后。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28日报道

图为俄罗斯地铁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