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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智库论坛》最初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与吉林省社会科

学院、吉林省博览事务局共同合作举办的，旨在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上构建一个

平台，邀请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专家学者就东北亚的经济发展、地区关系等问题进

行研讨，交流看法，尤其是就如何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提出政策性建议。如今，

该论坛由吉林省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委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和吉林

省博览事务局承办。

迄今，《东北亚智库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每年来自中国、日本、韩国、

朝鲜、俄罗斯、蒙古国等国的专家学者在长春集聚一堂，就涉及东北亚地区发展

与合作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提出政策性建议。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和东

北亚地区一个很有影响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东北亚智库论坛（2010 — 2015）论文集萃》

一书编辑出版值得庆贺，一则它可以展示《东北亚智库论坛》举办五年来所取得

的主要学术成果；二则，也是最为重要的，它可以起到进一步推动东北亚问题研

究的作用，并为下一个五年把论坛办得更好总结经验，增添能量。

东北亚地区涵盖中、日、朝、韩、俄、蒙六国，地缘相接，利益攸关，命运相连。

近代以来，这个地区力量变换，格局翻转，战乱纷繁，灾难深重。日本崛起后的

侵略与扩张摧毁了这个地区正常的关系基础，让多数国家陷入灾难；二战后的冷

战对抗让这个地区产生新的分裂，引发了战争；如今，朝鲜半岛仍处在南北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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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险境之中，加上朝核问题带来的风险，中日、日韩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引起的新

矛盾等，让人们为这个地区的突发性事件不时捏一把汗，更让人们为其未来的前

景深表忧虑。

然而，另一方面，东北亚地区又是一个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地区，是世界的

经济重心。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获得快速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接着，

韩国实现经济的起飞，进入发达经济行列；再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

了经济的腾飞，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以

开放的市场机制为平台，为经济上发展起了紧密的联系，通过投资—贸易链条，

实现了经济运行机制的对接。以此为基础，三国的合作机制也逐步发展起来。

1999 年三国领导人利用“10+3”合作机制开始了历史性的“早餐会晤”。此后，

三国领导人的对话机制确立起来。2008年，三国合作实现了另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在东亚合作机制之外，单独建立三国领导人对话机制，并在领导人对话机制下建

立了多个部长级对话机制与多层次的合作平台。2012 年，三国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更进一步，在韩国首尔建立了合作秘书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

共建平等参与的合作机制还是史无前例的，考虑到复杂的政治安全关系和地区关

系环境，三国推进合作的步伐还是很快的。不过，合作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比如，

2005 年，因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三国领导人的会晤不得不推迟，到 2007

年才恢复；2013 年，因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中日关系紧张，领导人会

议被迫中断，到 2015 年才得以恢复。事实上，由于合作的机制功能弱，合作的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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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受到复杂因素的干扰，领导人对话期间达成的许多共识与协议也得不到很好

的落实。

当然，东北亚地区的和解与合作是大趋势，尽管困难很多，突发性事件有时

难以预测和避免，挫折也会有，但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即便会发生一些波折和

挫折，也不会使合作的大趋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走两步，停一步，甚至可能退

一步，最后还是往前走，因为推动合作的利益在，力量也在。目前，在经历了两

年的停顿以后，领导人会议又得以恢复，各种合作机制也开始复苏。各方都认识到，

中日韩的和解与合作是唯一可取的选择，是企业的利益所求，是人民的利益所需，

是政治家们的责任。

当然，东北亚合作不仅仅限于中日韩，迄今，已经发展起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大区的，也有次区的，有经济的，也有社会、文化以

及安全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认识，推动东北亚整个区域的合作都有重要的意义。

东北亚所有的国家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除俄罗斯、蒙古国外，朝鲜的参与也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朝鲜处于东北亚的地缘连接轴心，朝鲜需要参与区域合作才

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为此，从《东北亚智库论坛》建立时起，我们就做出积

极努力，邀请朝鲜的专家参与东北亚智库论坛的会议，这使得该论坛独具特色。

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和解与合作要有大视野。所谓大视野，就是把东北亚的和

平发展放在东亚、亚太以至世界的大局上来认识，放在历史发展的长进程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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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摆脱狭隘的“东北亚安全陷阱”羁绊，就可以从大局出发，不被一

时一事的突发事端所困扰。推动东北亚合作要以发展的理念为定位。所谓发展的

理念，一则是认识当前的关系结构特征，二则是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势。中国是影

响当前和未来发展走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的自身发展如何，中国在推动

地区合作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影响到大局。到2020年中国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2030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50 年建成发达国家。显然，中国的这种发展

将会对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让东北亚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在这个发

展过程中，重要的是东北亚地区的发展和地区的关系，特别是和解与合作的进程

要相向而行，这样，不仅中国本身获得了和平发展的环境，而且东北亚地区也会

从对抗与冲突的阴影中走出来，实现该地区的历史性转变。

《东北亚智库论坛》为推动东北亚的和解与合作而生，为创建东北亚的和平

发展合作而努力，希望这个机制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办出特色，更为引人注目，

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个论坛坚持办了五年，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也只是迈出了

一小步，希望再过五年，到第十年的时候能跨出一大步，也就是说能够成为一个

立于地区与世界的智库平台。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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