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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作为中国政府举办的由中、朝、日、
韩、蒙、俄 6 国共同参与，面向世界开放
的国家级国际性区域综合博览会，第九届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与往
届相比，第九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功
能定位、对话交流领域、展览展示内容和
经贸实效等方面进一步拓宽和增强。

东北亚区域合作是长久之策

随着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逐步加
快，世界其他国家对于开展与东北亚国家
合作的愿望也愈发强烈。构建东北亚经济
合作平台成为东北亚各国的共识。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
化，各国之间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亚洲仍然是当今世界
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近年来
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 50%，
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引擎，也
给世界带来了信心。东北亚 6 国是亚洲重
要的组成部分，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总量
的五分之一，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
之一。

本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议题确定为
“以邻为伴、合作共进，建设繁荣与稳定的
东北亚”，参会各方继续深入探讨建立适合
本地区实际的区域合作机制，磋商东北亚
区域合作框架，携手推动东北亚区域发展
与繁荣。

东 北 亚 各 地 地 缘 相 近 、 人 员 相 亲 ，
经 济 互 补 性 强 ， 在 通 讯 、 科 技 、 金 融 、
能源、交通等各方面都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在当前国
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显现，世界经济
复苏艰难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东北
亚区域合作，对于各国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既 是 一 项 务 实 之 举 ， 也 是 一 项 长 远
之策。

本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达成的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 《松苑共识》、《长春宣言》、

《共同宣言》，必将促进东北亚区域的和
平、合作和发展。

开放新格局吸引世界目光

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升
格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主办方用世界
眼 光 谋 划 对 外 开 放 新 格 局 ，“ 面 向 全 世
界，服务东北亚”，谋求“和平、和睦、
合作”与“共识、共享、共赢”的宗旨，
吸引世界各国聚焦东北亚，聚焦中国东北
振兴。

此次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国际影响
力显著增强，到会的有国内外政要 83 位，
13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 152 位大型跨国
公 司 的 高 管 。 对 外 商 品 贸 易 成 交 额 达
84117.2 万美元，比上届增长 10.3%；国内
贸易成交额比上届增长 8.5%；签订投资合
作合同项目 331个。

各类国际会议增加了此次博览会的分
量。此次博览会举办了 2013 中国国际城市
合作论坛、第三届世界产业领袖大会、欧
盟—中国 （吉林 2013） 投资贸易洽谈会、
世界华商金砖论坛暨世界华商走进吉林产
业项目对接会、海内外华商吉林项目对接
会、第二届国际采购商大会、首届服务贸
易大会等 21 个国际会议；举办了东北亚地
方政府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

“大图们倡议”东北亚旅游论坛、第二届东
北亚商协会国际合作会议等国际组织和地
方政府间合作会议。

蒙 古 国 大 呼 拉 尔 副 主 席 米·恩 赫 包
勒 德 认 为 ，“ 今 年 除 了 东 北 亚 国 家 之
外，亚洲其他国家及欧美国家也纷纷参
会，东北亚博览会的合作范围不仅局限
于本地区，更是面向全世界。东北亚博
览会提升到国家级，表明了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中国东北地区发展的同时也注重
与 东 北 亚 区 域 各 国 的 经 贸 往 来 。” 斯 里
兰 卡 环 境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部 部 长 新 加 普
里·阿 切 吉·唐·苏 锡 尔·普 雷 马 贾 彦 塔
表 示 ：“ 这 次 博 览 会 为 我 们 国 家 提 供 了
与其他各国交流的平台，促进国际间的
合作共赢。”

东北亚不仅作为亚洲经济，还作为整
个世界经济发展的“牵引车”。东博会上达
成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松苑共识》、《长
春宣言》、《共同宣言》，必将促进东北亚区
域的和平、和谐、合作、发展。

促进东北振兴的载体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立足吉林省。吉
林省位于东北亚中心地带，是中国重要的
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在东北振兴中，
中国政府积极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战略，并批准设立了中国图们江区域 （珲
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为吉林与各方的务
实合作提供了难得机遇。

中 国 — 东 北 亚 博 览 会 辐 射 大 东 北 。
2003 年国务院作出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
略，博览会为东北这个老工业基地焕发新
的生机与活力提供了更加壮阔的空间和舞
台。10 年来，东北 3 省 GDP 由 1.27 万亿元
增加到 2012 年的 5.04 万亿元，年均增长
12.7%，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7.8%，实际
利用外资高出全国 5.5 个百分点。港澳台、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企业纷纷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作为进军东北的战略支
点和南资北移的绿色通道。仅以吉林省为
例，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长春兴隆综
合保税区等诸多重大开拓性区域规划和项
目均是在博览会期间达成的。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前
沿，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极其特
殊的位置，必然会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
作的核心地带。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成
功举办，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
也为东北振兴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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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博览会

吸引着众多参观者。

李己平摄

图③ 一位参观者

在体验“电视医生”为其

进行的脂肪检测。

新华社发

图④ 参观者在工艺茶具展位前驻足。 新华社发

图② 参观者

在参观电机产品。

李己平摄

2012年9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更

名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将东北亚博览会提升为中国面向东北

亚区域开放、交流、合作的重要战略平台，东北亚博览会被赋予了推

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战略使命，通过博览会平台促进东北亚国家间

有效对话合作，促进世界其他国家共享东北亚区域合作成果

东北亚东北亚

合作方兴未艾合作方兴未艾 期待共同繁荣期待共同繁荣
本报记者 李己平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是惟一由东北亚国家共

同参与的国际性综合博览会，而其中的东北亚合作

高层论坛更是东北亚各国凝聚共识，谋求合作的重

要平台。已经成功举办了 9 届的中国—东北亚博览

会，正日渐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

载体。

东北亚 6 国人口 17 亿，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国内

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近四分之一，进出口贸易总和

占全球总额近五分之一。中、日、韩分别是世界第二、

第三、第十五大经济体。东北亚是世界重要的经济增

长极，开放合作是东北亚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

当今世界，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如火如荼，而东北

亚各国至今没有达成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这个平台，促成东北亚各国达成

“和平、和睦、合作”和“共识、共享、共赢”，是时代的

要求。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将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

任，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连续 14 年蝉联蒙古国最大的外部投资来

源国，与陆路接壤的俄罗斯和朝鲜边境贸易极其活

跃。今年 8 月，马哈林诺与珲春之间的铁路货运线开

通，为进一步经济合作打开了新的通道。

目前，东北亚局势仍较为复杂敏感，各国国情和

发展水平各异，民族文化也存在差异。然而，东北亚

的经济经历了由历史之盛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

衰，再到强盛的历程，向前走是不可逆转的共识，中

韩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破冰，在

合作中发展是共同的期盼。

因此，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开放合作

中大有作为。本届博览会以“推动战略合作，改善互

联互通，加强全面交往，促进深度融合”为主题，各国

政要在论坛上表达了建立互信，积极合作的意愿，一

些实质性合作内容浮出水面，一批互利共赢项目已

经签订。

扩大交流合作既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东北

亚地区应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媒体等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进民众之间的理解、友谊和

交流。也正因为如此，与会者建议长春作为中国—

东北亚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谈判中承担更多的工作，争取达成“长春共识”、建

设“长春渠道”。

凝聚共识
谋求合作

□ 李己平

在匈牙利有一个久远的故事，讲的是有
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他的牛死了，于是他就希
望邻居的牛也死掉，觉得这样就平等了。事
实上，睦邻友好，通过相互给予才能实现彼此
之间的平等。９月７日，在中国—东北亚博
览会开幕式暨高层论坛上，来自匈牙利的国
会副议长乌伊海伊·伊斯特万生动诠释了本
届高层论坛的议题——“以邻为伴，合作共
进，建设繁荣与稳定的东北亚”。

国务院批准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
博览会升格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标志着
博览会和论坛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在主旨演讲
中，将论坛提到新高度。“与东博会配套的高
层论坛连续举办六届，已成为东北亚政府间
对话交流的重要渠道，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
平台，域内各国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和中国
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王家瑞分析说，东北亚是全球经济发展
最快的区域之一，深化东北亚六国互利合作，
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需要我们牢固树立
命运共同体意识。一要不断增强政治互信，
二要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三要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合作，四要深化可持续发展领域合
作。王家瑞强调，中国将继续本着平等互信、
包容互建、合作共赢的精神，积极发展与东北
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谱写中国—东
北亚合作发展的新篇章。

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
赋各异，互补性强。蒙古国大呼拉尔副主席
米·恩赫包勒德积极推介蒙古国的投资环境，
认为在开发自然资源的矿业领域会发现新契
机。他建议在中、蒙、俄之间建立铁路、公路、
天然气、石油和能源五大通道。俄罗斯驻华
特命全权大使杰尼索夫·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则再一次重申了俄罗斯与东北亚的外经合作

领域，包括在西伯利亚建立泛西伯利亚铁路
干线，完善远东地区石油体系、输送体系建
设，修建阿穆尔河的铁路桥。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韩国和日本，
则充分肯定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对本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表达了对
能源供应紧张，气候变化剧烈的焦虑和进行
相应产业合作的愿望。韩国产业通商资源
部第一次官金宰弘表示，各国应合理开发有
限的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共享技术和经验，
建设节能型经济。惟一来自企业界的论坛
发言人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表达了同
样意愿。

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不仅服务东北亚，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向全世
界。参加论坛的除上面提到的匈牙利国会副
议长，还有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部长尼瓦塔
隆·汶颂派讪，这位泰国副总理不满足同中国

间快速发展的贸易、投资，认为市场潜力远远
没有达到。他建议建立中国东北地区和泰国
主要城市的空中交通联系，以便让泰国人民
有机会能到长白山和天池看一看，呼吸一下
吉林纯净清新的空气。

作为东博会的主办方之一，商务部副部
长高燕建议，立足长远，东北亚地区须加强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建设，推动建立双边、多
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制度性安排，促进区域内
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能源资源、高端制
造、金融、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国家发改
委原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
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明也作了精彩发言。

先做朋友，后做生意。中国—东北亚博
览会高层论坛成为各国打开心扉、增进互信
的平台，成为东北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风向标，
一定会在东北亚经济繁荣和人民的幸福追求
中彪炳千秋。

以 邻 为 伴 合 作 共 进
——第七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本版编辑 于建东 李红光

东北亚智库论坛已成为东北亚各国专家学者就东北

亚地区和平、合作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达成共识的

重要平台。沿边开放具有务实、见效快的特殊作用，要改

变简单的出口通道建设发展模式，寻求共同设计、共利发

展，比如跨境合作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 张蕴岭

东北亚一体化是东北亚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不仅

是贸易、投资或者是政策，也涉及了我们的思维，需要达

成共识。

——美国东西方中心主持 查尔斯·莫里森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爱沙尼亚、乌克兰、波兰离这

里并不遥远，而是与吉林越来越近了。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驻华办事处首席

代表 尤德良

东博会为政府与青年企业家、青年企业家之间搭建

了很好的平台，对大家交流合作创造了条件。论坛期间，

我们与吉林团省委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5年授

信100亿元，用于支持吉林青年创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 邵智宝

言 论 集 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