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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东北亚安全与发展的保证 

  

蒋立峰 

  

    东北亚地区是当前世界的热点地区。在两次北京会谈后，解决朝核问题似乎出现了转机，中国抓住时机提议在2003年12月举
行第二轮六方会谈。如果这样一个良好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则完全可以期待朝鲜半岛的形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使东北亚地区
的安全得到更多的保证。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每一次六方会谈都能取得成效，都能前进一步。为达到这一目的，参与各方不仅需要拿出诚意，而且
必须认识共赢原则与和平原则的重要性。如果不讲共赢而只追求本国一国的利益，只要“损人利己”，不要“和衷共济”，则六
方会谈不可能取得长期可靠的成果。 

    在第一轮六方会谈召开前，日本为使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能成为会谈的议题，进行了大量游说，各国对此的反应均很冷
淡。2003年10月7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声明:绑架问题是过去朝日处于敌对状态、朝鲜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正常
的个别事件，已经通过2002年9月17日发表的《朝日平壤宣言》得到解决。但日本根本不关心通过对话解决核问题，而是借绑架
问题使朝核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鉴于日本极力推行敌视朝鲜政策，将朝核问题用于其国内政治目的，因而朝鲜拒绝日本参与
一切旨在解决核问题的会谈。朝鲜的态度使日本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其实，只要稍加思索便会明白，绑架问题与核问题不是同
一个层次的问题，日本却偏要以次要问题挤代主要问题，说到底就是考虑本国一国的利益过多，而对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注意不
够。中国有学者分析个中原因，认为日本欲以此标榜日本是人权国家，加强日本国民的被害国意识，并以暗度陈仓的手法与宣扬
多年的“日本也是二战受害国”的意识相互作用，为当前的日本政治运作服务。日本一些人善于利用历史问题做文章，此又一例
也。但是，打这种如意算盘的结果很可能是并不如意。 

    2003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曼谷表示，美国没有侵犯朝鲜的意图，但也不准备与朝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美国愿意给
朝鲜安全保证，这种安全保证的形式可能是朝核问题六方共同签署书面声明。布什所以做出如此表态，是因在此前一日的18日，
朝鲜重申除非美国考虑与朝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否则朝鲜对新一轮六方会谈没有兴趣。朝美的态度是针尖对麦芒，双方之真意
何在不好猜测，但美国为应付核危险一旦变成现实而忙于排兵布阵，却是有目共睹。也是在18日，美国防部官员透露，正考虑从
韩国撤离大批美军，同时增强美在亚太地区的空中和海上打击力量。必须指出的是，如果美国没有抱定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决
心，而把会谈作为将来动武的拖延战略来对待，则最终不仅不会从中受益，而且必然受损无疑（即使美军事先全部撤出韩国，一
旦动武几十万人的伤亡难以避免，各国会因此追究美国的责任）。30日，朝鲜同意继续六方会谈进程，但美国尚未决定是否接受
同步走、一揽子方式。 

    如果通过若干轮六方会谈（当然不见得每次都是六方）朝核问题得以解决，六方会谈的使命便告结束，但这种运作机制具有
的现实意义并未消失。中国的安全问题专家主张，借鉴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很有必要将六方会谈逐步改造为北京合作组织，作
为东北亚安全机制继续发挥作用。由于中美俄三大国参与其中，并有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示范，北京合作组织的作用很可能会发
挥得更好。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而发展则会促进安全。为使东北亚的安全得到更有力的保证，必须考虑如何推动该地区的发展。可喜的
是，2003年10月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利用出席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 3）领
导人会议的机会，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回顾和肯定了中日韩双边关系与三边合作所取得的积
极进展，为在新世纪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三方合作，最后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 

    温家宝总理在“10+3”会议上提出了四项建议，其中包括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及加强政治和安全对话、开展非
传统安全合作等重要内容。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
言》，从2004年1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将付诸实施，这些都是中国“睦邻”、“安
邻”、“富邻”对外方针的生动体现。与此同时，日本与东盟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旨在促进双方的贸易和
投资，并从2004年开始就双方的贸易及投资自由化问题进行磋商。 



    《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是中日韩三国推进全方位合作的宣言。在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中，温家宝总理评价
《联合宣言》是三国合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显示了三国向前迈进的决心和信心。为落实《联合宣言》的各项内容，应尽早成立
三方委员会对三国合作进行协调和规划，尤其要继续深入研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在三国各部门之间深化合作。正如温家宝
总理所云，《联合宣言》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保证东北亚发展的重要文件，下一步就是要从文件到行动，尽早成立三方行动委员
会成为关键之举。 

    《联合宣言》首先强调，三方合作以《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为指导，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谋求
共赢的基础上，在诸多领域加强广泛的、面向未来的合作，包括经贸、投资、财政金融、交通、旅游、政治、军事安全、文化、
信息通信技术、科技、环保等领域的合作，而且详细提出了在各领域推进合作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到如宽带网合作、沙尘暴和酸
雨监测、防灾治灾、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青年交流、高校互认学历和学位及学分、防治非典、打击海盗和贩卖人口、打击洗钱
和毒品犯罪等内容均一一列出。对于这些合作，除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外，鼓励工商界、学术界和各种民间团体共同参与。显而易
见，如果这些合作措施都能落实，东北亚地区必将走上迅速发展、共同繁荣的轨道。对于备受关注的自由贸易区问题，《联合宣
言》肯定了三国研究机构关于“三国自由贸易安排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承诺在此基础上将适时以建立未来更紧
密经济伙伴关系为方向开展研究。当然，建立自由贸易区以经济互利为必备条件，如果相互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太大，一时做不到
经济互利，则不必勉为其难。但从中日韩三国经济优势的发展趋势看，只要三方都排除防范心理，共同付出真诚努力，则中日韩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比东南亚的前景还要光明。在东北亚、东南亚两个自由贸易区联合的基础上，大“东盟”（东亚国家联
盟）将会应运而生，并与北美、欧盟实现三足鼎立，共同为世界的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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