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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日韩城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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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的国家交往中，以国家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外交活动是外交的主要形式，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是这一传统外交的主体。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家之间的利益相互交错，仅靠传

统外交来实现国家间的合作远远是不够，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更为灵活、开放的外交方式，即民间外交。所谓的

民间外交，即有领导、有组织地通过个人或民间团体的对外友好交流和往来、发表共同声明、签订明见协议等

活动形式来配合政府的对外政策与活动。目前，这种民间外交则主要表现为“城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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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日韩三国已经开始了城市外交的进程。直至今日，这种外交活动还在不断地发展，

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城市外交主要呈现出三个

特点：一是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多；二城市间国际组织作用明显；三是城市直接对外交往频繁。 

据2007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发布的《中日韩友好城市发展报告》中的统计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对外缔结

的友好城市国家中，日本名列第一，中日两国友好城市已有237对，如北京市与日本东京、上海与日本大阪

市、广州与日本福冈市等；韩国名列第三，中韩两国友好城市已有90对，如上海与釜山市、北京与首尔市、广

州市与光州市等。中国与韩国缔结友好城市数量总和327对。大约相当于名列第二的美国的两倍，约占中国对

外缔结友好城市总和的四分之一。 

除了以结成友好城市的形式外，中日韩城市间的交往还以城市间国际组织为表现形式。“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

构”就是中日韩三国城市间国际组织之一，从2004年的成立大会到现在该机构会议已经举办了三届，该机构

在加强三国之间的经济交流，环境合作和人才交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为三国之间的友好交流，三

国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中日韩三国城市直接对外交往在近几年越来越频繁，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7年在日韩举办的“中

国扬州名城推介会”就是城市直接对外交往的一个具体体现，在日本，扬州在日本奈良市向唐招提寺奉赠了鉴

真立像，延续了城市之间的千年情缘，在日本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韩国扬州与庆州文艺工作者在普门露

天广场上同台演出，扬州的传统剪纸，漆器和玉器也吸引了当地民众驻足欣赏，文艺交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些成果不仅树立了扬州的形象，而且也让人们通过扬州这座城市了解了整个中国的文化。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城市外交取得的成果都是显著的，这种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

加强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在各个领域层面上的合作，避免了因历史因素和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争

执。相比起传统的外交方式，城市外交在面临着国家间争端时，其灵活性就比较明显，只要是在没有损害到双

方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合作的进程是不会被停止的。二是促进国家间人民的感情交流，增加对彼此国家的

认识，缓和了因不满历史领土等争执而被挑起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种艺术交流活

动，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城市推介会，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修补因

历史领土争执导致民族感情破裂的作用。同时，通过这种区域性的文化交流，有利于让青年一代以更加理性的

态度重新去审视历史问题。 

然而，在中日韩城市外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据“中日韩友好城市发展研究课题组”调查



 

 

发现，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合作的内容上，中国目前有很多城市对于友好城市之间的交往更

多地关注与招商引资，甚至超越了友好城市必要的发展阶段，对招商活动不仅热衷，而且期待很高，这就势必

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健康发展，急功近利的观念也很容易将友好交往限于表面化。二是在合作的主体上，中日韩

友好城市间的往来，更多的是政府操办，而且有很多城市一直停留在这一层面，尽管政府间互访，交流频繁，

但民间参与较少。 

作为民间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城市外交”对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得国家

间的交往更加立体化和多元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间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更多的是已经扩展

到了安全，环境等领域，地方政府应当重新审视，拓宽城市间的合作空间，比如在优先领域、城市公共卫生与

突发事件应急预警机制、节能环保型城市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对于其他方面的合作不应该只停

留在表面的洽谈，应该切实地开展并且深入研究，使工作向实质性阶段迈进。同时，加大宣传，让当地的民众

可以了解到友好城市的活动，并且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作为地区间国际交流的载体作用，开辟出

一种有城市特色的交往方式。 

注释： 

①国际友好城市：友好城市作为城市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其最初是发源于西欧国家，以消除法德两国之间历

史悠久的相互敌视。在国际上被称为“姐妹城市”、“双胞城市”，是两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省、州、市、

县），为了加强友好合作而通过协议形式建立起来的一种固定的国际联谊与合作的关系。 

②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TheOrganizationfortheEastAsiaEconomicDevelopment(略称OEAED)，该组织成

立于2004年11月16日，是由10城市市长会议和以商工会议所(国际商会)为主体的东亚10城市经济人会议一起

成立的，其会员城市均是中日韩三个国家的，韩国的有釜山市、仁川市、蔚山市，日本的有福冈市、北九州

市、下关市，中国的有大连市、青岛市、天津市和烟台市，其会员团体也即是相应城市的工商会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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