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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東北亜区域30年的変遷
⚫ 第一次巨変：冷戦解体中,全球化的浪潮給東北亜区域带
来新的合作機遇（1980年代末～90年代初）

⚫ 第二次巨変：従21世紀初,領土問題,歴史問題,民族主義
高揚期

⚫ 第三次巨変：2010年中期以後,反全球化的浪潮在掀起

⚫ 在宏观経済層面：

⚫ 経済上掀起两个潮流：経済全球化和区域経済一体化。
⚫ 世界上，東北亜的経済地位急聚上昇。
⚫ 東北亜区域合作空前发展和各国経済相互依存関係強化，

事实上的経済一体化突飞猛进地发展。
⚫ 以ASEAN＋３为舞台，形成日中韓三国合作框架。
⚫ 两岸経済関係突飞猛进的发展。
⚫ 南北朝鲜的政治関係和経済関係呈现出一进一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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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東北亜区域合作30年的回顾
⚫ 第一次巨変：冷戦解体中,全球化的発展給東北亜区域带
来新的合作機遇（1980年代末～90年代初）

⚫ 关键的契机：
1990年图們江区域国际開発项目浮上、联合国開発計画署
（UNDP）做为第5次事業計画采纳
⚫ 構築環日本海（東海）国際経済圏的构想和活动积极展开。

⚫ 1997年亚洲金融/经济危機爆发。
在危機当中，東亚开始形成合作框架（ASEAN＋日中韓峰
会）ーCMI金融合作
⚫ 2000年6月：南北朝鲜峰会，発表「平壤共同宣言」
⚫ 2002年9月：日朝首脳会談，发表「平壌宣言」

（1992年金丸信訪朝団访问平壤，开始建交谈判
⚫ 2003年8月：第1回【六方协议】在北京召开（围绕朝鲜的核
武开发，共6次）



⚫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加国家
2022年1月1日，协议正式生效，该协定超越欧洲
联盟，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



第十九届东亚峰会（2024.10.13，老挝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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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東北亜経済合作国際会議
（長春会議：1990年7月）

参加国：
日本
ロシア
モンゴル
北朝鮮
韓国
日本

UNDP

UNIDO

図們江区域
開発構想

図們江開発構想与国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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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亜準地区調整者会議

（平壌会議：1991年10月）

UNDP课题组的
現地調査報告

計画管理委員会(PMC)発足
Planning Management Committee Working Groups

★関連制度･法律
･金融

★ 経済上的效果 

★技術上的妥当性  

东北亚国際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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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PMC会議

（纽约聯合国本部：1995年12月）

１．設立「図們江地域開発調整委員会」―简称｢調整委員会」
中国･朝鮮･俄罗斯3国合意

２．「図們江経済開発地域以及東北亜開発的
諮問委員会」 ―上記3国+蒙古和韓国

３． 「図們江経済開発地域及東北亜開発中的
有関環境問題的備忘録」採択（5国）



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突飞猛进的增长，如
今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东北亚具有强大的综合経済実力(2023年）

１．経済規模：GDP総額約27兆美金（占世界的約25.7％）
２．対外貿易：进出口総額約12兆美金（占世界的24.7%）

世界貿易大国前十位中，东北亚站6国（地区）
３．外汇储备：共7兆美金（世界15.740兆的約45%）
东北亚区域内経済一体化（相互依存関係）的深化：

(1)区域内的貿易比重在增加
（2）区域内的投資比重也在增加，中国成为重要的投资国，
日・韓・台・港的资本投資也在上升。
(3)区域内的跨国企業的生産网络和供应链正在形成。

日中韓3国的合作框架在形成

Ⅱ．东北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Table１．東北亜各国的経済社会指標 

 

 
Table1.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 of Northeastern Asia (2023, US$, %) 

Countries           

or Areas 

Pop.  

thousands 

 Area  

thousands 

K ㎡  

GDP   

Billion 

GDP per 

Capita 

Export    

Billion   

Import    

Billion  

Total 

Trade  Billion 

Japan 124,517 378 4,219 31,368 751.6 902.6 1,654.2  

China 1,410,710 9,600 17,758 12,594 3,604.5 2,711.5 6,316.0  

 Tai Wan 23,343 36 755 32,344 443.2 435.1 878.3  

 Hong Kong 7,536 1 381 31,591 390.1 433.1 823.2  

ROK 51.713 99 1,839 35,562 683.6 731.4 1,415.6  

DPRK* 26,161 121 151 577 1.8 3.2 5.0  

Mongolia* 3,447 1,567 2.0 5,893 1.9 2.1 4.0  

Russian Fed. 143,826 17,075 2,009 13,971 592.1 280.3 872.0  

NEA Total (a) 1,791.255 28,875 27,113 - 3,876.3 3,223.9 11,959 

Source: JETRO (2024.9).WTO.IMF Etc.,   



⚫ 2005年12月-「東亚峰会」（EAS）第一次在吉隆坡召开
并决定每年定例举办。

⚫ 2008年12月：「日中韓三国峰会」在日本福冈召开并定例
举办

⚫ 2010年6月、海峡两岸（台湾和中国大陸）签署「経済合作
框架协议」（ECFA）

⚫ 2012年：日中韓FTA谈判開始

⚫ 2012年：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东盟各国和日中韩，加印澳新等6国开始谈判。

⚫ 2020年15个国家合意并签署RCEP Agreement。
⚫ 2024年5月26-27日，在首尔举办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议。
⚫ 2024年10月13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办第十九届东亚峰
会。

Ⅲ．東亜及日中韓3国的合作框架在形成



Ⅳ．東北亜区域合作的課題
⚫ 第二「巨变期」和第三「巨变期」2010年前後～现在

近年，東北亚地区的領土問題和歴史問題、国家主义正
在高揚，国际关系趋于複雑化。
１．美国的东亚政策的转变导致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流动性
２．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国力增强，日中経済力量的逆転：

「日中合作論」→「中国脅威論」
３．日本的30年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导致保守力量抬头

「対美追従」政治心里增强。
４．韓国的経済实力增强，但是最近政治的不稳定。
５．冷戦的残滓（冷戦思考）依然残存，新的冷战倾向增加。
导致南北朝鮮，两岸的分裂和对抗，社会主義和資本主

義的意识形态依然対立。
6. 东亚的价值观和东亚共同体的意识没有确立。



区域合作的负面条件（挑战）：

总体上，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性，对东北亚区域合作带
来巨大的影响。

（1）美中贸易摩擦和争霸行为加剧东北亚各国时间的矛盾。

（2）美日韩三国同盟的加强和中俄朝三国的对抗。

（3）台海关系的不稳定和战争危险依然严峻。

（4）南北朝鲜的对立和对抗要素在增加。

（5）日本于韩国及中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仍然没
得到根本解决。

結語：東北亜区域合作的展望



区域合作的有利条件（机遇）：

⚫ （1）东北亚具备丰富的资源和资本。

⚫ （2）日中韓三国成为东北亚经济的核心

⚫ (a三国的経済発展相対稳定性和経済相互依存関係深化

⚫ (b)三国首脳会議、部长级会議、民間交流等多層次的交
流平台形成。日中韓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首尔成立設立
（2011年9月），这是东亚地区的国際機構。

⚫ (3)国家関係的治理机制在形成： 东亚峰会机制的发展，
以及RCEP将有效的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 (4)构建「東亚共同体」的認識在逐步提高。

⚫ (5)区域内民間企業的相互交流強化和経済一体化的進展。

⚫ (6)区域内的文化交流、観光交流急剧扩大。

＊东北亚或者东亚经济共同体正在前进当中。

結語：東北亜区域合作的展望



⚫謝謝各位傾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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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鋼哲 东北亚未来構想研究所代表理事兼所长

⚫  出生于中国吉林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毕业，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毕业,

中華全国総工会・中国工運学院任讲师。1991年渡日，在立教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课程。历任东京财团研究员，国立名古屋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日本政府内閣府傘下国立総合研究開発機構（NIRA）主任研究员。自2006年起
担任北陆大学未来创造学部教授。2020 年成立INAF研究所。

⚫ 研究方向：东北亚経済、国際開発金融、経済政策論、中国研究，朝鲜半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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