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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 1.2007年4月10日，温家宝在首尔同韩国总统卢武铉

举行会谈。 温家宝就两国关系发展提出五点建议：一、保持

高层交往；二、深化经贸合作；三、促进人文交流；四、加

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磋商与配合；五、妥善处理，相互

关切。 2.2007年4月11日，温家宝在中韩经济界午餐会上发表

题为《共同谱写中韩经贸合作的新篇章》的演讲。 温家宝就

中韩扩大合作规模，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提出四点

建议：第一，扩大贸易规模；第二，促进相互投资；第三，

加强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第四，推动中韩自贸区联合研究

。 3.2007年4月11日中国和日本在东京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

报》，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4.2007

年4月11日，温家宝在东京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5.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在日本国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

与合作》的演讲。 6.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和安倍晋三共同

出席并主持了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启动会议。 学习资料李

肇星谈温家宝总理访问韩国和日本 4月10日至13日，温家宝总

理应邀对韩国、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在结束访问回京的飞机

上，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李肇星接受了随行记者的采访。 李

肇星说，在短短4天时间里，温家宝总理密集出席了48场活动

，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深入交谈，广泛会见往访国政党

、议会、工商、文化、新闻等各界人士和友好团体，出席了

中韩交流年和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在日本国会等场合



发表重要演讲。他还走近两国青年和教师、学生、农民等普

通民众，与他们倾心交谈，播撒友谊的种子。温家宝总理此

访是中国总理时隔7年首次对韩日两个重要邻国的访问，受到

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促进了中韩、中日

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国际舆论普遍对此访予以积极评价，访

问达到了预期目的，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一、增强政治互信

，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此访进一步深化了中韩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今年是中韩建交15周年和中韩交流年。15年

来，中韩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持续扩大，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日益紧密。温家宝总理指

出，中韩两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

，扩大共同利益，牢牢把握推进两国友好合作的大方向，推

动中韩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韩国领导人表示，韩中已成

为全面合作伙伴，双边合作是国与国合作的典范。韩中在发

展两国关系方面目标相同，温家宝总理此访把两国关系推向

了更高层次。 温家宝总理同安倍首相就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

系的内涵达成重要共识，规划了双方合作领域。去年10月安

倍首相的“破冰之旅”标志着中日关系打开政治僵局，温家

宝总理此次“融冰之旅”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使中日关

系有了新的良好开端，增强了人们对中日关系未来的信心。 

温家宝总理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及地区和国际事务五

个方面深入阐述了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指出发展

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坚持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

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对两国有利，对世界有利。中日应成

为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未来的伙伴、

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伙伴。他强调，双方要从战



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方向，增进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与交流，促进人文交流

，希望日方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敏感问题

。 安倍首相表示，温家宝总理此访推动两国关系迈出了新步

伐。双方要建立相互信赖关系，保持两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

互访，继续使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两个轮子强有

力运转，把日中关系提高到新的层次。日方将以认真的态度

对待历史，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台湾问题上，将继续遵

循日中三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原则和精神，不支持“台独”

。关于中日东海划界等问题，温家宝总理强调，“万事开头

难”，双方要通过理智的对话协商解决。双方同意坚持使东

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共同开发

，加快磋商进程。 温家宝总理此访传递出一个明确信息：发

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

愿望。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的演讲引用日本的谚语“尽管

风在呼啸，山却不会移动”，引喻中日关系经历过风雨和曲

折，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不会动摇，引起日本国会议

员们的广泛共鸣。安倍首相表示，温家宝总理的演讲将载入

史册。日本参议院议长扇千景说，日中关系的冰已融化。一

位议员表示，温家宝总理关于日中关系的讲话具有历史的力

量，发出了真诚的声音，温暖的声音，有力的声音。 二、互

利共赢，促进经贸合作深入发展。 经贸合作是发展中韩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和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容。韩国和

日本均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2006年中韩、中日贸

易额分别达1343亿美元和2000多亿美元，对华实际投资累计

分别为350亿美元和580亿美元。温家宝总理在与两国领导人



会谈和与经济界人士的会见中，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双边经贸

合作的政策主张。他强调要将节能、环保、能源、信息通信

、高新技术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得到了两国政界和工

商界人士的积极回应。 温家宝总理就发展中韩经贸关系提出

，双方应积极落实好两国政府签署的《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

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早日正式签署《中韩投资保护协

定》，推动中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妥善处理双方在经贸问题

上的各自关切，尽早实现双边年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

韩国领导人和经济界人士表示，愿意加强与中方在环保、节

能、通信等领域的合作。卢武铉总统表示，希望两国在高水

平合作和公平竞争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维护共同利益。 

访日期间，温家宝总理与安倍首相共同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

话机制，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中日经济合作机制提升到更

高层次，对提高两国经济合作水平，拓展两国经济合作领域

将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将利用对话机制交流两国经济发展战

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跨部门经济合作，加强在重大地区

及国际经济问题上的政策沟通。双方举行了首次部长级能源

政策对话，并签署了能源、环保等7个合作协议。 温家宝总

理还多次针对韩、日工商界的关切，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企业

所得税法、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投资环境等问题上的政策，

增进了相互了解。两国工商界人士表示，温家宝总理介绍的

政策合情合理。 三、扩大交流，加深双方国民感情。 中韩、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国民间感情构成了国与国关系的基

础。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分别与韩日领导人共同出席了中

韩交流年开幕式和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希望文

化交流成为增进双方人民理解、友谊的纽带。他将青年人之



间的交往视作两国关系的未来，与韩国总理共同亲切会见了

两国青年代表，与日本学生亲切交谈，和学校棒球队一块打

球，欢迎两国青年2008年来北京观摩奥运会比赛和参与奥运

会志愿者服务。温家宝总理还与韩日市民一道晨跑锻炼，走

访日本农户，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倾听他们对发展

双边友好关系的看法，增进了两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

情感。在日本岚山，温家宝总理与中国游客驻足交谈，勉励

大家努力促进中日人民间的理解和友谊。温家宝总理真挚、

平易、亲和的风格深深感动了两国人民，他们真诚希望了解

中国，认识中国，不断发展双边关系。 通过访问，中国代表

团深切体会到加深友谊、开展合作是三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四、携手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温家宝总理利用会谈会

见和演讲致辞等各种场合，深入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

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指出这是中国的长期战略选择和外交

方针，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

重要国家，在维护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

，负有重要责任。卢武铉总统表示欢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安倍首相希望同中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为促进

两国和亚洲利益作出努力。 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温家宝总

理强调，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有关国家关系正常化，构筑和谐

东北亚新格局，是有关各方的共同目标，在东北亚要消除任

何形式的冷战。中方愿与韩、日两国保持沟通协作，推动六

方会谈和半岛无核化进程稳步向前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果。

韩日两国领导人称赞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积极和

重要作用，表示愿与中方一道，共同促进半岛无核化进程，

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正像温家宝总理所说，人们



的直接接触和心灵交流是最重要的。访问加强了互信，规划

了未来，深化了合作，增进了友谊。冰雪消融，春意渐浓，

中国与韩日两个近邻的关系，正迎来又一个春天。 学习资料 

人民日报社论 温家宝访问日本：“融冰”更需要日本的“热

量” 樱花的季节，樱花的国度，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带着

温暖的春风，时隔7年之后即将踏上改善中日关系的“融冰之

旅”。 众所周知，过去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不顾中日两国

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再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正

是这种开历史倒车的错误行径，导致两国政治安全关系充满

冰霜，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出任新首相后，改变了前任的错误做

法，寻求打破“政冷经热”的不正常局面，将中国作为就任

后的首访国家。对此，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和回

应，安倍访华也因之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 中

日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的直接成果是，双方一致同意构筑

基于共同战略利益上的互惠关系。这一指导性原则确立后，

两国关系经历了为期半年“活血化淤”般的疏通，终于迎来

了温家宝总理出访日本的“融冰之旅”。 就今天的中日关系

而言，“融冰”的意义更为深远。假如说，日本领导人造访

北京的“破冰”，是在突破前任设置的政治障碍因为两国之

间的“冰冻”本身就是日本方面造成的。那么，中国领导人

亲临东京的“融冰”，则更是要进一步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发

展所面临的种种障碍。这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

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

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才能够扩大“融冰

”的成果。 从另一方面讲，与日本新领导人的来华“破冰”



相比，中国领导人“融冰”的努力，就不单是“成行”所能

完成的，“融冰”更是一种“艰难的过程”。中日之间，无

论是在历史认识和战争遗留问题上，还是在现实摩擦和对抗

方面，都处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复杂状态。这种情

况决定了“融冰”过程需要在两国相互信赖的基础上，按照

“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在政治、安全领域开展新的合作

，把经济交流和文化往来推向新的高度。 中国政府的努力同

样也需要日本方面为融化坚冰做出必要的回应。我们看到，

最近一个时期安倍政府正在为中国领导人的来访做准备，两

国政府部门也在为启动新的经济、能源合作进行积极筹划。

然而，日本社会也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言行，少数不负责任的

言论在大吹凉风，显然和“融冰之旅”不和谐，也不利于两

国关系的全面改善。 毋庸讳言，中国与日本有着各自的核心

战略利益与发展道路，我们主张构筑和谐的国际秩序与和平

的东亚环境，同时又需要坚持我们的政治理念和根本原则。

这种政治上求同存异、经济上既坦诚合作又不排除正常竞争

、文化上相互促进又保持自己的传统与特性的辩证关系，就

是儒家“和而不同”理念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希

望同属于东亚文明体系中的日本，能够理解中国政府和民众

的诚挚情谊，在不断的接触交往中增进相互了解，进而达到

相互理解和尊重，共同创造光明的未来。(作者高洪为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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