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NEAR国际论坛暨
第14届经济人文交流专门委员会举办成果

 

 ❖来自5个国家的38个省级地方政府以及16个相关机构代表约200人参会，规模为历届最大
 ❖ 首次开设地方政府专场，为成员地方政府提供宣传机会

  专家专场主要发言内容

   m 第1位发言嘉宾: 笪志刚, 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2级研究员
Ÿ 对当今东北亚政治局势进行，总结阻碍地区合作的因素，提出克服这些因素的

建议
Ÿ 强调东北亚地区政府间多边合作的体制化和构建智库网络的必要性

   m 第2位发言嘉宾: 羽场久美子， 世界国际关系学会亚太会长
Ÿ 日本的低生育率和高龄化问题正在迅速加剧，预计未来40年内，日本劳动力将减少  

         到目前水平的一半。因此，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变得非常重要
Ÿ 随着美国和欧洲的霸权衰落，中国和印度迅速崛起，东亚需要承担引领全球和平与  

        发展的责任 
   m 第3位发言嘉宾: 李赫，韩日未来论坛代表

Ÿ 由于中美竞争激化、乌克兰战争等因素，韩中日蒙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呈现出比  
        过去更为复杂和不稳定的趋势

Ÿ 为缓解这种不稳定性，加强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显得至关重要，尤其需要  
        积极推动在较少受制于外交安全形势的非外交安全领域的交流
   m 第4位发言嘉宾: 贾米扬·巴图尔, 蒙古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Ÿ 多年来，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虽然活跃，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却逐渐加  
        深。朝核问题、台海关系、俄乌战争等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Ÿ 加强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和民间层面的合作，需借鉴如欧洲地方自治宪章     
       （1985年斯特拉斯堡）内容，作为解决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的突破口   
   m 第5位发言嘉宾: 亚历山大卢金,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东亚上海合作组织中心  
                      主任  

Ⅰ 主要发言内容



Ÿ 俄乌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加强与亚洲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合作 
Ÿ 未来有望共同开展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中俄朝图们江开发、韩俄天然气管道和铁道开发等      

          项目

  专家专场主要讨论内容

   m 第1位发言嘉宾: 李瑞峰教授 内蒙古财经大学 
Ÿ 22022年东北亚国家GDP接近30万亿美元，占全球三分之一。因此，东北亚地  

        区的发展潜力非常大
Ÿ 同意专家们关于扩大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层面交流的说法

   m 第2位发言嘉宾: 申凤燮 光云大学国际学部客座教授（前韩国驻沈阳总领事）
Ÿ 作为中央政府间合作困境的突破口，地方政府需起到缓冲的作用
Ÿ 同意笪志刚研究员的建议，需为活跃地方外交而提供制度性支持

   m 第3位发言嘉宾: KIM Hyeongsoo 韩国东北亚学会会长 
Ÿ 联合会在创建和稳定地方主导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Ÿ 地方政府也应该制定独立的外交路线，建立能够增强地方外交自主性和扩大外  

        交分权体制
   m 第4位发言嘉宾: 丹科夫阿尔乔姆教授 托木斯克国立大学 

Ÿ 东北亚国家需要在环境、可持续城市发展、农业等领域分享经验
Ÿ 开展旨在解决地区社会共同问题的知识交流、合作研究项目，这将地区发展带来长

期影响

  特邀讲座主要发言内容

   m 第1位发言嘉宾：Kim Kiheon  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前研究员 
Ÿ 韩国每五年制定并实施《青年政策法》，该政策以19岁至34岁的青年为对象，涵

盖包括保障青年就业、减轻青年住房负担等内容
Ÿ 在韩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通过法律明确保障青年参加国际合作活动的机

会。并在此基础上，推进KOICA海外志愿者团等各种青少年国际交流项目
   m 第2位发言嘉宾: Kim Hoseok 韩国环境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 

Ÿ 亚太地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而言，整体
落实进展缓慢，仅达到2030年目标中期落实水平的14.4%

Ÿ 虽然经济型清洁能源、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已取得显着进展，接近    



      2030年目标， 但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却出现倒退，需在该领域采取紧急行动
   m  第3位发言嘉宾: Kim Dongsoo 韩国产业研究院产业通商研究本部长 

Ÿ 随着保护主义倾向的加剧，经济集团化时代正逐渐来临，使得东北亚地区密
的经济合作变得至关重要

Ÿ 东北亚地区在短期内需要在先进工业技术、民间机构等领域展开合作，而在中
长期则需要共同应对数字经济转型、碳中和问题、由超高龄化引起的社会问题  

        等课题

  地方政府专场主要发言内容

   m  第1位发言嘉宾: 智勇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Ÿ 在第14次NEAR全体会议上，内蒙古被任命为NEAR能源合作专门委员会协调员
Ÿ 内蒙古将发挥其优势，为活跃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m 第2位发言嘉宾: 吕大宇 中国吉林省对外友好协会文化交流部部长 
Ÿ 吉林省生态资源丰富，不仅是中国工业的摇篮，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仓库，同  

        时也是向北方开放的重要门户
Ÿ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业环境，丰富的科学教  

        育资源，完备的生产生活设和多样化的政府支持政策
Ÿ 希望NEAR成员地方政府的企业到吉林省投资创业

  m  第3位发言嘉宾: 刘晓 中国甘肃省文旅厅副处长 
Ÿ 甘肃省位于中国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期待NEAR成员地方政府访问甘肃省

  m 第4位发言嘉宾: 久保光希 富山县生活环境部国际课主事 
Ÿ 富山县与中国辽宁省、云南省、上海市、广东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韩国江原道是友好城  

         市
Ÿ 2023年11月2日至4日，江原道知事访问富山县时，双方缔结了友好交流合作协议， 与中国  

         辽宁省则在2024年迎来友好省市关系签署40周年
 m  第5位发言嘉宾: 丁海官 韩国大邱广域市国际关系大使 

Ÿ 介绍大邱市与国际机构、友好城市间、海外办事处、国际咨询机构、韩国外交  
        使团的合作情况，举办的一系列的国际交流活动、青年交流活动、支持民间组  
        织的公共外交活动、地区内外国人定居支援计划以及运营海外社交媒体渠道等
 m 第6位发言嘉宾: 郭台㤠 韩国忠清北道国际关系大使 

Ÿ 为增加本地居民人口并活跃地方经济，忠清北道采取“K-留学生制度”
Ÿ “K-留学生制度”是指为本道17所大学的留学生提供半工半读的支持制度

 m 第7位发言嘉宾: 蔡进源 韩国庆尚北道国际关系大使 



Ÿ 介绍庆尚北道大学概况以及地方大学与当地企业、地方政府的共生合作模式
Ÿ 介绍庆尚北道的特色产业，包括龟尾半导体、浦项锂电池、义城细胞培养、青

松抗衰老产业等
 m 第8位发言嘉宾: Jung Myungsook 韩国庆尚北道浦项市电池尖端产业课课长 

Ÿ 浦项市的锂电池产业发展趋势，专利产业园区的进展结果和规划状况介绍
Ÿ 浦项通过发展锂电池产业，的有望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增强大学竞争力，增加人  

        口流入，振兴本地经济
 m  第9位发言嘉宾: 姜昊求 中韩经济社会研究所所长 

Ÿ NEAR成员地方政府中，进出口极大依赖海上运输（99.7%），中蒙俄三国的进  
        出口货物运输并非主要集中在国际海运主要航道上，而是与海陆联运的铁路紧  
        密结合，达到了完美的契合。

Ÿ NEAR成员地方政府的产业应当实现优势互补，拓展进出口市场，从而促进物  
        流合作并加强经济合作

Ÿ 此外，需加强地方政府间的沟通，增强海陆联运的竞争力
 m 第10位发言嘉宾: D.Altanshagai 蒙古布尔干省行政局局长 

Ÿ 布尔干省希望与NEAR成员地方政府在以下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 教育领域：人才培养、师生交流
        - 卫生领域：医务人员交流、经验传授为目的的短期项目、技术设备支持
        - 旅游领域：共同开展自然旅游、极限旅游、体育旅游等特色文化旅游交流项
          目

Ÿ 向NEAR成员地方政府介绍并邀请参加布尔干省冬季体育节(1月), ‘Shagain   
        toirom（家畜踝骨节日）’ 活动(5月), 那达慕节(7月)， 马奶酒和马的庆典 (8  
        月), ‘协同合作的布尔干人’ 恳谈会(10月)等
 m 第11位发言嘉宾: Ulzii Suvdaa 蒙古色楞格省行政局局长 

Ÿ 色楞格省与韩国济州岛、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日  
        本静冈县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Ÿ 色楞格省希望与NEAR成员地方政府在农业、环保食品生产、物流、旅游、生  
        态系统恢复项目和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m  第12位发言嘉宾: Vasilieva Svetlana 伊尔库茨克州经济开发产业局次官  

Ÿ 介绍伊尔库茨克州产业优势、对外经济活动、投资支持机制、最大投资项目、旅游及经济
特区发展、物流等现状

Ÿ 希望与NEAR成员地方政府开展合作   



                  
Ⅱ  活动照片

开幕式

内容 合照

内容 NEAR秘书长林秉镇开幕式致辞



内容 庆尚北道经济副知事李达姬致欢迎辞

内容 主要来宾祝辞



2023 NEAR国际论坛-专家专场

韩国外交协会
申凤吉会长

黑 龙 江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东 北 亚
研究所 笪志刚
研究员

世界国际关系学会
羽场久美子会长

韩日未来论坛 
李赫代表 

蒙古国立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
贾米扬·巴图尔 
系主任

MGIMO
亚历山大卢金 
主任  

内蒙古财经大学 
李瑞峰教授

光云大学国际学部
申凤燮教授（前韩国
驻沈阳总领事）

韩 国 东 北 亚 学 会 
KIM Hyeongsoo
会长 

托 木 斯 克 国 立 大 学 
丹科夫阿尔乔姆教授



第14届经济人文交流专门委员会-特邀讲座环节

- 韩国青年政策和青年国际交流 -
<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Kim Kiheon >

- 持续发展政策和加强财政资源的地区合作 -
<韩国环境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 Kim Hoseok> 

- 战略竞争时代下的东北亚产业合作方向 -
<韩国产业研究院产业通商研究本部长 Kim Dongsoo>



地方政府专场

- 推动能源、资源、贸易等领域深度合作
探索东北亚地区政府间共赢发展新路径 -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研究室智勇副主任> 

- 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展 -
<中国吉林省对外友好协文化交流部 

吕大宇部长> 

- 交响丝路 如意甘肃 -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国际处 刘晓副处长> 

- 富山县的国际交流 -
<富山县生活环境部国际课 

久保光希主事> 

Zoom线
上发言



- 大邱广域市的国际交流项目 -
<韩国大邱广域市国际关系大使丁海官> 

- 工读留学生制度介绍 -
<韩国忠清北道国际关系大使郭台㤠> 

- 庆尚北道明确的地方时代——
K-U城市项目，向地方政府时代的大转变 -

<韩国庆尚北道国际关系大使蔡进源> 

- 庆北浦项锂电池产业发展计划-
<韩国庆尚北道浦项市电池尖端产业课 课长

Jung Myungsook>

- 利用东北亚海陆联运开展经济合作：
NEAR及成员地方政府的作用 -

<中韩经济社会研究所姜昊求所长> 

- 布尔干省的对外交流现状 -
<蒙古布尔干省行政局D.Altanshagai局长> 

- 色楞格省的潜在合作领域 -
<蒙古色楞格省行政局Ulzii Suvdaa局长> 

- 伊尔库茨克州的投资潜力 -
<伊尔库茨克州经济开发产业局Vasilieva 

Svetlana次官> 



线上会议

现场考察

Zoom线上会议
（日本，蒙古，俄罗斯线上参会）

腾讯会议
（中国线上参会）



午宴及晚宴

设施及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