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文化之都

三城市间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东亚文化之都”是

根据2012年5月在中国

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中日

韩文化部长会议协议，由中日韩三国政府评选出代表本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之都或以

发展文化艺术为导向的一到两个城市，并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促进三城市间文

化交流的一项活动。该活动旨在促进东亚国家的相互理解和团结，并加强区域内文

化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先例，欧盟和东盟分别自1985年和2008年起开展“欧洲文化

首都”和“东盟文化城市”项目。 

入选东亚文化之都的城市，努力发扬自身文化特点并推动

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及旅游产业的振兴，以实现持续发展。这

些城市在相应年份后仍继续推进文化交流和青少年交流。三国

也在努力加强各年度东亚文化之都的交流，以及与东盟文化城

市和欧洲文化首都的联系。

随着东亚文化之都项目持续进行，中日韩每年都将增加

一组新的交流城市，这些城市有望成为增进三国人民相互理

解的宝贵财富。

历届东亚文化之都

中国 日本 韩国

2014 泉州市 横滨市* 光州广域市

2015 青岛市* 新潟市 清州市 

2016 宁波市 奈良市 济州特别自治道* 

2017 长沙市 京都市* 大邱广域市 

2018 哈尔滨市* 金泽市 釜山广域市

2019 西安市 东京都丰岛区 仁川广域市* 

2020 扬州市 北九州市* 顺天市

2021 绍兴市·敦煌市 北九州市* 顺天市

2022 温州市·济南市* 大分县 庆州市

2023 未定 未定 全州市*

*为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举办（预定）地。

◀ 
2022东亚文化之都标志

供图
从上到下依次为中国温州市·济南
市、韩国庆州市、日本大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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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来源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

东亚文化之都，2014年后发展成为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举办地
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是三国为讨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案而每年轮流举办的政府

间会议，分享对文化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并推动开展共同事业。2014年东亚文化之都

项目出台后，会议在当年的东亚文化之都举办，此后每届会议举办下一年度东亚文

化之都评选仪式。2020年在日本北九州市举办第十二届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2021年第十二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以线上方式在2021日本“东亚文化之都”北

九州市举行，第十三次会议预计将于2022年在中国举行。

2014年后的举办情况

届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成果文件

第六届 2014年11月29日 横滨市 《横滨联合声明》

第七届 2015年12月19-20日 青岛市 《青岛行动计划》

第八届 2016年8月27-28日 济州特别自治道 《济州宣言》

第九届 2017年8月25-26日 京都市 《京都宣言》

第十届 2018年8月29-31日 哈尔滨市 《哈尔滨宣言》

第十一届 2019年8月29-30日 仁川广域市 《仁川宣言》

第十二届 2021年8月30日 北九州市（线上举行） 《北九州宣言》

▶
第十二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北九州宣言》签署仪式

来源
日本文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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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宁波主办“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圆桌会议”

2016年12月7日，宁波市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与当年活动闭幕式结合，召开了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圆桌会议”。2016年东亚文化之都奈良市和济州道、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当时的文化部）、历届文化之都——泉州市（2014年）、青岛市（2015

年）、长沙市（2017年）、光州广域市（2014年）、清州市（2015年）、大邱广域

市（2017年）代表等出席了会议。

各城市代表讨论了“东亚文化之都项目在促进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东亚文化之都

城市间加强交流和合作的方案”，并签署了《东亚文化之都宁波倡议》。此外，同时

举办东亚文化之都友好碑揭幕式，该碑以中日韩三语刻有2014-2017年12座东亚文化

之都城市名字。

◀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圆桌会议”

供图
宁波市

◀ 
"东亚文化之都友好碑”揭幕式

供图
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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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在京都召开“东亚文化之都首脑会议”

京都市作为2017年东亚文化之都，在日本文化厅的支持下，于2017年8月26日

在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举办了“东亚文化之都首脑会议”。来自2014年-2018年东亚文化

之都和东盟文化城市等的19名代表和相关人士共聚一堂，分享各城市文化之都的活

动成果，讨论东亚文化之都项目的发展方案。活动中通过的《东亚文化之都首脑会

议京都宣言》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在企业和青年群体中创造广泛的文化交流机会；

以各国政府合作为基础，强化东亚文化之都网络；加强与东盟文化城市联系，定期

举办东亚文化之都首脑会议等。

参加国家 参加的文化之都（当选年份）/东盟国家

中国
泉州市（2014）、青岛市（2015）、宁波市（2016）、长沙市（2017）、
哈尔滨市（2018）

日本
横滨市（2014）、新潟市（2015）、奈良市（2016）、京都市（2017，
主办城市）、金泽市（2018）

韩国
光州广域市（2014）、清州市（2015）、济州特别自治道（2016）、
大邱广域市（2017）、釜山广域市（2018）

东盟 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

▶
东亚文化之都首脑会议

供图
京都市

东亚文化之都



92  第2章　三国地方城市间交流机制和活动

2019年：为推动东亚文化之都项目发展，努力加强各国文化之都
合作

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工作培训班”

2019年8月13日-14日，在2019年东亚文化之都中国西安首次举办中国东亚文化

之都工作培训班。本次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2014-2019年历届中国文化

之都和2020年入选城市扬州市、2019年日韩的文化之都韩国仁川广域市和日本东京

都丰岛区代表团、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相关专家等100余人出席了培训班。通过这

个项目，文化之都之间分享了项目开展经验和今后的推进计划。此外，专家代表围

绕“东亚文化之都”工作进行了专题讲座，对《“东亚文化之都”申报、验收、认定和管

理实施办法》、《“东亚文化之都”申报条件和验收评分导则》进行了解读，并就“东

亚文化之都”品牌发展提出工作建议。

2019年10月：中国扬州市举办“东盟与中日韩文化城市网络”启
动仪式

2019年10月25日，东盟与中日韩（APT）文化城市网络启动仪式在中国扬州市

举行。当天，主办方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日韩东亚文化之都、东盟文化城市代表

团和各国相关部门负责人等二百余人出席启动仪式。各城市代表宣布建立APT文化

城市网络，并就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加强旅游产业合作、推

动青少年交流等达成了共识。

◀   
东盟与中日韩（APT）文化城市
网络启动仪式纪念合照

来源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

◀ 
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工作培训班”

来源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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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韩国东亚文化之都合作

研讨会

来源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

▶
日本文化厅•共同社大学联合研

究座谈会活动海报

来源
同志社大学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下，为提升“东亚文化之都”品牌价值与
深化交流不懈努力

日本文化厅•同志社大学共同举办“东亚文化之都的

目标与未来任务”联合研究座谈会

2021年2月22日，日本文化厅与同志社大学以“东

亚文化之都的目标与未来任务”为题举行了联合研究座

谈会。双方曾共同开展《“东亚文化之都”的成效与未

来应有之义调查研究》，本次会议作为研究的闭幕活

动，旨在总结“东亚文化之都”项目的意义与成效，讨

论项目未来发展方向。主办方相关人员会上进行了演

讲，日本历届“东亚文化之都”城市也分享了各自的方

案，会议持续约3小时。

韩国“2019年东亚文化之都合作研讨会”

2019年12月10日至11日，韩国第一届东亚文化之都入选城市光州广域市的亚洲

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支援论坛举办了为期两天的2019年东亚文化之都合作研讨会。这

是该研讨会首次举办，旨在通过韩国东亚文化之都工作组间的密切沟通与合作，提

高交流项目的质量。包括光州广域市在内的韩国五个东亚文化之都（清州市、济州

特别自治道、釜山广域市、顺天市）以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等有关机关的15名相关

人士出席了研讨会。

东亚文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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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哈尔滨举办的“城市品牌
节庆活动与‘东亚文化之都’建
设”城市论坛

来源
哈尔滨市

中国哈尔滨市举办“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城市论坛

2021年7月20日，“城市品牌节庆活动与‘东亚文化之都’建设”城市论坛在哈尔滨

举行。来自泉州、青岛、宁波、长沙、西安、扬州、绍兴、敦煌、济南、温州等历

届“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嘉宾代表60余人齐聚哈尔滨，共话“文都”城市建设的发展与

未来。各代表就节庆品牌活动在促进城市文化体系建设、增强城市发展活力、提升

城市形象方面的独特作用进行了分享，讲述了各自城市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

服务提升、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2021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第二届“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峰会”

2021年10月25日，第二届“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峰会在日本北九州市开幕，本届

峰会的主题为“以东亚文化之都，创造新文化价值”。中、日、韩 “东亚文化之都”及

“欧洲文化之都”“东盟文化之都”等28座城市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会，重

点聚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如何借助科技创新与数字化推动城市文化交流”及“文化

艺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等话题交换意见。会上主办城市日本北九州市、中国

绍兴市、敦煌市和韩国顺天市等2021“东亚文化之都”的代表分别就城市交流和文化

互鉴作了主题报告。

◀   
第二届“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峰
会” 

供图
日本文化厅

94  第2章　三国地方城市间交流机制和活动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