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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研讨会纪要

项　目　 内　容

日程

2018年7月11日(星期三)-～13日(星期五)
11日--自治体中国事务所联络会议、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欢迎晚宴
12日--正式会议（主旨演讲、小组讨论等）、JET项目归国国际交流员座谈会、
----------面向在华日本地方政府事务所的访日旅游演讲会、
----------自治体国际化协会主办招待晚宴
13日--行政考察（李白纪念馆、长虹商贸中心展馆）

举办地点 四川省绵阳市

主题 加强新产业培育及招商引资，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

主办单位- 日本国自治体国际化协会（CLAIR）

协办单位- 中国外交部外事管理司-、绵阳市人民政府

后援单位- 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成都代表处

参会人员 中日双方地方政府相关代表等147人（日方59人、中方88人）

CLAIR冈本保理事长致辞

认真听取演讲的参会代表

中国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唐松根副司长致辞

举办JET项目归国国际交流员座谈会

长野县须坂市三木正夫市长发表主旨演讲

视察长虹商贸中心展馆

第15届  安康市（陕西省）
第３届  齐齐哈尔市（黒龙江省）

第１届·第11届  北京市

第９届  济南市（山东省）

第16届  沈阳市（辽宁省）

第８届  扬州市（江苏省）

第12届  义乌市（浙江省）

第５届  长沙市（湖南省）

第２届  南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14届  西宁市（青海省）

第７届  太原市（山西省）

第13届  贵阳市（贵州省）

第10届  重庆市

第４届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６届  成都市（四川省）

第17届  绵阳市（四川省）

-举办地及主题

届数 时间 地点 主题

第１届 2002年 北京市 无

第２届 2003年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亚洲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作用

第３届 2004年 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 东北亚经济与地方政府的作用

第４届 2005年 乌鲁木齐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地方交流

第５届 2006年 长沙市（湖南省） 如何建立新的中日城市网
～促进多城市间的中日旅游交流～

第６届 2007年 成都市（四川省） 通过城市合作扩大旅游交流

第７届 2008年 太原市（山西省） 从地方层面促进中日环境合作--～构建具体的中日互惠关系～

第８届 2009年 扬州市（江苏省） 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应发挥的作用
～探寻振兴地方经济及促进经济交流的新可能性～

第９届 2010年 济南市（山东省） 如何进一步推进中日地方文化旅游交流
～活用地方文化资源促进旅游交流～

第10届 2011年 重庆市 加强经济交流展望地方发展

第11届 2012年 北京市 如何开展新的地方交流--～从地方层面开拓中日未来～

第12届 2013年 义乌市（浙江省） 因地制宜、多样化的地方发展及其展望

第13届 2014年 贵阳市（贵州省） 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

第14届 2015年 西宁市（青海省） 开拓21世纪“丝路”，开展新时代交流-

第15届 2016年 安康市（陕西省） 如何充分利用环境资源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与生态旅游～

第16届 2017年 沈阳市（辽宁省） 幸福城市-共同缔造

第17届 2018年 绵阳市（四川省） 加强新产业培育及招商引资，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

　　为推进中日两国地方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我事务所与中国外交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及日本

地方政府驻华办事处密切合作，每年定期在中国的不同城市召开“中日地方交流促进研讨会”。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在

迄今为止的友好亲善目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了对解决共同课题的交流。我事务所在此背景下，今后也将努力与相关各方

共创地方交流平台，为加强中日地方政府之间的对话、双方共享中日地方共同课题的解决对策而努力。

　　各届举办主题和地点如下所示：

参加本次会议小组讨论的
地方政府代表们

中日地方交流促进研讨会

举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