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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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三位首相一反小泉急进强硬的对华外交, 确立并巩固了 /友好

互惠、谋求互信0的对华外交基本框架, 其要旨在于追求日本的大国地位和 /政治正常化 0,其动因

在于小泉对华态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战略走向的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根本目标与可以变动也必须

变动的手段之间的较灵活的协调,从而为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务实可行的政策方向。中日关系尽

管仍有种种困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按照这一框架运行和发展。就日本而言,无论是自民党还

是民主党都有必要遵循之,以求适应变动了的东亚大局和世界政治经济; 就中国而言, 需要尤其从

对外战略大局与对日政策之间的基本主从关系出发,在中日关系方面加大战略和政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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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民党在 2010年 7月 12日赢得参议院选

举,标志着民主党为期不久的 /执政考试0被国民宣

判 /不及格0,日本政权的重心开始重新向自民党偏

移,未来日本的执政权有可能重回自民党之手,同时

预示日本对华政策未来可能重新由这一保守党派主

导。值此之际,有必要对小泉卸任到民主党开始执

政为止自民党三位首相的对华外交及其共同铺垫的

外交框架做出总结, 并就未来日本对华外交和中日

关系走向作一种战略性展望。

安倍、福田、麻生三首相

对华外交路线回顾

  安倍晋三是日本自民党内强硬派头面人物之

一,从政期间多次发表民族主义言论, 否定历史罪

责,被称为比小泉还更具鹰派色彩的民族主义政

客。¹ 但是, 2006年 9月在小泉安排下接任首相时,

安倍面对的外交任务和可选择的战略已与其前任大

为不同。至此,六年来小泉一意孤行的对华强硬外

交已近乎丧尽国内支持, 并且已使日本在国际上频

频丢分屡遭挫败, 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有如当时

的5纽约时报 6社论所说: /如果安倍希望, ,成为

受欢迎的首相,他就必须大胆冲破前任失败的外交

政策,而且明显地应从修复对华关系开始。0º因此,

安倍的外交路线不能不呈现出保守主义思想与务实

需要之间的妥协,或者说是一种旨在 /国家正常化 0

的非对称战略:在对华关系和历史责任等问题上明

显软化,但在 /国家正常化0、修改宪法等问题上继

续推进,从而一方面争取最大限度地赢取国内支持

和削弱外部压力, 另一方面追求满足自民党的国际

政治诉求。

对外,特别是在对华关系方面,安倍做出了两项

重大妥协: 第一, 在历史问题上收敛退让, 承认 /日

本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 留

71

纪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建院 30周年#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0年庆典特刊

¹

º

N orim itsu On ish ,i / Japan. s L ikely Next Prem ier in H aw k ish

S tand0, TheN ew York Tim es, S eptemb er 2, 2006.

Ed itoria,l / Shinzo Abe. s As ian Challenge0, The N ew York

T im es, Septem ber 27, 2006.



下了种种伤痕,我对此深表反省 0。¹ 他在国会答辩

中明确表示继承 /河野讲话 0和 /村山讲话0精神,甚

至说 /开战的结果给亚洲人民留下了许多伤痕。包

括我外祖父岸信介在内的领导人对此负有重大责

任 0º;第二,急剧推行对华缓和, 上任伊始以 /关于

历史的较软的公开声明0»换取了访华机遇, 一举中

止两国首脑五年不互访的纪录。不仅如此, 他还在

访华期间认可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 /正视历史,

面向未来0的中方表述,重申 /一个中国0原则, 同时

针对中日 /政冷经热0现象提出所谓 /两轮理论 0,即

/必须努力提升政治、经济两个车轮,把日中关系抬

升到更高水平 0。¼ 更重要的是, 他提出建设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0这一新型概念,得到中方认可。由

此,并经 2007年 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 中日关系彻

底 /破冰 0,走向温家宝所说的新的历史阶段。½

在由此换取对华外交颇多收益的同时, 安倍在

三个重大问题上推进了小泉时代的对外纲领。一是

提出旨在争取日本大国地位、与中国竞争地缘政治

影响的 /大国外交 0。他上台不久, 便提出要实行

/有主张的外交0,据此外务省基于 / 2005年联合国

外交失败的痛苦经验 0, 大幅提升外交预算以实行

/外交革新0; ¾同年 11月底, 他通过外相麻生太郎

提出 /自由与繁荣之弧 0¿, 其实质是要形成对中国

的地缘政治的软性包围。他还积极谋划 /四国同

盟 0,要以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纽带塑造美、日、印、澳

四国联合, 访澳签署 5日澳安全协议 6, 连同发动美

日澳外长级安全对话, 分明图谋建设 /亚洲小北

约 0。二是呼吁和大力推动修改宪法。 2006年 11

月 1日,他在接受英国 5金融时报 6采访时发出了就

任后的首次修宪声言: /我相信从捍卫日本的角度

来看, 这项条文 (宪法第九条 )必须修正。0À走向修

宪的实际步骤在安倍推动下紧锣密鼓: 2006年 11

月,自民党的 5宪法修正草案 6在该党成立 50周年

大会上出台; 2007年 4月, 自民党及公明党占多数

的日本众议院通过5国民投票法 6, 允许就修宪问题

举行全民公决和制定相关法律。三是急迫地谋求日

本 /军事正常化 0和 /国民心理正常化0。上任仅一

个月, 安倍就亲赴自卫队军舰阅兵, 并于 12月经国

会两院分别批准后将日本防卫厅正式升级为防卫

省。他还大力推动日本国会通过新 5教育基本法 6,

规定学校教育学生 /爱国 0, 尽可能有力地向青少年

学生灌输 /在二战后的日本一直是禁忌的东西 ) ) )

对他们的国家的自豪0, 或者说 /二战后首次在课堂

里鼓励爱国主义0。Á

/安倍路线0表现出小泉政府远不具备的灵活

性, 既讨好了广泛的保守主义思潮,又不乏充足的实

用主义态度,的确是精明的政治和外交选择。就中

日关系状况而言, 如果说在小泉卸任时几乎所有人

都已看出应该甚或必须扭转对抗,显著改善,那么令

人非常赞赏的是安倍和中国领导人一起,仅用短短

一年时间就使这得以完成。这一变动还使得冰冻了

数年的中日关系几乎一下子就具备了一个最基本框

架, 而且也是日本此后对华政策的最基本框架,这一

框架可以用 /友好互惠、谋求互信 0去概括。福田纠

夫和麻生太郎两任首相在外交上的创建性比起安倍

相当有限。这既是因为安倍作为首相所处的历史位

置更利于除旧布新,也是因为他们大大受制于安倍

糟糕的内政加剧了的多种问题, 从而不能不将主要

精力投向如何稳固自民党的国内地位。

然而, 福田和麻生在首相任内对中日关系的重

视不亚于安倍。2007年 9月, 自民党温和派福田上

台,开始比安倍更深远地提升对华关系。在当年年

底的访华演讲中, 福田表示访问目的是 /进一步巩

固自去年秋天以来以强有力的步伐发展起来的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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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根基, 并将这一关系提高到新的层次 0。这

新层次有两个内涵。第一, 利益互惠上升到精神交

融: /日中两国不单单是一种由利益、利害关系联结

起来的存在。日中两国是具有悠久的交流之历史的

邻国, 共有相互的文化和传统, 共有在其中相互所由

成立的基盘 0, /对于深深地蕴藏于日中两国中的共

同基础、价值给予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0。第二,双

边友好上升到推动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责任。演

讲第四节 /责任与机遇 0提出 /日中两国绝不能仅仅

满足于相互友好的现状, ,两国已经成为影响变化

显著的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方向的存在

, ,日中两国的未来不是选择合作还是对立的问

题,而是如何寻求有效的、负责任的方式寻求合作的

问题0。¹ 从这篇对华政策纲领性演说中不难看出,

福田对中日友好的期盼更加急迫, 对中日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也有更高的期望。

颇大程度上归功于福田的推动, 在他首相任内

中日友好关系建设成效卓著。特别是相隔十年之后

中国国家主席再次访日,被普遍视为中日和解、抛弃

小泉时代不快记忆的标志。访问期间双方共同签署

5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6,显

然超越了十年前双方的5共同宣言 6, 堪称后小泉时

代中日关系发展的 /核心共识 0。也是在福田任内,

就缠绕中日数年的严重的东海争端, 中日两国成功

地达成了一项局部的原则性协议, 中日间在具体的

重大争端问题上由此实现了一项局部的重要突破。

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是, 福田延续安倍对华友好政

策并予以提升,从而在日本国内朝野政党间形成了

对华态度和政策方面的某种良性竞争, 促使自民和

民主两党在这方面更加趋同,推动了民主党对华示

好,也加强了日本国内的对华友善气氛。

福田之后的麻生属于河野阳平一系, 是自民党

/鸽派0中的 /鹰派 0, 对外政策态势比福田保守,对

日本的大国地位和国际领导权极为重视, 其外交基

本围绕如何重塑日本大国形象展开。早在 2005年

12月,他就以新任外相身份发表长篇演讲 ) ) ) /我

的亚洲战略 ) ) ) 日本是亚洲的经验先驱者 0, 否定

中韩两国使日本 /坐了冷板凳 0, 强调 /日本是亚洲

的经验领袖,,日本可以用经验领导亚洲 0。º 他

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当作日本获取领导地位的

战略依据,秉承 /价值观外交 0概念, 提出著名的 /自

由与繁荣之弧 0。他担任首相后, /价值观外交 0一

度是日本外交的一个核心, 其实质是以之对抗中国

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然而,这项政策不切实际,不

敷大用,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是浮言甚于实

质。远为讲求实际的是与两位前任一样,麻生多次

强调 /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示欢迎, 而不是敌

视0。» 在 2007年 6月出版的 5无可限量的日本6一

书中,他将一节的题目定为 /为中国崛起而高兴 0,

并在一次演讲中提出: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所以

作为热心的朋友, 我们有必要以长远的眼光来关注

中国的进步和变化。0¼他担任首相后不久, 就建议

在中日之间建立领导人热线联络, 得到中国赞同并

与中国就此达成协议。与此同时, 中日两国与韩国

和东盟各成员国一起,决定设立巨额亚洲基金,以共

同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他还较慎重地对待

/毒饺子事件0,致力于防止该事件严重损伤中日关

系。不过,麻生的对华态度与福田相比有明显的退

步。他将福田提出的长久和理想的中日友好倒退为

工具性的互惠, 提出 /日中友好不是目的, 而是手

段, 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即 -日中共益 . 才是目

的0。½ 他还围绕是否认可 /中国威胁论 0大玩 /变

脸0,反复发表自相矛盾的声明,在 2009年 5月的日

本 ) 欧盟首脑会议上更是大谈中国更新核武器对亚

洲安全形成威胁。¾ 他鼓吹 /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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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 因此与美国的关系显然要重要得多 0, ¹并在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通过高层互访很快形成了强化美

日同盟的共识, º其实质是在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有

所进展的同时继续加强对华军事防范。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的

成因、特征与两难

  日本的国内外形势变迁是后小泉时代日本对

华外交的根本动能。如果说小泉在上台后一段时

期,仍有机会借冷战后日本国际环境宽松、国内左派

衰落的形势对华蛮横妄为, 那么他的三位继任者却

已面对甚为不同的环境。当初,冷战后国家角色重

新认定的意识有力浮现, 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民间都

响起了强烈的 /政治正常化0呼声, 自民党精英盼望

在新世纪肇始之际能带领日本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 美国的显赫强势更是令紧跟美国的自民党主

流近乎有恃无恐。然而,未过多久,小泉时代外交的

各项弊病显而易见, 支持保守主义外交的民意基础

被挥霍殆尽。最关键的变动在于, 与日本经济陷入

长久难以挣脱的低迷状态同时,勃然兴起的中国出

现在日本西邻,如何在感情、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对待

国力日强的中国成为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日本上

到执政者, 下至一般民众, 普遍对中国崛起感到迷

茫,无法深刻理解这一崛起对日本的意义。过去那

种 /日强中弱 0、言行少忌的状况不复存在, 日本在

享受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利益之际, 难免为东亚

/权势西移 0感到紧张。随着中国权势的持续增强

和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的不断加深, 小泉式外交政

策的成本将越来越大,乃至无法承受。

与此同时,随着 2005年秋天往后中美合作和协

调的显著扩大和加深, 美日同盟的定位和意义有所

变化。美国已不要求日本像过去协助遏制苏联一样

全方位地钳制中国, 却担心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会祸

害变得远比过去重要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在东亚的全

盘利益。于是,美国方面前所未有地对日本有关历

史问题的态度提出了种种批评,正是日本的这种态

度构成中日政治对抗的首屈一指的缘由。» 美国在

谨守其东亚军事同盟体系的同时, 乐见中日关系相

当程度的改善, 而将美日同盟当作实现 /政治大国

化0战略支点的日本, 也无法独断专行地违背美国

的此项意愿。换句话说,中美关系越有进展,与中国

交恶的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就越尴尬、越困难。不仅

如此,随经济持续不振和政局经久不稳,日本全国的

政治关注已严重内向化, 一度兴盛的保守主义思潮

归于平静,自民党殊难以惹起对华争议来显著拔高

选民支持率;相反, 任何领导人都能期望搭乘中日友

善关系的现成 /巴士 0在政治上得分。

因此, 日本领导人必须想方设法在国内动能与

国际形势、日本诉求与中日友好之间找到平衡。如

此, 就形成了后小泉时代三位首相对华外交具有连

续性的基本特征: ( 1)无论情感上是否喜欢,也无论

作为工具还是目的,都充分重视对华关系,认定对华

友好势在必行; ( 2)暂时搁置某些极难解决的重大

争端,在阻力小得多的经济、文化、科技、卫生、教育

等领域稳步推进中日合作, 以便取得易得的成果;

( 3)认识到谋求中日互信的重要性, 并且愿意在可

行情况下努力培植这一互信; ( 4)认可中国经济发

展对日本乃至对世界的重大积极作用,并且总体上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予以支持; ( 5)在战略层面懂得

将追逐大国地位这一目标与较好的对华关系结合起

来, 试图探索一条非但不严重冒犯中国、反而能借助

中国认可的大国之路。所有这些, 都体现了根本目

标与手段之间较灵活的协调, 较务实地划定了日本

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国际政治环境没有重大变

更的未来可预见时期内, 这一基本框架很难根本动

摇, 因而中日大致友好互惠和谋求互信已成大势所

趋。

可是必须看到, 在自民党的根本政治诉求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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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新: /麻生太郎上台中日关系如何演变 0, h ttp: / /w orld.

peop le. com. cn /GB /1029 /8089161. h tm .l (上网时间: 2008年 9月 23

日 )

2009年 2月希拉里访日、麻生访美,双方均强调 /强化美日
同盟 0; /麻生与希拉里会谈 一致表示强化美日同盟 0, h ttp: / /www.

stnn. cc /pacific_ as ia /200902 / t20090218 _980960. h tm .l (上网时间:
2009年 2月 18日 ); /奥巴马会麻生:强化美日同盟 0, http: / /n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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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2009年 2月 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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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界要人都敦促日本较好地对待历史问题。 2006年 4月,副国务卿

佐利克公开表示 /对因靖国神社等问题恶化的日中关系感到强烈担
心 0,建议 /为缓和日中间的紧张关系, 由日中美三国的历史学家共

同研究日中战争的历史 0。见张景全: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
本历史问题的态度0, 5当代亚太 6, 2006年第 9期。



述对华外交框架之间, 将长期存在一定的内在紧张

和矛盾。因而,无论该党能否夺回政权,该党领导人

都必须创建出某种更加精细、全面、可行的对华战

略,特别是切实应对如下几个两难困境: ( 1)坚持自

身意识形态和 /国家正常化0目标, 又要避免为此严

重影响中日友好特别是中日互信的推进; 不会放弃

这一目标,但追求过程中难免中日间严重猜疑甚或

就此对峙; ( 2)遏制中国国际权势增长的成本过高

且难有根本成效, 予以认可则近乎 (从东京的角度

看 )拱手让出东亚阵地; ( 3)大为软化在历史认识问

题上的态度能够消除外部压力,但很有可能招致内

部保守势力和部分民众的责难;倘若立场严重倒退,

则势必毁坏业已取得的近邻外交成果。现在很难预

言自民党的未来领导人会有相应的智慧、勇气和运

气,能够经久有效地应对这些两难,甚或找到并走通

合理的出路。

中日关系战略性展望

中日关系在过去四年中有了显著的改善和发

展,确立了 /友好互惠、谋求互信 0的基本框架, 并且

今后长时间内大概将按照这框架发展下去。然而,

两国关系仍然面对需要共同克服的重大难题。首

先,中日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由历史宿怨和民族心理

造成的彼此敌视的心理鸿沟远未填平。尽管中日两

国政府都意识到国民认同两国友好互信的重要性,

但确立这认同显得困难重重。正如福田坦承的那

样: /从日方来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的

中国一下子显现在眼前,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而中

国同样的也面对在国际社会力求承担更大战略作用

的日本,也有更加复杂的心态, 人人都明白这个道

理,但是实践起来却并非容易。0¹其次,近年来中日

经济关系出现了某种 /冷却化 0迹象, 中日贸易增长

率为 12% - 14% ,大大低于中国外贸总额 20%以上

的增长率,也远低于中国与美国、欧盟及其他主要伙

伴的贸易增长率。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与中国的见解和立场相异,

对华投资明显缩减, 这些都阻碍了经济互惠关系的

进一步发展。而且,双方尚待在经济、能源、科技等

方面加强沟通, 确立更加宽松、开放的互惠模式。º

最后,很大意义上且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是,在安全和

战略问题上如何创设和增进互信,如何妥善地处理、

至少冷却双方在东亚海域实质上的军事对峙, 如何

争取大大缓解甚或最终解决东海争端和钓鱼岛争

端, 如何各自或共同建设性地对待朝鲜半岛基本局

势, 如何真正使得对方相信自身的和平发展立场,并

且创设和巩固某种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

在中国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应简单地以

/零和博弈 0理解中日关系, 而应尝试站在东亚战略

乃至全球战略的高度,对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和基

本尊严的日本诉求予以适当的理解、容忍甚或有条

件的支持,探求一条更加稳固和更具前景的中日友

好之路。就当下而言,至少可以尝试做出以下努力:

继续深化对日经济、政治合作,特别是促使日本在中

国对日投资、对日移民和赴日旅游方面进一步放宽

政策,同时注意及时地对日方的合作给予 /报酬 0,

以增加这种合作在日本国内和自民党内的说服力,

并且增大逆转当前中日关系大势的成本;稳步建立

中日军事对话机制,扩大双方军事交流,创设和增强

军事互信,减少彼此间的战略猜疑;妥善处置事关重

大和势必经久的争端,分门别类地寻求符合双方的

合理利益和可接受的局部协议, 防止任何局部具体

问题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 特别是严防因争端而形

成重大军事对抗乃至军事冲突; 携手拟制处置中日

间突发问题的 /危机管理机制 0, 寻找长效、有序的

应急方法,避免单个事件的不利影响过度扩大;在国

际议题上寻求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 在东亚共同安

全、应对和防止金融风浪、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重大

疫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努力达成双边外

交协议,甚至建立双边组织机制; 切实推进两国在科

技、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 特别是加深民间交

往和青少年交往,培育中日友好的民意基础。

中国政府领导人一向主张从战略高度对待和处

理中日关系。在至少近 10年来中国对日政策的基

本原则和话语体系当中, 这是最具远见和气概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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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之一,也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对日

政策思想传统当中尤为可贵和根本的一条。这一战

略高度无疑是就中国对日政策和日本对华政策各自

本身应有的方向和内在轻重缓急次序而言, 而且实

际上也是就绝大多数时候一种应有的基本主从关系

而言, 那就是中国对外战略大局与中国对日政策之

间的基本主从关系。据此, 就不能不想到当前 (乃

至可以较明确预见的未来 )的中国外部直接战略环

境,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环境。

在这些地区,尤其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中

国的战略防范、战略挤压和外交竞争可称紧锣密鼓,

进展连连。由此,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是这么一番地

缘政治图景:中美两国在各大中国近海地区的战略

对立和军事矛盾急剧地近乎全面凸显; 美韩军事同

盟随半岛局势的阵发性紧张步步强化, 以致现已成

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的可谓唯一最紧密的军事同

盟;日本民主党政府被迫在冲绳美军基地争端上对

美全盘退让,同时放弃争取与先前相比较为平等的

日美关系;东南亚国家已与美国相伴,发动对中国与

其之间的南海争端的美国公开干预, 并且在东盟主

导的旗号下,将美国正式引入东亚 /东南亚多边国际

体制以 /平衡 0中国。¹ 更广泛地从世界 /棋局0看,

中美关系已由 2009年初以来两番颇为急剧的上下

波动表明了它的结构性局限,俄罗斯对外政策近来

明显地朝靠拢西方的方向移动, º印度谋求美国青

睐和坚持对华 /竞斗0的态势难以变更,欧洲则陷于

金融严重羸弱的困境之中, 中欧关系历经数年低迷

而仅初见明显改善。上述区域的和全球的战略环境

图景必须引起中国的战略深思,连同必需、可行、慎

重而又坚决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应该

是适当改变战略关注和政策努力过多地集中于对美

关系的倾向,加强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全方位外

交,坚持不懈, 同时牢记中国在未来时代的根本目

标 ) ) ) 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世界强国,牢记亚

洲 (首先是广义的东亚 )是中国为此必需的首要平

台。» 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出发去加以谋划与应对,

大大有助于中国在中日关系乃至中国 ) 东亚关系中

的战略优化和政策优化努力。

在日本方面,国内政治议题总的来说固然比中

日关系一般占更优先的地位, 但日本政界和政府应

该深刻认识到这两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亦即稳

固的国内政治基础是良好的对华政策的根本保证,

而良好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关系又能够巩固政权, 造

福日本经济和日本安全。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

党, 首要任务都是如何应对日本正在经历的一系列

内部历史性变化, 包括农业人口锐减、老龄化加速、

社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新思潮兴起等等, 以重塑

或增强其国内政治地位, 获取新的支持力量。它们

还需吸取过往几届内阁的教训, 争取消减政治腐败

行为、派系倾轧、家族政治盛行等弊病, 以弥补 /领

导真空0, 朝着较健康的方向革新政党组织、日本政

治乃至日本外交。就日本外交而言, 特别关键的是

日本朝野都应认识到,日本外交观念必须变革,要抛

弃历史认知、自我认知中众多错误的成分,敢于反省

历史罪责,将 /反省自身 0和 /大国地位 0统一而非对

立起来,以取信于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并且争取逐

渐制定和实行一种相对独立于美国的和平对外政

策。当日本真正决心走上这种合理的外交路线, 并

且因此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基本尊严和应有地位

时, 它必能从中国得到充分的理解、相应的尊重甚而

衷心的支持,中日友好就将具备至关紧要的长久保

障。o

(责任编辑: 黄昭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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