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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 唐家璇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中日关系发展历程，展望探讨

两国关系未来，恰逢其时，很有意义。

中日毗邻而居，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周恩来总理对两国交往历史有过精

辟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在长达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中，两国人

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有力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

要贡献。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历史，特别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

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战后很长时间，中日两国处于相互隔绝和

对立的不正常状态。

从中日关系发展史的角度看，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具有划时代意

义，不仅结束了战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使中日关系重回和平、友好、合

作的轨道，也深刻改变了国际和地区政治格局。在当时的冷战铁幕下，分属

不同阵营的中日两国从敌对走向和解，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

要贡献，也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树立了典范。

知古可以鉴今。我们纪念邦交正常化40周年，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找启

迪，以利今后更好地发展中日关系。此时此刻，我们深切缅怀两国老一辈领

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他们的非凡智慧与胆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对今天

的中日关系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中日邦交正常化留给我们许多重要的经验

和启迪：

* 本文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同志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讨会上的

基调演讲，2012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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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日关系，要有洞悉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战略眼光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

进行破冰之旅，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日两国领导

人敏锐地看到，两国邦交正常化时机已经成熟。田中角荣首相顺应时势，应

周恩来总理邀请率团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一举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掀开中日关系新的一页。在此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

及打破政治僵局等几次重大历史关头，两国领导人都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

正确抉择，他们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值得后人学习。

发展中日关系，要有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

不难想象，面对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和两国间意识形态鸿沟，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充满艰难险阻。在重大历史抉择面前，两国老一辈领导

人和政治家从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果

断做出战略决断，排除重重阻力和干扰，毅然承担起历史责任。他们的正确

抉择，有力推动了历史车轮向前发展。

发展中日关系，要有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

中日间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还有历史、台湾、领土主权等诸

多敏感问题。在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两国领导人着眼长远和大局，正视

现实，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就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达成

一致，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暂时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的重要谅解。两国

领导人显示的高度政治智慧极大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为中日关系的

长期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国老一辈政治家达成的重要共识和谅解，

应予珍视和坚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创造条件，逐步探索如何由“求同存

异”发展到“求同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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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日关系，要有坚定不移的友好信念

中日友好是贯穿两千年中日关系的不变主题。战后，两国各界有识之士

秉持中日友好的坚定信念，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推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积累条件，经过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集涓涓细流

汇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顺利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

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证明，中日两国合则两利，完全可以实现双赢；斗则俱

损，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中日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

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关系虽然

历经风雨，但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两国间签署

了四个政治文件，目前正在共同致力于

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双边贸易额从10亿

美元提升到3400多亿美元，人员往来从1
万人次增加到500多万人次，两国还缔结

了250多对友好省县和友好城市。中日两

国利益深度融合，联系空前紧密，已经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

中日关系的长足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力促进了两国

各自的发展，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中日关系总体保持改善和发展势头。野田佳彦首相去年底成功访

华，两国领导人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和具体成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重要

进展。今年以来，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多

达400项的活动有序开展。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也出现一些明显的不和谐

音，日本国内对华消极因素正在滋长，特别是在钓鱼岛、历史、涉疆、涉藏

等敏感问题上，右翼势力接连制造事端，给双方纪念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气

氛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干扰。上述动向应引起两国各界

有识之士高度重视。不久前，日方不顾中方多次强烈反对，执意允许反华分

裂组织“世维会”在日本召开所谓“四大”，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

全利益，也严重损害了两国政治互信。“世维会”之中有的人是国际刑警组织

的通缉对象，有的是新疆分裂活动的幕后策划和组织者。日本的一些右翼势

中日两国合则两利，完
全可以实现双赢；斗则俱
损，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
俱伤。中日友好符合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是无法阻挡
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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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勾结他们一起去参拜靖国神社。当前尤其要引起双方警惕的是，日本国

内个别极右政客为谋取个人政治资本，蓄意制造“购岛”问题，企图挑起两

国民意对立，毒化中日关系氛围，其用心十分险恶，这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

的一大挑战和隐患。两国有识之士应行动起来，坚决阻止这种为个人一己之

私而企图劫持中日关系、破坏中日友好的恶劣行径，共同维护中日邦交正常

化40周年友好大局，维护和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作为近半个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亲

历者，我本人对两国关系的特殊敏感性

和复杂性有切身体会，对目前两国关系

中诸多消极事态的发展深感忧虑。中日

关系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旦停滞不前，

往往会沉渣泛起，并可能使中日关系的

良好局面急转直下，从根本上严重损害

两国关系。特别是随着中日两国各自内

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日关系的发展一

定意义上已进入一个复杂的调整过渡

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迈上更高发展层次，需要双方下大力气解决一些深层次问

题，特别是政治互信缺失和国民感情薄弱这两大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做好这两项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和重要，这就需要双方相向而行，

共同付出更大努力。

中日关系对双方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新的国际地区形势下，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但不会下降，而且会日益上升；中日间的共同利益不但

没有减少，而且会日益增多。越是在两国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越是要

重视和维护大局、着眼长远，大力加强各领域对话、交流与合作，努力扩大

积极面，缩小消极面，以正压邪，要让健康和积极因素在中日关系中始终占

据主导。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坚持奉行中日友好政策，始终把中日

关系放在外交全局的重要位置。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双方应总结过

去，展望未来，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

重要共识，共同开创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互惠

关系新局面。当前，应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
际，双方应总结过去，展望
未来，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两国领
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
开创相互信任、相互尊重、
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
互惠关系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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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增进政治互信，妥善处理有关敏感问题

建立政治互信关键在于，彼此要从战略上全面、正确、客观、理性认识

对方的发展，切实将对方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要相互奉行积极友

好的政策，切实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要彻底摒弃冷战零和思维，

促进安全领域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为此，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和接触，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不竭政治动力；

要加强战略对话和外交当局之间的对话，及时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各

自内外政策和发展走向进行深入对话与沟通；要加强政党和议会交流，坦诚

沟通，凝聚和扩大共识；要推进防务安全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着力化

解彼此疑虑，防止战略误判。

我想强调的是，在重大敏感问题上，要始终以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为重，抓好局势管控，根据双方有关共识和谅解特别是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的精神，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方向，对损害双方政治互信和国民

感情的行为予以坚决阻止。

第二，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

中日依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互补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中国经济

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日本带来重要商机，日本先进的产业科

技和经济社会管理经验，值得中国长期学习借鉴。双方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

加强双向对等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不断夯实两国关系的经济

基础。要继续加强绿色低碳、节能环保、高新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

努力推动大项目合作，实现经贸合作由量到质的提升。双方还可积极探讨医

疗、养老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为两国经贸合作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中日加强

财政金融合作，有利于维护两国、本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稳定，有利于两国各

自经济的健康发展。去年年底，两国领导人就加强金融合作达成五点共识。

今年6月1日起，两国启动人民币和日元直接交易，这是一个战略合作亮点，

标志着中日金融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对深化双边经贸合作意义重大。双方

应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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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力开展人文交流，改善国民感情

据报道，由日本言论 NPO 和中国日报社共同举行的第八次“中日关系

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国约80% 受访者均认为中日关系十分重要，多数人

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差强人意，84.3% 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64.5%
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负面印象。这表明两国关系现状同两国人民的期待还

有很大距离。

民调数据固然是参考性的，但仍值得重视，特别是需要结合实际做具体

分析，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做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当前中日关系问题和困难确

实比较突出，但基本面没有改变，和平与合作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邦交正

常化40年来成就巨大，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日本朝野各

界尤其是经济界和地方都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两国民众都普遍认为中日关系

十分重要。因此，发展中日关系仍有牢固的基础和良好的条件。我认为，双

方既要增强紧迫感，更要增强自信和耐心，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多管齐下，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扭转国民感情下滑局面。

双方要继续办好“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系列活动，维护邦交正常化40
周年友好气氛。要抓住青少年、媒体、社科工作者和中青年干部等重点群体，

扩大相关领域交流，推动他们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发挥桥梁作用。要充分挖

掘中日历史文化渊源和东方价值理念，用好现代流行文化和创意产业合作等

抓手，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动人心弦的交流，大力推动国民交流走向

草根阶层，使两国更多民众在“新的相遇”中建立起“心的纽带”。要共同

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多向媒体提供积极、正面、客观的信息，帮助两

国民众增进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第四，加强地区层面的沟通、协调和合作，走携手振兴亚洲之路

亚洲是中日两国安身立命之所，是两国发展的共同战略依托。在亚洲崛

起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中日各领域合作空间持续增大。作为本地区主要大

国，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协调合作，寻求更多的利益交汇点。要在涉

及地区合作未来格局的重大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勾画亚洲未来发展蓝

图。要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东亚自贸区建设，

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探讨在互联互通建设、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等方面开展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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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合作，推动区域合作沿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共同致力于推动六方会

谈进程和东北亚和平机制建设，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为本地区长治久安

做出贡献。

第五，在全球课题上开展更多良性互动与合作，共同为世界的
稳定、发展和繁荣做出应有贡献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世界各国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课题和挑战，任何一

国都无力单独应对，国际社会正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负

有重要责任。在欧美经济复苏乏力，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形势下，双方

应充分利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平

台，就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等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领域相互支持。在实现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传

染性疾病等全球性课题方面开展合作。中日同为资源能源进口大国，两国相

关企业应在资源开发、定价、运输等方面开展战略性合作。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对我们运筹发展中日关系很有启迪。我深信，

只要双方认清大势、顺应潮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

关系，牢牢把握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方向，就一定能够实现两国

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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