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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

田 庆 立

(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天津 300191)

[摘  要 ] 20世纪 80年代,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体现为如下战略意图: 从国家安全层面看, 与中国的积极合作

能够有效地遏制和抗衡前苏联的扩张,形成日、美、中对抗前苏联威胁的态势; 基于经济战略上的考量, 通过对

中国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可以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进军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 从情感因素方面

考虑, 日本政界人士对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普遍抱有 /负罪感0, 通过对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进行某种补偿,成

为推动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促动因素之一。总之,对日本决策者而言,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是贯彻和落实其综

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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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 5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6,

标志着两国正式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和平友好关

系。自 1979年大平首相访华后, 日本决定向中国

提供日元贷款,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进

行密切合作,逐步确立起中日互惠合作体制,出现

了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 /蜜月时期 0。 20世纪 80

年代, 日本政界人士是如何认知中国的,日本开展

对华合作究竟包含哪些战略因素, 无疑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基于安全战略考量的对华合作

  首先, 在 20世纪 70年代中苏对立冷战格局

下,日本通过选择与中国缔结 5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 6,客观上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日、美、中联合

对抗前苏联 /扩张主义 0的 /统一战线 0。尽管日

本为避免过度刺激前苏联而疏于承认这一观点,

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和日本之间之所以在 20世纪

七八十年代维持一种稳定的 /友好 0关系,遏制前

苏联的过度扩张这一共同战略目标,无疑起到了

重要的 /黏合剂0作用。日本、中国问题专家国分

良成指出: /中美两国与日本将苏联视为共同的

对抗目标,实际上形成了战略性合作关系。后来

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这成为日美中关系保持

稳定的最大理由。0 [ 1]

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 越南入侵柬埔寨,

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扩张态势,西方阵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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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受到巨大冲击和强烈震撼。由于前苏联扩张

的矛头直接指向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海上能源运

输线, 对广义上的日本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使

日本在北南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前苏联扩张的威胁

感受到巨大压力。对此, 大平内阁对日本的对外

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日本政府谴责前苏联入侵

阿富汗,特别强调了增进日美合作及日本与自由

主义各国团结的必要性, 决定对前苏联实施经济

制裁, 并增加对巴基斯坦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援助,

以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日本政界人士认为, 在

国际形势变化的时代, 日本的对外政策不能八面

讨好, 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日本必须首先同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保持团结和协调,特别是坚持

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基轴的日美合作关系, 防止中

苏和解以造成 /东西方平衡的大崩溃 0, 强调 /日

美欧加强对华合作 0, /把中国拉进西方阵营中

来 0 [ 2 ]。 20世纪 80年代初,外务省的秘密报告

指出: 日本必须与西方国家统一对苏政策立场,采

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和措施遏制前苏联的扩张势

头,并按照国家的实力平均分担与前苏联对抗的

战略成本。[ 3]

1980年 5月, 中国研究会发表了 5中国备忘

录 6,供议员们参考阅读,实际上是由中曾根康弘

起草的,反映了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整体

认识, 其中对邓小平以后的时代做了预测和展望,

关于中国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问题写道: /最近

提出的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的问题,无疑是源自

去年年初,中美合作以对苏战略为目标而发出的。

日本处于中美两个军事强国之间而为 -脆弱的花

朵 . ,将会成为中美两国安全上的重大障碍。0 [ 4 ]

5中国备忘录 6还对中日两国的不同国情进行了

对比, 认为日本的国家战略是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同时为防范前苏联, 也需要同中国加强合作: /日

本应该面向美国及太平洋和东南亚方面谋求发

展,至于同大陆的关系,过度地参与和接近则很危

险,通常应该审慎地加以推进。近来有关日中合

作 -应进一步强化 .的呼声日高, 但需要警惕的

是,过度加强日中关系容易引起 -黄祸论 . 的误

解。但是,从现实问题上来看, 基于应对北方的考

虑,目前中国的存在及其采取的政策,事关我方世

界政策推进上的重要因素, 与之强化及维系永久

友好亲善关系也是我国国策的基本方针之

一。0 [ 4]

日本政界人士认为, 中国在经济上不稳定容

易导致政治动荡,引起路线变化,也可能 /倒向苏

联 0;中国的实力如强一些,中苏关系便可 /稳定0

在 /不战不和 0、/长期对立 0的状态。这样日本就

可借中国钳制前苏联, 抵住前苏联的威胁。日本

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日元贷款,正是基于

这种安全层面的战略考虑。

其次,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既可以确保中国的

稳定, 也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5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6写入反霸权条款,在各

国看来,是日本选择了中国而非前苏联,日本政界

人士的主流意图明显倾向于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提

供合作,但决策的背景绝不仅仅是期望中国经济

取得发展,而是有所谓的战略性判断。譬如,大平

访华前,外务省首脑向其传达了如下讯息: /整体

而言, 华国锋 ) 邓小平体制趋于稳固,但国内仍然

存在反对其路线的人士。如果今后出现影响华国

锋 ) 邓小平体制稳定的问题, 就可能给现代化计

划的国家目标带来挫折。推进现代化的现实路线

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来说,都是值得欢迎的政策。

对我国来说,为使奉行现实路线的中国持续发展

下去,应该继续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0 [ 5]同时对

大平访华的意义, 外务省的内部文件中反复出现

/确保中国的稳定发展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0的

字样。

日本外务省驻华公使 (时任 )宫本雄二曾在

文章中回顾当时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意图时指

出: /日本认为中国通过现代化实现繁荣和发展

对日本也有好处, 积极协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

助于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如此, 日本

还认为这有利于东亚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即基于 -一个更加富裕的中国的出现会使世界更

美好 .的认识。0 [ 6 ]日本驻华大使馆目贺田周一

郎公使认为,日本的发展, 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

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此,日本希

望通过 ODA方式,与周边国家合作, 共同营造一

个理想的环境。而作为最大邻国的中国,其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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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社会稳定, 对日本自身发展大有裨益。

/其理由不仅仅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

国,而且是为了维护日本自身的稳定与繁荣。0 [ 7]

日本政界人士加强对中国实施经济合作, 主

要基于政治判断,充分反映了日本的外交战略重

点和对外政策走向。当时日本政界中居主流的观

点是, 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确保中国的安全稳

定,为东亚稳定做贡献, 与日本的国家利益一致,

从而逐步引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体系。日本一部

分战略家认为, 日本支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有利

于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能够促使

中国走上西方的 /民主自由 0道路。这样,可以使

中国 /从力图打破现状的势力, 转变为维持现状

的势力。0 [ 8]大平正芳曾说: /如果中日处于敌对

关系, 日本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极其困难的事。从

这个角度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经济合作,对

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 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亿

日元。0 [ 9 ]

最后,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具有将中国拉入

西方阵营,防止中苏接近对西方形成威胁的战略

目的。日本最担心中苏两国握手言和,认为那对

日本的利益将是莫大的威胁。因此,日本试图通

过与中国建交、缔约, 拉住中国,尽可能使中苏两

国的对抗状态持续下去。福田赳夫在中日缔约谈

判恢复前访问美国时, 就曾向美国总统卡特坦率

地表达了这一意图。 1981年 5月, 铃木善幸首相

在美国明确说: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是一个开放

的国家,希望看到中国继续采取温和与合作的态

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 0, 并 /为

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

继续进行经济合作0, 以 /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

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0。[ 10]

1982年 6月, 铃木首相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

议时, 又向美欧重申, /由于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

合作0, 拉住了中国, 才使得中国 /面向西方 0, 这

是日本对西方世界做出的 /非军事性贡献 0。外

务省亚洲局长木内昭胤向一家杂志编辑部发表谈

话时称,中日关系发展的 /第一个重要意义 0在于

使 /中苏对立 0, 这对日本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

/幸运的 0。[ 11 ]

日本政界人士强化对华合作的实质是贯彻和

落实日本的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0, 随着经济实力

的增强,经济大国的地位趋于稳固, 于是开始追求

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而发展与中

国的关系,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以往单纯追随美

国的路线,增强外交自主性,同时还能达到防止中

苏接近的战略目的,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把开展

对华合作列为外交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二、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对华合作

  日本自 1979年开始主要通过 ODA的方式,

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对此

的认识是,通过密切与中国合作,贯彻 /综合安全

保障战略0, 确保能源渠道来源的多元化,通过务

实地开展经贸往来,拓展中国市场, 达到与欧美争

夺中国市场的目的。[ 12]

20世纪 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 使绝

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冲击。日本

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 /经济安

全 0和 /综合安全 0的重要课题, 因此十分重视发

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 1978年末, 外务省委托野

村综合研究所就对华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可行性和

必要性研究,并在野村研究所提交报告的基础上,

撰写了 5日中经济关系的长期展望6的文件。文

件中强调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 从中国进口能源

和资源,日中经贸关系具有互补性, 对日本的经济

安全拥有重要战略意义, 论证了日本对华提供

ODA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3]

自民党内以总裁大平正芳为首的主流派对向

中国提供 ODA持积极态度。 1979年 1月 19日,

大平首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迄今为止,

日中两国间的结算采取现金方式, 今后如不调整

信贷政策,大型项目就将难以推动。民间问题另

当别论,政府打算以进出口银行和海外合作基金

为后盾,推进大规模地对华经济合作。[ 14 ]自民党

内也有一部分人以注重对外协调为由主张 /慎

重 0,但由于日中政治、经济关系较为密切, 加之

以大平为首的领导层积极做工作, 使这种论调并

未形成气候。落实日本对华 ODA事宜的中方代

表肖向前写道: /中日关系在 1979年又有了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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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中国在此以前强调自力更生,既无内债,

又无外债,还未谈到从国外借款。但是大平任首

相后首先想到利用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 ODA )帮

助中国、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这恰好是中

国的需要。所以日本政府一提出, 中国即予以了

响应。0 [ 15]

1978年, 中日双方签订了总额达 200 ~ 300

亿美元的长期贸易合同, 商定中国向日本出口

1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 其中石油 4 710万吨、煤

炭 845~ 920万吨。[ 16]通产省通商政策局局长矢

野俊比古评论说: /考虑到现在的日中关系和日

本的国际环境, 这当然有助于确保能源和资源供

应的安全,同时也有利于资源和能源市场的多元

化 0,并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成套设备出口的广

阔市场。0 [ 16]从确保能源供应和拓展海外市场的

角度, 指出了进口中国能源所具有的经济安全意

义和扩大出口市场的作用。经团联能源政策委员

会委员长松根宗一也认为: /如果能在 4、5年内

按协定进口中国石油, , ,日本整个石油需求的

三分之一将从亚洲石油解决。如此,日本则无需

通过马六甲海峡 (进口能源 ) , 从而在政治和经济

上确保安全。0 [ 17]从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0的角度

论证了与中国进行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小竹一彰在分析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原

因时指出: /日本总结了战前采取保护主义经济

政策的教训,认为这种作法对国际市场的缩小有

不可回避的责任。进而认为如果现在以日本的经

济实力为背景,与中国发展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

对日本是有利的。0 [ 8]

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的合作, 最显著的

业绩就是自 1979年至 1986年的贷款记录, 7年

间共提供总额达 34亿美元 (按 1986年的汇率计

算 )的长期政府信用贷款, 而且返还条件比较优

惠,每当中国出现财政危机,甚或重点项目出现问

题时, 日本都会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加以响应。[ 18 ]

如果再加上由日本进出口银行及商业银行提供的

短期信用贷款,中国可利用的信用额度则达 200

亿美元。这些贷款无疑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发生了浓厚

兴趣。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横山宏章认为,日本与

中国加强合作包含着经济目的, /毋庸赘言, 拥有

众多人口和巨大市场,对日本来说具有潜在的魅

力。同时,如果邻居发生经济混乱, 大批流民和难

民涌入日本,日本的经济也会出现混乱。显然,最

为关键的是,为保持中国实现有条不紊地经济运

转,同中国进行合作, 对日本经济的稳定来说, 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0 [ 19 ]

20世纪 80年代, 日本政界人士的普遍认识

是,在经济建设上同中国积极合作, 有助于中国国

内的稳定,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的

发展和稳定就意味着亚洲的稳定, 加之美中关系

好转,会促进 /西方发达国家 0的整体利益。[ 20]另

一方面,日本经济界在对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上进

行反省的同时, 也对天然资源的供给源和长期来

看拥有无限魅力的中国市场寄予了很大希望。这

些基于对外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 成为推动日本

政界人士积极加强对华合作的重要动因。[ 21]

  三、基于情感因素考量的对华合作

  1972年 8月,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

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在 5中日联合声明 6

中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当时日本舆论纷纷

赞扬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诚友好态

度,不少日本人士表示: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

人民的这种宽宏大量,要真诚地与中国开展经济

合作。 5中日联合声明6表达了两国不愿让过去

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的决心, 它的象征便是 /日

中友好 0的大原则。对于日本方面来说, 中国方

面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虽是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前提

条件,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也使日本人有了一

定的潜在的负罪感,从而成为包括日元贷款在内

的对华经济合作的推进剂。[ 1 ]

在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

之际, 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

/知恩图报0的氛围。日本经济界领袖人物、新日

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建议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

日元低息长期贷款时,也提出中方没有要日本的

战争赔偿,应以此作为一种补偿。外务省官员也

承认:对华 ODA的提供以及日元贷款的优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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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都带有对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宽宏

大量给予回报的性质和意义。[ 22]通产省最先提

出对华日元贷款设想, 对落实该方案也最积极。

其理由是:第一, 主张以日元贷款促进成套设备的

对华出口和从中国进口能源资源; 第二, 主张 /对

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中国政府积极提供经济合

作 0。[ 23]曾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宇都宫德马

曾说过: /如果要日本拿出 500亿美元的赔款, 即

使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看,也需要 50年才能

付清, 那样将肯定阻碍日本经济发展,也不会有日

本的今天。这一点不应忘记。新中国之所以放弃

赔款要求,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珍视中

日友好,诚心诚意希望子孙后代友好下去。0 [ 24 ]

与此同时, 5读卖新闻 6也撰文称, /日本对东南

亚各国支付了战争赔偿,承担了道义责任,而中国

遭遇极大的灾难却放弃了赔偿, 所以讨论援助数

额时不应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相提并论。0 [ 25 ]

1983年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二批日元贷

款时, 社会党议员小林进认为: 从中国放弃战争赔

偿的角度考虑, 日本应该继续对中国提供日元贷

款和农业资金援助。[ 26]日本学者认为: /历史的

负债0成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以及对华提供 ODA

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27]由此可见,日本

的政界人士、财界人士及媒体和部分民众确实抱

有对华日元贷款与战争赔偿相关联的意愿。

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曾经指出:

/最近某份报纸报道, 园田直外相在众议院外务

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放弃赔偿请求, 日本方面如何

对应时表示, -对于中国现在正迫切实施的现代

化政策,我国应付诸诚意予以合作至为重要 . , 这

一报道强烈地体现出的意味在于, 对中国推进现

代化进行合作, 不仅停留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

作,在精神层面,也凝聚着支付赔偿的意义, 我认

为园田外相的这一发言也表达了全体国民的心

愿。0 [ 28]宫泽喜一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表示: /不久

以前的日中战争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麻烦, 战后

就是在持有这种心情的基础上恢复邦交的。当时

中国方面表示不向日本请求赔偿, 确实是做出的

重大决断。,,日中经济合作之所以以巨大规模

得以推进,就是在充分考虑到过去的各种经历的

基础上实施的, 而且也确实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发挥了作用。0 [ 29]

中国在开始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时, 日本经济

界和政治界的大多数人中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

认同, 即 /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放弃了战争赔

偿,因此日本也应该进行经济合作 0。某位日本

官僚在接受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艾伦 #怀廷的采访

时就明确地表示: /我们对中国怀有歉疚。由于

我们给中国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 必须对他们进

行援助。0 [ 18]

尽管日本各界人士在有关中国放弃战争赔偿

与日本提供对华援助具有密切关系上存在共识,

但日本政府在公开场合的一贯主张是,日本提供

的对华经济合作,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没有关系。

1979年,大平首相在国会答辩时明确否定了经济

合作与历史反省相关联的问题。[ 30 ]对此,社会党

议员板川正吾提出了如下质询: /日本国民曾在

战争期间对中国犯下的非人道的滔天罪行, 作为

某种反省,难道不应该对中国实施特别的经济合

作吗? 0大平表示: /从心情上来说, 并不是不理解

板川的意图 0, 但 /事实并非如此 0。继而大平指

出: /有关赔偿问题, 中国已作出决定不要求赔

偿。因此,赔偿问题已经获得了最终解决。因此,

那种立足于赔偿或转变为赔偿的想法来考虑中日

关系并不正确,我想那也不是中国的本意,今后的

中日关系应该遵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原则

锐意进取。0 [ 30]

外务省官员也反对将对华日元贷款视为对华

战争赔款的替代物。前驻美大使松永信雄认为:

/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

决定不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一事, 带给所有日本

人民的,不仅是对两位领导、而且也是对整个中国

和中国人民的高度评价和敬意。这件事跟日本对

华经济合作在法理上没有关系。但在日本政府决

定向中国提供经济合作的时候, 我们总是考虑到

中国的这一决定。0 [ 31]一方面承认中国放弃索赔

与日本对华 ODA的决策并非毫无关系,另一方面

又否认两者之间在法理上的联系。

当时日本政界人士的普遍认识是, 尽管拥有

对历史的反省和对中国的感谢情绪,但在现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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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宜采取与之剥离的经济合作的物质补偿方式,

或通过法律手续等来处理。这和中国以对历史的

反省为前提的思考方式迥然有异, 对此后的中日

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

中国学者朱凤岚认为, /中日两国对 ODA与

战争赔偿之所以曾经存在过 -暧昧认识 . ,是由于

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认为应该对放弃战争赔偿的

中国有所回报, 而普通中国国民也存在希望得到

日本友善回应的心理。这才导致双方在对华经济

援助问题上产生了些 - '默契 .。这种 -默契 .如没

有外力的催化,还有可能存在于某个层面,但一旦

遇到外力冲击,就会转化成一种反作用力。那些

正在寻机逃避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负疚感的日本

新生代政治家、学者和媒体正是利用了中方的明

确表态才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0 [ 32 ]无论从日本

政界人士的对华认识中, 还是当时日本国民对侵

华战争中的 /负罪感0来说, 日本对华合作中无疑

包含着这种情感因素, 只是日本政府基于国内政

治因素的考虑,才未予确认。这种中日双方心照

不宣的共识,是推动日本政界人士做出支持中国

改革开放、提供对华合作决策的因变量之一。

日本对华 ODA援助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建

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

技术管理水平落后的情况下, 其作用是非常明显

的。根据 1993年的资料,日元贷款在同期中国经

济领域新建项目中的资金比重分别为:电气化铁

路干线的 25% ,万吨级轮船泊位的 13%, 光纤通

信电缆的 16% ,发电装机容量的 11%, 化肥生产

的 56. 5%。在中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 从

1985年的 1. 54% ,提高到 1992年的 10. 41%。另

外,据截至 1998年 3月末的统计, 利用日元贷款

正在建设或已经完成的项目中, 占全国电气化铁

路的 35. 4% ( 4 600公里 )、轮船泊位的 12. 8%

( 60个 )、污水处理能力的 36. 4% (日处理量 400

万吨 )。[ 33]

总之,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合作认知主要是

基于安全、经济及情感等因素的考量而形成,日本

开展的对华合作,大体体现如下战略意图:从国家

安全层面看,与中国的积极合作能够有效地遏制

和抗衡前苏联的扩张,形成日、美、中对抗前苏联

威胁的态势。同时,保证中国稳定, 可以减缓来自

以往共产主义中国大陆进行围堵和盯防的压力,

而且通过密切交流和接触, 引导中国向民主主义

制度方向发展;基于经济战略上的考量,通过对中

国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 可以确保能源来

源的多元化和进军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 从情感

因素方面考虑, 日本政界人士对侵华战争中的罪

行普遍抱有 /负罪感0,通过对华援助与合作的方

式进行某种补偿, 成为推动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

促动因素之一。对日本决策者而言,日本开展对

华合作是贯彻和落实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

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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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 on the Strategic Factors That Japan Develop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 IAN Q ing- li

( Institute o f Japan S tudies, T ianjin A cadem y of Soc ia l Sc iences, T ian jin 300191, Ch ina)

Abstrac t: In the 1980 s', Japan s' strateg ic intentions in deve loping cooperation w ith Ch ina are as follow s: F rom the perspective o f

sta te security, taken an active cooperation w ith China cou ld effective ly conta in and counter the expansion of Sov iet Union. Based

on the econom y strategy, by prov iding cap ital and techno logy, Japan could insure the d iversity of its resources and en ter into Ch i2

na s' m arket that had lim itless potentia .l Think ing from emo tion facto rs, Japanese po liticians generally had sense o f guilty fo r the

invasion o f China, som e compensation in thew ay o f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becam e them a in push fac to rs tha tm ade Japan co2

opera te w ith China. In brie,f for Japanese po licy makers, deve loping cooperation w ith Ch ina was the im portant part in carry ing

out its integration security and safeguard strategy.

K eyW ords: Japan; coope ration w ith Ch ina; secur ity stra tegy; econom ic interest; em o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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