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缔约30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

金熙德

内容提要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0 年来

,

两国关系经历 了一个螺

旋式上升的发展周期
,

其中包含着政治
、

经济
、

心理与舆论等领域之间既同

步又非对称发展的周期
。

2 00 8 年 5 月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

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两国关系做了重新定位和定向
。

但是要把走向
“

双赢
”

的目标变为现实
,

则依然任重而道远
。

关 键 词 : 中日关系 和平友好条约 政治周期 第四个政治文件

200 8 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0 周年
。

30 年来
,

中日关

系有了空前的发展
,

同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
,

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动态演

进的局面
。

本文旨在勾勒出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
,

概括和总结

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

并对下一个 30 年的中日关系做一展望
。

(一 ) 19 7 2一1 9 7 8 年
:
从复交到缔约 的

“ 6 年
”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
,

周总理曾就中日关系问题多次提到
“

先

复交
、

后缔约
”

的
“

分两步走
”

设想
。

¹ 19 72 年 9 月
,

中 日以发表

《中日联合声明》的方式实现了复交
。

其后
,

根据该声明第八条的规

定
,

缔约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

孰料
,

本应顺理成章的中日缔约
,

却

在
“

反霸条款
”

问题上卡了壳
。

所谓
“

反霸条款
” ,

是 《中 日联合声明》中已写人的如下一段话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

¹ 参见张香山
:
《邓小平同志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回忆邓小平》 (上 )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19 9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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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
,

每一方都反对任

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 ”

中方主张把这一条文写

入条约
,

而日方对此提出了异议
,

双方缔约进程竟然花费了六年的时

间
。

究其原因
,

中日缔约过程受到了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

1
.

国际环境的波动
。

,’6 年
”

前期
,

苏联因素成为阻碍中日缔约的主要因素; “

6 年
”

后

期
,

美国发挥了推动中日缔约的关键性作用
。

19 74 年
,

缔约问题提到了中日两国的议事日程
。

但是
,

缔约谈判

很快就在
“

反霸条款
”

上搁浅
。

日方之所以对这一条文提出异议
,

首

先是基于对当时美苏缓和局势的评估和欲缓解苏联疑虑的愿望
。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

美苏争霸和军备竞赛出现了
“

苏攻美守
”

态势
,

美国变得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

19 78 年 5 月
,

卡特总统明确表示希望 日中尽快缔约
。

此举促使福田首相在日中缔约问

题上变得更加积极
。

2
.

日本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变化
。

197 4 年 11 月 26 日
,

田中角荣首相因涉嫌
“

资金来源问题
”

而宣

布辞职
。

12 月 9 日三木武夫组阁
。

三木内阁着手修补 日台关系
,

并十

分顾忌来自苏联的压力
,

因而对 日中缔约采取了消极态度
。

19 76 年 12 月成立的福田内阁标榜
“

全方位外交
” ,

在最重视 日美

关系的同时
,

在中苏之间采取了
“

等距离
”

姿态
。

到了 19 77 年秋季
,

由于 日苏关系迟迟未能得到改善
,

福田首相终

于决定把 日中缔约优先于对苏关系
。

同年 n 月改组内阁时
,

福田任命

积极主张日中缔约的园田直出任外相
,

取代了实现 日苏复交的鸿山一郎

的长子鸡山威一郎
。

3
.

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演变
。

中方始终主张把
“

反霸条款
”

写入中日和约
,

但其具体应对方式

则逐渐转向对日方立场给予照顾的灵活方针
。

19 7 3 年邓小平复出后积极推进了对 日友好政策
,

但于 1 9 7 6 年 4 月

又被停职
。

在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下
,

中国在对日缔约谈判中的回旋余

地十分狭小
。

19 76 年 10 月
, “

四人帮
”

被粉碎
。

19 77 年 7 月邓小平再

次复出后
,

强有力地推动了中日缔约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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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日在缔约谈判中的相互作用
。

19 74 年 9 月 26 日
,

乔冠华副外长致函木村俊夫外相
,

提议开始缔

约谈判
,

得到 日方的同意
。

1974 年 n 月 ro 日起
,

中日举行了十几轮

缔约预备性谈判
,

但终因
“

反霸条款
”

问题而陷于僵局
。
¹ 19 75 年 5 月

初
,

缔约预备性谈判中断
。

197 6 年 12 月 24 日继三木武夫组阁的福 田赳夫
,

在 日中缔约问题

上比三木更加积极
。 197 7 年 7 月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后

,

表示要加

快实现中日缔约
。 197 7 年 9 月 10 日

,

邓小平在会见 日本友人时表示
,

“

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
,

不要很多时间
。

所谓一秒钟
,

就

是两个字
‘

签订 ”
, 。 197 8 年 1 月 21 日

,

福田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

示
: “

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

福田赞同把
“

反霸条款
”

写人条约正文
,

但主张增加
“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

的
“

第三

国条款
” ,

中方给予了积极回应
。

19 78 年 5 月 3 日
,

卡特对来访的福田表示
,

希望中日早 日缔约
。

福

田由此就恢复缔约谈判下了决心
,

并积极说服了自民党内的
“

慎重派
” 。

197 8 年 7 月 21 日起
,

中日恢复缔约谈判并进行了 巧 轮谈判
。

同年

8 月 12 日下午
,

中日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 《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
。

该条约于 8 月 16 日在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

ro 月 16 日和 18 日

分别在 日本众参两院通过
。

197 8 年 ro 月 22 日
,

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

日
。

10 月 23 日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举行
,

邓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出席了仪式
,

条约由此正式生效
。

代表中国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

交部长黄华曾说
,

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

友好条约
,

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
,

是真正反

映了两国人民意愿
、

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
。
º

(二 ) 19 7 8一200 8 年
: 四个

“30 年
”

的 内在联系

200 8 年
,

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
,

也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

¹ 参见张香山
:

出版社
,

19 98 年
。

º 参见徐敦信
:

4 月 28 日
。

《邓小平同志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回忆邓小平》 (上 )
,

中央文献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从法律上巩固政治基础》
,

《人民日报》200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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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0 周年
,

同时也是邓小平访 日 30 周年
。

这三个 30 周年的重叠并非

偶然
,

而是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

在 19 78 年 10 月访日期间
,

邓小平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
,

深切

感受到了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
。

邓小平从二战后 日本的经济与

社会发展中借鉴了许多重要思路
。

比如设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
“

三步

走
” 、 “

翻两番
”

的战略目标
,

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人均 800 一10 00 美元

的指标
,

还有引进先进设备
、

进口高品位原料
、

创建上海宝钢等
。

中国

的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也是借鉴了日本的做法
,

如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
,

扩大对公共事业的投资
,

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

在邓小平的直

接倡导下
,

学习 日本的经济管理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
,

成为席卷中国的

一大潮流
。

19 7 8 年 12 月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以

改革开放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路线
。

三个
“

30 年
”

启动了第四个
“

30 年
” 。

1979 年 12 月 5 日大平正芳

首相应邀开始访华时
,

向中方做了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资金即日元贷款的

承诺
。

在中国急需外汇之际
,

日元贷款发挥了
“

雪中送炭
”

的作用
。

回首缔约以来的 30 年
,

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周

期
,

其中包含着各交往领域之间既同步又非对称发展的周期
。

(一 ) 政治周期
: 和平友好一政冷低谷一新的暖春

复交和缔约
,

推动 20 世纪 70 一80 年代的中日关系进人了堪称
“

蜜

月期
”

的历史上最好时期
。

这一时期
,

中日间在历史
、

领土
、

台湾
、

经

贸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摩擦
,

但这些摩擦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和及时解决
。

19 93 年以后
,

中日关系逐渐出现了重新调整的波动局面
。

这种局

面的出现
,

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

国际环境变化是其外部原因
。

苏联解体
、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
,

美

国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的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
,

开始加大
“

扶 日抑

华
”

的力度
,

日本也以
“

挟美制华
”

方针与美国互相呼应
。

日本政治变化是重要原因
。

1993 年
,

日本政治的
“
1 9 5 5 年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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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
,

以社会党为主要代表的
“

革新势力
”

衰落
,

出现了
“

政界总保

守化
”

趋势
。

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
、

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
、

否定东

京审判的势力空前得势
,

1972 年 《中日联合声明》和 《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的政治底线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

中日双方条件变化是重要基础
。

第一
,

随着中国国力不断追赶 日

本
, “

中日两强
”

局面初现轮廓
,

中日竞争心理 日益增大 ; 第二
,

中日

“

联合制苏
”

的战略环境消失
,

两国在政治与安全上的矛盾开始显现 ;

第三
,

两国舆论的相互作用日益密切化
、

敏感化
,

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

和感情出现负面变化
。

以此为背景
,

中日间在历史
、

台湾
、

安全
、

领土与海域
、

经贸与经

援等五大领域频频发生摩擦
。

19 95 一19% 年
,

中日关系陷人复交以来

的最低谷
,

出现了第一次
“

政冷经热
”

局面
。

¹

1997一 1998 年
,

中日关系出现了
“

回暖
”

趋势
。

19 98 年 11 月
,

中

日两国首脑就
“

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

达成了共识
,

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 《中日联合宣言》
。

1999 一20 0() 年
,

中日关

系在
“

回暖
”

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

200 1 年以来
,

中日政治关系主要因小泉纯一郎首相五年间六次参

拜靖国神社而陷人比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那次更冷
、

更长的第二次

“

政冷
”

低谷
。

小泉推行五年多的
“

参拜政治
” ,

使 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
,

使其

海外经济利益严重受损
。

日本社会出现了
“

参拜疲劳
”

症状
。º 20 06

年 9 月 26 日当选新首相的安倍晋三
,

上任伊始就修正了小泉路线
,

表

示坚持反省历史的立场
,

并表示希望最先访问中国
。

同年 10 月 4 日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宣布
: “

中日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

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
。

鉴此
,

应中国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
,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将于 10 月 8 日至

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中国学者们开始使用
“

政冷经热
”

这一概念
。

如笔者在接受

《中国大学生》杂志采访时说道
: “

70 年代中日建交后
,

在
‘

和平友好
’

外交政策支配下
,

双

方处于友好和合作时期
。

但现今中日关系出现了新情况
,

突出表现为
‘

经热政冷
’

和
‘

相互

猜疑
’ 。”

(《中日青年相互了解吗?》
,

《中国大学生》19 97 年第 9 期
。

)
º 参见金熙德

:
《该全面盘点小泉政治了》

,

《环球时报》200 6 年 6 月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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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 ”

20 06 年 10 月 8 日至 9 日
,

安倍首相应邀访华
,

与中国领导人举行

了会谈
。

这次访问标志着中日首脑互访因小泉执政期间连年
“

参拜
”

而中断五年后得以恢复
,

因而被称作
“

破冰之旅
” 。

安倍首相建议两国

建立
“

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 ,

中国领导人欣然予以接受
。

20 06 年 4 月 n 日至 13 日
,

温家宝总理对 日本进行了
“

融冰之

旅
” 。

温总理与安倍首相就两国间
“

战略互惠关系
”

的基本精神和基本

内涵达成了共识
,

并拟订了具体落实计划
。

在中日关系
“

回暖
”

进程 中
,

依然存在着一些
“

制冷
”

因素
。

20 07 年 3 月 1 日
,

安倍首相发表否认当年 日军强征
“

随军慰安妇
”

罪

行的言论
。

安倍首相倡导建立的
‘

旧 美澳印价值观联盟
”

和麻生太郎

外相倡导建立的
“

自由与繁荣之弧
” ,

明显包含着针对中国的意图
。

20 07 年 7 月 29 日
,

自民党在第 21 届参议院选举中惨败
,

安倍首相

9 月 12 日宣布辞职
。

9 月 25 日
,

福田康夫当选新首相
。

福田明确表示
,

将不会在首相任内参拜靖国神社
。

出任首相伊始
,

他又决定在新版

《外交蓝皮书》中不写人
“

自由与繁荣之弧
”

的概念
,

因为这一外交方

针被视为具有
“

围堵中国
”

的意味
。

福田首相还明确否定了
“

中国威

胁论
” ,

并在访问美国时提出了
‘

旧美关系与亚洲外交共鸣
”

的外交理

念
。

2007 年 12 月 27 日至 30 日
,

福田首相对中国进行了被称为
“

迎春

之旅
”

的访问
。

20 08 年 5 月
,

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
“

暖春之旅
” ,

与福田首相

一道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定位和定向
。

(二 ) 经济周期
: 日本拉动中国一中国拉动 日本一中日对等合作

中日复交
、

缔约的70 年代
,

两国关系出现了
“

以政带经
” 、 “

政经

互促
”

的新局面
。

197 8 年 12 月
,

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

路线
。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学习和借鉴 日本的经验
、

引进 日本的

技术与资金的思路
。

19 79 年 12 月
,

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以 日元贷款为中心 的政府开发

援助资金
。

在中国急需外汇之际
,

日元贷款发挥了
“

雪中送炭
”

的作

用
。

中日经贸关系以贸易
、

投资
、

经援为三大支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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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改革开放 30 年
,

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其中也有 日本政府

资金合作的一份功劳
。

就经济周期而言
,

先是 日本发挥了拉动中国经济的作用
。

从 20 世

纪 70 一80 年代
,

中国经济对 日本的依赖程度很高
,

日本经济对中国的

依赖程度较小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

中国经济腾飞和日本经济萧

条形成了鲜明对照
, “

中国特需
”

对 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 日益明显
。

在 20 世纪 70 一80 年代
,

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十分明显
。

90

年代以后
,

两国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
、

市场化程度 日益提高
,

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大减弱
, “

政冷
”

局面也未能完全阻挡
“

经热
”

势头
。

(三 ) 心理与典论周期
:
友好氛围高涨一相互感情恶化一重新认识

对方

在中日友好氛围高涨的
“

蜜月期
” ,

中日关系进人了以友好感情为

驱动力的发展阶段
。

但是
,

这种热情逐渐减退
,

加上两国在历史认识等

问题上陷于
“

政冷期
” ,

中日民众情感和舆论氛围不断恶化
。

民意调查

显示
,

中国民众对 日本的好感度在 90 年代中期的
“

政冷期
”

严重滑

坡
,

在 200 1一2 006 年的
“

政冷期
”

则更是降至 ro % 以下
。

¹ 日本民众

对中国的好感度也由 80 年代的约 80 % 降到了近年来的 30 % 一礴。%
。

º

中日民众感情恶化的背后
,

既有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
,

也有两国交

往增加
、

相互信息增多的原因
。

随着政治摩擦频发和人员交往的增多
,

双方都把望远镜换成了显微镜
,

友好心理被
“

敢说
‘

不 ”
,

的冷酷心态

所取代
,

陷人相互批判对方缺点的恶性循环
。

然而
,

这也许是两国民众

走人相互理解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

最近两年
,

两国相互理解和情感

互动
,

已开始逐渐趋向冷静
、

理性和客观
。

( 四 ) 正
、

反
、

合
:
从非对称发展转向良性互动

回首过去的 30 余年
,

中日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既相互影响
,

又各

自独立
,

时而良性互动
,

时而恶性循环
。

从复交到 70 年代末
,

是在
“

政治拉动
” 、 “

政府主导
” 、 “

由上而

¹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进行的三次
“

中日舆论调查
”

结果
,

载 《日本学刊》

200 2 年第 6 期
、

2仪阵 年第 6 期
、 2(X巧年第 6 期

。

º 『外交‘乙阴寸石世湍碉查 』
、

ht tp :
刀~

8
. c ao

.

go
.

j训 su rv ey /i nd ex 一 gal
.

h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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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的框架下
,

以
“

政热
、

经温
、

民暖
”

为特征的时期
。

中日最高层

一起开启了正常交往的大门
,

为经济与文化交流扫清了政治障碍
,

民众

之间的友好氛围也随之稳步高涨
。

从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
,

是在
“

以官带民
” 、 “

政经互促
” 、 “

上

下结合
”

的框架下
,

以
“

政
、

经
、

民同热
”

为特征的时期
。

复交与缔

约
、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并把 日本视为现代化建设的学习对象
,

这些因素

促使中日民间友好氛围进一步高涨
。

从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头几年
,

是在
“

官民互动
” 、 “

政经背离
” 、

“

上下错位
”

的框架下
,

以
“

政冷
、

经热
、

民凉
”

为特征的时期
。

以内

外环境的变化为背景
,

中日关系进人了重新调整期
。

2 0 06 年以来中日关系的
“

回暖
”

进程及
“

暖春
”

局面
,

是
“

政治

拉动
” 、 “

政府主导
” 、 “

由上而下
”

框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
,

是

经过 90 年代中期以来
“

政冷
”

与
“

民凉
”

恶性循环的
“

失去的十年
”

后
,

中日高层联手扭转相互关系滑坡趋势的结果
。

经过两年来的悉心推

动
,

中日关系出现了
“

政暖
、

经热
、

民温
”

的态势
。

如何把
“

政治拉动
”

下出现的良好苗头转变成
“

政
、

经
、

民良性

互促
” ,

特别是两国社会对社会
、

人民对人民的关系不断走向成熟
,

这

是未来 30 年中日关系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

2008 年 5 月 7 日
,

胡锦涛主席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了中 日间第四

个政治文件—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 “

全

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

由此正式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总体目标
。

双方

还发表了补充文件
—

《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

闻公报》
,

其中涵盖了 70 项合作项目
。

新政治文件指出
: “

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
。 ”

基于这

一精神
,

这份文件贯穿着一条红线
,

那就是体现了向前看
、

不纠缠于老

问题的精神
,

着眼于推动共同利益
、

实现双赢合作
。

关于历史问题
,

新

联合声明的表述是
: “

双方决心正视历史
、

面向未来
,

不断开创中日战

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 ”

关于台湾问题
,

新文件采用了如下确认性表述
:

一 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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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方重申
,

继续坚持在 《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 ”

在这一恰如其分的原则性表述以外
,

这份按中文文本约两千字的声明
,

把主要篇幅用于阐述加强相互合作的内容
。

另外
,

中日还在其他主要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

在东海问题上
,

两国领导人在会见记者时都明确表示
“

取得了重要进展
” 。

新文件还指

出
: “

中方表示重视 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 , “

中方对 日朝解决有

关问题
,

实现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和支持
” , “

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

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
,

不断加强对在长期交流中

共同培育
、

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 。

双方还就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合作

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
,

包括进一步扩大军事交流
、

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

合作等
。

迄今为止
,

中日已发表了四个政治文件
,

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

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有区别
。

1972 年的 《中日联合声明》
,

使中日关系从

长期战争和冷战状态中摆脱出来
。

19 78 年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从

法律上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

1998 年的 《中日联合宣言》
,

对冷

战后新环境下的中 日关系做了重新定位
。

而本次的新 《中日联合声

明》
,

则在继承前三个文件
、

融进 2 006 一2 007 年两个联合新闻公报内容

的基础上
,

为今后的中日关系做了定位与定向
。

中日关系走出了在矛盾问题上陷于僵局
、

在情感碰撞中耗费精力的

恶性循环
,

开创了增进友好感情与推动共同利益良胜互动的新局面 ; 从
“

解决矛盾型
”

关系转向
“

发展利益型
”

关系 ; 从
“

破冰
”

以来 的

“

恢复性发展
”

阶段进人了在
“

暖春
”

下的
“

实质性发展
”

阶段
。

胡主席访日
,

开启了中日关系新一轮发展周期
。

2 0 0 8 年中日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现象
,

呈现出进展与停滞
、

偶

然现象与必然趋势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

在
“
5

·

12
”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
,

日本各界积极娠灾的姿态给中国

民众留下了良好印象
,

特别是日本救援队文明敬业的风貌赢得了尊敬和

感谢
。

以往动辄相互讥讽的中日因特网论坛
,

5 月以来出现了大量善意

的相互评论
。

然而
,

围绕
“

中国输 日饺子中毒事件
” 、 ‘

旧本 自卫队飞机是否应

飞入中国灾区
”

等问题的两国舆论反应表明
,

高层和政府促成的
“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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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

尚缺乏坚实而成熟的民众感情基础
。

20 08 年 6 月 18 日
,

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达成的
“

6
·

18 共识
” ,

在中日两国各界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响
。

一方面
,

双方舆论对两国间这

一旷日持久的磋商迈出打破僵局的第一步表示欢迎 ; 另一方面
,

两国舆

论都对本国在这一共识中做出的让步表现出颇为激烈的反应
。

200 8 年 6 月 24 日至 28 日
,

日本自卫队舰艇
“

涟
”

号导弹驱逐舰

对广东省湛江港进行了访问
。

此次访问是对 200 7 年 11 月中国海军
“

深

圳
”

号驱逐舰对 日访问的回访
,

也是中日防务交流的又一重要进展
。

在 20 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和各个赛场上
,

中国观众始终给 日

本运动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声援
。

这些情景与 20 05 年中国观众对 日本

足球队喝倒彩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
。

这些最新动态表明
,

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空前复杂的互动框架之

中
。

其显著特点是
:

高层互访催生暖春
,

民间感情乍暖还寒
,

互惠合作

稳步发展
,

战略和解尚需时日
。

在这一局面下
,

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应

与两国舆论的缓解和民意的改善同步前行
,

过于急进或过于保守都将导

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

当前
,

构建
“

战略互惠关系
”

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目标
。

中日

关系
“

回暖
”

进程的基本目标
,

将是力求实现合作大于竞争
、

共同利

益大于相互矛盾的局面
。

为此
,

需要两国政府
、

有识之士以及民众共同

做出积极努力
。

近年来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
,

归根结底就在于缺乏政治互信
。

中日

双方究竟是把对方视为 21 世纪的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 选择后者
,

是中日真正走向战略互惠的关键
。

胡锦涛主席访 日期间中日达成的重要

共识是
:
两国互为合作伙伴

,

互不构成威胁
,

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

展 ; 中日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
,

决定为地区与世界和平
、

稳定与发展

做出贡献
。

增进政治互信
、

加强互利合作
,

是这个共识的核心所在
。

中

日决心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
,

就意味着双方都准备以平常心来接受

对方的
“

和平崛起
” 。

这显然是中日关系相互定位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

如能始终贯彻下去
,

势必对东亚合作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

中日间存在矛盾是一个客观现实
,

关键就在于能否控制矛盾
、

发展

共同利益
。

中日双方不能总是在如何分割一块面包的
“

零和游戏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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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劲
,

而是应把主要精力转到如何把面包做大的
“

正和游戏
”

或
“

共

赢游戏
”

上来
。

在东海问题上
,

把划界问题与
“

共同开发
”

区分开来同时加以推

动
,

是一个
“

双赢
”

的选择
。

在 日本关切的
“

人常
”

问题上
,

中日将

在联合国改革得到进展
、

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

两国舆论持续升温的过程

中
,

继续扩大共识
。

在防务交流和国际合作等以往合作步伐相对缓慢的

领域
,

中日有望继续转变观念
,

继续提升相互关系
。

中日经贸关系已到

了升级换代的转折点
,

对此两国的合作思路已 日趋清晰
,

那就是要在节

能
、

环保
、

大型互利项目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上加大力度
。

中日关系应立足于理智与情感的良性互动之上
。

缺乏共同利益基础

的友好感情是脆弱的
,

而建立在单纯利益计算之上的物化关系也不会是

稳固的
。 “

中日友好
,

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
。 ”

这一中国领导层反

复强调的语句
,

将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句至理名言
。

中日关系正 日益走向

社会对社会
、

民众对民众的大众交流时代
,

日本首相交替所产生影响将

继续相对减弱
。

在已经迎来
“

暖春
”

的中日关系大环境下
,

日本国内的
“

中国威胁论
” 、 “

中国异质论
”

等负面话语体系已摇摇欲坠
。

因此
,

不管

日本政局如何演变
,

中日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有望得到维护和发展
。

随着两国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
,

中日关系变得

日益复杂
,

影响这对关系的变数 日益增多
,

因而仅靠一种渠道或单一方

法来解决中日间结构性问题将变得日益困难
。

因此
,

未来中日关系的发

展进程
,

势必将是政治
、

安全
、

经济
、

文化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曲折
、

渐进的过程
。

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

已经有了走向
“

双赢
”

的目标
。

但就目前而言
,

这还仅仅是个 目标
。

要把它变为现实
,

则依然任重而道

远
。

如何把接受对方的
“

和平崛起
”

落实到各 自战略调整中
,

是一个

十分艰巨的课题
。

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

其各 自国内都还存

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
,

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还十分

薄弱
,

今后两国间还可能掀起政治风浪
。

对未来的中日关系
,

既要看到

乐观的条件
,

也要充分考虑到不确定因素
,

未雨绸缪
,

趋利避害
,

争取

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和平发展
。

(责任编辑
:
夏 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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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晃乙戟援日本内企桨杭治

卓推漠

粗撤支配希吐
、

企案毓治内核心周题力f企巢刃革新活勤矛南勺
、

子 匕万革新刃7o

口七又力‘蓄精性
·

集团性上不榷定性的特微 全持。 胜主张才乙
。

革新企案内毓治忆

准三。刃条件力
‘

必要亡南日
、

才含打鸟
、

财移承错
、

粗戳稠整己怒营者内意思决定

分南乙
。

三者内拮合(东
、

革新7o 口七 又内肝心仓投人分南乙知藏艺资金忆对寸乙支

配亡南6 力‘
、

市塌入内支配分 (止含、
、 。

日本的株式相互持合、
、 、

了了夕 , f 夕 夕
、

籍

身雇用 匕畏期的取引阴保(立
、

粗撤支配的相互拮合仓支之乙有劝仓制度装置分南

石
。

今援
、

日本企案内革新奎支之万‘、 <制度装置吐
、

祖概支配上市塌支配力; 上 9

高、“卜 叹沙分。有楼的仓融合于南毛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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