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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尸

就江永乙穿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仪式欢迎温家宝总理

作 为 战 略

互惠关系的基本

精神 两国将全

面发展在双边
、

地区及国际等各

层 次 的 互利 合

作
,

共 同 为 两

国
、

亚洲以及世

界作出贡献
,

在

此过程中相互获

得利益并扩大共

同利益
,

推动两

粼
月 日至 日

,

家宝总理成功访问

日本
。

这次访问恰逢中 日邦交正常

化 周年
,

受到 日本各界热烈欢

迎
,

真正成为一次融冰之旅
。

但中

日之间还存在一些分歧和问题
,

战

略互惠关系的真正建立还需双方共

同努力
。

温总理融冰之旅的三大亮点

其一
,

寻求合作
,

政府融冰
。

温

总理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
,

双方确

认
,

将继续遵循中 日三个政治文件

的各项原则
,

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和

台湾问题
。

安倍首相表示将谦虚地

对待历史问题
,

不搞
“

两个中国
” 、 “

一

中一台
” ,

不支持
“

台独
” 。

双方就建

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达成共识
。

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

中 日战略

互惠关系基本内涵包括 相互支持

和平发展
,

增进政治互信 深化互

利合作
,

实现共同发展 加强防务

对话与交流
,

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

稳定 加强人文交流
,

增进两国人

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 加强协调

与合作
,

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险课

题
。

双方决定推进以下行动计划

保持高层交往
,

安倍首相希望年内

访华 中 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正式

启动 两国外长就双边
、

地区和国

际 问题
,

加强 中 日 战略对话与合

作 中 国 国防部长将于今秋访 日
,

两国将尽早实现军舰互访
,

加强安

全对话
,

建立军事领域相互通报等

联络机制 加强人员往来和青少年

交流
,

日本年内派遣两万人组团访

华
,

今后 年将大规模邀请中国高

中生访 日 密切文化交流
,

双方将

在对方首都互设文化中心 加强节

能
、

煤炭
、

核能
,

以及防治水污染
、

建设循环型社会
、

防止大气污染
、

应对气候变化
、

防止海洋漂浮垃

圾
、

防治酸雨及沙尘暴等方面的合

作 积极开展农业合作
,

中方同意

进 口 日本大米
,

并继续协商相互进

出 口农产品问题 加强知识产权领

域的对话与合作
,

共同促进知识产

权运用与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

强金融领域
、

医药领域和信息通信

技术领域的合作 加强在刑事司法

领域合作
,

争取缔结中 日刑事司法

协助条约
、

引渡条约和被判刑人移

管条约
,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 双方

共同坚持使东海成为和平
、

合作
、

友好之海
,

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共同

开发
,

争取在今秋提出具体方案
。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合作方面
,

双方将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

与沟通
,

共同推进六方会谈
,

努力

通过对话协商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

化
,

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

针

对 日方就绑架问题的说明
,

中方对

有关人道主义关切表示理解和 同

情
,

希望这一问题早 日得到解决
,

日朝关系取得进展
,

并愿为此提供

当 弋健全弄
,

年漪吉 期 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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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协助

。

年 日本终止对华 日

元贷款后
,

中 日将讨论合作向第三

国提供援助问题
,

这将成为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联合援助相对落后

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尝试
,

对解决

南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其二
,

寻求理解
,

国会融冰
。

温

总理在 日本国会发表题为 《为了友

谊与合作 》的重要演讲
,

强调中 日

两国要和平共处
、

世代友好
、

平等

互利
、

共同发展
,

表明了中国永走

和平发展道路和建立和谐世界的决

心
。

温总理强调
,

要实现

日本人理解和接受
。

温总理首先肯

定了 日本政府和 日本领导人多次公

开承认侵略
,

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

反省和道歉
。

同时特别强调
“

我们

衷心希望 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

表态和承诺
” 。

谁都明白
,

所谓
“

实

际行动
”

就是指日本领导人不再做

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的事
。

日本煤体认为
,

温总理点到

为止
,

体现了对 日方的关照
。

当温

总理表示
,

对于 日本支持与帮助中

国现代化建设
, “

中国人民永远不

多项活动
,

体现了以情感人
、

以理

服人
、

以利和人
、

以德亲人的政治

魅力
,

像春雨后的一缕阳光
,

使 日

本各界对华友好感情迅速升温
。

战略互惠
,

就要做到增进

互信
,

履行承诺 顾全大

局
,

求同存异 着眼未来
,

加强交流 密切磋商
,

应对

挑战
。

整个演讲真诚友善
、

入情入理
,

既坚持了中方

立场和原则
,

又容易使 日

方产生内心共鸣
。

温总理说 中国老一

辈领导人曾多次指出
,

那

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由

极 少数军 国 主 义分子承

月 日
,

温家宝总理与安倍晋三首相
共同出席日中友好七 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担
,

广大 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

者
,

中国人民要同 日本人民友好相

处
。

战后有 名 日本孩子被遗弃

在中国
,

成为孤儿
。

饱受战争创伤

的中国人收留了他们
,

把他们从死

亡线上拯救出来
,

并抚育成人
。

此

时
,

鸦雀无声的会场顿时响起热烈

的掌声
。

人都有脆弱而极需父母养

育的孩提时代
,

凡是有良心的 日本

人若能设身处地
,

扣心 自问
,

都不

会不被当年这些 日本遗孤受到中国

养父母的抚育之恩而在内心深处感

受到震撼
。

关干靖国神社问题
,

温总理在

演讲中虽未直接提及
,

但更容易令

会忘记
”

时
,

再度赢得听众的掌声
。

演讲结束后
,

日本参议院议长扇千

景表示
,

温总理的演讲使 日本国会

的
“

冰
”

融化了
。

安倍首相也说
“

温

家宝总理在 国会发表 了精彩的演

说
,

历史会记住这一幕的
。 ”

其三
,

寻求友谊
,

民间融冰
。

从

东京
、

京都到大阪
,

从晨练
、

访问

农户到与 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
,

温

总理向 日本人民充分表达了中国政

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
。

在京都岚山

已故周恩来总理的石碑前
,

温总理

身体力行地向中 日两国青年发出殷

切期望 中 日友好一定要世代相传
。

温总理在访 日 小时内完成的

从中日
“

政冷
”

到融冰的背景分析

在中 日关系转暖后
,

要对未来

的中 日关系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
,

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和了解迄今中 日

关系出现
“

政冷
”

和形成冰点的原

因
。

一 前几年中 日关

系
”

政冷
”

的根源在于 日

本政治右倾化
,

直接原因

是小泉执政期间的不明智

之举
。

有人认为
,

中日关

系
“

政冷
”

的原因在于中

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
“

中

日两强并立
”

的结构性变

化
,

以及 日本民众心态不

适应这种变化
。

其实不尽

然
。

前几年导致中 日关系

冰冻的
“

政治寒流
” ,

主要

来 自冷战后 日本政治右倾

化思潮的蔓延和发展
,

以及 日本对

华政策的倒退
。

作为外部因素
,

冷

战后美 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

手
,

利用 日本制约
、

防范中国也不

容忽视
。

所谓 日本政治右倾化
,

主要是

指 日本保守政党中的右翼势力及其

主张在政界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

策的一种政治倾向
。

日本国内美化

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与
“

台湾帮
”

是一伙人
。

一旦他们得势
,

必然在

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
。

在历史问题上
,

他们有组织地美化

侵略历史
,

污蔑中国进行的爱国主

义教育是
“

反 日 ”

教育
,

把中 日矛

分 当 丫七 步界 年浦宵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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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对比发 二 中 日关系从

“

破冰
”

到
“

融

生 巨变
。

上世纪 冰
” ,

安倍首相采取明智之举至关

年代中期以 重要
。

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到一定

来
,

日本国 内原 程度必然会遭到 日本国内和国际社

有的左翼政党势 会的广泛抵制
。

力大为削弱
,

而 首先
,

小泉任内六次参拜靖国

⋯ 保守政党明显控 ,申社导致 日本同中国
、

韩国的关系

一 制了朝野
,

保守 跌入谷底
,

日本
“

国论两分
” ,

反对

政党内的右翼势 日本领导人参拜的 日本民意明显上

力则开始乘机兴 升
。

以 日本几位前首相和 《读卖新
风作浪

,

竭力美 闻 》主笔公开反对 日本领导人参拜

月 日
,

温家宝总理会见 日本明仁天皇 化侵略历史
,

不 靖国神社为标志
,

日本政界和媒体

断向战后国际体 出现
“

逆右倾化
”

趋势
。

盾归咎于中方
。

在台湾问题上
,

一 系和国际秩序发起挑战
。

小泉顽固 其次
,

小泉执政末期
,

美国开

方面伙同美国牵制中国
,

制造
“

中 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

并利用 日本民 始担心中 日矛盾激化
,

希望双方和

国威胁论
” ,

一方面明里暗里支持 众心态变化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与中 解
。

美国调查了靖国神社及附属的
“

台独
”

势力与大陆抗衡
。

在东海问 国抗衡
,

只不过是其个性特征在 日 游就馆
,

发现其中宣扬的战争观
、

题上
,

一方面干扰中方在没有争议 本政治右倾化大背景下的一种表 历史观与其说是针对中国的
,

不如

的中国大陆架开采油气资源
,

一方 现
。

另外
,

中 日两国作为能源进 口 说是针对美国的
。

日本首相参拜合

面授权 日本公司在有争议地区单独 国
,

在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上 祀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

勘探开发
。

现实利益矛盾增多
。

社
,

是对美国的战争观
、

历史观的

这些必然导致中 日难以建六互 面对这种挑战
,

中方为捍卫中 严重挑战
。

围绕历史认知问题
,

日

信关系
,

呈现所谓战略结构性矛 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进行有理有利 本右翼势力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

盾
,

造成 日本 民众对华亲近感下 有节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

有效 观冲突在所难免
。

去年以来
,

美国

降
,

对华戒心上升
。

结果出现了一 的
。

与此同时
,

中国政府着眼长远
,

政界和媒体在靖国神社
、 “

慰安妇
”

种恶性循环 越是中 日关系恶化
,

坚持从中 日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
,

等问题上对 日本政要错误言行的批

对中国强硬的 日本政客越容易获得 把握时机积极促进中 日关系 的转 判越来越强烈
。

美国国会不断有人

国内部分民族主义的支持
,

而主张 圆
。

政治右倾化毕竟只是 日本的一 提出决议案
,

要求 日本正视历史
,

日中友好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则越 种政治思潮
,

日本并未脱离和平发 即使安倍想倒退也没那么容易
。

受到冷落或排挤
。

展轨道或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

中 日
‘

,
· ”

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

冷战后产生 日本政治右倾化不 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两国人民或两国 争后
,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

是偶然的
。

首先是国际环境发生巨 根本利益的对立
,

而是 日本政治右 调整
,

美国认为其真正的威胁来 自

变
。

苏联解体后
,

美苏两极对抗的 倾化与中 日友好合作潮流之间的较 恐怖主义
,

把反恐作为国家安全的

国际关系体制瓦解
,

社会主义在世 量
。

中方过去一直把少数军国主义 第一要务
。

近年来
,

美国陷人伊拉

界范围陷入低潮
,

日本不再需要联 分子和广大 日本人民相区别 现在 克
、

阿富汗战场
,

伊朗核问题
、

朝

合中国对付苏联威胁
。

相反
,

为维 也同样把右翼亲台势力和广大 日本 鲜核问题缠身
,

增大了对中国的战

系冷战后的 日美同盟
,

开始把中国 民众
,

特别是各界友好人士相 区 略需求
。

今年 月美国发表的第二

作为主要的安全防范对象
,

并积极 别
。

因为 日本民众大多不赞成右翼 份阿米蒂奇报告 《让亚洲沿着正

配合美国东亚战略
,

加大介人台湾 的主张
,

和平主义思潮仍然是 日本 确的道路走向 年 与 年

海峡事务的力度
。

其次是 日本国内 社会的主流
。

报告相比
,

基调相对平衡
,

不再承

当下弋吧全布不 月荞第 期 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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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协助 日本保卫钓鱼岛等

,

而明确

反对美 日共同对抗中 国的政策选

项
,

鼓励美中 日三国
“

建立友好关

系
” 。

在美国看来
,

日本右翼势力和
“

台独
”

势力的行径 一样
,

都可能把

美国拖入同中国对抗的战略漩涡
,

并激化中 日两 国的民族主义
。

另

外
,

日本政治右倾化还导致韩 日关

系恶化
,

以及 日本在东亚的外交孤

立
,

传统的美 日韩
“

铁三角
”

似已

不复存在
。

总之
,

日本右翼势力的

言行 已触犯 了美 国的利益和价值

观
。

年
,

布什政府一面把中国

定位为
“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 ,

即

, 叮益互惠者
, ,

一面尝试调停中 日

关系
。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
,

安倍在

去年竞选 自民党总裁答记者问时才

表示
“

鉴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已经

成为外交问题
,

所以今后将不表明

是否参拜
” , “

这也就是说当选后不

会
‘

公式
’

参拜靖国神社
, , 。

关于建

立日中
“

战略互惠关系
” ,

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美国关于
“

利益相关者
”

对

华关系定位的影响
,

而非权宜之计
。

尽管社会制度不同
,

但 日美都开始

从国家利益出发谋求与中国发展关

系
。

这预示着中美 日关系可能出现

战略互惠与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

一是 伴随

两 国高层互访

恢复
,

民间感情

开始好转
。

据去

年 月 日本内

阁府调查显示
,

认为 目前 日 中

关系
‘ ,

良好
”

的

日本民众 占接

受调查总数的

刀
,

较上次

调查增加

回答对中国
“

有

亲近感
”

的人占孙
,

“ 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
”

日本亲善大使酒井法子向温家宝总理献花

也增加

二是伴随中 日政治关系回暖
,

交往随之升温
。

年 一 月

男么
。

经贸

日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走向

尽管中 日关系受到 日本政治右

倾化的严重干扰
,

但 历年双边贸

易额已达 亿美元
,

中国成为 日

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
。

两国友好城

市多达 对
,

人员往来超过 万

人次
。

从去年 月安倍首相访华到

今年 月温总理访 日
,

中 日关系出

现改善的新潮流
。

它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本对华出 口增加
,

远高于去

年同期 的增幅
。

三是伴随中

日文化
、

体育交流年活动的展开
,

两国媒体友善而客观的报道增多
。

中 日关系出现一种良性循环 中 日

高层越交往
,

两 国舆论报道越积

极
,

日本右翼言论越没市场
。

事实

证明
,

尽管中 日力量对比并未发生

新的变化
,

但只要 日本政治右倾化

受到抑制
,

中 日政治关系便会立即

出毛见改善
。

相反
,

则还会受到冲击
,

融了的冰也还会冻结
。

中 日战略互惠关系明显低于 日

美同盟关系
,

以及 日本同澳大利亚

等国之间价值观相同
、

战略利益一

致的关系定位
。

月 日新力口坡 《联

合早报 》评称
,

中 日 “

双方的政策

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

在存在

关键争议的问题上
,

中 日未曾做出

真正的让步
。

例如
,

双方仍坚持对

东海油气田的主权
,

日本继续反对

欧盟解除对华军售限制
,

日本申请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期望也过不了

中国这关
。

而在中国看来
,

日本的

修宪大势继续让邻国不安
,

日美安

全联盟
,

日本与台独的关系都是对

中国杨自禾益的潜在威胁
。 ”

靖国神

社问题仍将是决定中日政治关系冷

暖的关键因素之一
。

年 月 日

本参议院选举后
,

右翼势力很可能

增大对政府的压力并顽强地表现 自

己
。

届时将迎来
“

七七事变
”

和
“

南

京大屠杀
”

周年
,

防止 日本政治

右倾化回潮的干扰
,

为中 日关系防

寒保温
,

将是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

尽管中 日之间的矛盾不可能通

过一两次首脑互访便得到解决
,

但

正如温总理所指出的
“

这些同我们

的共同利益相比
,

毕竟处于次要的

地位
。

只要我们从战略高度
,

以长

远眼光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

有诚

意
、

有信心进行对话协商
,

双方之

间存在的问题总是可以找到妥善解

决的办法
。 ”

年是 《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 》缔结 周年和北京主办

奥运会之年
。

安倍内阁若能顶住国

内右翼压力
,

与中方一道融冰
,

中

日关系便可能取得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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