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融冰 � 到 �春暖 �
   2007年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 刘江永

∀内容提要 # ! 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 21世纪初, 小

泉执政期间中日政治关系僵冷。继 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的 �破冰之旅 � 后, 2007

年温家宝总理访日的 �融冰之旅 � 和福田康夫首相访华的 �迎春之旅 �, 成为过去

一年国际关系中举世瞩目的大事。可以相信, 今年 4月, 胡锦涛主席访日将成为一

次 �春暖之旅 �, 继续推动中日关系升温。今年将是中日关系飞跃发展的机遇之

年, 但也会遇到挑战, 需要中日双方继续努力, 迎接 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40周

年, 实现两国关系的新飞跃。

∀关键词 # ! 中日关系 ! 融冰之旅 ! 迎春之旅 ! 日本外交

! ! 一、 2007年: 中日关系改善的关键之年

(一 ) 2007年 4月温总理访日取得 �融
冰 � 效果

中日双方就建立 �战略互惠关系 � 的

内涵达成共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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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贡献, 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

共同利益 , 推动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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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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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

温家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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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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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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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总理访日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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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日本人民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

友好情谊。在京都岚山周恩来总理的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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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在访日的 52小时内完成的 30多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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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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到了 �融冰 � 的效果。
(二 ) 2007年 12月福田康夫首相访华

达到 �迎春 � 目的

福田首相为期 4天的 �迎春之旅 �, 无
论在北京、天津还是在山东曲阜, 所到之处

都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

待, 取得丰硕成果, 获得圆满成功。中日两

国领导人就中日关系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交

谈, 共同规划出中日友好交往与合作的新蓝

图。双方正式宣布,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

于 2008年樱花盛开时访日。人们期望这将

成为一次 �春暖之旅 �。
福田首相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通过电

视直播, 犹如在北京刮起一股 �福田旋
风 �, 吹走了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心中对日本

的一些负面印象。福田首相开口一句 �福 �

到了, 体现了他的幽默、洒脱与友善; 在充

实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 � 的基础上提出建
立 �创造性伙伴关系 �, 让中日友好合作之
花开遍世界, 这本身就显示了创意与朝气;

强调中日两国不仅有共同利益也有共同的价

值观念, 所以他要参观孔子的故乡, �温故
创新 �。这些都使人感到福田首相的确是为

求同而来, 以和为贵。

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领导人首次明确表

示 �四不 � 立场, 在两国之间增进了互信。

福田首相表示, 日方不搞 �两个中国 � 或

�一中一台 �, 不支持 �台独 �, 不支持台湾
加入联合国, 不支持 �入联公投 �。尽管
�不支持 � 的表述比 �反对 � 的语气要弱一

些, 但毕竟表达了日本政府对 �台独 � 和
台湾当局 �入联公投 � 说 �不 � 的态度。

温总理还与福田首相就东海问题交换了

意见, 并达成以下共识: 1�继续坚持使东
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2�双方就
东海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进行了认真和实质

性的探讨, 取得了积极进展。 3�双方同意
在保持司长级磋商框架的同时, 根据需要进

行副部长级磋商, 从中日关系大局和国际法

出发, 共同努力, 尽早就解决办法达成一

致。 4�妥善解决东海问题符合中日双方利
益, 双方同意在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进程

中争取尽早解决这一问题。

(三 ) 中日两国各领域交往与合作全面

展开

2007年中日贸易有可能达到 2300亿美

元。截至 2007年 10月底, 日本对华投资累

计项目为 39 334个, 实际到位资金 607�8
亿美元, 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

国。 2007年 12月初, 以 �合作共赢和协调
发展 � 为主题的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宏观经济政策、节能

环保合作、贸易投资合作、地区及国际合作

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话积极

务实、友好坦诚, 在节能环保、知识产权保

护、中小企业、流通物流等领域合作, 以及

共同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加强东

亚地区经济、财政金融合作等方面, 达成了

广泛共识。对贸易投资合作中双方关注的重

大问题, 进行了充分交流。中方希望日方在

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取消人为障碍, 早日承认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日方希望中方在保护知识产

权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迈出更大步伐。

福田首相访华期间, 中日两国发表了关

于推动环境能源领域合作的联合公报、加强

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将

进一步加强减缓气候变化技术和适应气候变

化技术的共同研究, 同时推进这些技术开发

的合作, 并鼓励双方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产

业界积极参与。

伴随中日政治关系改善, 两国防务交流

也取得进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 2007

年 8月访日后, 中日防务交流出现三个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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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 同年 9月, 中方首次邀请日方派员

赴华观摩 �勇士 - 2007� 步兵师进攻战斗实
兵实弹演习; 同年 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交

响乐团首次在东京太阳剧场登台献艺; 同年

11月, 中国 �深圳 � 号导弹驱逐舰访问日

本, 受到日方热情接待, 这也是战后以来的

第一次。双方决定, 2008年实现日本海上自

卫队舰艇访问中国, 实施中国人民解放军青

年军官和日本自卫队青年军官的互访。

目前, 中日之间人员往来每年达 500万

人次。在华常驻的日本人超过 12万人, 而

在日常驻的中国人约有 35万人。两国青少

年交流更加活跃, 2007年日本派遣约 2万

人组团访华; 作为 � 21世纪东亚青少年大

型交流计划 � 的一环, 中国 2000名高中生

也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决定, 2008年为

�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 从今年起, 连

续四年, 每年实现总人数 4000人规模的青

少年互访。

二、福田对华政策折射出四大结构性

变化

与安倍相比, 福田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

华政策有自己的特色。安倍曾把 �摆脱战后
体制 �, 修改日本宪法作为执政目标, 福田

则突出强调要建立让老人和年轻人都放心和

安心的社会。安倍对参拜靖国神社持暧昧态

度, 福田则态度鲜明, 迄今内阁成员无一人

前往参拜。安倍任内一面恢复同中国的交往,

一面却搞 �四国联盟 � 牵制中国, 外相麻生

还提出所谓 �价值观外交 �, 福田则反其道
行之, 提倡日中 �以和为贵 � 的价值认同。
安倍内阁提出日中建立 �战略互惠关系 �,

但对 �日中友好 � 刻意淡化, 福田则既坚持

�战略互惠 � 又强调 �日中友好 �, 并指出除
此两国别无选择。在处理问题的风格上, 安

倍曾宣称要做 �斗争型政治家 �, 推进 �有
主张的外交 �, 福田则表示不做邻国不愉快
的事, 要实行 �创造和平的外交 �。福田当

选首相, 以及福田对华政策出台都不是偶然

的, 这既是大势所趋, 也反映日本国内外政

治出现了四大结构性变化:

(一 ) 冷战后蔓延滋长的日本政治右倾

化思潮受阻, 日本政治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日本政治出现 �脱右倾化 � 潮流, 中

日关系必然随之出现 �脱政冷化 � 趋势。
首先, 福田属于所在派系的自由派温和型政

治家, 是中国的老朋友。他以其父任内缔结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为荣, 把 �和为贵 �
作为政治信条, 曾任村山富市内阁外务政务

次官。他从小学过 ∃论语 %, 认为 �两千五
百年后孔子的话还有生命力 �; �不仅是日
中, 今后世界都要好好学习 ∃论语 %。若孔
子的话能成为世界的常识 , 世界就能和平

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福田访问曲阜的

文化之旅, 也是同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一次

�求同之旅 �。他用自己的方式对麻生提出
的 �价值观外交 � 做出了回答。

其次, 目前日本朝野各党在改善对华关

系问题上立场空前一致, 并竞相加强同中国

领导人交往。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

议长江田五月虽分别来自自民党和民主党,

但都是发展中日关系的促进派。 2007年 12

月, 日本朝野围绕是否继续在印度洋对美提

供支援问题上严重对立, 而民主党党首小泽

一郎和首相福田接踵访华。很显然, 若无日

本民意支持和经济界的推动, 他们的步伐未

必会如此之快。这也是日本政界对小泉时代

对华外交失败的一种政策反思和重新调整。

再次, 在执政的自民党内, 目前右翼代

表人物大多靠边站, 对华相对友好的各派政

治领袖则掌握党政大权, 形成福田政权在自

民党内跨派系的支持基础。正是由于野中广

务等人支持的古贺诚在党内率先发起了跨派

系拥立福田的联合行动, 才使其赢得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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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 顺利当选。

第四, 一度受到排挤的日本外务省内

�知华派� 开始重新发挥作用, 右翼政策智

囊被边缘化。小泉和安倍执政时期, 右翼鹰

派政策智囊在日本媒体异常活跃并直接影响

对华政策, 外务省内一些人则被扣上 �中国
帮 � 的帽子而受到冷遇或攻击。如今, 一些

比较理性的日本外交官和专家学者则开始发

挥作用。他们与福田首相、高村外相等人,

形成了掌控当前日本对华政策的 �新三角 �。
自称是 �三国迷 � 的日本驻中国大使

宫本雄二上任后便强调日中在文化上的共同

点。他说: �如果问一些日本的名人, 只能

带一本书去往来世, 那么你带哪本呢? 对

此, 会有相当多的人回答是 ∃论语 %。这是

因为 ∃论语 % 代表了人类普遍的价值观,

它具有超越时代的巨大魅力。�& 他强调:

�日中两国均属世界大国, 日中关系不仅对

两国, 而且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两国对世界负

有维护和发展良好双边关系的庄严使命。如

果日中两国从战略以及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各

自的国家利益, 就会认识到两国只有选择维

护和发展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条道路。作为这

种 ∋战略互惠关系 ( 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

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在强化两国国民间

的关系方面, 最重要的是促进相互理解, 也

就是要以宽广的胸怀, 用 ∋君子 ( 式的态
度来努力接触和了解对方, 这一点对扩大国

民间的交流是不可缺少的。�)

(二 ) 中、美、日关系出现结构性变

化, 形成中、美、日同时谋求改善和加强关

系的新趋势

首先, 苏联解体后 , 美日联合中国对付

苏联威胁的战略需求消失, 开始转向强化军

事同盟, 防范中国崛起。然而, � 9∗ 11�
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改变了美国安全战略

的优先顺序, 处于反恐热战的美国比冷战时

期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更大。第二任布什政府

开始把中国定位为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方 �。此时, 小泉内阁却仍错误地认为, 只

要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 就可我行我素, 结

果碰壁。其后, 安倍上任 , 就认为只靠美国

不行, 而要联手澳大利亚、印度等国, 形成

对华战略牵制态势。面对美国目前无意

�联日对华 �、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更不会
搞 �助日抑华 � 的形势, 福田内阁顺势而

为, 必然采取以 �求同、合作 � 为基调的

务实对华政策, 日本一些人甚至提出, 有必

要举行中美日峰会。

其次, 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到顶点, 触

动了美国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迄今美日一

直强调它们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

同盟, 而对中国抱有偏见。其实, 中美日之

间价值观矛盾的结构相当复杂: 在社会制度

和意识形态领域美日接近 , 中国则不同; 在

对二战历史认知方面, 中美有共同点, 而中

日、美日有矛盾; 在文化价值认知方面, 中

美有距离感, 而中日有亲近感。日本右翼势

力刻意渲染日美有共同价值观的真实目的之

一是掩盖日美在战争观、历史观方面的分

歧, 共同对华施压。然而 , 右翼势力参拜靖

国神社、改教科书等美化侵略历史的动向,

最终会导致日美价值观矛盾凸现。去年 11

月美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认为 �信赖日
本 � 的美国人有 61% , 比 2006年减少了

15%。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指出,

这是由于 �日本一些议员和名人在美国的
报纸上刊登反驳慰安妇问题的广告, 使日本

在美国民主党和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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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本雄二大使在武汉大学 �湖北日本周 � 上的讲演: ∃日

本大使的个人战后史    如何去理解日本 %, 200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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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日本那些企图利用美国遏制中国的

右派头面人物反而成为美国警惕的 �危险
人物 �。因为他们不仅美化侵略历史, 支持

�台独 � 势力, 在东海问题上挑衅, 并主张

讨论拥有核武器, 撞到了美国主流价值观和

战略利益所能容忍的底线。

(三 ) 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发生结构性变

化, 日本不能不谋求同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

中国打交道

2008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缔结
30周年,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周年。 30年

来, 中日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加强各领域合

作, 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利益。中国经济发

展水平与日本还有较大差距, 但发展速度超

过日本。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德国, 居世

界第三位;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 2006年起超

过日本, 为世界第一。中日两国 GDP占世

界的比重 1995 年分别为 2�5% 和 18% ,

2005年则分别为 5% 和 10�3% ; 中日两国

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 1995年分别为

2�9%和 8�6% , 2005年则分别为 7�3%和
5�7% ; 中日两国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重

1995年分别为 2�5%和 6�4% , 2005年则分

别为 6�1%和 4�8%。)

2008年日本将终止对中国提供日元贷

款。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已发展到一定

水平, 同时也表明中国经济不再需要依靠日

本的政府资金支持。在贸易领域, 中日相互

依存关系也发生逆转。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

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 ; 中国则取代美国成

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 2008年中日贸

易有可能达到 2600亿美元。与此同时, 中

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从 1985年

的 30�4%降到 2007年 11月的 10�9% ; 日

中贸易在日本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则从同期的

6�2%升至 17%以上。据日本研究机构预

测, 201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

的海外出口市场。这将是战后以来日本外贸

结构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

(四 ) 中日之间彼此的定性分析和战略

判断发生结构性变化, 开始从相互警惕的对

立思维转向客观理性的合作思维

国际关系中有时会由于国家领导人主观

的战略误解而引起战略误判, 最终导致战略

对抗, 这是必须避免的。中方对 �日本复
活军国主义 � 的警惕、日本对 �中国威胁
论 � 的担忧, 曾长期困扰两国合作的进程。

其影响现在虽仍未完全消除, 但已开始发生

变化。

2006年安倍访华时中日发表的联合新

闻公报称: �中方强调,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

的发展, 中国将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日方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

路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

内的国际社会带来巨大机遇给予积极评价。

日方强调, 日本战后 60多年一直走作为和

平国家的道路, 今后将继续走作为和平国家

的道路。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日本

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认为, 这是中方首次对战

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给予明确肯定,

中日两国在新闻公报中对彼此发展道路的正

确评价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

三、 2008年: 机遇之年仍有挑战

福田首相用 �千载难逢 � 来形容 2008

年的日中关系前景 , �希望 2008年能成为日

中关系迅速发展载入史册的一年 �, 成为中
日关系 �飞跃发展的元年 �。可以预见, 在

中日关系发展的机遇之年 , 中日高层互访和

人员往来将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 7月日本

将在北海道举行八国峰会和 � 8+ 5� 对话
会, 日方将再度邀请胡主席出席会议, 争取

首次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一年内两度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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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读卖新闻 % 2007年 12月 14日。

中井邦尚: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 见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 ∃世界如何看待中国 % (中文版 ) 2006年 11月,

第 19页。

∃人民日报 % 2006年 10月 9日。



2008年是北京奥运之年, 日本皇室成员有

可能应邀访华并出席开幕式; 同年中国政府

还将主持亚欧峰会, 届时日本首相也可能应

邀出席; 今年, 中日高层经济对话会将在东

京举行, 届时多位中国部长级官员将访日;

日本防卫大臣也将访华。

福田执政后, 中日关系改善已成为大潮

流, 但 �福田丸 � 刚启航就要面对日本政

局的惊涛骇浪, 还有以往日本政治右倾化逆

流给中日关系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与创伤。中

日之间的有些问题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 某

些部门以往政策的惯性仍然会起作用, 甚至

与福田对华 �创造新伙伴关系 � 产生不和
谐音。 1997年出台的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 �、 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 ∃周边事态

法 % 是否包括台湾海峡仍不透明。 2004年

的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 % 首次点名中国,

并计划加强在西南离岛地区的军事部署。日

本 PHP综合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提出 16条

对华政策建议中尽管有许多具有建设性, 但

仍强调 �针对中国军备不断增强的现状 �,
�日本的防卫力量也应加强, 否则一旦出现

明显的军事不平衡, 就有可能诱发中国的冒

险行动。当务之急是加强日本离岛的防卫力

量 �。其实, 日本毫无必要如此杞人忧天,

真正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在安全保障领域构建

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 �, 将 �西南防御 � 战
略改为 �西南合作 � 战略。如果中日两国
能通过谈判, 在东海双方 �有争议而不敏

感 � 的地区首先确认 �共同勘探 � 区域,

再进而实现 �共同开发 �, 将有利于日本防
卫战略朝这一方向重新调整。

中日关系的现状是 �政温经不热 �。中
日贸易增长速度连续多年远低于中国外贸平

均增幅。 2007年前 11个月, 中国外贸同比

增长 23�5% , 中日贸易增幅仅为 14% , 是

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增速最低的。在

2006年日本商检中, 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不

合格率只有 0�58% , 远低于美国的 1�32%、

欧洲的 0�62%和世界平均水平的 0�77% ,

但由于蔬菜残留农药等中国不合格食品案例

的绝对数量达 530项
&
, 加之媒体炒作和人

民币升值等原因 , 仍造成中国食品输日困

难。另外, 日本某些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仍

受到管制。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扩大的情况

下,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则因日元对人民币贬

值等因素而连续两年大幅下降。 2006年日

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减少 20�8% , 投资合

同金额下降 16�9% , 实际投入减少 29�6% ;

2007年前 9个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和

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又分别减少 21�6% 和
23�7%。另外, 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恢复和

改善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目前, 中日两

国民调数据都表明 , 彼此有好感的远不到

50%。上述状况不改变, 中日关系就不可能

出现 �政热经热 � 局面。
今年上半年, 台湾岛内选举前后 �台

独 � 势力还可能设法拉拢日本。日本右翼
亲台势力也会在自己的舆论阵地继续攻击中

国, 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今后, 一旦这批

人得势, 日本政治思潮还有可能再度右摆,

中日关系势必还会出现反复。中日关系目前

毕竟处于冰冻期之后的回暖期, 两国之间的

一些矛盾和问题还有待双方共同努力解决,

防止两国关系 �倒春寒 � 的出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2009年将迎来新

中国成立 60周年, 2010年将举行上海世博

会, 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健康快速发展。中

日两国合作前景广阔, 潜力巨大。如果两国

人民和政治家都能把握住机遇, 继续推进两

国关系改善, 到 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时, 中日关系完全可能迎来一个新飞跃。

(责任编辑 ! 周仁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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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Asian and A frican
Economy Caught theW orld�sA ttention

LiChangjiu
! Th is article has not only gone deep into the causes of susta ined fast econom ic grow th in A s ia and
accelerating econom ic developm ent in A frica, but a lso looked into the opportun 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both A s ia and A frica are confronted w ith. It a lso po inted out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how
press ing and important safeguarding reg ional peace and stab ility as w e ll as prom oting intra�reg iona l
and inter�reg ional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o f mutual benefit are for sustaining fast econom ic
grow th in A s ia and A frica, gradually elim inating poverty and ach iev ing mutual prosperity.

A Review of South Asian Situation in 2007
Zhao Gancheng

! In 2007, the general situation in South A s ia rem ained stab le, on ly w ith d isturbances in som e
countries of the reg ion. A s a result of the oppos ition posed by the Ind ian interna l oppos ition parties,
the US�Indian civ ilian nuclear energy program has been halted. A nd the situation in Pak istan
rem ained unpred ictab le. A s ind iv idual countries of the reg ion ran into difficulties respectively,
reg ional cooperation has ach ieved little progress. A t the sam e time, India�s tendency o f,parting w ith
South A s ia− m ay adverse ly affect the prospect o f reg iona l developm en.t

From ,Ice�thawing− to ,Warm�spri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2007

Liu Jiangyong
! The S 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undergo ing trem endous changes. A fter the ,Ice�break ing− v is it
by Abe in 2006, the ,Ice�thaw ing− visit by Prem ierW en J iabao and the ,Spring�ushering− v is it by
Prim eM inister Fukuda have becom e the important events that caught the w orld�s attention in the past
year. One can believe that the com ing v isit to Japan by President H u Jintao th is April w ill be a
,W arm�spring− v is i,t wh ich w ill further boost the S ino�Japanese relations. Fukuda�s friend ly policies
tow ards China reflected som e profound structural changes both in and outs ide Japan. This year w ill
be a year full of opportun ities for fast developm ent of the Sino�Japanese re lations and a year full of
challenges wh ich call for both Ch ina and Japan to m ake further common efforts to meet w ith.

The B ig Powers� Strategic Gam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Impact
Zhang Xuegang

!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 ic g 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 the big powers of A sian�Pacific region have all increased their strateg ic investment
into Southeast As ia. The ASEAN,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maxmi ization of its interes,t has actively
pursued a strategy thatw ould seek balance among big powers. A s a resul,t the strategic game the ASEAN
engaged in w ith the b ig pow ers has profound s ignificance for the security and stab ility in Ch ina�s
neighbors, China�s relationsw ith the ASEAN and China�s relations w ith other big powers.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B ilateral Econom ic and Trade Relations

Yao Gumi ei
! M eeting the dem and o f the age, Forum on Ch ina�A frica Cooperation has in itiated a new era in
Sino�A frican relations. The Be ijing Summ it held in N ov. 2006, serv ing as a m ilestone in the h istory
of S ino�A frican relations, has energ ized China�A frica econom 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 ince the
Summ i,t China and A frica have m ade great efforts to m aterialize the 8 measures proposed by Ch ina
at the Summ i.t Ch ina�s s incerity and efficiency in fu lfilling her prom ise w ill surely upgrade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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