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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日关系太复杂 一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难以用一 个词来形容
。

在经济方面
,

中日两国是伙伴
。

尽管欧盟
、

美国已

超过 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

但 日本仍居中国贸

易伙伴的三甲之列
。

而且中国还取代了美国成为日本的

最大贸易伙伴国
。

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政治关

系严重破裂
,

以至中日首脑之间的互访中断
。

然而
,

在

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
,

中日间的贸易和投资都未改变

不断增加的趋势
。

安倍上任后
,

以模糊的语言表达了不

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
,

不久就访问北京
。

这样的政治环

境远好于小泉时期
,

因此中日经济合作的伙伴关系是稳

定的
。

当然
,

中日经济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两国经济关

系中没有竞争
,

两国在高科技方面的竞争是明显的
,

但

这并不影响中日经济伙伴关系的性质
。

在政治上
,

中日长期以来是竞争者
。

从 19 世纪以

来
,

两国都试图成为东亚最强国
。

19 世纪末
,

中国失去

其东亚强国的地位
,

日本成为东亚最强国
。

二战后
,

中

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唯一亚洲代表
,

也

随之成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

2 00 2年以来
,

日

本试图通过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

实现

政治大国的 目标
。

日本的这种策略显然与中国在东亚的

政治地位形成竞争关系
。

2 005 年
,

中国明确表达不支持

日本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提出的安理会改革方

案
。

在这一矛盾的背后
,

中日有钓鱼岛的领土争端
、

历

史问题
、

海洋权益等多方面的争执
。

在未来五年
,

中日

两国还没有能力解决上述这些政治问题
。

在安全方面
,

中日两国是历史性地相互猜疑
。

早在

17 世纪
,

日本楼寇就曾骚扰中国海疆
。

19 世纪以来发

生了 189 4年的中日战争
、

190 5年的 日俄战争
、

19 31 年

侵占中国东北
,

193 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

新中国成立

后
,

日本曾支持美国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

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

日本开始扩大日美同盟的防卫圈
,

将台湾

纳入 日美同盟防卫范围
,

支持美国在东亚地区部署针对

中国的导弹防御体系
,

反对欧盟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等措

施
,

对
“

台独
”

问题保持一种暖昧立场
。

在不久前的欧

洲之旅
,

安倍首相仍然强烈呼吁欧洲领导人维持对华军

售禁令
。

对此
,

中国人觉得
,

安倍的这种作法是再次向

中日关系的伤口上撒盐
。

此外
,

今年初 日本把防务厅升

级至防务省
,

也使中国人觉得不舒服
。

中日两国在安全

关系上的相互猜疑似乎还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

一经济合作不能消除安全关系的紧张 一
未来五年

,

中日关系看上去处于改善的趋势
,

但

是
,

潜在的矛盾将会增加
。

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变化

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两国关系的紧张
。

在未来的五六年中
,

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保持年均

10 % 的增长速度
。

而同期 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则可

能不会超过 3%
。

我们有理由相信
,

在这一时期
,

人民

币会有较大幅度的升值
。

因此
,

即使按汇率计算
,

中国

的 G D P也很可能在 20 12 年超过 日本
,

如果按购买力平

价计算
,

中国的 G D P 将远大于 日本
。

这种趋势将改变

当前中 日两国在东亚的经济实力地位
。

对日本人来说
,

从心理上是很难接受这样一种变化的
。

日本人对中国

人的怨恨情绪有可能增长
。

从而引起中国人对 日本的

情绪反弹
。

今后五年日本经济必然会有所发展
,

但这并不会使

日本民族主义减弱
。

安倍首相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

也是

一个民族主义者
,

他有很强的政治抱负
,

希望改变当前

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
。

如今
,

他已经成功将防卫厅升级

为部级的防卫省
,

有了完整的军事权力
。

他还曾承诺
,

要在任内修改宪法中的第 9 条
,

使 日本重新拥有战争

权
。

日本保守力量将这一权力视为是国家完整主权的重

要标志之一
。

这些行为反映的是日本想要争取更高国际

地位的思想和 日本通过提升政治地位来弥补其经济地位

下降的战略
。

日本的这种战略不可避免地对中 日关系产

生负面影响
。

今后五年日美同盟是对中日关系产生最大消极影响

的因素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

中国人一直将 日美

同盟视为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

日美同盟公开表示
,

如果

美国卷人台海军事冲突
,

这个同盟将给予台湾军事支

持
。

在 19 96 年
,

美日开始将台湾纳入该同盟的防御范

围
。

相比于 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

中日海洋资源争

议和领土纠纷
,

日本的对台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冲击更大
。

因为
,

台湾的法理
“

独立
”

是唯一能导致中美有可能发生

冲突的事件
。

然而
,

安倍政府将 日美同盟视为 日本国家

战略的基石
。

只要 日美同盟将台湾包括在其防御范围之

内
,

中国对 日本的猜疑就不会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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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功 之 石 .

必须 参加农业 协会
,

接受新技术培训
。

农技师必须是 5 年大学本科毕业
。

农场 经营者必

须取得农业专科学校毕业证书
,

然后 经过专门资格考

评委 员会考试合格后
,

才能获取经 营资格
,

否则 即使

拥有土地
,

也须雇佣具有资格证书的人来经 营
,

农业

经 营者每年还须接受 2 周培训
。

他们 已不再是 传统意

义上的农 民
,

而是有文化
、

懂科学
、

善管理的农业 经

营者
。

法 国农业 虽然取得 了跨越式的 发展
,

但也存在一

些问题和矛盾
。

主要是在经 济全球化条件下
,

如何维

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生活 方 式
;
农庄 兼并和破产增加 了

城市失业问题的压 力
。

同时美 国在贸 易谈判 中一直压

欧盟取消对农产品的 补贴
,

法 国农业 面 临国际竟争的

压力
。

法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1
.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

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

补贴政策
,

不断调整农业结构
,

逐步引导农业实现现

代化
。

目前
,

我国 已实行退耕还林
,

全面取消农业税
,

衬农民种植粮食给予补贴
,

购 买农机给予补贴 等
,

减轻

了农 民负担
,

提高了他们生产的 积极性
。

但城 乡差别拉

大
,

农 民购买 力较低
,

还需加 大补贴 力度
。

1 9 78 年 法 国

政府用于 支持农业的资金 占当年 国 家民用预 算 16 %
。

如果再把国 家负责的土地整治
、

森林整治 等算在内
,

其开支比例还要高
。

我国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 虽远不如

法 国
,

但 经过 多年高速发展
,

综合国力 日益增强
,

进

一 步加 大工业反哺农业
、

城市反哺农村的 力度
,

将为

我 国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莫定 坚实的物资基础
。

2
.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
,

农业劳动人口减少
.

似应采取相应的政策
,

鼓励土地逐步集中
,

扩大农业

经营规模
。

这样既可实行现代化管理
,

使农产品 的研

发
、

生产
、

加 工和梢售形成一条产业链
。

使农 民既是

初级农畜产 品的生产者
,

又是农畜产品深加 工所产生

高附加 值的受益者
。

使我 国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能在城市和农村齐头并进
。

3
.

加大对农业科研投入
,

强化职业培训
.

大力推

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似应进一步加 强农业科 学研究

体系建设
,

加 大科研成果普及推广力度
,

完善信 息服

务 网络
。

注重农业职业培训
,

把送科技下 乡经 常化
,

多

设专业培训中心
,

解决 农 民生产中技术难题
。

加大对

农业的智力投资
,

提高专业技术人 员的职业技 能和农

村人 口 的科学文化水平
。

通过科研大 力培育高产优 良

品种
,

提高单位 面 积产量
,

这时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

题具有战略意义
。

(摘自 3 月2 日 《中国改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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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不能主导地区安全习
在东亚地区

,

虽然中 日安全关系并不是一个积极因

素
,

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两国安全矛盾具有很大的危险

性
。

未来五年
,

中日政治竞争关系不会有利干两国发展

安全合作关系
,

中日安全关系也难以发展到当前中美安

全关系那么好
。

但是
,

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则有可

能防止两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
。

目前
,

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附的程度如此高
,

以至于

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正面军事冲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

中日的政治竞争关系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维持其在东

亚的主导地位
,

并可在今后五年保持目前东亚的均势态

势
。

冷战后
,

东亚的地区安全状态不稳定
,

如朝核问题
、

“

台独
”

问题
、

海洋争端等等
。

这些问题在可预见的将

来都难以得到最终解决
。

有些问题甚至会延续数十年
。

尽管如此
,

东亚自 199 0年柬埔寨战争后已保持了 17 年

的和平
。

对于美国来说
,

中日结盟或者中日开战都将是

梦魔
。

前者是将美国主导地位挤出东亚
,

而后者则会把

美国拉入一场全面的战争
。

只要中日之间存在政治竞

争
,

东亚地区的均势就有利于美国保持其在东亚的军事

优势地位
。

美国在东亚享有这种均势带来的好处
,

则不

会轻易在该地区采取单边主义的军事行动
。

中日安全关系并不是东亚安全的主导因素
。

东亚安

全的决定性因素是中美关系
。

只要这两个军事大国之间

不发生军事冲突
,

这个地区就不会有全面战争
。

那些小

军事冲突会导致地区安全紧张
,

但却不会引发全面的战

争
。

而 目前中美安全关系更多的是由朝核和
“

台独
”

向

题决定
,

而不是中日关系
。

因此
,

中日安全关系只是东

亚地区安全的一个次要因素
,

这对关系对该地区其他安

全事务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小
,

比如日俄之间和 日韩之间

的领土争议
、

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领土争议
。

最后
,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

第一
,

如果安倍首相

在今年 7月日本国会选举之后仍保持其权力
,

并不去参

拜靖国神社的话
,

中日关系在安倍任内将有所改善
。

第二
,

只要 日本不明确放弃协防台湾的政策
,

中日

不会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
。

第三
,

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对地区安全有消极景卯向
,

但

不会激化为双边军事冲突
。

我在这里没做长期的预测
。

(摘自 3 月 5 日 《环球时报》 )

9 沦 0 口 夕
.

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