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战略互惠 � 增进民间友好

� � � 纪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缔结 30周年

刘江永
*

内容提要: 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30周年之际, 中日两国首脑加

强互访, 中日双方发表了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民

间感情也开始有所好转。但是, 中日关系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 以及其特

有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福田康夫首相辞职后, 日本新领导人的对华态度引

人注目。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 还需中日双方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

本文重点就 2008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做一分析, 并就未来中日关系如

何健康发展提出个人的一些建议。

关 键 词: 中日关系 �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 日本外交 � 暖春之旅

2008年 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 成功实现 ∀暖春之旅 #, 中日两国签

署了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以下简称  联合

声明 ! ); 7月胡主席为出席北海道八国峰会对话会再度访日。福田康夫

首相出席 8月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日两国首脑如此频繁互访, 在历

史上还是第一次。伴随中日政治关系改善, 两国民间感情也有所好转。

正值此时, 福田首相突然辞职, 中日关系的未来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关

注。本文拟就 2008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做一分析, 并就未来两国关

系如何健康发展略陈管见。

一 � ∀暖春之旅 # 成果超出预想

2008年 5月胡主席访日前, 日本国内并不平静。从年初发生的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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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事件 #% 到拉萨 ∀ 3& 14# 事件 ∋ , 日本舆论在 ∀食品安全 #、 ∀西

藏问题# 上对中国的看法十分严峻。日本右翼势力、海外 ∀藏独# 势

力加紧在东京和奈良等地集结, 准备举行示威活动。中日关系改善势头

似乎遇到一股 ∀倒春寒 #。加之福田康夫内阁在日本国内处境困难, 民

调支持率跌至 20%以下, 所以在胡主席访日前, 日本许多人都认为,

不宜对这次访问抱有太高期待。

然而, 在胡主席访日前夕, 日本媒体的态度似乎悄然变得积极起

来。 5月 4日胡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日本 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

合采访, 并首次表示: ∀即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正值春暖花开之际, 可

以说是一次暖春之旅。我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春暖常在。#(

包括对华报道消极的  产经新闻! 在内, 日本几乎所有报纸都对此做

了比较客观而友善的报道。中国政府重开与达赖喇嘛代表对话的灵活姿

态, 也得到日方的好评。

这次访问体现了中方对日本的高度重视, 日方对此也作了精心安

排, 具有许多个 ∀第一次 #。它既是 21世纪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日,

也是中共十七大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这次发表的  联合声明 !,

由中国国家主席和日本首相签署, 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

还是第一次。双方还首次把食品和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气候变

化等问题, 作为两国合作领域写入  联合声明!。无论是孙中山夫妇曾

经居住过的松本楼, 还是鉴真和尚安息的唐招提寺, 都是第一次迎来中

国国家主席到访, 使人们得以重温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国家主席

还首次亲自展开 ∀乒乓外交 #, 在北京奥运之年增进了日本民众特别是

年轻人对中国的亲近感。

这次访日期间, 明仁天皇与胡锦涛主席三度亲切交谈, 畅谈他

1992年应邀访华时的情景, 这在过去是比较罕见的。胡主席同福田首

相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 并且亲切会见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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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春节前夕, 日本千叶县、兵库县突然发生日本消费者因食用中国天洋食

品公司生产出口的冷冻饺子而中毒的事件。中日警方立案对此进行联合侦破。

2008年 3月 14日, ∀藏独 # 分裂势力煽动一些人在拉萨制造的打、砸、抢、烧等暴

力事件。

 胡锦涛接受日本驻京媒体联合采访!, 新华网 2008年 5月 4日, http: / /new s� xinhuane.t

com /new scenter/2008- 05 /04 /conten t_ 8100052�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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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和长期从事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及其后代。在五天访日行程中, 胡

主席总共出席了 55场活动, 中日双方就 70个合作项目达成一致。领导

人会谈的成果获得了日本各大媒体的肯定。

胡主席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强调: ∀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

恨, 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让中日两国人

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胡主席表示, 中国将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并再次肯定了日本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的积

极作用。这一讲话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 产生了良好反响。

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 是胡锦涛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于 5月 7

日签署并发表了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 这被

称为中日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之间前三个政治文件是: ( 1)

1972年 9月 29日发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

明! (简称  中日联合声明! )。它是由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

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签署的, 标志着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承

诺 ∀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 即把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

中国。∋ ( 2) 1978年 8月 12日缔结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它是中

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两国签署的, 并经中国全国人大

和日本国会批准, 成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双方确认 ∀用和

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 不称霸, 反霸权。第三, 1998年 11月 26日发

表的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

言! (简称  中日联合宣言! )。它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日本

首相小渊惠三会谈后发表的, 但未经两国领导人签署。日方首次以书面

文件形式表示: ∀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和损害的责任, 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尽管日本领导人在口头上曾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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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 新华网 2008年 5月 8日, h ttp: / /n ew s�xinhuane.t

com /new scenter/2008- 05 /08 /conten t_ 8131916�h tm。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 当时的日本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曾表示: ∀如果根据开罗、

波茨坦两个宣言的精神, 台湾依照这些宣言的规定应该归还中国, 这是日本政府不变的见解。

我国还全面尊重 )一个中国 ∗ 的中国的一贯立场, 当然毫无再把台湾变成日本的领土, 或支

持台湾独立的意图。所以, 我国也不设想将来台湾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以外的任何法律

地位。# 转引自蒋立峰:  巩固基础、创新模式是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关键 !,  日本学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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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的侵略表示 ∀道歉 #, 但日本政府却没有在任何文件中写明

∀道歉 #。

这次发表的  联合声明 !, 涵盖了从 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的 ∀破

冰之旅# 到胡主席访日的 ∀暖春之旅 #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主要共识,

指明了 21世纪中日关系前进的方向。笔者认为,  联合声明 ! 的主要

内容似可概括为 ∀一个中心、三大支柱 #。一个中心是, 中日双方要把

∀长期和平友好合作作为双方的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

互惠关系, 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

崇高目标 #%。围绕这一中心的三大支柱是:

第一,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在  联合声明 ! 的前两条中, 中日

双方重申, 中日两国原有的三个政治文件, 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开

创未来的政治基础, 两国确认将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两国领

导人签署这一声明, 使 1998年发表但没有签署的  中日联合宣言 ! 中

的各项规定和承诺也得到确认和继承。

第二, 增进互信, 加强友谊。  联合声明 ! 的第三条至第五条载

明: 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 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

构成威胁; 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日方对中国的发展给国

际社会带来巨大机遇予以积极评价; 中方对日本战后坚持走作为和平国

家的道路也给予肯定。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 坚

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日方重申, 坚持在 1972年  日

中联合声明! 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第三, 深化合作, 规划未来。  联合声明 ! 第六条宣布, 在五大领

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 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增进政治安全互信、促进

人文交流、加强互利合作、共促亚太发展、应对全球课题等。双方首次

把东海问题、食品和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与追

求以及气候变化等, 作为合作领域写入联合声明。日方认为, 这些反映

了日本关心的议题。

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认为: ∀安倍的访华在一定程度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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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日中关系, 但是从心底相互信赖的领导人关系, 应该说是从胡锦涛

主席和福田首相开始的。#% 这句话包含着深刻含义。

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 最初是 2006年安倍晋三提出的, 这一提法

总体上具有积极的一面, 但也可被解释为含有强调利益而淡化友好的意

味。安倍曾表示: ∀友好就能万事大吉吗? 未必。外交与各自国家利益

相关。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关系, 就是战略互惠关系。#∋ 安倍内阁还

提出所谓 ∀价值观外交 # 和 ∀自由繁荣之弧 # 构想, 企图建立日、美、

澳、印四国联盟牵制中国。

福田康夫首相执政期间则不赞成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他在坚持

∀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 的同时, 强调长期和平友好是日中两国的唯一选

择, 这就给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注入了灵魂, 得到中方的赞同。对于所谓

∀价值观外交#, 福田首相并不认同。福田从小学过  论语 !,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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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田首相 2007年末访问曲阜, 也堪称是同中

国在价值观方面的一次求同之旅。孔子说过: ∀德不孤, 必有邻#; ∀君子怀

德#, ∀小人怀惠#; ∀放于利而行, 多怨#。+ 这些话的意思是, 有德者不会

孤立, 必有善邻。君子心中有德, 小人只贪图利, 而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

事必然招来很多怨恨。那么, 何为德呢?  管子! 称: ∀爱民无私曰德#。,

笔者认为, 中日之间无私的友好, 堪称是两国之间的大德与大爱。在和平

友好的基础上谋求战略互惠与合作就能产生政治互信。

针对安倍内阁的 ∀自由繁荣之弧 # 战略, 福田任内也提出了不同

的亚太战略设想。 2008年 5月 22日, 福田首相在一篇重要演讲中提出

了着眼未来 30年的日本的亚洲区域合作构想。其核心思想是: 要使亚

洲各国以太平洋为 ∀内海 #, 彼此开放、相互合作, 包括日本、东盟、

韩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 直到中东的广阔地区,

形成不断扩大、开放、相互连接的网络; 日本将作为和平国家履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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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tp: / /n ew s� x inhuanet� com /w orld /2008- 05 /13 /conten t_ 8157802_ 1�h tm�

激突� � ! ∀ー �安倍晋三 VS樱井良子�、 文芸春秋!、 2007年 5月号、 104頁。

福田康夫首相 2007年 12月 30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谈话。

 论语& 里仁 第四!。

 管子&正第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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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与各国建立相互信任, 共同前进。% 福田在战略上不是把中国作为

多方牵制的对立面, 而是作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地缘战略环境的合作

伙伴。这篇演讲被一些媒体称为 ∀新福田主义#。福田提出日本要积极

推进海洋和平开发与利用的海洋立国战略, ∋ 但不再把日本孤立地视为

海洋国家, 强调太平洋不应被分为东西两部分, 而应成为共同前进、和

平合作的伙伴。

 联合声明 ! 提出, 中日两国要 ∀本着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

促进东亚区域合作, 共同推动建设和平、繁荣、稳定和开放的亚洲#(。

这表明, 中日两国不仅在双边关系领域, 而且在亚洲区域合作方面也将

推进战略互惠。

二 � 中日民间感情有所改善

自 2006年以来, 中日两国领导人加强互访, 从 ∀破冰 #、 ∀融冰#、

∀迎春 # 到 ∀暖春#, 历时不到两年, 中日政治关系便有了明显改善。

中国明代名著  菜根谭 ! 中有句话说: ∀家人有过, 不宜暴怒, 不宜轻

弃。此事难言, 借他事隐讽之; 今日不悟俟来日再警之。如春风解冻,

如和气消冰, 才是家庭的型范。#+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是东

亚大家庭的成员。无论是温总理的 ∀融冰之旅 #, 还是胡主席的 ∀暖春

之旅 #, 都体现出中国领导人改善中日关系的善意和诚意。

2008年 5月胡主席刚结束访日回国, 中国四川汶川地区便突然发

生了 ∀ 5& 12# 特大地震。日本明仁天皇和福田首相都及时地向中国领

导人发来慰问电。日本政府 13日决定向中国提供总额 500万美元的紧

急资金援助, 随后又追加了 5亿日元物资援助。 15日, 日本第一批救

援队出发前往四川地震灾区。随后, 日本政府还派出医疗队来华。日本

许多政党团体、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也相继伸出援手, 解囊相助。以自

�8�

%

∋

(

+

h ttp: / /www�kan te i� go� jp / jp /hukudaspeech /2008 /05 /22speech�htm l�

福田康夫 �海 #日 � ∃ 迎 % & ∋ 当 ( ) ∗ # 内閣総理大臣 + , − ー . 。 h ttp: / /

www�kan te i� go� jp / jp /hukudaspeech /2008 /07 /18m essage�htm l。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 2008年 5月 7日。

洪应明:  菜根谭 !, 新世界出版社, 2000年, 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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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为团长的 ∀中国四川大地震救援物资支援派遣

团# 访问成都, 运去了帐篷等救援物资。这是第一个前往四川灾区支

援抗震救灾的外国执政党代表团。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等日本企业也纷纷

捐款和提供救援物资。% 日本街道上的商场、银行、邮局、医院, 甚至

各种集会会场的入口处都设置了捐款箱, 路过的小朋友也捐出了零花

钱。∋ 在严重地震灾害面前, 中日民间感情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新华网发了一则报道: ∀支援中国抗震救灾 � 日本各界真情涌

动#( , 在中国网民中引起超出想象的好评。几天内有 200多个帖子表

示感谢或赞扬。一位网民写道: ∀中日友好之花常开。这次日本表现得

太好了, 弥合了多少伤痕, 也大大拉近了距离, 我们非常感激日本。但

非常希望以后的诸位首相再也不要做参拜靖国神社而伤害两国人感情的

事情。再次谢谢! #日本救援队集体立正向遇难者默哀的照片也打动了

许多中国人的心。一位网民写道: ∀日本人普遍素质较高, 特别重礼

仪。这点值得我们尊重。谢谢, 谢谢日本政府和人民。我们要作好邻

居, 互帮互让。#+ 在大灾面前, 中日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了。

日本 ∀新秦商务咨询 (上海 ) 有限公司# 2008年 5月中旬对中国

全国男女各 500人进行了一次民调, 主题是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是否因日

本向中国四川灾区派出救援队和捐款而改善。受访者中回答对日感情

∀变得非常好 # 的占 11�3% ; 认为 ∀有所改善 # 的占 62�5%; 认为

∀本来对日本就有好感, 没有多少变化 # 的占 8�5%、 ∀毫无变化# 的

占 1�3% ; 认为 ∀本来对日本就没好感, 没有多少变化 # 的占 12�5%、

∀毫无变化 # 的占 3�9%。日方调查者认为, 由于日本支援中国四川抗

震救灾而使 83. 6%的中国民众对日感情在当时有所改善。在这次调查

中仍有约 16% 的人表示 ∀讨厌日本 #, 但比此前各种调查所反映的

50%以上表示 ∀讨厌日本 # 的结果明显不同。,

2008年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举办奥运会, 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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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支持。以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为首, 组成了超党派 ∀支持北京奥

运会国会议员之会 #, 包括 6名原奥运会选手在内的 225名日本国会议

员参加。日本派出 576人组成的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北京奥运会, 是迄

今人员最多的一次。日本奥运代表团开幕式入场时, 选择了最受中国民

众喜爱的乒乓球选手福原爱作旗手, 而且每位入场者都同时挥动日本与

中国的国旗, 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奥运赛场上, 中国观众同样

为日本运动员取得的好成绩鼓掌加油。一个中日高层交往高潮与民间感

情改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

2008年, 中日关系取得明显改善, 但两国民间感情基础仍很薄弱。

日本国内右翼反华势力依然存在, 日本民众对华感情的改善尚不明显,

日本政局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中日关系仍有其十分脆弱的一面。

最近, 日本有政府背景的智库发表的两份对华政策报告说明, 日本

正在制定中长期的对华战略。其一是 2008年 4月日本 ∀世界和平研究

所# 提出的  日中关系的新篇章 !。该报告基调是主张 ∀大陆型大国#

中国与 ∀海洋型大国# 日本建立 ∀着眼大局而睦邻友好的大国关系 #。

但同时要求中方 ∀对助长反日倾向的事例采取措施 #。在教科书问题

上, ∀也应反映双方共同研究的成果; 或者重新审视那些对培养正确对

日观念方面产生不良作用的内容描述等 #。另外, 报告还建议 ∀要求中

方不要因为历史问题等原因而采取类似停止高层对话的机会那样的感情

用事的做法#, 希望给予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更大的国际空间。%

其二是 6月日本 ∀ PHP综合研究所# 下属研究会提出的  日本对华综

合战略! 最终报告。该报告总体上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 但其中

也指出: 中国关于 ∀国防预算总额和内容、拥有装备的详细情况不明,

对弹道导弹摧毁卫星实验时的说明也不充分#, 因此要求中国政府就军

费预算和军事战略意图提高透明度。∋

由此可见, 今后要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还需双方加强沟

通, 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应当看到对方的进步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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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因素。针对对方的关切, 可以坦诚地交换意见, 努力消除误解, 增进

合作。

三 � 福田辞职后中日关系改善尚需努力

2008年 9月 1日, 福田康夫首相因国内政治运营遇到在野党的挑

战等巨大困难而突然宣布辞职。日本政局进入动荡的多事之秋。未来的

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引人关注。中方关心日本继任当政者的对华态度和政

策; 日方则关心中方在福田之后如何推进东海共同开发和处理 ∀毒饺

子事件# 等具体问题。

从大趋势看, 中日两国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

益, 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无论日本谁上台执政都不能不重视

同中国的关系, 中日关系不会由于福田首相辞职而马上发生根本性变

化。即便是民主党执政也会积极推进日中关系。但另一方面, 日本新领

导人未必能全面继承福田的对华政策和做法, 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甚至可

能为争取国内部分选票而采取强硬立场。因此, 中日之间原有的一些矛

盾和问题会否重新冒出来并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 还有待观察。中国政

府将一如既往地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2008年 10月在中国举行的第七

届亚欧峰会预定邀请日本首相出席。这有可能为日本新首相上任后再度

首选中国出访提供有利的时机。但未来无论谁当选日本首相, 要使中日

关系继续健康发展, 中日两大民族实现真正的心灵和解, 还需要双方做

出以下努力。

第一, 中日两国政府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恪守中日之间发表的四

个政治文件的精神, 不断推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特别是要遵

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的各项原则规定, 根据  联合声明 ! 的精神,

正视历史, 面向未来, 不断增进两国之间的民间友好往来和人文交流。

今年中日之间 4000名青少年互访, 就是为未来的中日友好播撒的种子。

第二, 两国媒体要为全面客观地认识对方而努力, 正确引导两国国

民感情。在两国领导人互访前后, 两国主流媒体为此做出的努力, 有利

于促进两国民间的相互了解和亲近感。无论是出于商业利益还是政治偏

见, 失实或夸张的报道, 特别是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误报与耸人听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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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往往会对两国民间感情产生误导。双方都应尽量避免。例如, 日

本媒体大都把海峡两岸关系说成所谓 ∀中合关系#, 容易使日方受众产

生 ∀一边一国 # 之感日本国内某些借所谓言论自由而长期散布反华言

论的刊物, 发行量大, 影响恶劣。两国应通过长期坦诚地交往, 化解各

种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

第三, 汲取过去那些造成中日民间感情疏远的教训, 不断积累友好

感情。首先是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 日方应避免再度发生伤害中国

人民感情的事; 中方要继续教育年轻一代把历史与现实、右翼反华势力

与广大日本人民加以区别。其次是两国政治家都应具有为中日世代友好

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把两国战略互惠与世代友好统一起来。

有利于两国友好的话就说, 有利于两国友好的事就做, 否则就不说不

做。这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再次是警惕 ∀藏独 #、 ∀疆独 # 等中国

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在中日关系方面挑事, 制造所谓 ∀人权问题 #。

针对北京奥运会, 中国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一面在西藏、新疆制造暴

力恐怖事件, 一面在日本等国开展活动, 干扰奥运圣火传递, 挑拨和煽

动日本抵制北京奥运会。这激起中国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因此, 日本

政府和主流媒体在这方面采取何种立场, 有可能直接影响日本在中国民

众心中的形象。

第四, 拿出诚意与智慧解决战后遗留问题, 实现心灵和解。中日邦

交正常化谈判时, 中方虽然放弃了战争赔偿, 但并未接受日方提出的

∀放弃所有与战争相关赔偿# 的要求, 因而可以解释为从法律上留下了

民间要求进行与战争相关受害索赔的权利。然而, 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却

强调, 日本战后赔偿问题已根据  旧金山和约! 解决了, 台湾当局也

通过所谓 ∀日华和约 # 承认了这一结果, 并据此拒绝了中国民间的索

赔权。实际上, 新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宣布  旧金山和约 ! 是非法的、

无效的。即便根据  旧金山和约 ! 第 25条的规定, 也只有签署及批准

该条约的国家才是该条约中所说的 ∀盟国#, 而对没有签署的国家, 该

条约无权要求其承诺放弃赔偿。日台之间的所谓 ∀日华和约# 不仅从

未代表中国大陆, 而且伴随中日邦交正常化早已被废除了。既然日本最

高法院已认定日本的公司强征中国劳工的基本史实, 日方就应负起责

任, 妥善解决。日本政府在处理遗留化学武器及相关补偿方面, 也应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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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诚意, 加紧落实。其政治影响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第五, 通过扩大交往与合作, 创造性地解决两国间的敏感问题。中

日交往今后要特别重视特定地区的友好交往与相互了解。例如, 日本的

广岛既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日军大本营和侵华战争的发兵地, 也是世

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而中国的南京则曾饱受日军蹂躏。

两地民众实际上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今后, 中日两国可鼓励广

岛市与南京市的市民自发互访, 建立有组织的定期交流机制, 进而推动

两市市长互访, 最后实现两国领导人分别访问南京和广岛, 增进相互了

解, 实现心灵和解。这种特定地区之间的友好交往将成为两国民众建立

友好关系的新起点。

第六, 在东海共同开发问题上, 双方应根据两国迄今达成的共识,

逐步推进务实合作。比较现实的做法是, 优先考虑在有争议而不敏感的

地区进行共同勘探, 再逐步实现共同开发、共同管理、共同维护、共同

分享和共同保卫。对中方在没有争议的中国大陆架上已经完成勘探的油

气田开发, 可以在上述共同开发的基础上, 根据中方需要和中国的相关

法律吸收日本部分资金及技术参与, 进行跨国合作。日方擅自给春晓等

中方油气田命名为 ∀白桦 # 等, 只能造成混乱和误导, 引起中国民众

的反感, 故应尽量避免。

第七, 不回避现实矛盾, 根据形势变化逐步解决中日之间的结构性

矛盾。所谓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

涉及历史问题、民族感情问题、日美同盟问题, 以及日本对中国发展壮

大的疑虑等。日本迄今从未表示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而是在十年前借助

美国, 把台海纳入所谓 ∀周边事态 # 的军事介入范畴。这一中日之间

的结构性矛盾不解决, 两国间真正的信赖关系和民间友好感情便难以建

立。伴随台湾岛内局势变化, 海峡两岸关系正趋向和解。美国内部在考

虑停止对台军售。今后, 日本若能根据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的精神

重新调整防卫战略, 从所谓 ∀周边事态 # 中彻底排除台湾, 并在东海

加强同中国的海上安全合作, 确保东海共同开发顺利进行, 无疑将有利

于中日结构性矛盾的解决。

第八, 高度重视伴随信息化所引发的国际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 善

于趋利避害。伴随互联网的普及, 公众对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问题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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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参与程度大为提高。新媒体的出现本身是社会进步, 但在网络管理

方面还存在不足。日本出现了所谓 ∀网络右翼#, 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

一些人针对日本发表的极端言论。这些也会影响中日民众的感情。近年

来中国民间对日感情的变化似可用一个公式概括 (信息化 +民主化 ) −

日本政治右倾化 = 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恶化。同样, (信息化 + 民主

化 ) −日本对华友好政策 =中国公众对日感情好转。两国政府都应重视

国际公关的这种新特点。两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矛盾或分歧时, 应

尽量避免在本国媒体上各执一词, 而应加强彼此间的内部协调, 积极而

慎重地处理。

第九, 中日双方要努力做到交邻国有道。中日之间的君子之交与睦

邻之道可以概括为: 邻厌我避; 邻乐我喜; 邻困我帮; 邻恶我防; 邻好

我学。所谓 ∀邻厌我避 # 就是说尽量避免容易引起邻国讨厌的言行,

正如福田首相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所说的 ∀不做邻国讨厌的事 #、 ∀对

于食品安全、环境问题等日方的关切, 中方也应高度重视 #。 ∀邻乐我

喜# 是指对邻国高兴的事抱以同样喜悦的心情, 如北京主办奥运会,

日本也乐于参与。中日两国可以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作为增进

民间友好的契机, 共襄盛举。 ∀邻困我帮 # 是指邻国遇到困难时提供及

时的帮助。 ∀邻恶我防# 有两重意思: 一是如果邻国搞霸权扩张我方要

防范; 二是以邻国的失败为教训防止重蹈覆辙, 即孔子所说的 ∀见不

贤而内自省也 #。% 例如, 日本 ∀泡沫经济# 的教训就值得中国引以为

戒; ∀邻好我学 # 是指向邻国的长处学习, ∀见贤思齐焉 #。∋ 日本在能

源有效利用及环境保护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国不仅要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 而且还要 ∀以邻为镜#, 不断对照检查本国的不足之

处, 取邻国之长补本国之短。

( 2008年 9月 2日定稿, 责任编辑: 张义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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