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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议与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

刘江永

内容提要: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两国关系非但没有改善，

反而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而急剧恶化。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问题，

已成为中日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日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出现

“政冷经凉”趋势，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野田内阁决定“购岛”有其特定

的国内外背景，事关日本未来战略走向。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执法巡

航常态化，已彻底打破日本政府企图通过“购岛”及“国有化”对钓鱼岛进

行所谓“平稳、安定管理”的梦想。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有多种可能性，

但不容乐观。中日两国应摆脱深陷恶性循环的状态，争取在战略互惠关系大

框架下，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妥善处理好这一棘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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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也是中国明太祖册封琉球国王

640 周年、丰臣秀吉出兵入侵朝鲜半岛 420 周年、日本把琉球国改为琉

球藩 140 周年、日本完成甲午战争准备 120 周年。上述重大事件和历史

进程，都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 以下简称 “钓鱼岛”) 问

题直接或间接相关。钓鱼岛争议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被搁置，但作

为中日关系中不正常的局部问题一直存在。日本政府宣布 “购买”钓

鱼岛，导致这个不正常的部分突出起来，并对中日关系全局造成冲击。

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当前的中日钓鱼岛争端，首先需要了解历史的经

验和教训，从而对未来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妥善应对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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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钓鱼岛争议看中日关系的演进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 1372 年中国明朝派遣册封使杨载出访琉球

国王开始，就成为中国赴琉球的航海标志和抵御倭寇的闽海前沿，而非

无主地。在其后中琉约 500 年友好交往史上，不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

中琉海上边界在琉球海槽，即中国钓鱼岛列岛的赤尾屿和琉球王国的久

米岛 ( 古称“古米岛”) 之间。琉球国原有 36 岛，从未包括钓鱼岛。

钓鱼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利用和管辖的。早在 14 世纪，钓鱼

岛就被纳入中国版图和海防范围。中国明清两代赴琉球王国的册封使留

下的《使琉球录》等官方文献，就是有力的证据之一。例如，1534 年明

朝册封使陈侃在《使琉球录》中便记载下: “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

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1807 年清朝册封使齐鲲还通过五言古诗记述中琉两国交界的地理概念。

齐鲲在“航海八咏”的诗中赞美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及周围美丽

的海景后，在《姑米山 ( 此山入琉球) 》一诗中写道: “忽睹流虬状，西

来第一山。半天峰断续，八岭路回环。海雾微茫里，风帆瞬息间。球人

欣指点，到此即乡关 ( 舟中有接封球官望山喜跃) 。”诗中的“乡关”即

指琉球国的西部边关。这与 1534 年明朝册封使陈侃的记录完全吻合，相

隔 270 多年而固定的中琉海上边界及两国的认知毫无变化。

钓鱼岛问题产生的远因，可以追溯到 1592 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

海外扩张，以及 1609 年萨摩藩军队入侵琉球王国，1872 年日本把琉球

国改为琉球藩，1874 年日本第一次入侵台湾和 1879 年日本又把琉球藩

改为冲绳县。其后，日本继续向海外扩张，中国的钓鱼岛便首当其冲。

从历史上看，连冲绳县都不是日本固有领土，钓鱼岛就更不可能是日本

的领土。钓鱼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 1894 年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

( 日本称“日清战争”) 。这场战争尚未结束，日本明治政府便于 1895

年 1 月 14 日举行内阁会议，秘密决定占有钓鱼岛。与钓鱼岛相关的中

日关系史，从 1895 年 1 月 14 日明治政府以甲午战争为背景窃取中国钓

鱼岛以来，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时期，中国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1895 年至 1945 年日本

—4—



钓鱼岛争议与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 □

殖民统治台湾 50 年。古贺辰四郎曾于 1894 年和 1895 年两次申请租借

钓鱼岛均未获准，因为当时日本尚未确定拥有这些岛屿。日本开始对台

湾实行殖民统治后，1896 年 8 月，日本政府才授予古贺家族 30 年的开

发租约。1925 年无偿租约到期后，古贺善次于 1932 年从日本政府购买

了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赤尾屿在 1920 年被编入日本国

有土地，并改名为“大正岛”。日本利用 1895 年 《马关条约》殖民统

治台湾 50 年，钓鱼岛也被非法占有 50 年。从国际法和战后国际关系现

状两方面看，日本对台殖民统治早已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所

有领土权利必须彻底放弃。

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根源在于，迄今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对这段历史有

任何忏悔和反省，反而竭力回避、掩盖甚至通过断章取义地篡改当年日

本外交档案记录的事实①，编造出日本对所谓 “无主地”先占的谎言，

仍然在以甲午战争胜利者自居。这是中国绝不接受的。

日本一些人认为，中国曾经承认这些岛屿是日本的 “铁证”之一

是，1920 年“中华民国”驻长崎的领事冯冕曾给石垣送过感谢状，就

中国渔民获救表达感谢之意，其中提到 “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

阁列岛 ( 中国的钓鱼岛列岛———笔者注) ”。对此，必须指出: 早在

1895 年日本便通过不平等的 《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并在此前窃

取了钓鱼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因此，这期

间所谓“感谢状”所述内容，只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本不能用

以证明中国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 “固有领土”。

第二时期，1945 年至 1972 年，钓鱼岛摆脱日本控制，在国际法上已

归还中国。1945 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后，必须遵守《开罗宣

言》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归还中国。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殖民开

拓时期的所有权利作废，但台海两岸分裂，钓鱼岛被美国非法控制 27

年。1945 年至 1972 年，琉球群岛 ( 冲绳) 根据 《旧金山和约》处在美

国的所谓托管占领之下。钓鱼岛虽然也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又被

美国非法划入托管的琉球范围，黄尾屿、赤尾屿被美军作为海军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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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2 月 4 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反对排除中国参与

的《旧金山和约》及美国对琉球的所谓 “托管”。1971 年日美达成的

归还冲绳协议，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遭到中国海峡两岸强烈反

对。美国表示交给日本的只是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而有关钓鱼岛的主

权，美国没有特定立场，而希望有关各方和平协商解决。

第三时期，1972 年至 1992 年，美国归还冲绳时把钓鱼岛划入 “归

还区域”，引起中日钓鱼岛之争。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 年缔

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

默契与共识。据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徐敦信作为亲历者所做记录: 1972

年 9 月 27 日，田中角荣首相主动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想听取中方对钓

鱼岛问题的见解。周恩来总理明确跟他讲，这次不想谈这个问题，谈了

没有好处。周总理的意思是，这次谈钓鱼岛问题虽然没有结果，但不能

因此影响两国之间大问题的解决。田中角荣听明白了，也表示先把这个

问题放一放，以后再说。田中讲，他相信邦交正常化以后，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这就是历史事实。① 从那时起，中日两国曾搁置争议。

第四时期，1992 年至 2012 年，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日本政

治右倾化抬头。日本于 1996 年加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开始以钓

鱼岛为基点，划定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日本自民党政府开始否认中日

存在领土问题，否认双方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从而成为钓鱼岛问题恶

性循环的逻辑起点。2009 年民主党执政后，沿袭了自民党政府的上述

立场。其中原因之一是，日本外务省的相关基本立场不会因政权更迭而

改变，新的政党上台后也会保持连续性。

2012 年 9 月 10 日，野田内阁宣布 “购岛”，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12 年以来，日本右翼反华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

提出“购买”钓鱼岛，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后”。同年 5 月中旬，野田

内阁就大体作出“购岛”决定，7 月 27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甚至表示，

如果包括钓鱼岛在内的 “日本领土和领海”发生来自别国的违法侵犯

行为，必要时将考虑出动自卫队。如此发展下去，这一问题将对日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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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国家走向和中日关系产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中日两国为避免冲

突，推进和平、友好与合作，必须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然而，2010

年以来的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与甲午战争前后历史有某些相似之处，

值得两国有识之士警惕。

其一，1885 年日本调查后已知钓鱼岛是中国命名的岛屿，没敢轻

举妄动，但于 1887 年制定了为期五年的作战计划——— “征讨清国策”，

1892 年完成该计划，1894 年发动甲午战争。2010 年中日钓鱼岛 “撞船

事件”后，日本于 2010 年末公布新的 《防卫计划大纲》，制定了为期

五年的军事整备计划，把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诸岛。日

本防务省将官还提出多种应对 “尖阁列岛” ( 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 和中国海洋战略的军事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利用中国内乱先行军

事占据钓鱼岛。

其二，1885 年北洋水师从英国、德国订造的战舰陆续下水。日本

视北洋水师为最大威胁，并开始针对中国加强日本海军。2012 年 9 月

中国第一艘航母 “辽宁”号服役，引起日本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本

对中国海军的增强及海上活动，戒心越来越强，担心中国潜艇进入太平

洋深海，超越日本的监控范围。因此，日本在财源匮乏的情况下，仍决

定购置美国 40 多架 F － 35 新一代战机，加紧制造大型驱逐舰和潜水艇，

在冲绳部署美国 MV －22 鱼鹰作战运输机。

其三，1896 年北洋水师军舰出访长崎，发生水兵与日本警民械斗

的“长崎事件”。在北洋水师炮口下，日本被迫放回中国被扣水兵，但

激起举国反华情绪。明治天皇曾动员全国捐款，官员减薪 10%，以打

造日本海军，准备对华开战。2010 年中日钓鱼岛 “撞船事件”后，日

本右翼势力大搞反华活动，日本民众对华态度变冷。2012 年以来，石

原慎太郎动员全国捐款 “购岛”，煽动反华情绪。日本公务员也减薪

10%以上，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军火和

海上保安厅舰艇。

其四，中国唐朝、明朝、清朝时期三次中日交战及钓鱼岛问题的产

生，都与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有关。即，公元 663 年的中日白村江海战、

1592 年和 1597 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1894 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当时，朝鲜半岛内乱都给日本提供了扩张的机会。如今，朝鲜半岛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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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危险。日本一些人利用朝核危机，曾主张对朝鲜

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突破日本的 “无核三原则”，并视台湾为日本的

生命线，竭力阻挠中国统一。

总之，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否认 “搁置争议”，拉开同中国全面争

夺的态势，一定有应付 “最恶劣态势”的军事准备及后盾。一些外交

辞令掩盖不住其“袈裟”下的“铠甲”。昔日，日本从商人变为间谍或

武士，驾轻就熟。野田首相宣称，若海上保安厅难以应付将出动自卫

队，且未在日本国会引起反对，这值得高度警惕。

当然，从时代大背景看，和平发展是中日两国真实的共同利益。殖

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日本

也难以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战后日本宪法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只

要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就大局可稳。

二 日本政府 “购岛”的背景、实质与中方反制的意义

( 一) 野田佳彦内阁决定日本政府 “购岛”的国内国际背景

首先，从日本国内因素看。冷战后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苏联解

体，美苏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对立的格

局也就此消失，保守鹰派势力开始主导日本政权。2001 年小泉纯一郎

执政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不断发展蔓延。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指美

化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将其思想和观点逐渐渗透到日本主流媒体以及

日本主流的政治决策层的过程与政治倾向。当时，小泉以首相身份参拜

靖国神社，同中国较劲。日本国内对此有很大的分歧。小泉越搞越孤

立，也导致中日关系由 “政冷经热”走向 “政冷经凉”。当小泉下台

后，日本右翼势力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呈现式微的迹象。但是，他们不

甘心。于是，他们想在新的议题上制造日中之间的摩擦，凸显右翼势力

的存在，力图左右日本政治趋势的走向。在此背景之下，钓鱼岛领土争

议问题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激发民众认同右翼观点的 “绝佳”议题。

2006 年以来，日本政局动荡。2009 年自民党下台，民主党执政，

三年来换了三个首相。民主党是不同派系组合在一起的政党，其中有鸽

派，也有鹰派; 有对中国友好的，也有同中国对抗的。在日本政局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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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断进行选举的政治过程中，一些政客为捞取选票，就会迎合日本

公众的一些倾向。日本右翼势力开始炒作钓鱼岛问题，作为他们发难的

一个工具。2010 年 9 月 7 日钓鱼岛 “撞船事件”后，日本新的右翼团

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

以达反华目的。他们也反政府，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因为他们认为日

本政府太软弱。2010 年，他们曾高喊打倒 “菅直人内阁”的口号，因

为当时菅直人内阁放回了被扣的中国船长。那段时间，该组织几乎每周

都会在东京重要的地区举行反华游行，还在网络上发帖，召集日本人登

钓鱼岛，去钓鱼岛海域搞所谓“钓鱼比赛”等。

近年来，日本防卫省在日本对外决策中的影响力上升。2007 年，安

倍晋三执政期间，防卫厅被升格为防卫省，由此，防卫大臣就可以出席

内阁阁僚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在安全领域的“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

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调。日本对华政策，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利用中国

的经济发展，获得实惠; 在安全方面，尤其是涉及领土争议的问题，则

警惕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认为中国是日本安全防卫的重要对象。日本

就是要利用“中国威胁论”来增强日本军事力量，加强对中国的防范。

可见，日本的对华政策充满矛盾。这种扭曲的日本对华政策，必然导致

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扭曲现象，最终滑向“政冷经凉”。

另外，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近年来日本 “网络右翼”兴起。一

些人利用互联网建立网站或者通过社交网站，发布反华、反韩的极端观

点、消息和图片。据报道，在日本右翼网站注册的人目前大约有十多

万。这些人主要是来自日本底层的年轻人，有的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

的成天泡吧。如果 “网络右翼”现象持续发酵，那么必将使日本与邻

国的关系雪上加霜。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一贯采取敌视中国的东京都知

事石原慎太郎公然宣布募捐 “购买”钓鱼岛。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

化掀起的又一波恶浪。野田佳彦内阁不仅没有顶住这波恶浪，反而随波

逐流，宣布政府“购岛”。这正中石原下怀。

其次，从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看。在中日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共

识的历史阶段，当时的苏联向东亚地区进行势力扩张，而美国则需要联

合日本、中国对付苏联。在这样的大战略背景下，钓鱼岛仅是局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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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时，中日之间容易从大局出发达成共识，寻求经济合作，实现战

略协调。但是，现在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自苏联

解体后就开始了。谈及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通常人们是以美国为坐

标，最重视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关注美国是否衰落，衰落到什么程

度。其实，论及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引起国

际战略格局变化的最根本原因，并不是 “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消长，

而是取决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兴衰和易位。

例如，二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第一次重大变化是冷战后苏联的和平

解体。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大国的苏联和美国搞军备竞赛，建立军事同盟

和势力范围，全方位地同美国竞争，结果失败了。战后形成的美苏

“两极体制”，由于苏联一极的解体而彻底瓦解。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

一直表示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观，但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后，就必然成为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者，随之而来的是遭到美国的

很多“敲打”，包括经济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等。结果日本 1994 年时

的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大约相当于美国的 80%，而到现在则只有美

国的约 35%。20 年来，日本和平衰落，经济规模在世界中的比重明显

缩小。2010 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客观上也会被

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美国的战略本能决定了其推出 “重返亚洲”的举

措，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为强化日美同盟而承诺钓鱼岛适用于

《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就是在这种格局中，拉着美国，防范中国。被

中国取代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日本，心里毕竟是失落的，酸酸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钓鱼岛只不过是这个大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一个撬动

国际关系格局的支点。

美国一方面表示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特定立场，另一方面

又在军事方面替日本撑腰。近日，美国国会调查局重新出版题为 《钓

鱼岛纠纷: 美国条约的义务》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将钓鱼岛行政

权转交给日本，并不意味着对该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任何倾向。2010 年

以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多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 《美日安

全条约》第五条，结果导致日本政府误认为可以借助美国军事介入对

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其实，《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规定: “在日本国

施政下的领土内 ( in the territorie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apan)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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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

共同的危险。”中国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非法交给

日本。即便就美国立场而言，施政权也不等于主权，美国从未承认日本

拥有钓鱼岛主权，这等于美国从未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因此，钓

鱼岛就根本不具备适用于 《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基本要件。况且，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

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 二) 日本政府“购岛”的实质与中方反制措施的意义
2012 年 5 月 13 日野田首相访华期间，温家宝总理曾就钓鱼岛问题

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而野田首相回国后于 5 月 18 日决定研究日本政府

“购岛”。9 月 9 日，胡锦涛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 海参崴) 出席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当面向野田佳彦首相表示: 中日关

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 日方采取任何方式 “购岛”都是非法

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

不移; 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同中方

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然而，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

涉，于 9 月 10 日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

施所谓“国有化”。

中国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

犯。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中

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布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当天，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紧急召见日本

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就日本政府非法 “购买”钓鱼岛提出严正交涉

和强烈抗议。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也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

涉并递交了抗议照会。原定于 9 月 27 日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

庆典等纪念活动被迫中止。那么，日本政府为何执意 “购岛”，中国的

反制措施又产生了什么效果?

第一，日本政府“购岛”后的所谓“平稳管理”意在永久占岛，其

实质是为今后利用“时效取得领土原则” ( 简称“时效原则”) 永久占岛

做铺垫，是企图变非法为“合法”的一种花招。国际法上所谓“时效原

则”的客体不是固有领土，也不是以先占原则占领的无主地，而是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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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土，其主体必须是国家，而非个人或地方政府。如果一国政府对别

国领土，通过和平、稳定、有效而不间断的占领和管辖，且长期未遇有

效反对，在国际法上它拥有这块领土的理由就很充分。可以认为，野田

内阁实现“国有化”的所谓“和平稳定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将来通

过所谓“时效原则”永久占岛，而这是石原慎太郎根本办不到的。

第二，野田内阁不可能改变 “购岛”的错误做法，甚至会变本加

厉。即便日本政府被迫放弃钓鱼岛 “国有化”，但日方仍会坚持在所谓

本国“领有权”下私人拥有土地的性质。1971 年佐藤荣作内阁曾强调

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否认存在领土争议。如今，野田首相否认存在钓鱼

岛领土争议和中日就 “搁置争议”达成共识，说明其政策已倒退到佐

藤荣作内阁的立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日方已改变 “搁置”

立场，回到“搁置”状态的基础便不复存在。中国单方面恪守 “搁置

争议”已不现实，只能与时俱进。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只

有针锋相对地做斗争，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既然野田内阁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中国就只能接过野田内阁发出的

“请柬”，坚持到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并使其永久化，从而彻底打破

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实效统治”，终结日本利用所谓 “平稳管理”获

取钓鱼岛的图谋，包括防止 日 本 借 所 谓 “时 效 原 则”霸 占 钓 鱼 岛。

2012 年 9 月 14 日早晨 6 时许，由中国海监 50、15、26、27 号船和 51、

66 号船组成的两个维权巡航编队，抵达钓鱼岛附近 12 海里海域。这是

中国政府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后，首次在该海域巡航执

法，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如此，10 月 1 日至 8 日节假日期间，

中国海监船编队每天都坚持巡航，宣示中国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管辖

权，显示了从此开始常态化巡航的坚定决心。

第三，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摆事实、讲道理的 “法斗文争”

初见成效，但仍需努力。2012 年 9 月 25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有

关白皮书，系统完整地说明了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对此，日本

处于两难困境，如果不回应会显得理屈词穷，但如果予以反驳，在客观

上反而使国际社会都认识到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确实存在。

日本朝日电视台评论员 10 月 7 日分析称，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已在

国际上展开对己有利的宣传战，日本却还在一味强调没有领土纷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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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于弱势。

最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人指出: 中日在

1972 年恢复邦交和 1978 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有过共识。邓小平曾与日

本领导人商量好钓鱼岛争端由下一代人去解决。这种搁置争议的做法长

期以来对钓鱼岛问题起到了管控和稳定的作用。此次紧张局势升温是东

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的，但政府有责任使局势回到稳定的局面。①

据日本外务省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将把中国在 1971 年前未就 “尖

阁诸岛” ( 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主权向日本提出过抗议一事作

为“中方主张中最大的矛盾点”，决定使用 1953 年的 《人民日报》文

章作为论据，指出中国曾承认 “尖阁诸岛”为日本领土。外务省已在

其官网上刊登了《人民日报》相关文章的照片，并注释 “可见中国曾

将‘尖阁诸岛’视为冲绳的一部分”。日方还将在与各国首脑及外相的

会谈中主动提及上述内容，积极对外宣传。② 这种做法反映出日方已毫

无历史和法理依据，只能靠编造和夸大上述所谓 “依据”来强调钓鱼

岛是日本的。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首先，中国在 1970 年 5 月 18 日

就通过《人民日报》文章谴责了佐藤荣作内阁企图利用美国在黄尾屿、

赤尾屿设立靶场证明日本拥有钓鱼岛的图谋，称之为 “侵略有理”的

强盗逻辑。③ 而 1972 年 3 月以前，日本外务省并未就钓鱼岛发表 “基

本见解”。其次，1953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报》文章只是一篇没有署名

而依靠编译国际报道形成的 “资料”。其中把冲绳的 “嘉手纳”写成

“卡台那”并附加了 ( 译音) 就是例证，所以其中的错误记述根本不能

代表中国政府或《人民日报》的立场。④ 看来，针对日方种种似是而非

的误解，还需继续做好有针对性的细致说明，解疑释惑。

第四，日本野田内阁 “购岛”不仅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捞到任何

便宜，反而使日本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及其相关的企业蒙受严重打击。

—31—

①

②

③

④

参见环球网，http: / /world. huanqiu. com /regions /2012 － 10 /3171575. html。
参见《日本用〈人民日报〉文章反驳中国对尖阁的主权主张》，共同网，http: / /

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2 /10 /38846. html。
参见《佐藤反动政府玩弄妄图吞并我钓鱼岛等岛屿新花招》，《人民日报》1970 年 5

月 18 日。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 2011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从历史事实看钓

鱼岛主权归属》已做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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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大陆游客约占外国赴日游客的 24. 5%。尽管中国政府

并未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但野田内阁宣布 “购岛”，给正处于回升势

头的日本旅游业造成比福岛核电站事故更大的打击，这直接导致中日之

间航空班机的大量停飞。据报道，由于野田内阁 “购岛”、日本国内反

华活动等因素，造成中国 “十一”黄金周期间，约有十万中国游客取

消原本预定赴日旅游的行程。中国赴日游旅行社总退团率逾 40%。据

《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 2012 年 8 月的中国旅客同比

增加 22%，但 9 月则减少 3%。9 月至 11 月已有两万人取消了预定的航

班，往返合计四万人次。此外，长崎到上海的航班年内停飞，2012 年 7

月刚恢复的仙台到长春和上海的航班暂时停飞，那霸到北京和上海的航

班在 10 月 27 日前停飞。①

日本企业和商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巨大，因中日钓鱼岛争议矛盾激

化，未来前景堪忧。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据日本电子

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 JEITA) 统计显示，日本国内电子零部件厂商对华

销售额在 2011 年度为 8320 亿日元，占整体销售额的约 25%，占海外销

售额的四成左右。据日本机床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在日本机床订单总金

额中，两成以上的每月 200 亿 ～ 300 亿日元都是对华出口。这一数字在

2007 年还不到一成。日本汽车厂商一直努力开拓中国市场。《日本经济

新闻》称，日产 2012 年度的全球销售目标为 535 万辆，其中中国占

25%，为 135 万辆，而本田 2012 年在华销售比例预计为 18%，丰田

2012 年在华销售比例也预计为 11%。日产的合并净利益中，中国业务

所占比重将达 30%以上，丰田和本田也已超过 10%。②

然而，由于受到中日政治关系冷却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

响，2012 年 8 月，日本六大汽车厂家在华生产量环比平均减少 8. 4%。

同期，德国、美国、韩国品牌汽车销量则同比增加 25%、19% 和 12%。

日本政府宣布 “购岛”导致日系商业设施和工厂在中国经营环境急剧

恶化，中日经济活动短期难免陷入停滞状态。据日本大和总研测算，如

果日本汽车相关产品出口停止一个月，将损失 3002 亿日元。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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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闻? 2012 年 9 月 27 日。
?日本泾新闻? 2012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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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 月，日本对华出口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6. 6%，为 864 亿美元，下

半年将进一步缩小。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 1 ～ 6 月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6. 9%，为 40 亿美元，但下半年必将减少。

还有，持续 37 年的日本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行程被延期。中国财

长、央行行长以及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

银行等中国大型银行缺席 2012 年 10 月 9 日至 14 日在东京召开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2012 年上半年，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

中，中日贸易占 19. 3%。其中，日本出口的 18% 靠中国市场，进口的

20. 5%靠中国，均居第一位。而日本从 2011 年起被东盟超过，仅排在

中国外贸伙伴中的第四位。中日经贸关系对双方都是实际利益，但由于

中日经贸相互依存结构已发生改变，日本将因此而蒙受更大损失。2012

年 9 月 27 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受到中国政协主席贾

庆林会见后表示: “中国这么重视这个问题，而日方却说没问题，这难

以理解。”① 今后，日本国内还会出现不同声音。

三 钓鱼岛之争带来的挑战与中日关系前景

2013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5 周年，中日双方应确认和

平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原点，扶正压邪，力挽狂澜，而不能在钓鱼岛问题

上翻船。

有关钓鱼岛之争，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有 “零和模式”和 “共赢

模式”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项。未来中日关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

双方做出怎样的抉择。从目前日本国内政局、政治思潮和野田内阁对华

政策看，2012 年的中日关系难以出现好转，甚至可能由于钓鱼岛问题

发生更大的麻烦。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更应该珍惜、加倍努

力维护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

尽管目前中日双方都不希望兵戎相见，在可预见的未来战争打不起

来，但中国只有切实增强国防力量才能确保和平。未来还有许多负面和

不确定因素，钓鱼岛之争与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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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之一: 未来一两年将是日本政局的过渡期，2015 年到 2020 年

将是更为关键的五年。伴随政治右倾化和日本政局变化，2015 年之前

日本有可能尝试修改宪法或制定新的相关法律，实现 “软突破”，目的

是利用放宽武器限制，行使与美国联合作战的所谓 “集体自卫权”。

2015 年日本将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增强军备。如果照此

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通过 2015 年实现征收 10% 的消费税来改善财

政，增加军费。这些步骤，将直接关系到未来五至十年日本的战略走向

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但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坚如泰山，包括国防力量和民族凝聚力在内

的综合国力将不断增强，不可能再出现李鸿章。从中长期看，倘若日本

在钓鱼岛问题上同中国展开“持久战”、“消耗战”、“疲劳战”，在中国

眼里必将成为类似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帝国主义和 60 年代的苏联那样的

头号威胁，最终将被全面彻底拖垮，钓鱼岛问题也自然会得到解决。

前景之二: 如果台海两岸进一步和解而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日本右

翼鹰派势力便可能上台，并获得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席。届时，

日本很可能利用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突破战后禁区，推动修改宪法第

九条，行使同美军联合作战的所谓 “集体自卫权”，以换取美国对钓鱼

岛的军事保护，共同对抗中国。

2007 年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国会已通过修宪所需的 《国民投

票法》。假设未来日本国会能够批准修宪法案，参与国民投票者中的

50%赞成修宪，日本就可实现战后第一次修宪，进一步打破战后禁区，

强化联合美国对抗中国的态势，把冲绳作为对抗中国海峡两岸的军事基

地和战略前沿。同时，日本将竭力拉拢台湾，明里暗里支持 “台独”，

并鼓励其他的中国民族分裂势力，给中国制造麻烦。

在钓鱼岛领土争议问题上，倘若今后日本当政者在大量历史事实和

法理面前理屈词穷又罔顾国际法，修改国内法，最终有可能图穷匕见，

甚至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今后如果日本防卫省以中国为假想敌在钓

鱼岛附近增兵，加强海上巡逻、抵近侦察、军事演习等，最终或许会导

致“预言的自我实现”。钓鱼岛这一局部敏感问题，可能演变为中日冲

突、全面对抗的导火索，甚至把美国卷入其中，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

化。当然，这还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在中日之间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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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之三: 日方不承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中国海峡两岸与日本

之间围绕钓鱼岛的矛盾和摩擦增多，陷入恶性循环。笔者曾根据 《易

经》中的哲学原理，通过图 1 的描述，作出大体预测。

图 1 钓鱼岛主权之争前景与化解矛盾的路线图

资料来源: 刘江永: 《中国与日本: 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48 页。

图 1 所示前景 1“恶性循环”，已被 2008 年日本海保船撞翻台湾渔

船、2010 年中日钓鱼岛 “撞船事件”，以及野田内阁宣布 “购岛”后

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所证实。尽管如此，目前日方仍顽固否认存在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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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争议问题，这意味着未来钓鱼岛问题仍不能摆脱恶性循环的怪圈，

而且野田首相已表示不会接受国际法院裁决钓鱼岛问题。未来中日缓解

矛盾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以就解决钓鱼岛问题对话为 “入口”，进入

“良性循环”的轨道。

前景之四: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最担心的前景之一是，中国海峡两

岸联手对日，甚至在客观上会促进中国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因为那将使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更为不利的局面。而台湾手中最大的 “王牌”

就是正告日本不要欺人太甚，否则台湾将与大陆合作。台湾虚虚实实做

几次，日本就会感到进退维谷。正因如此，最近日本开始重新恢复同台

湾之间的所谓渔业谈判，对台施以缓兵之计，希望台湾能 “愿者上

钩”，以此软化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对台海两岸分而治之，甚

至可能在台海之间打进楔子，转移矛盾焦点，以利长期同中国抗衡。

但是，早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曾明确表

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包括台湾地区渔民在内的中国渔民的合法

权益，中日两国已经签订了渔业协定，有关海域的渔业事宜在协定中作

了妥善安排，中日两国应该按照协定规定行事。如果日方和台湾当局就

渔业纠纷举行谈判，这将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不符合中日渔业协定

的约定，中方将表示强烈的反对。中方对日方强行驱赶在中国领土钓鱼

岛海域正常作业的台湾渔民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方高度重视中方的关

切，切实慎重处理有关问题。① 因此，在钓鱼岛相关问题上，海峡两岸

应加强沟通与协调，不然日本将乘虚而入。

前景之五: 中日双方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下寻求妥善处理钓鱼

岛问题的出路，而不是因钓鱼岛问题而损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大局。这

首先需要日方端正态度，正视钓鱼岛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之间最重要的外

交问题，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与中方进行谈判对话。在此之前，日方若有

诚意，完全可以为避免外交矛盾激化，以国会预算审议难以通过等为

由，冻结政府“购岛”并禁止石原“买岛”，为中日对话营造气氛，而

不是以外交对话作为缓兵之计，等待时机再反扑。

据《朝日新闻》2012 年 9 月所做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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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认为日中关系“不好”，38%认为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是 “围绕

领土的问题”，占首位，其次才是 “历史认识问题”，占 30%。① 因此，

未来的日本政府和外务省将不能无视这一现实而一意孤行。否则，不仅

不可能处理好日中关系，还将被日本人民所唾弃。因为 20 亿日元以上

的国民税金不用于救济福岛核事故的灾民，却集中送给一家所谓 “岛

主”手中，而且根本不会因此而使得日本在拥有钓鱼岛问题上产生任

何效果。因此，这种 “盗卖与回购”中国领土的做法不仅会遭到中国

的强烈反对，最终也不会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

若中日两国政府能就钓鱼岛及其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中方将充分听

取和反映台湾同胞的声音。例如，建立海上相互信任措施和危机管理机

制，通过重新谈判中日渔业协定，在钓鱼岛海域确保台海两岸渔民的捕

鱼权利。如果官方正式渠道有所不便，可由民间专家或 “第二轨道”

发挥作用。

中日通过学术人文交流，共同研究钓鱼岛归属的历史、法理等相关

问题，进而与冲绳及日本本土学者理性讨论这一问题，共同寻找解决问

题的方案与途径。现在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似乎

是生怕有违日本政府政策主张的意见形成主流。

前景之六: 中日两国政府谈判解决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暂时搁置争

议，以“求同超异、合作共赢”的精神，在中国海峡两岸与日本冲绳

之间实现多样化的、相关地方之间的共同开发与合作事业。例如，海峡

两岸与冲绳之间可以尝试展开海上的 “古水道”观光旅游的共同开发。

建立相互信任和友好关系后再讨论能源资源共同开发。

未来中日关系应该回到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确立的正确轨道。

中日双方首先应确认: 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一切争端，而不诉诸

武力和武力威胁，钓鱼岛问题也不例外。如果中日两国能变挑战为机

遇，通过包括台湾在内的海上观光旅游等共同开发、互利共赢等方式缓

解钓鱼岛矛盾，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及国际新格局的形成将具

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 责任编辑: 李璇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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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要约

钓鱼岛と中日!の直面する挑"

劉 江永

2012 年は中日国交正常化 40 周年に たる年であるが、 しかし、 #国!は改
善されるどころか、 むしろ日本政府の钓鱼岛 购买 によって急に$化されて
しまった。 钓鱼岛领土主%问题は、 すでに中日!の直面する最大の问题と
なっている。 中日!は新たな&史の四つ’に立たされ、 政冷凉 の倾向が
表れ、 非常に(しい试练に直面している。 野田内阁で)定した 钓鱼岛の购买
は、 その特定の国内外の背景を有し、 日本未の"略进路にかかわる问题であ
る。 钓鱼岛海域における中国海监の船による巡航の常态化は、 钓鱼岛の购买
及び 国有化 を通じて钓鱼岛にする所谓 平*·安定管理 を维持しよう
とする日本政府の企てを彻底的に打ち破った。 、 中日!の+展のビジョン
には,々な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が、 しかし、 -.视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中日#国は、 $循环に深く/らないように努め、 "略互恵!という大きな0组
みの下、 中日平和友好约 の精神に基づいて适切にこの厄介な问题を1理す
べきである。

2换焘に直面して: &史的视野における
中日!の3迁と现宓的思考

楊 棟梁

&史的に见れば、 1895 年の甲午" (日本では日清"という) が中日!
の第一回周期の终焘と第二回周期の起焘となった。 19 世纪半ば以降现れた中日

!の第一回周期の 2换焘 の,子と比较してみれば、 泾における缏合的
宓力の接近や相互依存!の化、 政治における"略的协力者から"略的协力者
および竞者への化、 思想·意识における相互认知および感情·态度の化な
どから见れば、 目下の中日!は、 中日!史上の第二回周期の 2换焘 に
差し掛か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近代以降の日中#国の 强·弱 !は、 始
めて 强·强 の向かい合う,态を呈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2换期 は、 
の4加というデリケ5トな时期であるだけではなく、 中日!の再构筑の时期
でもある。 2换期 を*便に渡ることは、 中日#国ともに揸うべき&史的使命
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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