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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以来,日本政府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美日“2+2”

会谈、美日领导人会晤等场合多次作出涉华消极表态,中日 关 系 遭 遇

2017年两国关系转入改善期以来最大挑战。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

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数据显示,安倍执政后期开始的中日关系改善趋势

已告一段落,中日关系在2020年4月之后发生波动,至2021年4月双边

关系分值已降至-1.9分(见图1)。对于未来一年中日关系的走向,本预

测组认为,日本对华政策的“竞争面”会进一步强化,中日关系的下滑态势

将加剧。

图1 中日关系分值(2020年1月至2021年4月)



一、
 

2020年以来的中日关系波动

中日关系在2017年之后不断升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日民间

的良性抗疫互动更使双边关系分值升至2013年以来最高点(-0.3分)。然

而,进入2020年4月之后,两国关系转而进入波动期。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愈发激烈,作为美国重要同盟的日本受到的同盟压

力逐渐增大,并呈现出向美国靠拢的倾向。① 在疫情溯源方面,安倍晋三在

2020年5月公开表示,“疫情从中国扩散至世界是事实”。② 在科技竞争方

面,日本大阪府、埼玉县等地方政府在特朗普宣布将禁用TikTok(抖音海外

版)之后表示将停止与TikTok的合作关系。③ 在意识形态方面,安倍晋三与

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从2020年6月开始先后就香港问题发表负面言论④;2021
年1月,日本政府曾对美国的涉疆言论表示不认同,但日方立场在3月“四边

机制”会谈与日美“2+2”会谈后发生变化,转而对新疆问题表达关切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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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圆、黄贝:《美国印太盟友对华政策差异将持续》,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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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在美国压力之下,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在香港、新疆等涉及中国内政的意

识形态议题上已改变一贯谨慎的传统官方立场,这一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自2020年3月起再度升温,中日双边安

全矛盾激化,两国关系持续受到消极影响。对于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

航执法的正当行为,日本政府多次表示所谓“严正抗议”,更有部分日本渔船

非法侵入钓鱼岛海域。2021年1月中国通过《海警法》以后,日本政府进一

步大肆渲染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威胁”,不仅在与盟友美国的“2+2”会谈

和“四边机制”峰会中挑起相关讨论,还将该议题引入与英国、德国、印尼等

其他安全伙伴的双边会谈,试图塑造不利于中国维护海洋主张的国际舆论。

这些举动导致中日两国持续出现负面互动,双边关系分值发生小幅下滑。

图2 中日关系正、负面事件分值(2020年1月至2021年4月)

二、
 

未来一年中日关系将加剧下滑

本预测组认为,未来一年日本对华政策中的“竞争—合作”光谱定位将

大幅倾向于竞争一侧,中日关系分值的下滑将加剧。在双边互动事件上,中

日正面、负面事件对比将整体延续2020年4月之后的变化趋势,即两国间负

面事件将逐渐多于正面事件(见图2)。具体来看,未来一年内日美同盟内部

分歧的弥合、同盟对外一致性的提升和日本国内对华负面认知的强化将影

响日本在中美竞争中的站位和处理中日双边矛盾的态度,进而导致日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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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策中的竞争色彩更为显著。

首先,在日美同盟内部关系上,两国之间的分歧与摩擦在特朗普政府下台

之后得以缓和,日美关系“重回正轨”,日本为对冲特朗普风险而强化对华合作

的需求减弱。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协议,在同盟成本分摊、贸

易摩擦等问题上向日本频频施压,日美关系的疏离也成为安倍对华接近的

重要原因之一。① 拜登上台之后宣布将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修复与盟

友关系。在对日关系上,拜登政府有意缓和两国间矛盾,并进一步深化和

拓展美日合作内容。2021年2月,拜登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决定延长当

前驻日美军经费日方分摊标准,搁置特朗普政府对日本提出的大幅提高驻

日美军驻留经费要求。② 对于日本政府最为关注的两个国内议题———新冠

疫苗供应和东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美国也表明将与日本加强相关合作。③

从日方角度来看,特朗普时期美国对现行国际秩序和日美关系所带来的风险

已不会在拜登任上重演,日本更在关键国内议题上存在与美国合作的急迫需

求,因此日美关系将进一步密切,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减弱。

其次,在日美同盟对外一致性上,美国对日本同盟安全承诺再度强化,并

强调通过同盟合作应对中国竞争,日本在中日领土争端和人权、南海、科技竞

争等涉华问题上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一方面,拜登政府重新加强对日

同盟承诺,日美同盟应对中日双边安全矛盾的协调性随之提升。拜登上台后,

美国政府多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规定美国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

日美两国也在日本西南诸岛频繁举行联合训练以提升同盟协同作战能力。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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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望:《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载《国际安全研

究》,2021年第2期,第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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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訓練·演習」、日本海上自衛隊,来源:https://www.mod.go.jp/msdf/
operation/training/;「空自と米軍、東シナ海で防空訓練 戦闘機を投入」,载『日本経済

新聞』,2021年3月16日,来 源: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DE16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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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况下,获得美国更多支持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愈发强硬,日本海上保

安厅表示不排除在钓鱼岛“使用武器”,防卫省也表明不否定将在钓鱼岛周

边实施日美联合训练。①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表示已做好团结盟友与中国开

展竞争的准备,日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选边站”压力可能促使其立场进

一步靠近美国。当前,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与美国“印太战略”对接,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首次公开强调对台湾海峡局势的重视,介入南海问题

程度加深;在科技创新、供应链安全等方面,日本也与美国明确深化合作,减

少对华依赖。② 同时,如前所述,日本自诩为“自由民主阵营”一员,在涉华人

权、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与欧美国家立场的一致性不断提高。可以预计,未

来一年内日本不仅将从军事行动及部署上强化所谓“钓鱼岛防卫”和日美

“印太战略”协作,还会与西方阵营国家在南海、人权等涉华问题上提升协

调程度,致使中日关系负面事件继续增多。

最后,在日本国内对华认知上,随着“中国威胁论”的不断发酵,日本政

府的对华政策面临来自国内反华势力的更大压力。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

论”逐步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股“乱流”。2020年以来,随着中日在钓鱼岛

争端、意识形态等问题上矛盾增加,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再度抬头,日本

政界、媒体界保守势力对中方公务船在钓鱼岛领海常态化执法巡航的污蔑

可能使两国关系再度陷入结构性对立的恶性循环。③ 同时,菅义伟内阁自

2020年9月上台后在处理新冠肺炎疫情、东京奥运会、政治丑闻等问题时表

现不佳,其上台初期继续求稳的对华路线也受到国内反华势力的诸多批评。

受此影响,近期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中开始调整立场,在钓鱼岛争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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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使用『排除されない』 中国海警法対応で海保長官」,载『産経新聞』,2021
年2月17日,来 源:https://www.sankei.com/politics/news/210217/plt2102170021-n1.
html;「『尖閣防衛』日米共同訓練の実施表明 岸防衛相」,载『産経新聞』,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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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华态度更为强硬。2021年日本国内政局仍有较强不确定性,年内众议

院选举还将决定下一任执政内阁。无论菅义伟内阁能否继续执政,后安倍

时代不再“强势”的日本首相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将继续受到保守势力掣肘,

日本政府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并在中美竞争中进一步向美国

靠拢。

本预测组认为,虽然未来一年内中日关系下滑将加剧,但日本对华政策

不会走向全面对抗,双边关系分值跌至“对抗”等级(-9至-6分)的可能性

较低。①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些正面因素。其中,经贸

合作仍在中日关系中具有“减震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日本2020年

GDP萎缩4.8%,重振经济成为当前日本政府、社会最急迫的课题。② 作为

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在疫情期间实现经济平稳正增长,与中国加强经

贸合作是日本政府的必然选择,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展也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动力。在短期内难以实

现对华经济“脱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会以牺牲重大经济利益为代价而

与中国全面对抗。另外,中日两国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议题上

拥有共同利益,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也将对双边关系发挥正面作用。

三、
 

结论

总的来看,未来一年内中日关系下滑态势将加剧,这主要由日美同盟关

系的强化和日本国内对华认知的负面变化趋势所导致。两国之间将进一步

增多的负面事件既会围绕钓鱼岛争端等双边结构性矛盾发生,也可能更多

出现在中美战略竞争大背景下的涉华安全、人权、科技等议题上。但是,中

日关系的下滑程度也受到两国经贸合作和全球治理合作因素的限制,双方

仍会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保留一定空间。

①

②

关于双边关系分值的等级和对应分值范围,参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与 大 国 关 系 数 据 库>使 用 方 法》,来 源:http://www.imir.tsinghua.edu.cn/

publish/iis/7522/20120522140122561915769/1.pdf,访问时间:2021年6月30日。
《日本2020年GDP萎缩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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