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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日关系似乎有些转暖的意味，两国事务层面的

互动有所增加。8月9日，在缅甸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

间，中日两国外长实现“非正式接触”。两国在此时缓和关

系，其时机选择耐人寻味。安倍主动向中国示好，是战术调

整还是战略调整，日本国内哪些因素在进行推动，这些问题

需要深入分析。

安倍实现了两大政治目标

首先，安倍选择在7月份向中国表达改善两国关系的愿

望，是因为其在7月1日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基本实现了上台

时宣称的两大政治目标，即参拜靖国神社和解禁集体自卫

权。安倍能当选首相，依靠保守派鼎力支持。安倍当选后一

定要实现保守派追求的政治目标，而这两个目标都与中国有

关。参拜靖国神社必然引起中国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也要

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在闯关前，安倍在政治、外交和安

保领域全面挑战中国，制造两国紧张气氛。闯关成功后，安

倍开始释放善意，降低中日交恶对日本利益的损害。

其次，中日两国近年来针锋相对的斗争，形成“互

损”，两国关系螺旋下降。经过近两年斗争，中日双方都切

实地认识到两国交恶，不利于两国利益，客观上两国已经到

了缓和关系的时间点。

与安倍调整战略有关

安倍的政策课题主要是发展经济和安全保障。随着中国

的崛起，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日本对此一直非常

抵触。安倍的策略是把中韩边缘化，着力于东南亚、印度、

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安保问题上，日本为增加自身安全所采

取的举措，加深了日本与中国的安全困境，日本对中国的政

治和安全压力损害了中日经济关系，而且日本在东南亚和印

度没能找到替代中国的大市场。日本国民最关心的是经济发

展，安倍着重“拼安保”的策略与日本国民的要求相背离。

眼下，安倍需要在发展经济和安全保障之间找到平衡。

另外，安倍战略的核心内容是追求日本政治大国化和独

立自主，而与中国交恶只会让日本更加依赖美国。日本实现

政治大国化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积极发

挥作用，提高在日美关系中的地位，争取日美平等关系。另

一个是获得亚洲各国支持，东亚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东亚政治和经济的统合非常重要。从中曾根时代以来，日本

就积极推动东亚统合，但美国一直反对。安倍对美一边倒，

只会更加依附于美国，只有加强中日关系，才能平衡美国的

影响。

日本国内的政治因素

安倍上台以来保持高支持率，多数时间维持在60%以

上，给安倍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提供动力。但解禁集体自卫

权后，安倍内阁支持率降到43.5%，不支持率上升到35.1%，

自民党的支持率也随之下降。下半年日本将举行多个地方知

事选举，7月13日滋贺县知事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击败自民党

候选人。10月、11月还将举行福岛县、冲绳县知事选举，明

年4月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安倍以如此低支持率进入选举，

可能难逃失败命运。为此，安倍希望能在外交领域得分，拉

高支持率。中日关系在日本各界广受关注，舆论调查显示希

望中日首脑尽快会晤的日本国民达到54%，这是中日关系改

善的民意基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倍也是顺应民

意吧。

另外，改善中日关系有利于安倍调整与经济界的关系。

此次中日交恶，日本经济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财界一直敦

促安倍尽快修补中日关系。但安倍不顾财界呼声，实现了解

禁集体自卫权，为此遭到了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的批

评。6月神原定征出任经团联新会长，安倍趁机拉近与经团联

关系。

还应该提到的是，中日关系可能的转暖与两国在事务层

面的积极交流和磋商分不开。在中日两国热点问题上，如中

国公民控告日本企业强制劳动案，中国扣押三井船舶公司轮

船案，都在双方积极努力下，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多次派遣

代表团访日，也邀请日本各党派访华。日本事务当局也积极

回应，日本外务省建议安倍不要在第三国点名批评中国，安

倍在澳大利亚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中国时只说“中国是重要

国家”。日本外务省在商讨安倍讲话稿时，也会删除对中国

的批评。

当然，由于中日关系冰冻非一日之寒，所以关系的改善

还会遇到困难和波折，但只要本着“和平和发展”的理念，

两国终将走上携手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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