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曰 关系的辩证解析

冯昭奎

内容提要 ： 中 日 关 系 的发展 和 变化
，
是 周 而 复始 的 矛 盾 运动过 程 。 进入

2 1 世纪第二个十年 以来 ， 中 日 矛盾 日 趋 激化 ， 到 了 2 0 1 4 年 两 国 矛 盾 激化到

“

不 能 再激化
”

的危 险局 面 。 中 日 政府达成 四 点原 则 共识和首 脑会见 ， 使两 国

关 系持 续 两年 多 的空 前严 峻局 面迎 来重 要转 机 。 2 0 1 5 年 的 中 日 关 系 应 是
“

安

静
”

便好 ，
切实遵循和 落 实 四 点 共识 ，

推 动 两 国关 系 走上和平 、 发展 、 合作 、

共赢的 轨道 。 要 大力加 强 中 曰 民 间 交 流
，
防止两 国政 治

、 外 交 层面 的 矛 盾 扩

大 为 两国人 民之 问 的 矛 盾 与 相互仇视 。 还 要 大 力 加 强 中 日 环保合作 ，
促使环

境问题 等 非传统 安 全方 面 的 合作成 为连 接 两 国 的友好 纽带 。 更 重 要 的是 解决

中 曰 之 间 的
“

战 争 与 和平
”

问题 ， 使所谓
“

中 日 必 有
一

战
”

成 为
“

中 曰 创新

之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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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两国在亚洲构成
一

对复杂 、 多变 、 难解难分的矛盾 。 中 日 关系的发

展和变化 ， 就是
一

次次地产生矛盾 ，

一次次地缓解矛盾 ， 又一次次地面对矛

盾上升 、 激化 、 缓和的周而复始 的矛盾运动过程 。

在这个过程 中 ， 可 以说中 日 之间 的主要矛盾
一

个也没有彻底解决过 。 中

日矛盾不仅经历 了时缓时紧的起伏 ，
也经历了矛盾主次的移位

＾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来历史问题 、 贸易摩擦 、 领土争端相继成为最突 出矛盾
——甚至经历

了矛盾性质的转化 ，
近年来

一

部分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

1 9 7 2 年中 日 复交以
‘

来 ， 总的来说中 日矛盾经历了从 7 0 年代到 9 0 年代的相对

缓和期 ，
2 1 世纪前十年的矛盾上升期 ， 进入 2 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矛盾激

化期 ，

2 0 1 4 年两国矛盾激化到了
“

不能再激化
”

的危险局面 ， 由此而出 现了

中 日两国政府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 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见 ， 使中 曰

关系迎来转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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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关系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堪称
“

世界级难题
”

之
一

。 多年以来 ， 国际

问题研究者从不同观察角度 ， 用各种分析方法 ， 对 中 日 关系进行了深人研究 ，

取得了丰硕成果 。 本文在借鉴和吸取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以 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对中 日 关系的现实和

未来提出
一些新的思路和见解 ，

亟待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

中 日关系的新的转机

2 0 1 4 年 1 1 月
， 中 日两国政府就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达成四点原则

共识 ，
1 1 月 1 0 日 习主席与安倍首相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ＡＰＥＣ
） 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期间举行了简短会见 。

“

两国领导人的此次会见与 中 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

历次会见有所不同 。 以往的会见或是在关系友好背景下实现 ， 或者是在关系明

显修复的条件下进行 ， 而这次会见是在中 日 两国政治关系陷入僵局 、 钓鱼岛争

端处于紧张状态的形势下进行的 ， 弓 丨起中 日两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

” ？

国家之间难免会有矛盾 ， 在正常情况下都属于
“

非对抗性矛盾
”

或
“

潜

在的对抗性矛盾
”

。 中 日关系也不例外 。 然而 ， 此次 中 日 首脑会见的背景是中

日矛盾围绕钓鱼岛等问题 已经发展到现实的局部对抗状态 ， 如听任其继续发

展 ， 就会走向现实的全面对抗状态 ，
而 中 日走向 现实的全面对抗 ， 就意味着

两国关系发生质变 ， 从非敌非友关系演变成互为敌国关系 ， 导致两国之间引

发战争的危险 ， 从而将可能给中 日两 国乃至世界和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

在这种情况下 ，
习主席应约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见 ， 体现 了

一

个大国领袖的崇

高风范 、 宏达气度和大局外交思维 。 据笔者观察 ， 四点原则共识和中 日 首脑

会见的积极影响 ，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

一

） 使中 日 关 系持续 两年 多的 空前严峻局 面迎来重要转机

尽管中 日两国没有也不可能靠
一

次首脑会见解决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问

题上的根本分歧 ， 但重要的是双方达成了要
“

管控
”

彼此之间分歧的原则共识 ，

对日本前首相福 田康夫所称的
“

欧洲各国舆论认为 日 中两国在明天开战都是有

可能
”

的 、 而且在事实上确实存在擦枪走火危险的 中 日 紧飯关系起到了 明显 的

降温和
“

退烧
”

作用 。 这无疑是中 国领导人捍卫国家利益之举 ， 维护地区稳定

之举 ， 对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 。

① 李薇 ： （ 2 0 1 4 年中 日关系是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复杂严峻的一年 》 ， 《世界知识》 2 0 1 5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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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避免 了 中 曰 紧张局势对 中 国推进
“

ＡＰＥＣ 外交
＂

的 干扰

中 国通过成功推进
“

ＡＰＥＣ 外交
”

， 彰显了 中 国的大国风范 、 大国 战略和

大国担当 ， 促进了 中国与亚太主要 国家双边关系的新发展 ， 推动了
“
一路

一

带
”

（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和
“

2 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 新战略 ，
开辟 了

一

系

列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新领域 ，
凸显 了 中 国外交的全球性引 领和局部性主导

作用 。

（
三

） 对推动 中 日 之间 开展各个级别 、 部 门 、 领域的对话乃 至地方 交流起

到 了
“

带头
”

作 用

例如 ，
2 0 1 4 年 1 1 月 1 5 日 ， 中 日 财长重启 中 断了两年零七个月 的部长级

对话 ；
1 1 月 中旬 ， 中 日再次就启动

“

中 日海上联络机制
”

进行磋商 （或可能

在 2 0 1 5 年启动 ） ， 也被认为是遵照首脑会见精神做出 的反应 ；
同 年 1 2 月 下

旬 ， 中 日节能环保论坛在北京举行 ， 这是 1 1 月 中 日 首脑会见以来两国政府间

首次举行的大型活动 ， 双方还签订了
4 1 份开展企业间技术交流合作等文件 。

笔者认为 ，
中 日也应像中美不久前共同发表 《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 那样 ，

迅速启动两国环保部门 的高级别对话并达成有关中 日 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性

环境污染问题的协议 。

（
四

） 对 日 本 国 内政治
“
一路向右

”

的走势产 生
一定的 阻遏作 用

这是因为虽然保守化 、 右倾化 日 益成为 日 本政治 的主流 ， 但 日 本不是铁

板一块 ， 其国 内矛盾很大很多 ， 包括政治上的右翼与左翼之争 、 鹰派与鸽派

之争 、 军国主义余孽与和平主义力量之争 。 在历史问题上 ， 既有极力否认侵

略历史的右翼势力 ， 也有承认对中 国是侵略的大部分国民 和积极主张对侵略

历史进行反省的 民间正义人士 ； 在经济 问题上 ， 广大民众对所谓
“

安倍经济

学
”

的不满情绪 日益髙涨 。 此外 ， 日本知识界对安倍推行 《特定秘密保护法》

非常担心 ， 怕 回到战前那种容不得不 同声音和主张的恐怖时代 。 以石原慎太

郎为代表的极右势力视中 日 之间 的紧张关系为推动 日 本社会
“

极右化
”

和
“

战前化
”

、 进
一

步打压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甚至再次使 日 本成为破坏东亚地区

稳定的策源地的 良机 （石原在 2 0 1 4 年 7 月 还在叫器要同中 国
“

打一仗
”

） 。 然

而 ， 经过中 日 双方的外交努力和两国领导人的会见 ， 及时地使中 日 关系得到

缓和 ， 既打击了 日 本极右好战 势力 ，
又支持 了 日 本 国 内 的和平主义力 量 。

2 0 1 4 年 1 2 月 日本众议院大选中 ，
以

“

次世代党
”

（ 主要成员都是 8 0 岁上下

的老头子 ） 为首的极右政治势力的缩水和泄气 ， 也与他们失去了利用 中 日 紧

张关系升温这个
“

抓手
”

不无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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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回应 了 中 日 民众希望改善两 国 关 系 的主流民意

首脑会见给期盼中 日 政治关系走 出迄今这种冰冻状态的中 日 两国人民乃

至国际社会带来 了希望 ，
也起到了争取被政治右倾化裹挟的部分 日 本国民 的

作用 。 近年来
， 尽管中 日 民众对对方国家持好感的人数 占 比跌至复交以来最

低 ， 但是 ， 认为两国关系
“

重要
”

的普通中 国人和 日本人的比例却一直保持

在百分之七八十的高位 。
2 0 1 4 年 8 月 9 ￣ 1 0 日 的 日本广播协会 （

ＮＨＫ
） 民调

显示
， 认为有必要尽快举行 日 中首脑会谈的人数达 5 5 ％

， 日本 民意主流依然

是要 以经济为主 ， 对华政策宜稳健 。 总之 ， 中 日 首脑会见的实现 ， 回应 了两

国多数公众希望两国政府重视和改善关系的主流 民意 。

中 日首脑会见虽然走出了两国关系改善的第
一步 ， 但是 ，

“

冰冻三尺 ， 非

一

日 之寒
”

， 这次中 日之间的
“

冰层
”

之厚度和深度大大超出 了
2 0 0 6 年安倍

第
一

次上台时中 日之间的
“

冰层
”

，
因此可以预计中 日关系会很难再现当年那

样
“

破冰
”

、

“

融冰
”

、

“

迎春
”

、

“

暖春
”

的迅速改善过程 。 由于两国之间严重

的
“

不信任感
”

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 中 日再次
“

破冰
”

将可能是
一

个
“

时快

时迟
”

、

“

有进有退
”

的缓慢过程 。 要使两国关系平稳发展 ， 逐步改善 ， 防止

横生枝节 ，

2 0 1 5 年 的中 日关系应该是
“

安静
”

、 少上某些报纸 的头条为好 ，

以便给双方的相关部门 留足相互磨合的空间 ， 切实遵循和落实四点原则共识 ，

相向而行 ， 积水成渊 ， 积量变为质变 ，
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和平 、 发展 、 合作 、

共赢的发展轨道 。

历史又翻过 了
一

页 。 进人 2 0 1 5 年 ，
中 日 关系 的发展趋势将可能是双方进

入在继续处理两 国之间矛盾的同 时 ， 更加注重打理本国 内部问题 ， 在继续解

决两国之间分歧的 同时 ， 更加注重寻求 两国共同利益的
“

新常态
”

。 换句话

说
，
中 日关系好比跷跷板 ，

一

边是相互合作与利用 ，

一

边是相互防范与牵制 。

近年来 ， 相互防范与牵制这一边翘得太高 ， 过度失衡 ， 几乎成
“

垂直状态
”

；

进人 2 0 1 5 年 ， 相互防范与牵制
一

边有可能下来
一些

， 相互合作与利用
一

边则

有可能上去
一

些 ， 行稳致远 ， 渐渐趋向准平衡状态 。

二 中 日关系的困境与变数

尽管已陷入 1 9 7 2 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 困难局面的 中 日关系开始企稳回

升 ， 但我们眼光回望 ， 中 日 矛盾导致的两 国关系困境历历在 目
，
而且 留下巨

大负面遗产 。 中 日政治关系僵冷 ， 两国高层交往 中断两年多 ， 政治互信严重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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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 ， 相互猜疑达到了复交 以来的最高点 ， 相互信任降到了 复交 以来的最低

点 ，
可 以说已经陷入了

“

谁都不信谁
”

的严重信任危机 ， 双方都把对方政府

的每
一

个外交和内政行为都看成是针对己方 （ 在事实上大部分确是如此 ， 但

未必是全部 ）
。 更为重要的是 ，

两国政治互信的缺失和政治关系的恶化影 响到

中 日关系 的各个方面。

（

一

） 中 日经 贸 关 系

中 日 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 ， 早 已形成你中有我 、 我中 有你 、

一

荣俱荣 、

一

损俱损的
“

利益共同体
”

。 中 日经济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 两国经

贸合作仍有较强互补性 ， 在节能环保 、 绿色低碳 、 高新科技 、 财政金融 、 智

能城市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大有可为 。 当前 ， 陷人结构性困境的 日本经济

要走 出衰退 ， 实现振兴 ， 开拓 中国市场对其具有
“

性命攸关
＂

的意义 。 另
一

方面 ， 进人
“

新常态
”

的 中国经济要转方式 、 调结构 ， 推动产业结构加快 由

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
也需要借力 中 日 经贸合作的拓展和深化 。

政治关系持续恶化 ， 给两国之间 的经贸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
不仅影

响中 日 两国经济的发展 ， 影响持续多年的中 日韩 ＦＴＡ 谈判的进展 ， 而且对亚洲

经济增长活力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
任何两 国之间 的双边

经贸关系都不是孤立的 ， 都是全球性经贸关系 网络的
一个组成部分 ， 全球性产

业链条的
一

个重要环节 。 因此 ， 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

的削弱或破坏 ，
必然带来

“

双输
”

的结果 ， 却让
“

第三者
”

成了赢家 ， 特别是

美国 ， 既坐收渔利 ， 又获得牵制中国并削弱 日本使之更
“

听话
”

的战略实惠 。

中 日 经贸关系后退对中 国的负 面影响显而易见 。 从 日 方来看 ， 日 本企业

界反映说 ， 安倍首相再度上台后引 导 日 本企业 向东南亚跑 、 向 印度跑 、 向非

洲跑 、 向欧洲跑 ， 绕 了
一

大圈 回头坐下来
一

算 ，
不行 ，

日 本的合作重点还得

在中 国 。
？ 因为东南亚 、 印度 、 非洲都还没有形成开展深人的产业合作所必需

的上下游产业链 、 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素质较高的技术队伍 。 总之 ，
无论对

国家还是对世界 ， 产业才是经济的核心 和基础 ，

一个连续的 、 完善 的产业链

① 后藤锦隆指出 ： 安倍首相原先考虑 ，
既然 已经形成了对抗局 面 ， 那么 日本企业就需要尽量避

开 中国
，

往东南亚方向发展 。 但东南 亚也有具体情况 ，
这 一地区人口总量不大

， 但国家 与民族众多 、

语言差异明显 ， 各方利益很难调 和 ， 难以形成共识 。 这注定 了安倍选择 的是
一

条不平坦的道路 。 事实

上 ， 虽然近年来 日本对中国新增投资大幅缩小了
，
可是总量并没有减少

，
相反还呈现继续扩大的态势 。

“

这就是彼此经济的吸引力之所在 ， 中国魅力之所在 ， 也是 日 本企业界和 日 本政府都避不开的现实课

题 ， 日 本企业界不赞成安倍搞对抗中国那
一套 ■；

’

参见 《 日 本学者 ： 未来
“

日 本梦
”

要搭
“

中 国梦
”

便车 》 ， 《 中国青年报 》 2 0 1 4 年 1 1 月 1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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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经济增长的活力所在 。 中 日 经贸关系倒退会成为 中国推进区域经济
一

体

化和
“
一带一路

”

战略的障碍 ， 并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

因而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履行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国责任问题 。

（
二

）
历史 问题和民众的相互感情

中 日两国 民众的相互感情持续下滑 ， 降到了复交以来甚至是新中 国诞生

以来的最低点 ， 特别是两国青年
一代在历史 问题上 的认识差距不断扩大 。 历

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个教育问题。 由于 日本的教育大权掌握在统治者手里 ， 他

们在教科书中刻意淡化侵略历史 ，
至于 日 本右翼更是美化 、 歪 曲 、 否认历史

事实 。 在这种教育和宣传的潜移默化之下 ， 现在 日 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
一

代

人对历史问题就开始不买账 了 ， 说这是过去的事情 ， 是我们爷爷辈干 的事 ，

跟我们这代人没关系 ，
日 本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也不理解 中 国人为什么对过去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

念念不忘
”

， 甚至担心迄今仍念念不忘过去 日 本侵略罪

行的中 国
一旦强大起来后会用同样方式来报复 日 本 。 然而 ， 中国人民怎 么能

忘记那段残酷的史实 ！ 惨绝人寰的历史记录不仅真实地保存在中国的教科书 、

历史教育基地和抗 日 电视剧里 ， 更牢牢地铭刻在中 国人民 的心里 ， 成为我们

从长辈那里传承下来的国家记忆 。 而这一切又与
“

淡忘
”

历史的 日 本中青年

一

代人之间形成了非常鲜明 的历史认识反差 ， 这样世世代代下去 ，
两国人 民

对历史认识的隔阂将越来越大 ， 鸿沟会越来越深 。

中 日历史认识问题面临着
一

种
“

两难困境
”

：

一

方面 ， 由 于历史认识问题

导致两 国关系恶化 ， 官方 和民 间 的相互交流 日 益萎缩甚至隔断 ； 另一方面 ，

历史认识问题唯有通过两 国官方和 民间 的持久的 、 大面积的相互交流 ， 增进

两大民族之间的相互 了解和相互感情 ，

“

让 日本国 民真正明 白
‘

哦 ， 原来是这

么 回事啊
’

， 或许双方 以后更能坦诚相待
”？

。 显然 ， 如果两 国 民众长期处于

相互疏远甚至隔断的状态 ， 中 日历史 问题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 ， 反而会变得

越来越难解决 。

2 0 1 5 年是中 国人民抗 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 0 周年 。 中 日两 国

能不能站在反法西斯 、 反军国主义 、 维护历史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共同立场上 ，

采取各种方式
一

起纪念这个重要的历史性 日子 ？ 安倍在 日 本战败 7 0 周年之际

能否做出
一个与

“

村山谈话
”

不相违背的
“

安倍谈话
”

？ 这对长期困扰中 日

关系的
“

历史认识问题
”

既是
一

个挑战 ，
也可能是

一

个机遇 。

① 参见 《 日本学者 ： 未来
“

曰 本梦
”

要搭
“

中国梦
”

便车》 ， 《中 国青年报 》 2 0 1 4 年 Ｉ Ｉ 月 1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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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关系 的辩钲解析ａ

（三 ） 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

中 日 紧张关系持续下去 ，
必将给海洋和陆地的生态环境乃至全球气候变

化问题带来严重后果 。 有研究表明 ， 军备与战争的温室气体排放远远大于民

生工业生产及其他人类活动 。 面对气候变化 、 极端天气 、 海洋污染 、 福岛核

辐射扩散以及雾霾 、 干旱等环境危机 ， 中 日不能不考虑军备竞赛会使环境问

题雪上加霜 ， 战争则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极严重的 、 不可逆的恶果 。 正如习近

平主席所说 ：

“

保护生态环境 ， 应对气候变化 ， 维护能源资源安全 ， 是全球面

临的共同挑战 。

” ？ 这意味着除去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之外 ，
保护生态环境 ，

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当今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 中 日两国都应该把握好
“

捍卫人

类道义
”

与
“

捍卫主权利益
”

之间的平衡 。

（ 四 ） 战争并非单人听闻

中 日 政治关系恶化引发军事对峙 ， 曾达到被国际社会认为随时发生战争

的剑拔弯张状态 。 虽然看来 中 日双方都不想正式开打 ， 但在两 国政府间的互

信降至最低点的情况下 ， 尽管中方在钓鱼岛 问题上一再表明希望通过和平磋

商办法解决争端 ，
日方却

一

直怀疑 中国军队会化装成渔民突袭钓鱼 岛 ， 为此

而大搞
“

夺岛
”

演习 ，
反过来令中 国军方感到它是在故意挑衅 ， 借机走 向军

事大国 ， 谋划对华战争 。 总之 ， 双方都以最坏的揣度来评估对方政府的每
一

个行为 ， 形成你想象对方有多坏 ， 对方就真的有多坏 ， 你越是把对方视为敌

人 ， 对方就越是真的变为敌人的恶性循环 。 尤其是 日本右翼势力大肆夸张所

谓
“

中国威胁
”

， 在 日本公众当 中竭力煽动对中国的仇恨情绪的情况下 ， 谁能

保证
“

擦枪不走火
”

不演变成
“

擦枪走火
”

？ 谁能保证
“

擦枪走火
”

不演变

成
“

大打出手
”

？ 谁能保证
“

大打出手
”

不演变成
“

局部战争
”

？ 正如英国政

治家亚瑟 ？ 庞森比所言 ：

“

宣战之时 ， 第一个牺牲的便是真相 。

”② 换句话说
，

即使 日方打了
“

第
一

枪
”

，
也会像当年卢沟桥事件那样倒打

一

把 ， 把发动战争

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 。 总之 ， 我们必须对 日本一些好战势力保持高度的警觉 ，

紧紧盯住他们的
一

举
一

动 。 虽然有人会问 ：

一旦发生局部 战争 ， 谁能保证能

源 自给率只有 4 ％ 的 日 本的能源运输线不受
“

卡喉
”

之痛 ？ 谁能保证 日 本五

十几台 目前基本处于停运状态 的核电机组 、 核废料储存池 、 高大水坝等要害

① 《生态文 明贵 阳 国际论坛 2 0 1 3 年 年会 开幕 ，
习近平致 贺信》 ，

ｈ
ｔｔｐ ：／／ｎｅｗｓ ．

 ｘ ｉ
ｎｈｕａｎｅ Ｌ ｃｏｍ／

ｍｒｄｘ／ ？ 2 0 1 3 
－

0 7／ 2 1／ ｃ
＿

1 3 2 5 5 9 4 5 2 ．ｈ ｔｍ。

②Ｅ ｄｗａｒｄＧｌａ ｅｓｅｒ
，

“

ＴｈｅＰｏ ｌｉｔｉｃ 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ｏｆＷａｒｆａｒｅ

“


，
Ｄ ｉ

ｓｃｕｓｓ
ｉ
ｏｎＰａｐｅｒＮｕｍｂｅｒ 2 1 2 5

，

Ｈａｒｖ ａｒｄ

Ｉ 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ｏｆＥ 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Ｅ Ｒ

） ， 2 0 0 6
，ｐ

．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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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不受到常规武器攻击以致引发灾难性后果 ？ 然而 ， 对于执政者而言 ， 如

果政治上有迫切需要 ， 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发动战争 ， 即使这
一

战争与他们

的国家利益？相悖 。

综上所述 ， 中 日 首脑会见前的 中 日 关系 已 发展到了接近
“

全面崩溃
”

、

“

坏到不能再坏
”

的状态 ， 所谓
“

再坏
”

就是擦枪走火 ， 就是战争 。 为此 ，

早在 2 0 1 3 年 9 月
， 习主席与安倍首相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之际的

短暂站立会见时就说 ：

“

近来中 日 关系面临严重 困难 ， 这是我们不愿看到

的 。

”② 随着 中 日 关系的
“

严重 困难
”

在 2 0 1 4 年变本加厉 ，

“

火药味
”

更趋浓

厚 ， 中 日双方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实现首脑会见 ， 才使剑拔

弩张的中 日关系终于出现 了转机 。

然而 ，
中 日关系从上述 困境中走 出 ， 仍然有着变数 。 在 2 0 1 4 年 1 2 月安

倍搞
“

突然袭击
”

式的众议院选举后 ， 自 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胜出 ， 安倍

晋三很可能再当四年首相 。 这就给安倍留下充足时间进行各种政治运作 ， 特

别是实现自 己的夙愿
一

修正 日本
“

和平宪法
”

第九条 。 尽管其推行修宪之

路未必顺畅 ，
但安倍继续推行以修改

“

和平宪法
”

为中心的右倾化路线 ， 仍

可能给中 日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

根据 日本宪法 ， 修宪议案在众议院通过后需经参议院审核 ， 若被参议院

否决但经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 即可生效 。 自 民党与公明党在众议

院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席 ，
今后将可行使众议院表决权 ， 使一些被参议院否

决的议案生效 。 然而 ， 根据 日 本宪法第 9 6 条规定 ， 即使国会提议修宪 ，
还要

由 国会发动公投议案并获得半数以上 国 民的赞成方可实施 。 为此 ， 安倍认为

需要发起
一

场
“

国 民运动
”

， 唤醒更多国 民的修宪意愿 。

事实上 ， 与安倍意愿相违的另一场
“

国民运动
”

早 已兴起 。 由大江健三

郎 （作家 ） 、 梅原猛 （哲学家 ） 等人发起组织的
“

九条会
”

，
在 日本全国呈燎

原之势 ， 在各行各业各地 ， 冠有
“

九条会
”

名称的 团体达 7 5 0 0 个 （
2 0 1 1 年

数字 ） 之多 。

③ 然而 ， 安倍却对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呼声置之不理 ， 坚持要

①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前副局长小原博雅认为 ， 日本 的核心 国家利益包栝 ：
（ 1

）
东亚的稳

定 ， （ 2
） 防止 日本周边 出现敌对国家 ， （ 3

） 打击威胁 日本国民生命 、 财产 的恐怖主义 ，
（ 4 ） 维持和

加强 自 由 、 开放的 国际经济体系 ， （ 5 ） 维护 中东地区 的稳定 ，
（ 6 ） 海上航线的安全等六个方面 。 参见

小原博雅 ： 《 日本走向何方》 ，
加藤嘉一译 ，

北京
： 中信 出版社 ，

2 0 0 9 年 ， 第 9 3
￣

9 8 页
。

②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ｌｄｈｄ／ 2 0 1 3

－

0 9 ／ 0 6 ／ｃ ｏｎｔｅｎｔ＿ 2 4 8 2 3 0 3 ．ｈｔｍｌ
．

③
「 『九条 0 会 』 ｔ共鳴夂ｙ 調布市＃後援拒否 ｊ 、

『 東京新聞』 2 0
1 4 年 1 0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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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曰关系的辩证解析 ＣＤ

修改宪法 ， 其专制蛮横态度与当年 日本军部领导人如出
一辙 ＜？

。 在太平洋战争

爆发纪念 日的 2 0 1 4 年 1 2 月 8 日
， 日本作家协会发表声明称 ， 近年来 日本社会的

氛围和 7 3 年前 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气氛非常相似 。

“

从惨痛历史的反

省中重新出发的 日本 ， 正发生巨大的本质变化。 日本政府通过实施 《特定秘密

保护法 》 ， 让军事 、 战略信息等不便公开的信息都能随意隐瞒民众 。

”

该声明还

批评安倍不断推进解禁集体 自卫权 ，

“

是曾经的强权国家和极端国策的重现
”

ｏ
？

7 0 年前 ， 日本在
“

战后体制
”

下走和平发展道路 ， 实现经济腾飞 ， 带动

了亚洲的发展繁荣 ， 使 日 本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和现代化国家 ， 然

而 ， 如今 日本领导人却执意要摆脱这个曾给 日本带来巨大好处的体制 。 那么 ，

他们真的是为了创建一个比
“

战后 体制
”

更符合 当今 日 本国情的新体制吗？

辩证法认为 ， 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是 由肯定 、 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

的 。 日本战后体制是对战前体制的
“

否定
”

， 而战后体制延续 了
7 0 年

，
战后

宪法未经修改地实行了 6 8 年 ， 确实出 现 了
一些不能适应当今 日 本政治 、 经

济 、 社会发展新形势的缺陷和问题 （例如不合理的选举制度 ） ， 终将会出现
一

种新的体制 、

一部新的宪法取而代之 ， 从而实现辩证法意义上的
“

否定之否

定
”

。 为此 ， 不改第九条的
一

般意义上的修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 这也是为

什么在 日 本国内反对修宪的组织大多取名
“

九条会
”

而不是
“

护宪会
”

） 。 然

而 ，
历史在不断前进 ，

“

否定之否定
”

绝非意味着 回到上一次
“

否定
”

之前

的状态 ，
而是周期性螺旋式 的上升和前进的过程 。 具体到 日 本的发展道路 ，

未来将可能出现的对战后体制的否定 ， 是对战后体制的继承和变革这两者相

统一的
“

扬弃
”

， 而不是
“

回归
”

到那个可怕 的 战前体制 。 安倍却利用一般

① 1 9 4 0 年初 ， 遭到中国人民奋力抵抗的 日本侵略军 日渐不支 ， 资源短缺 ，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没有

找到石油 ， 致使能否将 战争支撑下去 成了问题 ， 为此 ， 日 本军部下决心
“

南进
”

，
以夺取东印度群岛

（今印度尼西亚 〉 的石油 ， 为此扬言要跟美国不惜一战 ，
要以夏威夷群岛为界与美国

“

平分太平洋
”

。
而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 ， 军部组织了主要 由 民间经济学家组成的
“

战时经济研究班
”

， 着手分析被视为
“

假想敌国
”

的英美与 日本之国力对 比 。 当时参加
“

战时经济研究班
”

的成员 、 时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

授 （被停职 ） 有泽广已等人在接到有关
“

英美的经济抗战力与 日本的经济战持久力
”

的调研任务后 ， 并

没有像当时的媒体 、 御用学者那样
一

味迎合军部 ，
而是通过冷静理性研究做出 了

“

英美 国力大大超过 曰

本
”

和
“

不宜对美开战
”

的政策建言 ， 并于 1 9 4 1 年 7 月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发表其报告 。

时任陆军总参谋长杉山元虽然承认
“

该报告的调査完美无缺
”

， 但判定其内容
“

违背 国策
”

， 并做出将报

告书
“
一

烧 了之
”

的处理。 而伴随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冷静理性研究报告
“
一

烧了之
”

的错误态度 ， 迷

信武力的 日本军国主义为争夺西太平洋霸权居然向那个控制着石油产业链和运输线 、 国力 数倍于 己的美

国发动战争 ， 最终导致了 日本被美 国的原子弹和轰炸机
“
一烧了之

”

的惨祸 。

② 「施行前 ｉ

二 日 本、 ＞ 夕 7 7
＇

妒政権批 判 ＣＯ声 明 発表 『 特 定秘密保護法 』 」 、 ｈ ｔｔ
ｐ ：／／ｎｏ

－

ｂｏ ｒｄｅ ｒ，ｃ ｏ．
ｊｐ
／ ａｒｃｈ

ｉｖ ｅｓ／2 9 5 4 3 ／
0

—

9 
—



Ｇ 日本学刊 2 0 1 5 年第 1 期

意义上的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 在
“

修宪
”

中塞进 自 己的私货 ，
将矛头直

指宪法第九条 。 显然 ， 把安倍所谓的
“

摆脱战后体制
”

与他修正侵略历史 、

强行通过 《特定秘密保护法 》 等行径结合起来看 ， 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对战后

体制的
“

摆脱
”

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战前体制 的
“

回归
”

， 让
“

曾 经的强

权国家和极端国策重现
”

， 从石桥湛山所主张的
“

小 日 本主义
”

回归到石桥所

批判的
“

大 日本主义
”？

。 日 本右翼团体已公然要求安倍回归
“

传统
”

， 并称
“

首相 的观点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极其接近
” ②

。

显然 ， 安倍的
“

摆脱战后体制
”

带有浓厚的
“

回归传统
”

、

“

回归战前
”

的色彩 ， 是背离历史前进方向 的倒行逆施 ，
不能不使亚洲邻 国和国际社会对

日本政府能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极大担忧 ， 同时也会对中 日 关系产生

很大的负面影响 ， 因为只有共走和平发展道路 ， 中 日 关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

三 中 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多年来 ， 由 于 日本推行
“

借美制华
”

政策损害了 中国核心利益 ， 从而与

坚定维护 自身核心利益的 中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 2 0 0 5 年美 国哈佛大学

教授萨缪尔 ？ 亨廷顿阐述 日 美结盟政策时称 ：

“

在政治及经济上中国大陆的力

量均将强大化 ， 因此美 日在对华政策上将拥有共同 的利害 ， 亦即美 日 将会合

作来牵制中国 。 从中长期而言 ， 日 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 自 主

性 ， 长期而言 ， 最后 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 国 。

”③ 可以认为 ， 萨缪尔 ？

亨廷顿对近期 、 中长期 日 本对外政策的预言基本上与事实相符 。 当前 ，
日 本

统治者以
＂

日 美合作牵制 中 国
”

思想为指针的
“

借美制华
”

政策 ， 必然与 中

① 日本著名思想家 和评论家石桥湛山认为
，

“

大 日 本主义是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

国主义 、 专制主义 、 国家主义
”

， 核心是
“

军事立国论
”

。 而
“

小 日本主义则是通过改革 内政 ， 促进个

人 自 由和活力 ，
立足于产业主义 ， 以达到利 国富民之 目 的

＂

， 核心是
“

产业立 国论
”

。 在战前军国主

义狂潮翻滚的形势下 ，
石桥主张的

“

小 日本主义
”

被认为是
“

痴人说梦
”

，

无法阻挡 日本走上侵略战

争道路 。 日 本在二战中的惨败 ， 恰恰证实了石桥
“

大 日 本主义幻想
”

必将破灭的预言 。 当许多 日 本人

在战败之初为国家前途感到忧心忡忡之际 ，
石桥却认为战败

“

正是实现小 日本 主义的绝好机会
＂

。
而

战后 日本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成就在
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正是遵循

“

小 日 本主义
”

思想路线才得以实现

的 。 参见 ： 石橘湛 山 「 大 日本主義 」 、

『東洋時論 』 1
9

1 2 年 Ｈ） 月 号 。

②Ａｂ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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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曰关系的辩证解析 ＣＤ

国对 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

《 中国的和平发展 》 白皮书？对中国 的核心利益作了清晰的细分 ： （
1

） 国

家主权 、 （
2

） 国家安全？ 、 （ 3 ） 领土完整 、 （
4

） 国家统
一

、 （ 5
） 中 国宪法确

定的 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 、 （ 6 ）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这意味着 中国所要维护的核心利益包括六个方面 ， 为了 全面维护中 国的核心

利益 ， 应注意六个方面的核心利益是相互联系的 。 正如沈丁立所指 出 ：

“

这六

项核心利益
一

方面相互关联 ，
互为促进 ； 另

一

方面 ，
也容易造成不同的利益

互为牵制 。

” ③

当前 ， 中国在东海 、 南海与 日本 、 菲律宾等国之间存在的 岛屿主权和海

域划分争端与上述
“

中国 的核心利益
”

中的
“

国家主权
”

、

“

国家安全
”

、

“

领

土完整
”

之间都有联系 。 坚持以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以上争端 ， 将可能对维

护核心利益中的
“

国家主权
”

、

“

国家安全
”

、

“

领土完整
”

等均做出正面的贡

献 ， 起到促进的作用 。 反之 ， 如果因为上述争端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长期对

抗关系甚至爆发武力冲突 ， 则意味着为了核心利益 中 的
“

国家主权
”

和
“

领

土完整
”

而与核心利益中 的
“

国家安全
”

、

“

国家统一
”

、

“

国家政治制度和社

会大局稳定
”

、

“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之间形成互为牵制的局面 。 显然 ， 为

了落实中国外交的最大课题
——

为实现两个
“

百年 目标
”

创造 良好的周边环

境 ， 我们应致力于做到维护核心利益 中的
“

国家主权
”

和
“

领土完整
”

与维

护核心利益中的
“

国家安全
”

、

“

国 家统一
”

、

“

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

定
”

、

“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牵制 的

关系 。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 国家 ， 实际管辖领土与俄罗 斯 、 印度等

1 4 个国家接壤 。 与此同时 ， 中 国与 日 本 、 韩 国之间在东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

分问题 ， 与 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 争端 ，
与菲律宾 、 越南 、 马来西亚 、 文莱

等东南亚各 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与岛屿主权争端 。 以上 问题的总和

直接触动了 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
“

国家主权
”

利益和
“

领土完整
”

利益 ， 并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其他四项核心利益 ， 特别是影响到
“

国家安全
”

利益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 ： 《 中国的和平发展》 ， 北京 ： 人 民出版社
，

2 0 1 1 年 。

② 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

“

国 家安全
”

包括 1 2 个要素 ：
人民安全 、 政治安全 、

国土安全 、 军事安全 、 经济安全 、 文化安全 、 社会安全 、 科技安全 、 信息安全 、 生态安全 、 资源安全 、

核安全 。

③ 沈丁立 ： 《根据利益和问题区分敌友 》 ， 《环球时报 》 2 0 1 4 年 8 月 2 7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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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上每
一

项领土争端 （例如 中 日 钓鱼岛 争端 、 中菲海域争端 ） 相对 于
“

国家主权
”

和
“

领土完整
”

这两项核心利益的总体而言 ， 则属于局部利益 。

正如张蕴岭所说 ：

“

如果我们把周边看成
一

个整体……那就可以有
一

个客观的

大局分析 。

”
？

从 2 0 1 2 年 4 月 石原慎太郎与美国鹰派政治家共同策划
“

购岛
”

、 日本政

府于同年 9 月对钓鱼岛实施所谓
“

国有化
”

以来 ， 中 日 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主

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 曾经发展到 白热化的地步 。 显然 ， 这个争端是 由

日本方面挑起的 ，
而从中 国方面看

，
所谓中 日

“

岛争
”

也成为中国外交和军

事斗争的一个空前突出 的热点 。 虽然钓鱼岛 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

争端相对于中 国
“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的总体利益而言 ，
乃至相对于中 国

六大核心利益的总体利益而言 ， 显然是属于
“

局部性核心利益
”

。
② 但是 ， 事

关中国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某些核心利益 的局部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各种核

心利益当中受关注程度和战略优先顺序必然是靠后的 ， 因 为它是由 于 日 本方

面不断对我挑衅与
“

激怒
”

才使这个局部矛盾不断激化 ，
而且上升到 中 日 之

间 的
“

战略对峙
”

， 同时钓鱼岛争端问题又与 日本的错误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

密切关系 ， 致使中 日
“

岛争
”

在一个时期上升为我们维护 国家核心利益斗争

的
“

最前线
”

， 中 日 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上升到局部的对抗性矛盾 ， 在
一定时

期我与 日方展开坚决的 、 毫不妥协的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

然而 ， 应该看到中 日 关系
“

现在处于一个历史性重构 的长进程 中 ， 看待

中 国与周边关系 ， 要放在这个百年重构的长进程 中 ， 要有长视野 ，
要有战略

耐心
”？

。 此处所说的
“

百年重构的长进程
”

， 恰与前文中萨缪尔 ？ 亨廷顿所

言
“

长期而言 ， 最后 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 国
”

的预言相对应 。 那么 ，

日 本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到
“

最后 日 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 随中 国
”

的境地呢 ？

从 日本一贯追随先进 、 服膺强大 的民族秉性来看 ，

“

这个条件
”

就是要让 日 本

人的心理从 目前的
“
一方面嫉妒 中 国的发展 ，

一

方面并没有对中 国服气
”

的

状态真正转变到对中国的先进和强大彻底服气 的状态 （ 当今 日 本人对华心理

可概括为 ： 对中 国 ＧＤＰ 超过 日本的失落感 ， 对 中 国依然是发展中 国家的优越

感 ， 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 的恐惧感 ） 。 目前中 国的 ＧＤＰ 虽然超过了 日本 ， 但

① 张蕴岭 ： 《 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 中 日关系 》 ， 《 曰 本学刊》 2 0 1 4 年第 4 期 。

② 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 ，
也有学者主张

“

有争议 的领土不宜定位为
‘

核心利益
’ ”

。

③ 张蕴岭
： 《 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 中 日 关系 》 ， 《 日 本学刊》 2 0 1 4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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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关系的辩证解析 Ｃ 5

是经济
“

存量
”

依然不如 日 本
， 人均生产性财富只及 日 本的几分之一 。

① 朱

建荣认为 ：

“

中 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是 日本的两倍 ， 预计到 2 0 2 0 年 ， 中 国 的

ＧＤＰ 规模将接近美 国 ， 成为 日本的 3 ￣ 4 倍 ，
届时 日本就会调整好对华心理 ，

目前的这种几近发泄的对华反感 （ 主要体现在 日本媒体的诱导和煽动上 ） 会

退潮 。

” ② 丁学 良则认为 ，

“

这个条件
”

就是 中国再次成为
“

文明输出 国
”

，
而

“

要使当代中国对 日本的冲击上升到
‘

黑船来航
’

对 日本冲击的更高文明水

平 ， 中 国本身就必须首先达到
‘

文明全面复兴
’

的高度
”

。
③ 这意味着解决 中

日之间的问题的根本 ，
还在于搞好我们 自 己 的事情 ， 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 把中国建设成为
一

个经济繁荣 、 政通人和 、 文明健康 、 以德服人 、 受到

国际社会尊重 的大 国 ， 不仅实现
“

中 国 梦
”

， 而且 引领
“

亚太梦
”

， 正可谓

“

小胜靠力 ， 中胜靠智 ， 大胜靠德 ， 全胜靠道 ， 道乃德 、 智 、 力之和
”

。

从这个长远 目标反观当前 ， 我们应根据形势发展 ， 审时度势 ， 在全面维

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 ， 处理好维护各种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 ， 处理好维

护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 间的关系 ， 对维护各种核心利益 、 全局利益与局部

利益的力度和优先度进行适时的合理调整 ，
以高度的政治智慧 和外交努力 ，

努力化解热点问题 ， 防止
“

热点
”

变成
“

爆发点
”

，
避免周边地区长期存在

① 金碚认为 ： 评估
一

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 ，
不仅应计算其经济流量规模 ，

更要计算

其经济存量规模 。 形象地说 ， 如果要评估
一

个家庭的经 济实力 ， 经济流量估算 的是
“

全家一年能挣多

少钱
”

，
而经济存量估算 的是

“

全家总共拥有多少财富
”

。 当今 中国经济存量规模仍然较小 。 2 0 0 8 年
，

美国财富总量是中国 的 5 ． 9 倍 ， 日本是中国的 2 ． 8 倍
；
美国生产性财富 （

工业生产 物蓄存量 ） 是中 国

的 3 ， 8 倍 ， 日 本是中 国的 2 ． 4 倍 。 而人均生产性财富 ，
美 国是 中国的 1 6 倍 ， 日 本是 中 国的 2 5 倍 。 又

据 2 0 1 2 年联合国公布 的一项衡量经济发展和 国家财 富的新指标——
“

包容性财富指数
”

（
Ｉｎｃ ｌｕｓ ｉｖｅ

Ｗｅａ ｌｔｈＩ ｎｄｅｘ
）

， 日 本的人均 ＧＤＰ指数并不及其他发达 国家 ， 但在人 力成本 、 自 然成本与 生产成本三项

指标综合后的人均
“

包容性财富指数
”

却排名第一 ， 美 国排名第二 ， 中国在这项指数排名中排在第 1 7

位 。 参见金碚 ： 《推进工业化仍是我国重要战略任务》 ， 《光明 日 报 》 2 0 1 4 年 1 2 月 1 日
； 《包容性财富

指数排名 ：
日本第

一

， 中国第十七 》 ，

ｈ
ｔｔｐ ：／／ｍｏ ｎｅ ｙ． 1 6 3 ． ｃｏｍ／ 1

2 ／ 0 6
1
9 ／ 1

2／ 8 4 Ｃ 3 Ｍ 3 0 8 0 0 2 5 3 Ｇ 8 7 ．ｈ
ｔｍｌ

。

② 朱建荣 ： 《 日 本各 阶层是怎样看待 中国的 ？ 》 ， 共识网 ，
2 0

1
4 年 1 2 月 1

2 日 。

③
“

黑船来航
”

是指 1 8 5 3 年美国四艘军舰强行撞开封闭的 日本 国门的历史事件 。 当时 ， 尽 管 日

本 国内
“

也有拒绝向西方开放的人士 ， 有坚决认定
‘

祖宗章法万世不能更改 、 改了就是叛祖背宗
’

的

人士 ， 也有
‘

和魂洋技
’

的人士 ， 也 有
‘

引进宪法 日 本必亡
’

的 ， 也有
‘

愤少愤青愤中
’

等等 ， 但

日本大多数决策者 ， 还是达成 了基本共识——美国
‘

黑船来航
’

对 日本 的 冲击 ， 其性质是先进对落

后 、 开化对愚昧 、 强大对羸弱 、
未来对过去 的冲击 。 学习 美国冲击带来的启蒙要素和先进模式 ， 日本

才能走出 闭塞深谷 ， 参与人类进步主流 ， 变成发达国家
”

。 而所谓
“

中 国文明全 面复兴
”

， 是指
“

实现

至少是亚洲范围内更好的政治法律制度 、 更清廉的官 员体系 、 更出 色的技术创新 、 更好的经济制 度 、

更好的教育体系 、
更好的人权保障 、 更 自 由 的文艺创作环境 、 更持续蔚蓝 的天空和清澈的河湖 、

更安

全 的食品药品 、 更合理的社会福利体系 、 更融洽的民族关系
”

。 参见丁学 良 ： 《 中国对 日 并非
“

黑船来

航
”

》 ， 共识网 ， 2 0 1 4 年 1 1 月 2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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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势不两立的
“

敌国
”

， 以维护和延长中 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为我

们实现
“

两个
一百年

”

奋斗 目标营造
一

个和平稳定 的外部环境 。

四 夯实 中 日关系的基础 ： 加强民间交流

中 日首脑会见走出 了缓和中 日 关系 的第一步 。 为 了使今后 中 日关系走稳

走好 ， 继续缓和并改善下去 ，

一

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加强中 日 民间交流 。

发展中 日关系必须坚持
“

以 民为本
”

，
两国人民友好是中 日 关系发展的根

本动力 ，
两 国民间交流是中 日 关系 发展的重要基础 。 辩证法认为 ， 矛盾双方

既具有斗争性又具有同
一

性 。 就中 日 矛盾而言 ， 在正常情况下 （ 除去战争和

相互隔绝状态 ） ， 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主要体现在官方层面 ， 而矛盾双方的 同
一

性主要体现在民间层面 。 在两千年 中 日关系 史中 ，
无论两国在官方层 面的斗

争如何激烈 ， 中 日 民间交流都不 曾 中断过 ， 特别是在 中 日 两国官方关系 出现

困难的时候 ， 中 日 民间交流显示 出顽强的 自 身动力和生命力 ， 在 中 日 社会之

间形成强固的
“

同
一

性纽带
”

， 依靠社会力量来填补官方关系的
“

苍 白
”

和

“

空 白
”

。

中 日首脑会见以来 ， 人们依然担心 中 日关系缓和乃至改善 的趋势能否持

久 ， 能否继续向前发展。 而 当 中 日 关系不确定性依然使盼望两 国关系好起来

的人们感到困惑的时候 ， 我们应该相信中 日关系能否改善 ， 既需要两 国政治

领导人的互信互动 ，
也需要通过激发 民间 的力量 、 文化的力量 、 互联 网的力

量 ， 让业已走出
“

第一步
”

的两国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前行 。

（

一

）

“

以 官促民
”

与
“

以 民促官
”

相结合

在讨论民间交流对中 日 关系所起 的作用时 ， 人们往往会想到在 2 0 世纪

5 0 － 6 0 年代民间交流超越官方关系对推动 中 日 复交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

留下 了
“

以 民促官
”

的佳话 。 但是 ， 如果仔细回顾那段历史 ，
不难发现 当时

在中 日人员往来几乎隔绝的状态下 ， 想要通过 民间交流来促进两国 官方关系

发展谈何容易 ！ 事实恰恰是 ， 先有 了
“

以 官促 民
”

， 之后才有所谓
“

以民促

官
”

。
一个典型例子是 ：

1 9 5 6 年 5￣ 7 月 ， 由梅兰芳率领的中 国京剧代表 团访

日
， 成为战后中 日 民间交流的

一

场
“

破冰之旅
”

。 但最初梅兰芳本人很不愿意

访 日 ，
因为他曾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拒绝演出 ，

“

蓄须明志 ， 息影舞台
”

。 当

周恩来总理得知梅兰芳不愿访 日之后 ， 就派人到梅兰芳家里进行
“

动员
”

， 然

而几次派人劝说无果 ， 周恩来便亲 自请梅兰芳和著名作家老舍等人
一

起吃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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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 ， 周恩来说 ， 中 日两国人民交往 ， 和 日 本军国主义侵略是有根本区别的 ，

并鼓励梅兰芳说 ：

“

你去
一

定会引起轰动 。 让 日本人民也看看中 国的文化 。 只

有你去最合适 ， 这样才能促进 中 日两国人民的 民间往来 。

”
？

这个例子说明 ， 为了 推动 中 日关系发展 ， 中 日 两国政府应努力 维护两国

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 ， 积极支持中 日 民间交流 ， 防止两 国政治 、 外交层面的

矛盾扩大为两国人 民之间的矛盾与相互仇视 。 要着 眼长远 ， 加大投入 ，
积极

推进教育 、 文化 、 科技 、 学术 、 地方 、 媒体 、 青少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 努

力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 特别是恢复和扩大 中 日学生赴对方

国家的
“

修学旅行
”

， 吸引两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人到民间友好交流的行列

中来 。

同时 ， 这个例子也使人们想起周恩来总理为推动中 日 关系发展而亲力亲

为 ， 呕心沥血 ， 立下了 前无古人的 丰功伟绩 。 我们要牢牢记住周总理关于
“

中 日 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 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
”

的精辟论断 ，

扎扎实实地推动中 日 民间交流 。 2 0 1 3 年 1 月 2 5 日 ，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 日 本公

明党党首山 口那津男时曾说 ，

“

中 日 两国领导人要像老
一

辈领导人那样 ， 体现

出国家责任 、 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

”

这句话用在周恩来身上 ， 确实是非常准

确贴切的评价 。

同样 ， 中 日 民间交流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
地方是中 日 两国

合作最基层 、 最务实的层面 ， 是两 国合作成果惠及 民生的最前沿 。 根深则本

固 。 中 日关系发展需要扎根地方 、 依靠地方 、 惠及地方 。 迄今 中 日 两 国 已经

建立了
3 0 0 多对友好城市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3 0 多年时间里 ， 中 日 两国地方

政府和各地民众之间 的交流十分频繁 ， 合作领域涵盖方方面面 ， 积累 了丰富

的经验和深厚的人脉 ， 这些都是今后重启 和推进中 日 地方交流和民 间交流可

资利用的宝贵
“

资产
”

。

在地方交流 中 ， 地方媒体之间的交流值得大力加强 。 据朱建荣统计 ，

“

日

本的全国性大报实际上在居住着 6 0 ％ 以上人 口的地方城市和 乡村只能算
‘

小

报
’

， 因为各地方报纸平均占 当地整体发行量的 比例较大 ，
而他们大都对极端

言论保持一定距离 。 比如长野县 ， 其境 内销售 、 购读的 《信浓每 日 新闻 》 的

发行量占当地所有报纸发行量的近六成 ， 右倾报纸 《产经新 闻 》 几乎无立锥

① 参见冯昭奎等 ： 《战后 日本外交 1 9 4 5 
￣

 1 9 9 5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 9 9 6 年 ， 第 3 1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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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 。
……而其他地方 ， 除了大城市周围 ，

也都是地方发行的报纸主导舆

论
”

因此 ， 从加强地方媒体交流入手 ， 促使两国媒体共同担负起各 自 应尽

的社会责任 ， 客观全面地报道真实的中 国和真实的 日本 ， 帮助两 国民众更好

地了解对方 国家 ， 建立符合真实的相互认知 ， 更加重视与对方国家的友好关

系 ， 是加强两国 民间交流的
一

个重要课题 。

（
二

） 大 力发展旅游业

当然 ， 中 日 民间交流并非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援助 ， 因为中 日 关系 已 经

进人
一

个非常广阔 、 深入的发展阶段 ， 每天近 2 万人往返于 中 日 之间 ， 他们

很多都是公司雇员 、 学生 、 观光者 ， 还有 7 0 多万华侨居住在 日 本 ，

1 0 多万 日

本人长期居住在 中 国 。 他们中 的很多人 ， 已经融人对方的社会 ， 在中 日 之间

发挥着重要的
“

纽带
”

和
“

桥梁
”

作用 。 近年来尽管中 日 关系不好 ， 在不少

领域两国民间交流大幅度降温 ， 然而无论在经贸 、 文化领域 ，
还是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
两国之间仍有很多人执着地开展着 多种 多样的 民间交流活动 。

其中 ， 特别需要提到 中 日 两国 的旅游业 。 2 0 1 3 年年底 安倍参拜 了靖国神社 ，

中 日 政治关系紧张 ，
但中 国赴 日 游客短时下降后很快恢复并迅速增长 ， 这既

与中 日离得近 、 日元贬值等客观 因素有关 ， 但同时也反映 了中 国人的
一

种开

放态度 ， 去哪儿旅游是个人的 自 由选择。

“

百闻不如一见 。

”

中 日 两 国人民只有通过相互交往增加对对方的 了解 ，

才能对对方的行为多一些理解 。 现在很多去 日本旅游回来 的中 国人都说亲身

感受到 日 本环境很干净 ， 日本 国 民文化素质很高 ， 对 中国人很友好等 。 可 以

说 ， 中国人普遍欣赏 日本 的现代化成就 ， 并没有让对安倍内阁的厌恶根本改

变我们对 日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评价 。 尤其是对 日 本有所了解的 中 国知

识分子群体 ， 大都认同 日 本空气质量很好 ， 自来水可 以直接饮用 ， 奶粉安全

无毒 ， 蔬菜水果没有农药残留 ， 交通便利准时 ， 社会和谐有序 ， 贫富差距较

小 ， 官吏比较廉洁 ， 等等 。 中国应继续学习 日 本 ， 这种声音即使在两 国政治

关系恶化的时候 ，
也没有遭到排斥 。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来访中 国游客的数量并未出现反弹 ，
2 0 1 4 年上半年

是继续下降的 。 尽管这里有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多种原因 ， 但也不能否认 ，
日

本主流媒体存在着
“

正和负的失衡
”

， 就是多关注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 ， 很少

报道甚至不报道有关中国 的正面信息 ， 这导致 日 本舆论所制造的 中 日 关系氛

① 朱建荣 ： 《 日本各阶层是怎样看待 中国的 ？》
，
共识网 ，

2 0 1 4 年 1 2 月 1 2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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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
比中国舆论的这ｆ氛围更严峻更纠结 。

关于旅游 ， 还有一点值得提起 ， 这就是在互联网时代 ， 旅游者往往会把

自 己在旅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
通过在网上发

“

微博
”

与大家分享 ，
不少人

使用智能手机 ， 利用当地 的无线 网即 时给国 内朋友发微信 ， 使 自 己 的
“

朋友

圈
”

或
“

粉丝圈
”

在国 内也能随时了解 自 己 的旅游足迹 ， 分享 自 己 的旅游收

获 。 可以想见 ， 来华旅游的 日本 民众也很可能这样做 。 这意味着互联网发挥

了促进两 国人民通过旅游增进相互了 解的
“

倍增器
”

的作用 ， 促使旅游升华

为两国之间 的文化交流乃至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 。

通过中 日两国 民间往来 ， 使两 国越来越多的人
“

越过
”

媒体宣传的局限

性亲身感受对方国家的真实情况和风土人情 ， 通过直接交往增进两国人民的

相互 了解和感情 ， 会有助于缓解多年积累起来的相互误解和相互厌恶的情绪

化倾向 ， 进而减轻两国政府和外交部门推 出符合各 自 国家整体利益的理性外

交政策所承受的国 内压力 。 正如 日本学者天儿慧所说 ：

“

两 国首脑的此次会谈

都顶住了来 自 国内的巨大压力 。

”？ 显然 ， 要减少两国政府和外交部门推 出符

合国家利益的理性外交政策所承受的 国 内压力 ，

一

个根本的 、 有效的办法就

是加强中 日 民间交流 ， 缓和两 国民众因为历史和钓鱼岛等问题产生的情绪化

倾向 ， 从而在双方国内形成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舆情和气氛 。

（
三

）
促进两 国 文化交流

2 0 世纪 9 0 年代以后 ， 中 日 文化交流持续发展 ， 有关经济 、 政治 、 文化 、

社会等领域的学术交流 日 益深人 ， 中 日两国的文学 、 音乐 、 绘画 、 戏曲 、 书

法等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 。 由于文化产 品经过数字化均可上 网 ，

因此 ， 互联网成为 中 日文化交流的新平台 ， 越来越多的 日 本的动漫 、 电子游

戏等文化产品搭上互联网
“

快车
”

传到中 国 。

而且 ， 在信息化时代 ， 能够跨越海洋 、 国界和
一

切障碍的社交互联网作

为中 日 民间交流
“

新平台
”

的作用越来越大 ，
而走在 中 日 互联网民 间交流最

前线的正是文化交流和电子商务 。 比如
，
中 国的人民 网年年主办

“

中 国人游

日 本摄影大赛
”

， 日本 ＫＤＤＩ 公司与中国的腾讯公司共同开发可供智能移动手

机使用的 ＡＵ 版 ＱＱ ， 中国 的淘宝网 与雅虎 日 本合作建立跨国 网 购平台等等 。

当今 ，
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

“

地球村
”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如果在地理上

① 天儿惠 ： 《 中 日会谈 ， 态度比表情更重要》 ， 《环球时报 》 2 0 Ｍ 年 1 1 月 1 2 日 。 只是不 知道作

者怎么知道中国 的领导人也
“

顶住 了来 自 国内 的巨大压力
”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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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邻邦 的中 日 两国却相背而行 ， 日益疏远 ， 岂非有悖于时代进步的潮流和

文明发展的规律吗 ？

中 日政治关系恶化对两国文化交流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 。 在 日本的书刊

市场上 ， 妖魔化中国 的书刊层出 不穷 ，
铺天盖地 ， 而正直的 日 本学者和作家

通过出书或在媒体上发表意见 ， 想要诚实地介绍 中国则变得越来越困难 。 这

种现象被 日本坦普尔大学教授杰夫 ？ 金斯敦称作为
“

文化战争
”

， 这场没有硝

烟 的战争对中 日 关系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
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警觉 。

五 增强中 日 关系的纽带 ：
深化环保合作

2 0 1 4 年 8 月 ， 《 日本经济新闻 》 记者撰文报道 中国环境污染 问题 ， 文章

的题 目 《环境亡国
？

中国 》
？ 令人感到震惊 ， 颇有耸人听闻 、 哗众取宠之嫌 。

环境污染 、 食品安全等问题 ， 在 中国 确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 虽然

中 国的 ＧＤＰ 已列居世界第二 ， 中 国在经济 、 军事等方面 日趋强大 ，
但中国 的

腐败 、 贫富差距扩大 、 国民素质不高等 问题也令人忧虑 ，
而

“

令人忧虑
”

之

最 ， 当属环境污染问题 了 。 现在 ， 中 国有很多人对
“

中 国已经强大
”

充满 自

信 ， 但中 国其实是
一

个
“

强弱不均
”

的 国家 ，
而 中 国最大的弱项就是

“

环

境
”

， 中 国可以说是
一

个
“

环境弱国
”

，

“

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
”？

，

雾霾等环境污染与广大人民对健康 的生存环境的需要之间 的矛盾已经成为当

今中国最为突出 的 内部矛盾 ， 也可以说是 中 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人民 日 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
“

升级版
”

。

．

反观 日本 ， 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
“

强弱不均
”

国家 ， 日 本最大的弱项是

人口少子化和超老龄化加上相当于 ＧＤＰ 约 2
．
 5 倍的公共债务 ，

“

对于 日 本的

国家安全保障来说 ， 最重要 的课题不是中 国 ，
也不是朝鲜 ，

而是少子化问

题
”

因此 ， 常被学者所指的 中 日
“

强 强型关系
”

实际上是两个
“

强弱不

均
”

国家之间的关系 。

① 「環境亡国 ？ 中国 『不 ！（ ＮＯ） ｊ 突 吞 付 （于之市民 」 、

『 曰本経済新聞 』
2 0 1 4 年 8 月 4 日 。

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环境承载能力 已达 或接近上 限》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ｄａｉｌ
ｙ

．
ｃｏｍ．ｃｎ／ｈ

ｑ
ｃ
ｊ
／

ｘｆｌｙ／ 2 0 1 4 
－

1 2 
－

 1 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

1 2 8 8 0 8 0 8 ．ｈｔｍｌ 。

③ 虽然现在 日本人 口为 1
． 2 7 亿 ， 然而据 日 本 国立社会保障与人 口 问题研究 所调查

，
预计 2 1 0 0

年 日本人 口会减少到 5 0 0 0 万 以下 。 人口减少 ， 争取优秀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 ， 而将 自卫队作为人生选

择的人又不多 。 参见 《 日本学者 ： 未来
“

日本梦
”

要搭
“

中国梦
”

便车 》 ， 《 中国青年报》 2 0 1 4 年 1 1

月 1 9 日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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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关系的辩证解析 Ｃ 5

“

打铁还需 自身硬。

”

我们要在 中 日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 对 日本
“

不战

而胜
”

， 首先要克服 自 身的弱项 ， 首先要防止走上
“

环境弱 国
”

之路 。

环境问题正在
“

弱化
”

中国作为大国的竞争力 。 美国 著名记者托马斯
？

弗里德曼指出 ：

“

未来强国国力竞争将集中在四个方面 ： 教育 、 基础设施 、 法

制程度和环境 。

”

现在 中 国的环境问题要 比 日本 、 美国等大国严重得多 ， 水 、

空气质量 、 土地资源等都因经济粗放式发展遭受很大破坏 。 环境安全已经成

为中 国 国家安全的
“

短板
”

， 在今后大国竞争中 ， 我们最可能输掉的是环境 ，

而不是军事 。

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 ， 也是全球环境问题的
一

个组成部分 。 比如 ，

发生在中国的极端天气 、 极端干旱等 问题来源于全球气候变暖 ，
而气候变暖

是全人类面临的课题 。 中 国政府签署 《气候变化框架条约 》 等多项有关环保

的国际公约 ，
不断 加强 同世界各 国 、 地 区 和 国 际组织在环保领域的合作 。

2 0 1 4 年 7 月 ， 中美双方在战略对话框架下举行了气候变化政策对话 ，
签署了

绿色合作伙伴结对计划 。 同样 ， 中 日 两国作为身处东亚地区的邻 国 ，
有更多

的理 由加强环保合作 。
2 0 1 5 年 中国 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4 ． 5 万亿元 ，

年均增长将超过 1 5 ％ 。 中国强力推进节能减排 ， 加快污染治理 ， 必将产生 巨

大的节能环保产业市场 ， 不仅给中 国 ，
也将会给拥有先进的节能 、 环保技术

的 日本等世界各国的企业带来商机 。

可以认为 ， 追求绝对的 自身传统 （军事 ） 安全会成为割裂中 日 两国 的利

刃
，
而追求共同的非传统安全 （ 环境问题 、 海上运输线 的共同安全等 ） 会成

为连接中 日 两国的纽带 。

六 战争与和平 ： 中 日矛盾的焦点

两千多年来中 日关系史的特点在于 ，
两 国经过

“

中 国强 日 本弱 ，
以和平

与友好交流为基调的强弱型
”

关系 ，

“

日本强中国弱 ，
以战争与弱 肉强食为基

调的弱强型
＂

关系 ， 战后两 国开始 出现双方都在走 向强大的
“

强强型
”

关系 ，

但是至今尚未出现中 国全面强于 日 本的 、 明显的
“

中 国强 日 本弱
”

关系 。 为

此 ， 中 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 另一方面 ， 中 国

正在崛起 ，

“

历史上看 ，

一个崛起中 的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 ， 而现存大国则

往往恐惧于前者 ， 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
”

。 因此 ，

“

中 国与这些大国交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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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问题 ， 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

。
？

1 8 9 4 年中 日 甲午战争 以来 ， 战争与和平问题
一直是中 日 矛盾的焦点 。 看

当今 中 日之间的主要 问题 ： 历史上 日 本的战争 、 战败与战后是
“

过去的
”

战

争与和平问题 ； 钓鱼岛争端是
“

现在的
”

战争与和平问题 ； 安倍
“

修宪
”

使

日本成为
“

能进行战争的 国家
”

， 是
“

将来的
”

战争与和平问题 ；
2 0 1 4 年安

倍 ， 多次提出
“

积极和平主义
”

， 其实与 1 0 0 年前一战肇事者们所做的
“

和平

秀
”

在逻辑上并无二致 ， 这就是
“

和平诚可贵 ，
不惜用战争来捍卫它

”

；

2 0 1 5

年夏季 ，
据报道

“

安倍将借二 战周 年纪念之际发表其对战争 与和平 的看

法
” ？ 令人拭 目 以待 。 总之 ， 中 日 之间的几乎所有 主要问题 ， 都牵连到 同一

个问题 ，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 2 0 1 4 年 1 2 月 2 2 日
，
日 本媒体大肆炒作 中 国在

位于浙江省鳌江 口外仅 3 0 海里的南麂岛建设军事设施
一

事 ，
日 本内阁官房长

官菅义伟也对 日媒报道进行呼应 ， 表示
“

对中 国军方的动向高度关注
”

。 安倍

内阁为引 导民意支持其不断强化的防卫动作 ， 进而达到
“

修宪
”

的 目 的 ， 依

然在不断炮制
“

中 国威胁论
”

话题 。

中 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首脑会见后 ， 两国之间爆发的第
一次政治风波出

现在军事领域 ， 绝非偶然 。 在军事领域的矛盾是 中 日 矛盾中最深刻 、 最尖锐 、

最具有刚性的结构性矛盾 。 为了落实中 日 四点原则共识 ， 固然需要加强 民间交

流 ， 加强环保合作 ，
但是 ， 更重要的是解决好

“

战争与和平
”

这个根本问题 。

（

一

） 中 国 的对 曰
“

军事斗争准备
”

应提升到 军事创新境界

中 日 首脑会见后 ， 尽管中 日 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 但 日 本
“

借美制华
”

的军事战略并没有改变 ， 中国仍然需要做好军事 斗争准备 ，
而且在

“

军事斗

争准备
”

方面也要
“

转方式 、 调结构
”

， 注意保护环境 ， 从数量型的军备走向

质量型的军备 ， 大力推进军事创新 。

习 近平主席在 2 0 1 4 年 8 月 指出 ， 我们要
“

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

向 ， 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 ， 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 ， 与时俱进大力

推进军事创新
”

（￥
。 笔者理解

＂

军事创新
＂

的基本含义是 ： 由于技术革新 ， 使

过去不可能实现的各种新武器等组成 的新军事系统的开发成为可能 ， 进而引

① 郑永年 ： 《 中 国大外交时代的来临 》 ， 新加坡 《联合早报》
2 0 1 4 年 1 2 月 2 3 曰 。

② 《 日媒 ： 重要节点 多 2 0 1 5 年仍 是 中 日 关 系敏感年 》
，

ｈ
ｔｔｐ ：／／ ｃｈ ｉｎａ，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 ａｏｘ ｉ．ｃｏｍ／ 2 0 1 4 ／

1 2 2 8／ 6 1 1 4 8 4 ．ｓｈ
ｔｍｌ

0

③ 《 习近平 ： 准确把握世 界军 事 发 展新 趋 势 与 时俱进 大力 推进军 事 创新 》 ，ｈｔｔ
ｐ ：／／ｎｅｗ ｓ ，

ｘｉ 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ｐ
ｏｌｉｔｉｃ ｓ／ ？ 2 0 1 4 

－

 0 8 ／ 3 0／ ｃ
＿

1 1 1 2 2 9 4 8 6 9 ． ｈ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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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对各种新武器等组成的军事系统加 以运用 的战略战术 、 作战思想 、 战争模

式 、 组织体制 、 军事管理发生相应的深刻变革 。

根据
“

军事创新
”

的基本含义 ，
可以看 出 ：

“

军事创新
”

的原点在 自然科

技革新 ，

“

军事创新
”

的内涵涉及军事思想 、 军事管理 、 军事组织等等 ’ 则离不

开社会科学的支持 ，
总之 ， 包括 自然科技和社会科学在内 的科学技术构成了

“

军事创新
”

的核心 ， 构成了一国的经济力 、 军事力乃至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 。

（
二

）
注意应对 日 美

“

军事技术同盟
”

的挑战

在推进军事创新过程 中 ，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军事技术创新与民用技术创

新存在着相互促进 、 相互转化的内在机制 。 例如 ， 早在 1 9 8 3 年作为军事技术

大国的美国就要求作为 民用技术大国 的 日本向美国提供
“

军事技术
”

， 包括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 、 光通信 、 砷化镓半导体 、 电荷耦合器件 、 碳纤维 、 精细陶

瓷 、 电致发光显示板 、 机器人等 。
？ 长期以来 ， 美国军方紧盯高度重视研发的

日本 民间企业 从其民用技术开发活动中 吸取创新武器技术 。 这个事实表

明 ， 在电子 、 材料 、 激光 、 精密机械等尖端技术领域 中 ， 军用技术与 民用技

术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界 ，
而是既具个性 ， 又有共性 ， 既互相区别 ， 又可

互相利用和转化 。 例如 ， 互联 网最初就是美 国为了军事用途开发出来的 ， 现

在已成为军事技术转化为 民用技术的 典型案例 ，
反之 ， 民用技术也是发掘具

有军事利用价值的先进技术宝库 ， 尤其是战后 日 本在很多民用技术领域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 吸引 了美 国军方的高度关注 。 众所周知 ， 自第
一

次产业革命

以来 ，
工业和制造业成为产生技术创新最多的产业领域 ， 而 日 本的工业和制

造业民间企业所开发的很多民用技术则成为可望发掘众多具有军用价值的尖

端技术的
“

苗子
”

， 例如美国开发隐形轰炸机等隐形武器使用的涂料 ， 就是从

日本一家中小企业提供的用 于家用微波炉 的电波 吸收材料样品 中得到启发 。

美国与拥有领先于世界的民用技术实力的 日本结成
“

技术同盟
”

， 成为它在同

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夺取优势 的重要原因之
一

。

美国借力 日本的 民用技术开发新式武器 的事例启发我们 ： 要高度重视高

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和转用性 ， 使军事科技创新与民用科技创新达到相互促进 、

相互转化 、 相互剌激创新灵感的互动境界 ， 为达 到这种境界 ，
必然要推进整

① 冯 昭奎 ： 《美国要 日本提供哪些军事技术 》
，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 1

9 8 4 年第 2 期 。

② 日本 的科研投人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的 3 ． 4％
， 其中 7 7 ％ 来 自 民间企业 ，

而经合组织成员 国

的科研投人相 当于国 内 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水平只有 2 ． 3 ％
；
全球十大发明型企业中 ， 有八家在 日 本 ，

其专利发明集 中在电子 、 机械 、 精细化工 、 纳米新材料 、 能源与环保等高科技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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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科技体制的创新 。

众所周知 ， 长期以来正是
“

创新
”

成为美国维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原动力 。

美 国不仅依靠从全世界吸引优秀科技人才等措施提高其军事科技研究水平 ，

而且通过加强
“

盎格鲁一撒克逊五国同盟
”？ 的紧密的军事技术合作 和协同

关系 ， 通过加强与 日 本之间的军民两用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 来增强其作为西

方军事技术霸权国的地位 。 这意味着中 国与之进行军事创新竞赛的对手是以

美 国为首 、 包括 日本在内的大半个西方阵营 。

战争的逻辑在本质上就是矛盾运动的逻辑 。

“

有矛必有盾
”

， 矛越锐 ， 盾

越坚 ； 盾越坚 ， 矛更锐。 恩格斯说过 ：

“

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 ， 准备
一

场世

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 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 的战争爆发 ：
第

一

， 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 ， 在这种情况下每
一种新发 明 的武器甚至还没

有来得及在
一支军队 中使用 ， 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 ；

第二 ， 绝对没有可

能预料胜负 ， 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 。

”②

当前 ，

“

信息技术 、 生物技术 、 新能源技术 、 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

引发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 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 ？
。 从

科技创新这个原点和基础 出发 ， 依靠 自主创新掌握最先进 的高精尖武器的核

心技术 ， 构筑 日新月异的武器系统 、 与时俱进的军事战略 、 超越传统的作战

思想 、 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和管理体制 ， 努力打破
“

瓦森纳 国家群
” ④ 对我

的技术封锁 ， 加强武器技术乃至武器概念的创新 ， 同时减少资源被消耗在购

置大量
“

几年不用就变成难以处理的垃圾
”

的二三流武器上 。
⑤

①
“

盎格鲁
一撒克逊五国同盟

”

已经制定 、 设立的计划和组织有 ： 美英加澳陆军计划 （
ＡＢＣＡ

） 、 航空

航天相互运用性协议会 （
ＡＳＩＣ

） 、
三项海军关联计划 、 合同通信电子委员会 （

ＣＣＥＢ ） 、
多国间相互运用性协

议会 （
ＭＩＣ

） 、 技术 （
ＴＴＣＰ

） 等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

 ｊ
ｃｓ ． ｍｉ ｌ／

ｊ
6 ／ｃｃｅｂ／ｍｕｌ ｔｉｆｏｒａｈａｎｄｂｏｏ ｋ 2 0 0 6 ．

ｐ
ｄｆ．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 2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 9 6 5 年 ， 第 5 3 页 。

③ 《 习近平 点题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 》 ，
ｈｔｔ

ｐ ：
／／ｍｏｎｅｙ． 1 6 3 ． ｃｏｍ／ 1 4 ／ 0 6 0 4 ／0 2 ／ 9ＴＳ 2 0 ＮＶ／

ｌ （Ｘ） 2 5 3 ＢＯＨ ．ｈ ｔｍｌ 0

④ 《瓦森纳协定 》 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 ，
全称为 《关 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 出 口 控制的

瓦森纳安排 》 （Ｔｈｅ ＷａｓｓｅｎａａｒＡｒｒａｎ
ｇ
ｅｍｅｎ ｔ ｏｎＥ ｘ

ｐ
ｏｒ ｔＣ ｏｎｔｒｏｌ ｓ ｆｏ ｒＣ 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 ｌＡｒｍｓａｎｄ Ｄｕａｌ

－

Ｕ ｓｅ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ｉ ｅｓ
） ， 目前共有包括美国 、 日本 、 英国 、 俄罗斯等 4 0 个成员国 。 瓦森纳安排机制经过 多次修

订 ，
目前成为对华 髙科技 出 口管制 的主要 的

“

指导性文件
”

。

⑤ 当今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很快 。 比如
一

架高达几 千万美元的最先进 的战斗机 ， 其技术寿命也只

有 5
？

8 年 。
早在 2 0 世纪 8 0 年代后期 ，

几千架
一

次也未参战过的 旧式战斗机被抛弃在美 国的亚利桑那

沙漠中的巨大空军基地里 ， 全成了难以处置的废物 。 如今 ， 如何处理废旧核武器 ， 成为 在冷 战时期大

搞核军备竞赛的美国 、 俄 罗斯的沉重负担 （ 目 前大约有 3 0 艘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退役的潜艇仍然停泊

在远东 的
一些港 口 。 自从苏联解体后 ， 俄罗斯方面就有两种担心 ，

一是这些废 旧潜艇会污染海洋 ， 二

是艇上 的核材料将被偷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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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关系的辩证解析 ＣＤ

（ 三 ）

＂

中 日 必有一战
”

将是
“

中 日 创新之战
”

当今 ， 求和平 、 促发展 、 谋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

“

顺之者昌 ， 逆之

者亡
”

。 十年前 ， 美国五角大楼预计 ， 随着全球人 口在 2 0 5 0 年 向 1 0 0 亿大关

逼近 ， 战争将在 2 0 2 0 年定义人类生活 。 这是
“

所有 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源
”

。

“

到 2 0 2 0 年 ， 毫无疑问将会有大事发生 。 随着地球的负载能力减弱 ，

一种古

老的模式将重新 出 现 ： 世界将爆发对食品 、 水与能源进行争夺的全面战争 ，

战争将定义人类的生活 。

”

然而 ， 越来越多是人们开始质疑战争是否是解决世

界问题的最好手段 ， 特别是质疑和批评美 国和北约对动用战争手段的轻率态

度 （例如对伊拉克 、 对阿富汗 、 对科索沃 、 对利 比亚 ） ， 因为战争将加速消耗

资源并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 自 然环境 ， 当今 日 本右翼势力推行战争擦边球政

策的最大危险就是只 想着右翼 的政治理念和 当下执政者的政治利益而缺乏
“

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着想
”

的人类 良知 。 这个
“

人类 良知
”

就是 ： 在地球

环境已经不堪忍受产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沉重负荷的情况下 ， 不要

再雪上加霜 ， 把一个打得稀烂的地球留给后代 。

值得注意的是 ， 最近有美国学者提 出 2 0 1 2￣ 2 0 2 2 年 的
“

第三次世界大

战
”

将是
“

中美创新之战
”

， 因为理智最终总是会 占上风 ， 认识到应该推动创

新与技术的转变 ， 促使创新与技术的着眼点置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真正重大的

问题上 ： 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生存而非杀戮 。
？ 三年前 ， 中 国

一

位军队领导人在

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说 ：

“

中 国搞经济建设是为了解决好 1 3 亿人民的生活 ，

使他们的 日子过得更好 ，
而不是拿这个钱去搞武器装备 ， 去挑战美国 。 美国

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出 中 国人民生活水平 1 2 倍 ， 如果我们拿这个钱去搞武器装

备挑战美国 ， 中 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 。

”② 总之 ， 针对 当今复杂 的 国际形势 ，

搞军备竞赛是下策 ， 积极推进包括军事创新在 内 的
“

创新竞赛
”

才是上策 ，

而所谓
“

中 日 必有
一

战
”

也必将是
“

中 日 创新之战
”

。

① 《第 三 次 世 界 大 战 ： 中 美 之 间 的 创 新 之 战 》
，

ｈ ｔｔ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ｉｆｅｎ
ｇ

． ｃ ｏｍ／ｕｓｓｔ
ｏｃｋ／ｍ

ｇｐ
ｌ／

2 0 1 2 0 1 1 1 ／5 4 3 7
1

9 8 ． ｓｈｔｍｌ
。

② 《陈炳德称 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沿海无导弹部署 》 ， 《环球时报》 2 0 1 1 年 5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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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関係乃弁証法的解析馮 昭奎

中 日関係Ｗ発展 ｔ変化过 、 何度 ｔ 繰 9 返 §札易矛盾 （
二満 色 亡変化 口 七又

＂

Ｃ 态 ？＆ 。

2 0 1 0 年代以来 、 中 日間 ＣＯ矛盾妒 日増Ｕ二激化§扎 、
2 0 1 4 年迖 、 両国《矛盾＃

「 二 ｉｆ！以

上激化 Ｌ Ｊ；非常 （
二危険旮局面 ｛

二直面 Ｌ＆ 。 中 日両国政府过首脳会見奁行

四Ｏ ｔｆｏ原則的共通認識奁取 0 圭 二ｔ  （
二 上 》

） 、 二年 ｛
二及 1／厳 状況 （二置力々両

国 関係 （立重要旮転機奁迎之 亡。 2 0 1 5 年Ｗ中 日 関係 过
「静力

、

」 ＆状況 推移卞 态

ｂ 。 四Ｏ Ｃ 0原則的共通認識奁 ｔ遵守 Ｌ 、 両 国 関係 奁平和 ｔ 発展
？ 協力 － 々ｏ

軌道 （ 7 ） 3 両 国Ｗ政治 ｔ外交 矛盾妒両国 国

民 （ 7）間乃矛盾 ｔ 相互敵視 （
二発展 二 、 中 曰両国乃民間交流￥強化 1

＂

夂 吞

？

ＣＨｔ ｆｚ ， 中 曰間Ｗ環境保護協力 奁強化 環境問題＆匕非伝統的安全

保障《協力 奁両国 間《友好的＆紐帯 岂 Ｔ
？

态 1 ＞ 。 最 ＆重要 ＆乃 以 、 中 日間
「戦

争 ｔ平和 」 問題奁解決 二态 ？

） 、

「

中 曰 过必ｆ戦 3 」 … 状況力…

「

中日 彳 ／
八

Ｃ

—

戦“ 」 ？ 匕 変尤 §甘｜＞ 二 匕 1 ？态 ｜） 。

（责任编辑 ：
林 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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