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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声明 》 发表 , 两国关

系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 中日关系发展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和

地区形势 , 双方必须具备与时俱进 、 寻求双赢的气度 , 努力寻找和扩大两国利益的

交汇点。两国在努力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同时 , 各个具体领域的交流合作则是检验

两国关系在不同侧面阶段性发展的试金石。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战略互惠　动态平衡　暖春之旅

　　2008年 5月 7日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与日本国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

中日两国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中日关于

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声明 》, 中日关系

发展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两国开始朝着政

治上消除战略猜忌 , 增加互信;精神上正视

历史事实 , 淡出历史悲情;经济上着眼长远

和大局的方向发展。

一 、 中日和解共谋发展是历史的昭示与

必然

中国国家主席时隔十年对日本的国事访

问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 而在这跨

越世纪的十年中 , 中日经历了综合国力大体

相等背景下的摩擦与碰撞 , 尤其是小泉执政

五年 , 日本政治领导人对历史认识的错误立

场及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 , 曾使两国政治关

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历史是最富哲

理的教科书 ”①。近代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

穷兵黩武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 也

使得日本在侵略战争败亡中备受损失。同

样 , 在中日关系的近期历史上 , 双方并没有

从矛盾和争吵中获利。事实一再印证了东亚

隔海相望的中日两国之间 “和则两利 , 斗

则两伤 ” 的道理。于是出现了中日关系

“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

暖春之旅 ” 的四阶段提升 , 中日两国在为

亚洲和世界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实现互利 , 共

同面对地区与世界中的问题。②

如果我们从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久远

的时间尺度来观察 , 中日关系走到今天既包

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 , 也包含着双方坚持不

懈的努力。无论古代中华文明对日本列岛的

孕育滋养 , 还是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

争的祸患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全民觉

醒 , 中日都不曾处于发展的同一水平线上。

至于战后分属东西方不同营垒与由此产生的

意识形态分歧 , 以及长期处在美国保护下的

日本在处理对华事务上唯其马首是瞻 , 中国

与日本一直是一对看似很近实则很远的邻

国。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关系调整中 , 中国与

日本第一次面临着综合国力旗鼓相当的局

面。这种前所未有的对等和接近 , 曾使双方

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对方关系的课题 ,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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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胡锦涛主席 2008年 5月 8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

参见中日 2007年 4月发表的 《联合新闻公报 》 中 “基于

共同战略利益基础的互惠合作关系 ” 的基本精神。



是 “一山难容二虎 ”、 “两强相向是否必然

导致两强相撞 ” 等一系列令人焦灼的疑问

摆在两国政府与所有关心两国关系的人们面

前。回顾过去的十年 , 冷战早已结束 , 而抱

有冷战思维的某些日本政治家仍将中国的发

展视为威胁;不幸的战争业已成为过去 , 却

偏偏有人要用歪曲历史事实的手法破坏两国

关系的改善。值得庆幸的是 , 飘风不终朝 ,

骤雨不终日 , 经过双方有识之士多年努力 ,

中日关系终于回到正常的国家关系轨道。今

天 , 中国领导人展示出泱泱大国的气度与四

海一家的襟怀 , 日本领导人也改变了小泉等

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 两国在经

贸科技领域的互补性以及节能环保领域的共

同利益 , 不仅夯实了政治关系的基础 , 也带

来社会文化交流的飞跃发展 , 鲁迅先生

“渡尽劫波兄弟在 , 相逢一笑泯恩仇 ” 的著

名诗句正可谓当前中日关系的生动写照。

胡锦涛对日本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发展的

里程碑 , 标志着战略互惠成为中日国家关系

的基本准则 , 两国将从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出

发克服眼前的摩擦与障碍 , 在动态平衡中实

现各自的战略利益与诉求;访问是两国关系

发展的发动机 , 中日两大民族要维系健康稳

定的国家关系 , 就必须立足长远战略目标 ,

从造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中汲取用之

不竭的动力。当然 , 作为东亚毗邻的两个大

国 , 中日之间也必然面对国家战略利益的对

峙与分歧 , 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与

现实利益纠葛在一起 , 更是难于一蹴而就。

在这里 , 抛弃冷战思维与旧的零和博弈观

念 , 树立真诚的政治互信 , 立足大局和放眼

长远就显得十分必要。唯其如此 , 两国关系

才会避免寒流 , 暖春常在 , 两国人民才可能

捐弃前嫌 , 笑口常开。

二 、 暖春之中也需防止寒流再起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 , 2006年到 2008年

既是寒暑交替的时令变化 , 更是充满希望和

播撒种子的季节。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半中

经历了由 “破冰 ” 到 “融冰 ”、 “迎春 ” 及

至 “暖春 ” 等数个旅程后 , 开始进入春花

待放的佳期。回顾过去一年中日关系走过的

历程 , 尽管中日关系所处的战略格局基本未

变 , 但政治关系的改善 , 相互信任的建立 ,

无疑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前双方面对的共同课题是如何把纪念复交

和总结历史教训有机地结合起来 , 让 “以

史为鉴 、 面向未来 , 不断开创战略新局面 ”

的精神真正体现到未来两国关系上。

2007年 , 中日关系全面回暖 , 两国政

府和民众克服困难走到了互惠合作的新起

点。 2007年 4月温家宝总理应邀访日 , 实

现了 “融冰之旅 ”, 标志着中日高层互访恢

复正常。此后 , 胡锦涛 、 温家宝又分别在国

际会议上与安倍首相及接任的福田首相进行

了多次会晤 , 围绕双边与多边问题的对话得

到进一步深化 , 推动两国初步形成新的战略

合作框架。随着政治关系改善 , 因 “历史

问题 ” 延宕多年的军事 、 防务交流也快速

展开。夏秋之间 , 国防部长曹刚川正式访问

日本 , 带动了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日 , 中日

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得到了实质性进展。这

种 “铸剑为犁 ” 的交流为当年中日关系的

改善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 年底举行的首

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更成了两国关系发展的

里程碑。此外 , 2007年作为 “中日文化体

育交流年 ” , 两国通过体育文化这种 “心灵

的交流 ” , 将增强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

落到了实处。

那么 , 2008年的中日关系是否就是一

片莺歌燕舞呢 ? 从积极意义讲 , 前一年的种

种努力正在收取扎实的效果。日本海上自卫

队的军舰将在 6月以后回访中国 , 两国间防

止不测事件的海上联络机制也在构建当中。

但在充分肯定两国关系改善的同时 , 也必须

看到依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 , 日本政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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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有可能恶化中日关系

的因素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中日双方都

要信守两国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原

则。另一方面 , 福田康夫本人及其政府改变

了过去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

法 , 这一转变使中国方面多年努力倡导的友

好合作成为现实。但同时 , 由于福田政权的

运作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 为缓和党内矛

盾 , 福田虽不主张立即修改宪法 、 不赞成参

拜靖国神社 , 但在自民党大会通过的

《2008年自民党运动方针 》 里仍保留了 “继

续参拜靖国神社 ” 和 “制定新宪法 ” 的内

容。而自民党内部历来鼓动 “参靖 ” 和

“修宪 ” 的势力仍伺机而动 , 一些把缓和与

中国关系当作权宜之计的战略派政治家也显

示出故态复萌的苗头。①

此外 , 中日两国社会体制 、 意识形态 、

文化价值的差异 , 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不

同 , 决定了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认识的不

同。胡锦涛成功访日后 , 两国关系将在第四

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前进。中

日间的和解引起世界关注 , 随之出现了许多

分析和预测。新加坡 《联合早报 》 称 “中

日有望政经两热 ”, 让人们从新的中日关系

中嗅出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气息。美国 《纽

约时报 》 载文称 , “此一变化能够减少日本

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军事快速发展带来的

不安全感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

内格罗蓬特也讲 , “美国乐见中日和解与关

系发展 ”。但同时他也有所保留 , 认为中日

关系的热潮 “主要是象征意义的 ”, 他与日

本防卫大臣石破茂的会谈主题仍是共同面对

“中国军力增长 , 并为此加强情报信息交换

合作机制 ”。

三 、 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夯实政治基础

中日关系不仅仅是双边的 、 地区性的 ,

也应该是全球性的。中日关系能够持续稳定

地向前发展 , 最终将惠及两国 、 亚洲乃至全

球。考虑到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 , 双方还需要更加谨慎和细致地加以

呵护 , 以便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局。

就当前形势讲 , 中日关系处于 “政温

经不热 ” 的状态 , 经贸关系还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 中日贸易高位徘徊。

近年来中日贸易增长率为 12% -14%, 大

大低于中国外贸总额 20%以上的增长率 ,

也远低于中国与美国 、 欧盟及其他主要伙伴

的贸易增长率。究其原因 , 虽然不能排除过

去几年 “政冷 ”的不良影响 , 但是传统贸易

领域出现的饱和迹象 , 日本提高贸易壁垒也

是重要的原因 , 如强化关税配额限制 、 进口
限制 , 在农产品贸易上引入 “肯定列表制

度 ” 等。

其次 , 日本对华投资急剧下降。 2005年

以来 , 日本对华投资连续下降。 2007年 1-

10月 , 日本对华投资 28.1亿美元 , 同比下

降 24.3%。其中有日元对人民币贬值等原

因 , 但对华高额投资后的消化性调整 、 撤资 ,

以及部分日资转投印度 、 越南等新兴市场都

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中国方面 , 截至 2007

年 9月 , 累计对日投资 2.3亿美元。我们认

为 , 在中国对日投资问题上 , 日本应进一步

改善投资环境 , 如简化商务人员入境签证手

续和税务检查手续等。此外 , 日本尚未承认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 又在人民币汇率问题
上一再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世

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和全球气候问题上 , 中

日间也存在着如何协调立场的问题。

中日两国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发展 , 日本

经济界与学术界也有一些冷静的思考。日本

《追求 》 周刊 4月 9日一期发表了题目为

《用 “中国客户论 ” 而非 “中国威胁论 ” 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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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产经新闻 》 2008年 5月 8日报道 , 当天日本政要与

胡主席的早餐会上 , 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 “中国为了召开好奥运

会就必须拿出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好结果” , 甚至煞有介事地提出

“维吾尔族问题 ” , 要求 “释放因煽动民族分裂被中国政府逮捕的

人 ” , 其 “理由 ” 竟是 “家属在日生活 ”。



救日本 》 的文章 , 作者是日本经营管理大

师大前研一。文章说 , “从战后废墟中实现

奇迹般发展的日本 , 其国力如今正在急剧衰

落。为了挽回这一局面 , 无疑需要一份

`国家设计图 ' 。面对拥有超过 10亿人口的

中国和印度 , 和作为 `准国家 ' 发展的欧

盟 , 以及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 , 让日本去发

起实质意义上的竞争是不现实的。” 大前研

一还在文章中批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减速的

声音 , “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国遇到挫折 ,

其经济出现危机。那些宣扬 `中国威胁论 '

的人们似乎期待着中国经济在北京奥运会后

减速。但如果那样 , 出乱子的会是日本。究

其原因 , 如今钢铁 、 造船 、 运输和工程机械

等日本的传统产业有所复苏 , 这才好不容易

维持了日本经济的增长 , 而其复苏的原因都

是由于中国的需求。如果这些产业由于中国

需求的结束转而面向国内 , 就会很快沦入过

去的那种衰落中去。”①

人们常把政治 、 经济譬喻为国家关系的

“两个车轮 ”, 在政治关系全面提升之后 ,

如果不扭转经济关系相对放慢速度的问题 ,

势必会从另一方面妨碍国家关系的发展。

四 、 中日应在 “战略互惠 ” 原则下实

现 “动态平衡 ”

可以预见 , 随着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

战略互惠关系的声明 》 发表 , 两国关系的

基础将更加牢固 , 而具体领域的交流合作则

是检验两国关系在不同侧面阶段性发展的试

金石。在全面筹划中日关系发展蓝图的今

天 , 有必要在经济合作朝着 “互利双赢 、

共同繁荣 ” 方向发展的过程中 , 制定一个

能为双方接受的总体目标 , 或一个双方都认

可的理想状态。在当前条件下 , 争取实现一

种能够容纳对方发展诉求的 “动态平衡 ”

将使双方受益。

第一 , 符合中国构筑和谐的国际秩序与

周边环境的需要。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有历史

必然性 , 而我们的理念是构筑和谐世界 , 邻

国应看到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变化 , 完全

不必担心它们的生存 、 发展空间会受到

“中国威胁 ”。

第二 , 符合提升两国经济关系的需要。

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旧的平衡 , 客观上给

日本造成压力 。但中日关系之所以存在问

题 、 面临挑战 , 日本大国主义路线和美国全

球战略等是主要因素。近 20年来 , 在国民

经济与国家综合实力对比上 , 中国飞速发展

而日本相对停滞。这种反差进一步加大了不

平衡性和两国的矛盾。然而 , 国际关系历来

在 “不断打破旧的平衡与重新取得平衡 ”

的矛盾运动中发展演进 。中日经济互补性

强 , 需要在共同发展中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关系。

第三 , 在 “动 ” 中求 “衡 ”。动态平衡

反映事物内部总量的变化规律。事物的动态

平衡是相对的 , 而不是绝对的;是运动的 ,

而不是静止的;是变化的 , 而不是永恒不变

的。中国在双方发展的动态变化中寻求新的

平衡 , 就是要明确告诉日本 , 应该理解随着

经济发展 , 中国在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也将增

长 , 进而论证中国发展的合理性 , 为中国自

身的发展保留可以不断扩展的空间。

2008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签定

30周年。我们相信并期待经过双方共同努

力 , 中日关系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飞跃期。

亨廷顿曾预言: “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幸福 ,

取决于中国与日本的共生 , 并找到携手共进

的道路。” 这一论述不无道理。中日两国首

脑通过会谈共同谋划未来两国关系的美好前

景 , 而东亚两个巨人的握手必将对地区乃至

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林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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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前研一: 《用 “中国客户论 ” 而非 “中国威胁论 ” 拯

救日本 》 , 载 《追求》 , 2008年 4月 9日。



AnAnalysisofSino-JapaneseStrategicandMutuallyBeneficialRelations
GaoHong

　ChinesePresidentHuJintaoswarmspringvisittoJapanhasopenedupnewprospectsforthe
developmentofstrategicandmutuallybeneficialrelationsbetweenthetwocountries.Tokeepthis
trend, thebothsidesshouldmakemorejointeffortstopromotepoliticalmutualtrust, strengthen
economiccooperationandincreaseunderstandingsonhistoricalissues.

TheCauseoftheGlobalScarcityofFoodSupplyandItsRevelation
LiChangjiu

　Sincethebeginningofthe21stcentury, therehasbeenagrowingscarcityoffoodsupplyandfastdeclining
ofgrainstock, whichhavebroughtaboutthesoaringpricesforagriculturalproduce.Alongwiththegrowthof
theworldpopulationandthereductionofcultivatedland, andcoupledwithmajorfoodproductionandexport
countriesusingalotoftheiragriculturalproducetomakeethanolforfuelandtheworldbeinginaperiodof
frequentnaturaldisasters, theglobalpriceforfoodwillremainhighandislikelytogofurtherup.AsChina
isacountrywithahugepopulationandlimitedland, we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agricultureand
grainproductionsoastoguaranteeastablefoodsupplyandfoodsecurity.

AReferenceoftheInternationalExperienceinOlympicEconomy
ChenJian

　WiththeeffectoftheOlympicGamesspreadingtoevercornerofthesociety, peoplehavebecome
concernedaboutitseconomicvalues.EveryOlympicGamessince1984 hasitsownoperational
featuresandthehostcountrieshaveleftagreatdealofexperiencesandrevelationsfortheir
successorsinthefieldofthrifty, theuseoffacilitiesafterthegamesandthedemonstrationoftheir
products.Onthebasisofthesuccessfulinternationalexperiencesandinaccordancewithitsown
featuresandadvantages, BeijinghasfurtherenrichedthecontentofOlympiceconomy.

AnAnalysisofthePost-OlympicValleyEffectand
somePolicyRecommendations

ShiJianxun
　Thispaperhasreviewedandanalyzedthepost-OlympicvalleyeffectofeverypastOlympicGamesand
thecomparativedifferencesbetweentheBeijingOlympicGamesanditspredecessors.Onsuchabasis, the
authorhasprovidedsomepolicyrecommendationstoprolongthemultipleeffectoftheBeijingOlympic
Gamesandtoavoidorreducethenegativeimpactofthepost-OlympicvalleyeffectonChinaseconomy.

TheEffectoftheOlympicGamesontheQualityofBeijingsEconomy
YaoYongling

　TheOlympicGameshasundoubtedlyexertedeffectinmanywaysontheeconomyofitshostcities,
amongwhichthemostsignificantoneistheelevationofthequalityofthehostcityseconomy.Itusually
takestheformofindirecteffectontheeconomy, resultedfromtheinteractionoftheinternaldrivenforce
ofthecityseconomyandthestimulatingfactorsoftheOlympicGames.ThepreparationoftheBeijing
OlympicGames, whichhasgreatlychangedthequalityofBeijingseconomy, hasgivenagoodexampleto
showtheeffectoftheOlympicGamesonthehostcityseconomyandsocialamalgamation.

ALookatChinasInterestsandStrategyintheDeveloping
CountriesfromthePerspectiveofSino-AfricanRelations

HeWenping
　Sino-Africanrelationshaveenteredaperiodofmulti-dimensional, stableandfastdevelopment.But
atthesametime, ChinaisalsoconfrontedwithsuchunmetchallengesascritiquesfromtheWest
andconcernsfromAfrica.ThedevelopmentofSino-Africanrelationsareademonstrationtha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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