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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领导同志的涉日论述看

中日关系的时代特征

张晓磊

摘 要: 客观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新形势下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领导人的重要论述是

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一组核心变量。通过领导人的重要论述这一视角可以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作出较为

全面和准确的分析，同时也可以作为预判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依据。自 2007 年至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

一些重要场合就中日关系作出了多次重要公开论述，这些论述蕴含着对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判

断。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日关系新形势下的三个时代特征: 第一，世代友好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

目标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路径在变化。第二，正视历史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

和政治基础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日本正视历史的路径在变化。第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没

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路径次序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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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客观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在目前的时代背

景下，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难度前所未

有。尽管从两千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史的脉络来看，

中日关系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前后开始向着“中

强日弱”的历史常态回归，但这一回归过程本身就

是一段复杂的调整过渡期，如何认识和把握中日关

系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日

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二，由于难度前

所未有，对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认知出现偏差的可

能性也相应增大，而认知出现偏差将会反过来影响

两国各自的外交政策取向，形成恶性循环，从而阻断

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

当前的发展态势关系到中日关系的未来。第三，从

世界格局角度看，中日关系特别是中国本身已经日

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调整的重要变量，如果缺乏对

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理性认知，结果可能会形成负

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也是中日关系日益成为国

际热点的深层次原因。

领导人的重要论述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态势的

一组核心变量。从主观层面看，中日关系的发展态

势既与两国各自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也是双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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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互动和关系调适的结果，而领导人的论述恰恰既

是该国外交政策原则和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

也涵盖了两国就特定议题进行双边互动时的重要政

策宣示和主张。因此，从领导人的重要论述这一视

角可以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作出较为全面和准确

的分析，同时也可以作为预判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走

向的重要依据。

2007 年至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中日关系或

日本问题的 29 次重要公开论述是在多个场合作出

的，这些场合包括 20 次会见、7 次出席重要仪式或

会议、1 次简短交谈和 1 次接受媒体采访。其中，20

次会见包括 1 次会见日本天皇、3 次会见日本首相、

2 次会见日本外相、5 次会见日本重要政党或议员联

盟代表团、5 次会见日本执政党党首、议院议长或前

首相、4 次会见日本地方知事; 7 次出席重要仪式或

会议包括出席“9·3”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仪式、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出席“9·3”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出席

日中友好七团体及侨界四团体欢迎招待会、出席日

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早餐会。这些论述蕴含着对如何

发展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判断，而 2007 年至

今的 9 年恰恰处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复杂调整过渡

期，科学把握中日关系发展态势及规律在这一时期

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一、世代友好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

目标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中日世

代友好的基本路径在变化

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损，这是被中日交往的历

史反复证明了的，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坚持将世

代友好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目标是中国政府的

长期国策。邓小平同志在 1975 年会见日本外宾时

曾经指出，我们要贯彻毛主席定下来、周总理领导实

行的对日友好方针。① 1982 年，他又指出，中日关系

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 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

下去。这是中国的长期国策。② 1987 年，他再次指

出，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的政策不会因为中国

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③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

多次指出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和表明中国将长期坚

持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国策。2008 年习近平同志

在会见日本前政要时指出，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睦

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09 年他在

担任国家副主席访问日本前夕和访日过程中多次指

出，中国政府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从外

交战略全局看待中日关系，坚持长期的中日友好政

策。2010 年与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座谈时又明确指

出，中日两国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长期友好

是唯一正确选择。2012 年在会见日本民主党代表

团时将“要扩大人文交流，实现世代友好”作为中日

邦交正常化 40 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启示之一。2014

年在纪念抗战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再次指出，保持

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

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④

尽管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但

中日友好仍然是历史主流，“中日友好”和“中日之

间的问题”仍然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早在 1954

年，周恩来同志会见日本外宾时就指出，从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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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 史 来 看，我 们 2000 多 年 来 是 和 平 共 处 的。①

1981 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中日双方某些时候对某

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乃至一些困难都是暂时的、枝节

的，都是可以解决的，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局

部的问题。② 对于近年来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诸多

问题，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从两点论与重点

论的辩证统一的高度看待中日关系，坚持中日友好

主流论。2014 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 69 周

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中日两国 2000 多年的交往中，

和平友好是历史主流，中日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大局。

2015 年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再次强调，中日

一衣带水，2000 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

的主旋律。③

如何维护中日友好大局，朝着实现中日世代友

好的根本目标迈进，成为新形势下发展中日关系的

首要问题，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上述问题

指明了方向。首先，身体力行通过高层引领促进中

日民间交流。近些年中日双方的政治关系与国民感

情日益陷入互相形成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之中，越

是在这个时候，两国的政治家越需要承担更多的国

家责任，通过高层的政策调整和引导，止住两国国民

感情不断下滑的趋势。早在 2011 年 5 月 5 日习近

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时就指出，国

之交在于民相亲。开展中日各领域的民间交往，不

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而且也可

以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内涵。2015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又指出，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

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

身中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

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

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

延续下去。④ 在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局面的背景

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力亲为助推中日民间交流的

举动在日本引起广泛好评，赢得了日本民心，同时也

创新了向日本国民宣示中国对日外交政策主张的良

好方式，体现了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政治家

高度的政治智慧。其次，将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基本

前提和路径，规劝日本政府和政治家与我方相向而

行。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

的，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

代友好。

二、正视历史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

和政治基础没有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

日本正视历史的路径在变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多年的历史表明，日方坚持

正确史观时，中日关系发展便会顺畅，反之中日关系

则停滞不前，正确对待历史是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

基本前提。邓小平同志早在 1987 年 5 月 5 日会见

日本外宾时就表示，日本有很少一部分有政治影响

的人还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这是中国人民所

担心的，我们只担心这一点。⑤

时至今日，正确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仍然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政治基础，对于

坚持错误史观的日本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来说，历

史永远不会翻篇。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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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正视历史在中日关系发展问题上的重要意

义，并在多个重要场合规劝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正视

历史。2013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公

明党代表团时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日方

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历史问题。

2013 年 9 月 5 日在同安倍简单交谈时强调，日方应

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处理钓鱼岛、

历史等敏感问题。2014 年 9 月 3 日在纪念抗战胜

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表示，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

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

要政治基础。“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正确对待历

史，才有利于日本早日卸下历史包袱。2014 年 11

月 10 日应约会见安倍时强调，历史问题事关本地

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

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

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2015

年 4 月 22 日应约会见安倍时指出，历史问题是事

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

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

积极信息。①

随着中日关系迈入新阶段，日本日益将中国作

为战略对手，在此背景下，日本试图一劳永逸地卸掉

历史包袱，2015 年 8 月 14 日，安倍以内阁决议的形

式发表战后 70 周年谈话，企图以模糊侵略性质的方

式在历史问题上蒙混过关。针对日本部分政治人物

和组织执意坚持错误史观甚至企图彻底摆脱历史问题

的言行，中国的外交斗争途径也需要并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将针对日本错误史观的斗争上升为法定

化、制度化方式。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 9 月 3 日确定为战争胜

利纪念日，将 12 月 13 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每年国家举行纪念活动。这意味着抗

战胜利和国家公祭日已提升至国家立法的最高规

格。也就是说，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和国家公祭日纪

念活动已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国家行动。

第二，通过领导人出席上述重要仪式并发表讲

话的形式，对日本的错误史观进行有理、有力的批

判。习近平同志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7 日、9 月 3 日、

12 月 13 日、2015 年 9 月 3 日参加四次与抗战或国

家公祭日相关的重要仪式或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主席的四次讲话仍然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

一的辩证思维，一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将日本人民

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区分开来，保持了政治家应

有的政治理性。习主席在 2014 年 12 月 13 日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指出，我们不应因一

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

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

人民。二是重点批判日本右翼分子，对日本坚持错

误史观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

和批判，全面揭露了日本右翼政客们的丑恶嘴脸，起

到了醍醐灌顶的警醒作用，展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历

史担当。习主席在 2014 年 7 月 7 日纪念抗战全面

爆发 77 周年仪式上发表讲话并强调，仍然有少数人

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

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

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同 年 9

月 3 日在纪念抗战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又指出，

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认日

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依然在执意参拜双手沾满鲜

血的战犯亡灵，依然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

统治的言论，依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依

然在挑战人类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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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没有

变，中日关系新形势下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

路径次序在变化

无论从历史潮流发展取向还是中日关系的现实

看，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政治基础都没有发

生变化，这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提供了

根本支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定位是中日政

府间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第四个政

治文件是对前三个政治文件的继承和发展，是新的

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原

则，因此可以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中日两国老一

辈领导人坚持以中日间若干政治文件为基础发展中

日关系所取得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政治智慧的结

晶。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联结着中日关系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它是对中日关系过去的系统总结，也是对

中日关系未来的方向性展望。

从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四个

政治文件和战略互惠关系更是推动当前中日关系克

服重重困难并在曲折中前进的根本前提。在中日关

系经历严重困难局面的背景下，新一届党和国家领

导人更是在多个场合不断向日方提醒和重申中日间

四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意义以及中日关系的这一基本

定位。2013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同志与日本公明

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会谈时指出，两国间四个政治文

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同年 9 月 5

日，他在与安倍会面时又强调，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14

年 9 月 3 日，他在出席纪念抗战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

上又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2015

年 4 月 22 日，他在应约会见安倍时再次指出，处理

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①

当前，随着中日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中日关系

客观上迈入历史周期意义上的新阶段，中日两国各

自的外交策略也相应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都决定

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路径需要也必须有

所改变，如果过去的推动路径是充实战略互惠关系

内涵和深入发展甚至是锦上添花，那么现在的路径

更像是重聚并扩大战略互惠关系共识甚至是具有止

损性质的雪中送炭。列出并逐步消除影响中日战略

互惠关系的负面清单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这一负

面清单应包括哪些内容，从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启示: 1、在关

键的历史节点体现两国政治家真正的历史担当和国

家责任，发挥首脑外交和高层引领的重要历史作用。

2013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山口那津男

时强调，新形势下，中日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

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

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2、日方承诺继续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日重聚共识的基本前提。党和

国家领导人在 2014 年 9 月 3 日、11 月 10 日和 2015

年 4 月 22 日多次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不

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日本在同中国一起选择和平发

展的道路并沿此道路走下去，在军事安全政策上审

慎为之，多增进同邻国互信，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

展。3、增信释疑，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是开启重聚共

识之路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同志在 2013 年 1 月 25

日会见山口那津男时指出，日方应同中方共同努

力，正视历史、现实，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

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2015 年 4 月 22 日应约

会见安倍时再次强调，我们愿同日方加强对话沟

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

“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

为广泛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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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盘点: 习近平 8 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 27 次重要论述》，2015 年 8 月 13 日。http: / /www． china． com． cn /news /2015 － 08 /13 /
content_36295249． 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