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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政策取向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吕耀东

　　摘　要：安倍政府缓和中日关系的向好取向，是对 近 年 来 日 本 政 府“两 面 下 注”的 对 华 政 策 的 策 略 调 整。日 方

呼吁开展日中高层来往，启动对华全方位对话交流，探 讨 在“一 带 一 路”框 架 内 合 作 意 向。但 日 本 调 整 对 华 政 策 具

有策略性，其在国际政治及安全层面遏制中国的同时，力 图 在 经 贸 层 面 加 强 对 华 合 作 关 系。加 之 中 日 关 系 业 已 存

在的问题随时可能凸显和尖锐化，两国关系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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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对 华 政 策 取 向 对 中 日 关 系 的 影 响 巨 大。

多年来，日 本 对 华 政 策 采 取“两 面 下 注”的 方 法，一

方面力求在经贸层面加强对华合作关系，另一方面

在东亚安全层面依托日美同盟及其盟友遏制中国。

这两方面的表现形式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显著特征，

体现出日本 一 贯 的 对 华 政 策 的 两 面 性 及 左 摇 右 摆

的外交困境。在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以纪念“日中邦

交正常化４５周年”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４０周年”

为由，日本调整对华政策显著。

　　一、日 方 试 探 在“一 带 一 路”框 架 内 的 经

济合作意向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关于区

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的理念和构想，不仅得到东亚

国家的认同，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参

与。这让日 本 执 政 党 及 经 济 界 的 一 些 人 对 于 安 倍

政府一味渲染“中国威胁论”提出质疑，要求政府改

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日盛，使安倍政府调整对华策略

成为可能。

首先，中日 就“一 带 一 路”构 想，确 认 进 一 步 深

化经贸务 实 合 作 意 向。中 国 是 日 本 第 一 大 贸 易 伙

伴国和最大的出口对象国，而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

贸易伙伴 国 和 主 要 的 外 资 来 源 国。双 方 相 互 依 存

度高，日本经济对华依赖更大。受中日关系恶化的

影响，近年两 国 间 的 贸 易 和 投 资 连 续 下 降，对 两 国

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２０１７年３
月１９日，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和中国财政部部长肖

捷在德国巴登举行会谈，双方就尽早在日本举行由

两国财长出 席、围 绕 经 济 政 策 交 换 意 见 的“中 日 财

长对话”达成 共 识。２０１７年５月６日，第６次 中 日

财长对话在日本举行。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于５月１６日与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 平 举 行 会 谈 并 递 交 了 安 倍 首 相 的 亲 笔

信，表达了日本支持习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

的立场。他 祝 贺 中 方 非 常 成 功 地 举 办 了“一 带 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示日中两国需要合作，希

望在日中邦交正常化４５周年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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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结４０周年之际，双方能举办好各种纪念活动，为

日中关系发展提供推动力。①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６日，日 中 两 国 政 府 在 东 京 举 行

讨论贸易、投 资 等 经 济 课 题 的 部 长 级“经 济 高 层 对

话”。日本外 相 河 野 太 郎 在 该 会 议 上 指 出，日 中 在

地区及全 球 经 济 中 发 挥 的 作 用 越 来 越 大，“有 必 要

更新视角，思 考 合 作 与 携 手 的 应 有 方 式”。中 国 国

务委员兼 外 交 部 长 王 毅 就 中 国 推 进 的“一 带 一 路”

经济带构想等合作事宜，希望与日方加深对话。双

方就美中贸 易 摩 擦 激 化 的 情 况 下 强 化 自 由 贸 易 体

制十分重要达成共识。②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

敏充、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国土交通相石井启一，

中国财政部 长 刘 昆、商 务 部 长 钟 山 等 出 席 了 对 话。

中方就“一 带 一 路”经 济 带 构 想 的 现 状 进 行 说 明。

日方回应称，这 也 有 益 于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提 倡 的“自

由开放的印 度 太 平 洋 战 略”外 交 方 针，有 意 以 符 合

透明性及项目健全性等国际标准的形式，根据情况

提供合作。③

其次，日本经济界访华团探索中日合作开拓市

场。２０１７年５月，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小林喜

光表示，日本应该积极探讨加入中国主导的国际金

融机构“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经 济 团 体 联 合

会（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也认为，“这也是满足（亚

洲地区）基 础 设 施 需 求 的 有 效 金 融 功 能”，④要 求 日

本政府积极应对。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由日中经济

协会、经团联、日 本 商 工 会 议 所 组 成 的 联 合 访 华 团

约２５０人访问北京。中日双方召开了旨在扩大经济

交流的企业高管会议，会议围绕以亚洲为中心对第

三国开展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资 源 开 发 方 面 加 强 合 作

展开讨论和交流。日方的贸易公司、机械设备建设

公司、物流企 业 的 高 管 等 出 席 了 会 议，并 提 出 了 包

括日中企业 在 完 善 利 用 大 数 据 和 人 工 智 能（ＡＩ）的

机械设备 方 面“合 作 领 域 众 多”、“在 港 湾 管 理 系 统

领域有着共同扩大商机的可能性、以及寻求与日本

的贸易公司合作开拓第三国市场”等建设性议题。⑤

访华团还向 中 方 提 出 与 中 国 国 家 领 导 人 举 行 会 谈

的意愿。１１月２１日，中 国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 会 见

了日本经 济 团 体 访 华 团。双 方 就 推 进 在 亚 太 地 区

的经济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克强总理表示，两

国关系正逐 渐 改 善，呈 现 好 转 势 头，必 须 巩 固 已 得

到改善的基础，他还表示希望日本经济界为两国关

系的发展 做 出 新 的 贡 献。经 团 联 会 长 榊 原 定 征 回

应称，“作为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希望强化两国稳

定的政治 与 外 交 关 系”，寻 求 通 过 继 续 举 行 首 脑 会

谈等维持 良 好 关 系。他 还 呼 吁 尽 快 签 署 日 中 韩 自

由贸易协定（ＦＴＡ）和 东 亚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定（ＲＣＥＰ），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⑥ １１

月２３日，日本经济团体访华团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在 北 京 举 行 会 议。经 团 联 会 长 榊 原 定 征

表示：“包 括‘一 带 一 路’在 内 的 全 球 产 业 合 作 不 仅

给两国，而且 能 给 世 界 带 来 繁 荣。”他 指 出“一 带 一

路”的重要性，对日本企业的参与表现出积极态度。

他认为，以基础设施和环境领域为中心的两国企业

合作“有 很 大 的 潜 能”。榊 原 还 强 调，“希 望 扩 大 两

国双赢关系，并构筑新的关系”。⑦ 他对 深化两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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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边读 安 倍 亲 笔 信 边 会 见 二 阶 俊 博》，日 本 新 闻 网，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ｉｂｅｎｘｉｎｗｅｎ．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５４９８．
《日中 近８年 来 重 启 经 济 高 层 对 话》，日 本 共 同 社，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ｎｅ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０４／

７３ｂ６ｆｂ３６ｄｅｅ８－８．ｈｔｍｌ．
《日中经济高层对 话 就 加 强 自 由 贸 易 体 制 达 成 一 致》，日 本 共 同 社，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ｎｅｔ／

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０４／ｃｃ７ｃ５ａｆｆｅｄｂｂ．ｈｔｍｌ．
《日本经济界领袖指 出 应 积 极 探 讨 加 入 亚 投 行》，日 本 共 同 社，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ｎｅｔ／ｎｅｗｓ／

２０１７／０５／ｂｆ５１３ｅｃ０４０ｅ４．ｈｔｍｌ．
《日本经济界访 华 团 抵 达 北 京，探 索 携 手 开 拓 市 场》，日 本 共 同 社，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ｎｅｔ／

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１１／４３ｆｄ３６０５７ｄ１８－－ｈｔｍｌ．
《李克强面对日本 访 华 团 展 现 经 济 合 作 意 愿》，日 本 共 同 社，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ｎｅｔ／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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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榊原向中国发改委表示包 含“一 带 一 路”的 合 作 很 重 要》，日 本 共 同 社，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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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交流寄予的期待，反映了日本经济界希望中日关

系缓和，能够有利于两国在双边及东亚区域经济一

体化过程中互利双赢的强烈意愿。

　　二、以“多 边 国 际 首 脑 峰 会”为 平 台 促 日

中高层互动

　　近年来 安 倍 的 对 华 政 策 常 表 现 为 在 多 边 国 际

场合渲染“中国威胁论”，在中日双边场合呼吁缓和

日中关系，表现出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取向。随着中

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基于地区及国际共同利

益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和认同。

安倍不甘被东亚区域合作“边缘化”，力求在国际多

边场合实 现 日 中 首 脑 会 谈，“希 望 成 为 在 战 略 互 惠

关系下各个领域均取得颇具成果的会谈”，①表达对

华缓和姿态，就日本担任主席国的日中韩首脑会谈

的时间以及 中 国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 的 访 日 寻 求 交

换意见，展示日本“积极的”对华政策取向。

２０１７年７月８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在

德国汉堡召开的２０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关于中日关系，双方就加强首脑间对

话、推动 关 系 改 善 达 成 了 一 致。双 方 还 确 认 了 以

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等共识为基础推动两国关

系改善。安倍结合２０１７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４５周

年一事，表达 了 构 建 信 赖 关 系、推 动 两 国 关 系 改 善

的想法。他 强 调，“愿 进 一 步 大 力 发 展 改 善 日 中 关

系的势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安倍称“期待充

分吸收国际社会共同的想法，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他对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

予以肯定，传递了“附带条件”展开合作的想法。习

近平主席强调，维护好政治基础是中日关系健康发

展的前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先后达成四

个政治文件 和“四 点 原 则 共 识”，就 妥 善 处 理 历 史、

台湾等问题确立了原则。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共识，

中日关系才能不偏离轨道，不放慢速度。②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中 旬，安 倍 首 相 与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越南岘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峰会期间举

行了首脑会谈，希望以２０１８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４０周年为契机，推进改善中日双边关系。习近平

主席表示，进 一 步 改 善 两 国 关 系 还 有 许 多 课 题，希

望能够顺应潮流，推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安

倍回应说：“２０１８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４０
周年，期望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指

出，中日关系 稳 定 发 展 符 合 双 方 利 益，对 地 区 和 世

界具有重 要 影 响。他 强 调，改 善 中 日 关 系，关 键 在

于互信。安 倍 表 示，日 方 希 望 同 中 方 加 强 高 层 交

往，开展互惠 共 赢 的 经 贸 合 作，积 极 探 讨 在 互 联 互

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③ 他期望尽快举行日

中韩三国首脑会谈，恢复中断多年的日中首脑互访

机制。安倍还表示，希望日中两国在经济领域也扩

大合作，尤 其 是 在 第 三 国 市 场 能 够 建 立 合 作 机 制。

值得关注的 是，安 倍 在 发 言 中，努 力 避 免 容 易 刺 激

中国的话题，譬 如 南 海 问 题、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度 洋 太

平洋战略等等。而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着重强调

改善与发 展 两 国 关 系 的 关 键 是“互 信”。④ １１月１３
日，在菲律 宾 马 尼 拉 召 开 的 东 盟（ＡＳＥＡＮ）首 脑 会

议期间，安倍首相和李克强总理进行了政府首脑会

谈。安倍希望以日中友好条约签署４０周年为契机，

强力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为建设“安定的”日中

关系继续 做 出 努 力。他 再 次 邀 请 李 克 强 总 理 能 够

尽早访问日本。李克强表示，中日关系最近出现了

积极的变化，当然还存在一些敏感的问题。只要双

方共同努力，保 持 两 国 关 系 改 善 的 势 头，就 一 定 能

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李克强访日并参加中日韩首

脑会谈。安 倍 希 望 以 与 李 克 强 举 行 的 政 府 首 脑 会

谈为契机，加强日中高层互访。此次李克强总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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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倍 期 待 与 中 国 发 展 关 系》，日 本 共 同 社，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ｎｅ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１１／

１８４ｂ８ａ２３５７ｆ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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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出访是在日本国内进行，而以前均是在日本以外

的国际场合进行中日双边高层会谈，这次可以说是

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从对话场合方面来讲，中日两

国对话的形式有了一定提升。

　　三、日本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

与磋商

　　第一，中日举行第４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中方告

诫日方“应 按 规 矩 办 事”。时 任 中 国 国 务 委 员 杨 洁

篪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９—３１日访日时表示，当前中日

关系正处在邦交正常化４５周年的重要节点，双方应

重温两国邦 交 正 常 化 初 衷，本 着 以 史 为 鉴、面 向 未

来的精神，维护政治基础，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

关系持续改善。①

第二，中日 举 行 海 洋 事 务 高 级 别 磋 商，就 建 立

并启动防 务 部 门 海 空 联 络 机 制 取 得 进 展。中 日 双

方于２０１７年６月 和１２月 在 福 冈 和 上 海 举 行 第 七

轮、第八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２０１８年

４月１９日，中日两国在仙台市举行了讨论海洋问题

的第九轮“海 洋 事 务 高 级 别 磋 商”。对 于 旨 在 避 免

钓鱼岛周边 偶 发 性 冲 突，构 建 防 务 部 门 间 的“海 空

联络机制”，双方将进行最后阶段协调。② 中日海洋

事务高级别 磋 商 机 制 是 两 国 涉 海 事 务 的 综 合 性 沟

通协调机 制。该 机 制 就 东 海 问 题 保 持 积 极 有 效 沟

通，为管控潜在危机、维护东海稳定、促进海上合作

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基于“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定期对话框

架，展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意向。２０１７年８月

７日至９日，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６次会议在东

京召开。中 共 中 央 对 外 联 络 部 部 长 宋 涛 率 中 共 代

表团出席 会 议。日 本 自 民 党 总 裁 安 倍 晋 三 会 见 宋

涛时高度评价 汉 堡Ｇ２０峰 会 期 间 同 习 近 平 主 席 会

晤的成果和重要意义，期待两国执政党为改善发展

日中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中日举行第１５次安全对话，中方希望日

方坚持和平发展。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时任中国外

交部部长助 理 孔 铉 佑 在 日 本 东 京 同 日 本 外 务 审 议

官秋叶刚男共同主持了第１５次中日安全对话。同

日，孔铉佑会 见 日 本 外 相 河 野 太 郎 时 表 示，近 期 中

日关系积极互动增多，同时仍面临复杂因素。河野

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

表示日方重 视 对 华 关 系，愿 与 中 方 共 同 努 力，推 动

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③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日本防

卫相小野寺五典与参加暌违６年重启的自卫队与中

国军队的校 官 级 交 流 项 目 而 访 日 的 中 国 军 队 中 层

干部２５人举行了会谈。并称“对项目重启表示由衷

欢迎”。

　　四、日 本 对 华 政 策 调 整 有 利 于 中 日 关 系

发展

　　安倍政府一贯奉行对华“两面下注”的手法，表

面上声称重 视 中 日 关 系，却 常 在 国 际 社 会 渲 染“中

国威胁论”。安倍在向国际社会策略性展现缓和日

中关系的 姿 态 的 同 时，力 图 以“价 值 观 外 交”“战 略

性外交”等手段炒作“中国崛起”的国际危害性和危

险性。这既恶化了中日关系，客观上也影响了东亚

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首先，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出现要求安倍政府

调整对华政策、缓和日中关系的不同意见。２０１７年

两次出席中 日 执 政 党 交 流 机 制 会 议 的 日 本 自 民 党

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向安倍政

府呼吁要推动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强调中国

推进的“一 带 一 路”倡 议“是 有 潜 力 的 构 想”。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７次会议达成的

《共同倡议》指 出，愿 不 断 提 升 双 边 务 实 合 作 水 平，

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在第三方市场推动中

日企业间的 合 作；愿 在“一 带 一 路”倡 议 基 础 上，积

极探讨两国具体合作项目。④

２３

①

②

③

④

《中日第四次 高 级 别 政 治 对 话 举 行》，新 华 网，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０５／２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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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中日安全对话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９日。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在福建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



其次，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寻求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日中区域经济合作方式。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
日，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在日本经济界欢迎李克强

总理访日 的 活 动 上 致 辞 强 调：“希 望 以‘一 带 一 路’

经济带 构 想 为 先 导，积 极 推 进 在 第 三 国 市 场 的 合

作”，显示出希望日中两国企业在亚洲各国的港口、

公路、铁路等建设方面展开合作。这反映出经团联

等日本经 济 界 对 于 在“一 带 一 路”框 架 下 的 日 中 区

域经济合作的意愿，并期待扩大在亚洲的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的商机。① 日本经济界出于经济利益而

要求日本政 府 参 与“一 带 一 路”合 作，要 求 缓 和、改

善日中两 国 关 系 的 意 愿 强 烈。中 方 意 识 到 日 本 经

济界和执政 党 联 盟 内 部 有 改 善 对 华 关 系 及 加 强 区

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所以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改变对

华遏制政策，从东亚共同利益出发共同维护中日关

系大局，回到 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的 轨 道 上 来，全 面

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努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正

常发展。

基于上述因素，安倍调整“两面下注”的对华政

策势在必然。于是安倍一反常态，在国会施政演说

中表示，要 以２０１７年 的 日 中 邦 交 正 常 化４５周 年、

２０１８年 的《日 中 和 平 友 好 条 约》缔 结４０周 年 为 契

机，在“战略 互 惠 关 系”的 原 则 下，努 力 改 善 日 中 关

系。安倍 的 这 一 表 态，充 分 展 现“战 略 性 外 交”举

措，在强化日 美 同 盟 对 华 针 对 性 的 同 时，又 在 国 际

社会表达“缓和”日中关系的意愿，展现出推动日中

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姿态。

日本在东亚安全层面不放弃遏制中国的同时，

力求在经贸层面谋求对华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安

倍既要依托 日 美 同 盟 遏 制 中 国，又 力 图 借 中 国“一

带一路”倡 议 的 区 域 合 作 利 好 谋 求 自 身 经 济 利 益。

为此，日本借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４５周年”和“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之机，力促开展日中

高层来往，试 探 在“一 带 一 路”框 架 内 合 作 意 向，逐

步重启日中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与磋商机制。

中国一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坚持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发展双边关系。２０１８年５月４日，习近平主

席应约同安倍首相通电话时指出，日本方面在对华

关系上持续释放正面信息并采取积极举措，中方对

此表示肯定。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

年，中日关系 处 在 承 前 启 后 的 重 要 节 点，双 方 要 重

温和平友好条约精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

原则，落实 四 点 原 则 共 识，信 守 承 诺，按 规 矩 办 事，

管控好矛盾和分歧，确保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得到

新的发 展。希 望 日 方 同 中 方 一 道，着 眼 大 局 和 长

远，作出符合 两 国 根 本 利 益、有 利 于 地 区 发 展 的 选

择，确保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安倍表

示，日方高度 重 视 发 展 对 华 关 系，愿 以 日 中 和 平 友

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改善

和发展。②

中方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将缓和两国关系付

诸实际行动。李克强总理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至１１
日访日为 中 日 关 系 重 回 正 轨 迈 出 关 键 一 步。李 克

强总理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题为《让中日和平

友好事业再 起 航》的 署 名 文 章，在 日 本 社 会 引 起 了

广泛的关注。李克强总理指出，中日分别作为世界

第二、第三大 经 济 体 和 亚 洲 最 大 的 两 个 经 济 体，如

果双边关系始终在正确轨道上健康稳定发展，不仅

能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也会为东北亚地区乃

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带来更大助力。③ 他

特别强调了 中 日 关 系 事 关 地 区 及 世 界 的 和 平 稳 定

和发展的重要性，表明了中国对日政策的战略高度

及新理念。李 克 强 在 出 席 日 本 经 济 等 各 界 举 行 的

欢迎活动时 表 示，中 日 两 国 是 世 界 主 要 经 济 大 国，

有责任反对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强调两国应携

手为世界经济发展作贡献。同时，两国在广泛领域

拥有共同利益，希望将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

想与日本 的 经 济 增 长 战 略 结 合 起 来。并 呼 吁 日 本

就“一带一路”构想给予合作，以此加深两国在第三

国的基础 设 施 建 设 等 方 面 的 合 作。安 倍 首 相 回 应

３３

①

②

③

《日本经 济 界 期 待 扩 大 亚 洲 商 机》，日 本 共 同 社，２０１８年 ５月１０日 电。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ｎｅ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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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中日平和友好事業の再出航を」、〔日〕『朝日新聞』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



称：“日中 关 系 从 竞 争 进 入 了 协 调 时 代。希 望 具 体

推进民间 企 业 在 亚 洲 的 基 建 开 发。愿 推 动 日 中 关

系进入新的阶段。”①

中日政府首脑会谈就两国加强重点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 关 系 改 善 发 展 达 成 共 识。双 方 签 署 了 涉

及经贸合作、文 化 交 流 等 领 域 的 多 份 合 作 协 议、备

忘录。作为此次中日会谈的重要成果，两国签署了

《关于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的备忘录》和《关于中日第

三方市场 合 作 的 备 忘 录》，积 极 推 动 两 国 在 服 务 领

域和第三 方 市 场 的 合 作。作 为 两 国 加 强 金 融 领 域

合作的重要举措，中方决定同日方商签本币互换协

议，并宣布给予日方２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ＲＱＦＩＩ）额度。安倍首相在会谈后称，在《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之际，希望以李总理

此次访日为契机，推动站在新起点上的日中关系更

加深入发 展。日 本 各 界 也 期 待 通 过 李 克 强 总 理 访

日，推动双方 各 领 域 交 流 合 作，推 动 两 国 关 系 回 到

正确轨道上来。可以说，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

正面取向，让中方看到日方释放缓和日中关系的姿

态。李克强总理访日并向日方表明，中日关系稳定

发展，符合双 方 共 同 利 益，也 有 利 于 地 区 稳 定 和 世

界繁荣。两 国 应 共 同 落 实 好 此 访 领 导 人 达 成 的 重

要共识，积极推动双方在贸易、投资、服务贸易等领

域开展广泛深入合作。②

当然，安 倍 转 而 强 调 缓 和 中 日 关 系 的 向 好 取

向，是对近年来日本政府“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的

策略调整。中 日 两 国 间 依 然 存 在 不 可 预 测 的 不 确

定性，实现 中 日 战 略 互 惠 关 系 之 路 仍 将 曲 折 坎 坷，

很难断言日 本 政 府 在 发 展 对 华 关 系 上 可 以 做 到 不

犹豫、不退步。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２０１８年

３月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所言，“希望日方能够政

治上讲信用，行 动 上 守 规 矩，切 实 维 护 好 两 国 关 系

的政治 基 础，并 且 把‘互 为 合 作 伙 伴、互 不 构 成 威

胁’的政治共识真正 落 到 实 处”。③ 王 毅 部 长 还 在４
月下旬访日时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

８年来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已迈出了使日中关

系重返正常 轨 道 的 一 步，重 要 的 是 保 持 这 一 势 头，

需要努力避免两国关系不再倒退。④ 李克强总理访

日期间强调，“我们要铭记历史，汲取深刻教训。以

互信为本，悉 心 维 护 双 方 达 成 的 共 识，夯 实 政 治 基

础。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不构成威胁的理念转

化为具 体 政 策 和 行 动，推 动 中 日 关 系 重 回 正 常 轨

道，努力实现 两 国 关 系 长 期 健 康 稳 定 发 展，避 免 再

出现大的波折和反复。”⑤

总之，安倍政府理应顺应财界借力“一带一路”

谋求互利共 赢、执 政 党 联 盟 内 部 对 华 缓 和 意 向，综

合国内外局 势 调 整 对 华 政 策，不 再 渲 染“中 国 威 胁

论”，彻底抛弃“两面下注”的手法，回到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轨道上来。只有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

识”，才能真正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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