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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 在国际大变局下 ， 中国要跳出传统
“
三角关系

”

的思维框架 ，

需要充分运用 自身的实力 、 影响和智慧 ， 主动引导和塑造中美 、 中俄关系的发展 ， 努

力实现中美俄关系的 良性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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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

对 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这不仅是因为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更是因为两国关系之非同一般 。 近代 ， 日本作为先行现代化

的国家 ，实行对外扩张 ，侵略中国 。 日本战败后 ，在冷战中作为美国的盟国与新生的

中 国对立 。 中美建交后 ， 中 日 才实现邦交正常化 。 改革开放后 ， 发展与 日 本的关系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
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 特别是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 ，对中国的经济

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 日本是中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加工出 口产业的重要依托 。 但

是 由于历史的原 因以及领土争端和战略利益差别 ， 中 日关系 的发展受到制约 。 特别

是在中 国综合实力迅速提升的情况下 ， 日 本对中 国 的战略警惕和利益竞争增强 ， 日

本政府加强 了与美国的同盟合作 ，试图对中 国进行遏制 ，在此情况下 ， 中 日关系止步

不前 ，甚至出现后退 。

回顾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 日关系的发展 ，总的来说是从走向正常化到不断扩大与

深化 ，从双边走向地区与 国际的过程 ， 由此 ， 两国 间的共同利益大大增加 ，但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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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原因 ，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畅 ，随着利益交织的加深和力量对比 的转变 ， 深

层次的矛盾凸显 。

展望未来 ，面对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重大转变 ， 即 中 国越来越远超 日本 ， 两国 间

的关系将会出现不平衡结构 下的重大调整 。 在这个进程 中 ， 如何把握 中 日 关系稳

定 、和平转变的大局 ， 构建新力量结构下的新合作关系 ， 共同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

设 ，
不仅需要 中国 、 同时也需要 日本更新观念 ，趋利避害 ， 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

一

、 中 日 关 系 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中 日关系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的平稳发展阶段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曲折发展阶段和 ２ １ 世纪的反思与调控阶段 。

（

一

）
中 日缔结和平条约后的平稳发展

冷战后期 ， 中 日 两国对双边关系和东北 亚安全局势做出研判后 ， 于 １９ ７８ 年 ８ 月

１ ２ 日缔结《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 为 中 日 建立新型友好合作关系起 了定向作用 。 以

１ ９７８ 年召开的中共十
一届 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 国进人了改革开放时代 。 从维护世界

和平 、促进发展的现实 出发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中 国的外交政策于 ２０ 世

纪 ８（） 年代初进行了重大调整 。 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 总体国 际形势作出 了新的

科学判断 ，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结论 。 这
一

外交政策的重要调

整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 ， 为 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 了极为有利的和平 国际环境 ， 加

大了 中国的对外开放 、对外交流的范围和力度 。

１９７８年 １ ０ 月 ２３ 日 正式生效的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使得中 日 两国和平共处 、

世代友好的大方向第
一

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 ，让 １９７２ 年《中 日联合声明 》所规定的

两国关系准则以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和发展 ， 开辟了 中 日两国合作的新时期 ， 进

一步确定中 日友好合作的大方向 。 从此 ， 两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等领域的交

流更加广泛地展开 。 同时 ， 这一条约的缔结 ，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

全产生了积极影响 。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 ，使得中 日 两国 良性互动频繁 ， 特别是《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的签订 ， 为中 日 两国在政治 、经济 、环境 、技术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奠定 了基调 和

原则 。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的签订无论对 中国还是 日本来说 ，无疑都是一个新的起

点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的生效 ，推动了 中 日 友好合作事业的发展 。 两 国领导人频

频互访 ，出现了官 民并举 、相辅相成 、形式多样 、 内容广泛的新局面 。 特别是中 日 双

方决定召开高级官员定期协商会议 ，这是 中 日 友好合作关系史上的
一个创举 。 中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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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后 ，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 。

（
二

）
冷战后中 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冷战结束后 ， 当年促进中 日复交的国际环境不再 ，双边关系动能

减弱 ，曾被搁置的双边矛盾开始重新显现和激化 。 中 日政治关系出现起伏不定 、 曲

折多变的现象 。

１ ９９２ 年 ，尽管江泽民总书记和 日 本天皇实现了互访 ， 但也未从根本上消除中 日

关系因
“

历史问题
”

产生的阴影 。
１ ９９ ５ 年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５ ０ 周年之际 ，

曰

本部分政要 、右翼势力不但不反省历史 ，反而肆无忌惮地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 。 虽

然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
“

反省历史 ，巩固 和平
”

的
“
８ ． １ ５ 讲话

”

。 然而 ， １ ９９６ 年的

《 日美安全联合宣言 》显示 ，
日 美将致力于强化控制和干预东亚安全局势的军事同盟

体制 。 这些动 向严重恶化了 中 日政治和安全互信 ，动摇了 １９７２ 年以来中 日关系的政

治基础 。

１ ９９８ 年 １ １ 月 ２５ 日
，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 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 这是中 国 国家

元首首次访问 日本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 双方在回顾、总结 、评价中 日关系的发展状

况后 ，发表了 《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 。 两国

政府还签署了《 中 日关于进
一步发展青少年交流的框架合作计划 》 、 《中 日 面向 ２１ 世

纪的环境合作的联合公报 》以及《 中 日 关于在科学与产业技术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的协定 》 。 其中 ，首次确认中 日关系是
“

对两国均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

，并宣布建

立
“

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

。

在《中 日联合宣言 》中 ， 中 日
“

双方认为 ，正视过去 以及正确认识历史 ， 是发展 中

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 日方表示 ，遵守 １９７２ 年的中 日联合声明和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 ５ 曰 内

阁总理大臣的谈话 ，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 国人民带来巨 大灾难和损害的

责任 ，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 中方希望 日本汲取历史教训 ，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 在此

基础上 ，两国发展长久友好关系
”

。
① “

日 方继续遵守 日本在中 日联合声明 中表明 的

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重申 中国只有一个 。 日 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

往来
”

。

？ 上述内容是 日方在二战后对于侵华历史责任最为深刻 的反省 ，也是 日 方在

台湾问题上对于
“
一个中国

”

最为明确的表达和承诺。

《 中 日联合宣言 》强调 ， 中 日双方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 ，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

利益 ，缩小分歧 ，通过友好协商 ，妥善处理两国 间现存的和今后可能出 现的问题 、分

①《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的联合宣言 》 ， ｈ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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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日期 ：

２０ １ ８ 年１ ２ 月３日 。

② 《江泽民文选 》
，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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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和争议 ，避免因此干扰和阻碍两 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双方充分认识到 ， 中 日 建立

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 不仅需要两 国政府 ， 而且需要两国人民 的

广泛参与和不懈努力 。
① 这为 ２ １ 世纪中 日 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行动指南 。

（
三

） 进入 ２ １ 世纪中 日关系的调整阶段

进人 ２ １ 世纪初期 ， 中 日 两 国战略分歧 日 益增强 ， 两国关系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

小泉纯
一

郎首相屡屡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 ，严重破坏了 中 日关系 的正常发展 。 小泉

内阁对 １ ９ ７２ 年以来历届内 阁对华政策进行了颠覆性破坏 ，首相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

靖国神社及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导致中 日双边互动停滞不前 。

针对中 日两国出现严重的
“

政冷
”

局面 ，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８ 年 ，福 田康夫首相与胡锦

涛主席实现互访 ，确立 了 中 日 第 四个政治文件
＾

（〈 中 日 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

系的联合声明 》 。 双方就中 日关系是各 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达成 了共识。 两 国

决心全面推进
“

战略互惠关系
”

，实现两国 的和平共处 、世代友好 、
互利合作和共同发

展的崇高 目标 。 双方确认 ，将继续恪守《 中 日 联合声明 》 、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 《 中

日 联合宣言 》等各项原则 ， 以史为鉴 ，面向 未来 ， 今后不断加深相互理解 ， 构筑相互信

赖关系 ， 扩大合作 ，创造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美好未来 。 中 日
“

双方相互视为合作

伙伴 ，不是威胁 。

”？

然而 ，
２０ １ ２ 年 日 本政府非法将钓鱼岛

“

国有化
”

后 ， 中 日关系的脆弱性再次显现 ，

加之安倍晋三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修正主义言行 ，严重破坏了 中 日关系的

正常发展 ，两国首脑互访再次断绝 。 中 国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 ， 努力缓和 中

日关系 。 通过 ＡＰＥＣ 会议 、亚非首脑会议、 中 日韩首脑会谈和 １０＋３ 首脑会议等
一系

列多边场合努力化解 中 日 矛盾 。 中 日两 国 力求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方面扩大共识

和合作领域 ，渐进地缓和与推动 中 日 双边关系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１ 月 ７ 日 ， 中 日 通过 《四点

原则共识 》逐步重启政治 、外交和安全对话 ， 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 ２０ １ ８ 年 ， 中 日 两 国

政府首脑实行互访 ，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

总体上来讲 ， 日本仍表示将坚持发展中 日 战略互惠关系 的大局 ， 从 目前局面看 ，

中 日双边互动 已进入一个新的战略调控期 。 鉴于 日本政府仍然有继续发展中 日 战

略互惠关系的意愿 ，中 国政府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角度缓和 中 日关系 ，并在 日

方承诺坚持中 日
“

四个政治文件
”

精神的前提下 ，
达成中 日

“

四点原则共识
”

， 双方同

意利用各种多边和双边渠道重启政治 、外交和安全对话 ，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

①李建民 ：
《冷战后的 中 日关系史 （ １ ９８９

—

２００６ ） 》
，北京 ： 中国经济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９８ 页 。

② 《中 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 ，人民网 ， ２００８年 ５ 月 ７ 日 ， ｈｔｔ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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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 日 关 系 结构性特征与 双边政策调控的 必要性

随着中 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 ，也形成两国的战略竞争的微妙变化 ，导致双方

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时有发生 ，未来中 日关系还有可能会因为双方的结构性矛

盾而恶化 。 正是基于化解矛盾的可能性 ， 中 日 积极探讨两国未来 的双边关系的定

位 ，避免因历史 、台湾 、领土及海洋权益等因素形成的摩擦和冲突 ， 降低 中 日及亚太

地区政治与安全的不稳定风险 。

（

一

） 中 日关系的结构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中 日关系从经济的层面讲两国之间互补性强 ，相互依存 日益增

强 。 尽管 日本依靠对华贸易支撑经济的局面 日 益明显 ，但在 日本某些保守政治势力

看来 ， 中 国国力的增长已对其实力地位构成现实挑战 ，不利于 日 本政治大国 目标的

实现 。 对于他们来说 ， 中 日经济相互依存的方法可能给 日本提供
一

个颇有前途的竞

争者 ，也许还是
一

个战略竞争者 。 显然 ， 中 日两国潜在的战略冲突依然存在 ， 同处东

亚的 中 日之间的矛盾具有结构性特征 。

中 日在冷战后期
“

相互依存
”

掩盖下的历史 、台湾 、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

权益等
“

敏感性
”

问题浮 出水面 ， 两国政策互动 中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出现 。 比如 ， 日

本政府在
“

东海海洋权益问题
”

上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 ， 同时触及敏感的
“

钓鱼岛领

土主权问题
”

，这是以破坏东北亚区域安全为代价的 ，表现 出 了 中 日
“

脆弱性相互依

赖
”

的负面效应 。 日方严重背离了 中 日
“

四个政治文件
”

， 动摇 了中 日政治互信的基

础 。 可以说 ， 日本多次在对华政策上的倒退 ， 都是以破坏中 日 和平友好为代价的 。

这种做法破坏了中 日双边政策互动 的良性机制 ，导致中 日 两国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增

加 ，加重了两国关系的
“

脆弱性
”

。

（
二

） 中 日双边政策调控的必要性

在双边互动过程中 ，

一

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可能弓
丨起另一国的

“

敏感性
”

反应 ，并可能

因此付出代价或造成损失 ，这种
“

脆弱性
”

只能在双边政策良性互动过程中得以化解 。

中 日 复交是两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利益上互利合作 的产物 。 这种基于合

作之上的互动 ，促进了两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深化 。 中 日 相互依存深化到
一定程

度而触及
“

敏感问题
”

和 民族感情时 ， 摩擦和冲突就在所难免 。 从这一现实 出发 ， 未

来中 日双边互动的情境可能 出现
“

和则两利 ， 斗则两伤
”

、

“

和 而不 同
”

等种种情境 。

这种种情境是主客观之间的可能性判断 ， 中 日 总是处于直接面对这样情境的相互影

响之中 。 为了尽量争取
“

和
”

、避免
“

斗
”

， 中 日 两国应通过积极的双边互动及
“

政策调

？２ ３？



改革开放以来 中 日 关 系 的 历 史反思

控
”

，维护中 日关系 。

首先 ，应维护和发扬 中 日 经济关系互动的
“

稳定性
”

。 中 日综合国力变化引发新

的矛盾和摩擦 ，并未改变双方相互依存 日益加深的客观事实 。 ２ １ 世纪初期 ， 中 日经

济关系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 中 日 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 近来 ， 中 日 两

国在经济层面的合作保持良性互动关系 。 这种现实多少缓解了 日本社会对于中 国
“

崛起
”

的过度敏感心理 。 只要两国能够抱着战略互惠的诚意 ， 目前的摩擦和矛盾不

会从根本上改变 中 日 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 。

其次 ，应充分认识中 日关系
“

不确定性
”

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 致力 于通过建立双

边 良性互动的渠道 ， 逐步化解中 日 外交困境 。 中 国和平崛起和 日 本的政治大国战略

在时间上的重叠和内容上的分歧使两国的 战略定位发生强烈碰撞 。

？ 中 日 关系 的

“

不确定性
”

是客观存在的 ，是 由错综复杂的 国际 、 国 内 因素所决定的 。 因而某一方

不合时宜地追求
“

政热
”

，往往事倍功半 ，因为双边关系不是以单边的主观意志决定

的 。 况且
“

经热
”

并不能必然带来政治关系和谐 。 不 同历史时期 ，两国相互合作和依

存的内涵不 同 ，但中 日相互依存的形式并没有变化 。 中 日 可 以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

来防止两国关系恶化的可能 ，
以双边政策 良性互动的形式解决彼此的分歧与矛盾 。

再次 ，中 日两国相互依存的发展是双边互动的结果 。

一般来讲 ，

“

相互依存的水

平越高 ，相互作用的力量越大
”

。
？ 日本有识之士曾指出 ：

“

占世界经济百分之十以上

的 曰 本面对 日趋相互依存的世界 ， 如果不努力使国 际环境向着协调方向发展 ，促进

本国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的 。

” ？有的学者认为
“

日 中关系的恶化 ， 不仅不利 于 日本 ，

同时也不利于中 国
”

，

？开始接受中 日相互依存 日 益深化的现实 。 所以 ， 日 本必须放

弃把中 日 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固定化的心态 ，促进中 日双边互动的均衡 、 良性发展 。

顺应全球化的发展 ，适应相互依存的现实 ， 与中 国等周边国家和平相处 ， 共图发展 ，

应该是 日 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 ， 日 本在历史 、 台湾 、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等敏感性

问题上的某些举动 ，有违 中 日
“

四个政治文件
”

的精神 ，常常导致中 日关系陷入
“

不确

①仇华飞 ： 《当代国际体系转变中的中国Ｘｔ外战略 》
，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 》２ 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② ［美］詹姆斯 ？ 多尔蒂 、小罗 伯特
？ 普法尔 茨格拉夫 ： 《争论中的 国际关系理论 》

，邵文光

译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１ ９８７ 年 ，第 １ ４８ 页
。

③ ［ 日 ］佐藤英夫 ：
《对外政策 》

，
王晓宾译 ， 东京 ：东京大学出 版会 ，

１９８ ９年 ，第 １ ６７ 页 。

④ ［ 日 ］五百旗头真 ： 《战后 日 本外交史 （ １ ９４ ５
—

２ ００５ ） 》 ， 吴万虹译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 ９ 页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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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

的怪圈 。 所以 ， 日本回到 中 日
“

四个政治文件
”

的精神上来 ，是两国关系减少
“

政冷
”

、实现双边良性互动的基础条件 。 就中国而言 ，要向 国 内外阐 明 中 日相互依

存的
“

互补性
”和两国合作的

“

战略互惠性
”

，进一步表明 中国
“

和平与发展
”

的战略理

念 ，促进中 日 相互依存的 良性发展 ，在推动 中 日关系方面掌握主动权 。 总之 ，随着中

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 ，

“

继往开来
”

将成为中 日 两国双边互动的总体向度 。

三
、 中 日 关 系 的缓和及走向

中 日双方均视两国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

。 在中 日
“

四个政治文件
”

和
“

四点原则共识
”

的引领下 ， 目前两国在经济 、文化、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关系有了
一定

发展 。 但中 日关系仍然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 如何把握机遇 ， 有效化解两国战略分

歧 ，寻求共同利益 ，保持双边 良性互动 的持续性 ，
还需要两国不断推动 中 日 关系的向

前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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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方本着

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 ， 抑制消极面 ， 确保两 国关系稳定改善的态度 ，

〇明确指 出

中 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缓和双边关系的建设性意 向 ，希望 日方能够拿出 实际行

动 ，全面落实中 日
“

四点原则共识
”

，诚心诚意发展双边关系 。 ２０ １８ 年 ５ 月 ４ 日 ， 习近

平主席应约同安倍首相通电话时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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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表示 ， 日方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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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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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８

年 ５ 月 ８ 日 至 １ １ 日访 日 为中 日关系重回正轨迈出关键一步 。 李克强在出席 日 本经

济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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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倍首相回应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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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习近平会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ｆｍｐ
ｒｃ ．

ｇ
ｏｖ ．

ｃｎ／ｗ ｅｂ／ｗｊ
ｄｔ
＿

６７４８７９／ｇｊ

ｌｄｒｈｄ
＿

６７４８８ １ ／ｔｌ ３９４８ ２ １ ． ｓｈｔｍｌ ，访问 日期 ：
２０ １ ７年 ６ 月２ １日 。

② 《习近平应约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网站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ｆｍ
ｐ
ｒｃ ．

ｇｏ
ｖ ．ｃｎ／ｗｅｂ／ ｚｙｘｗ／ ｔ ｌ ５５ ６７６４ ． ｓｈ ｔｍ ｌ ，访问 日 期 ：

２０ １ ８年 ５ 月６日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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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关系进人新的阶段 。

”①

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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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日 两国间依然存在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 。 为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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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上可见 ，坚持
“

中 日 四个政治文件
”和中 日

“

四点原则共识
”

， 是两国积极探讨

未来双边关系定位的基础 ，可以避免因历史 、领土 、 海洋权益等因素形成的 中 日 在政

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和 冲突 。 目 前 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
一

定变数和不确定性 。 鉴

于 ， 日 本政府仍主张推进 中 日 战略互惠关系 的姿态 ，通过中 日 对话与磋商 ，缓和彼此

分歧与矛盾 ，累积双边政治互信 ，不仅有利于 中 日关系的发展 ，而且有益于东亚乃至

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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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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