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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张　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国际秩序的变动、突发的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等因素促使日本的中国形象正在发生重

要而深刻的变化。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更多地把中国放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语境中来认知中国，比起双边，

更多是在多边框架内来感知中国。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形成了 “崛起的强国”“国际秩序改写

者”、疫情下 “坚韧”而 “强硬”的中国、带有不确定性的美国 “假想敌”等多层次中国形象。日本智库

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未必是客观的，是基于在国际秩序转型期对自身认同的建构，那就是现行国

际秩序维护国和中美之间的 “非等距离”协调者。应该对日加强沟通宣介工作，充分调动其对华战略认知

中的建设性因素，消解不利因素，防止其固化为刻板印象。

关键词：日本；中国形象；国际秩序；新冠疫情；中美战略竞争

中图分类号：Ｄ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２４５８－（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４２－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４１５６／ｊ．ｃｎｋｉ．ｒｂｗｔｙｊ．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５

　　形象是认知的建构物，是认知过程所呈现的结

果。国际事务中关于其他行为体的想法往往被组织

成具有明确认知元素的群体图式或形象。这些形象

以一种系统的方式组织起来，包括对目标国家的动

机、领导能力和主要特征的认知和信念等［１］。国家

的对外行为往往基于其他国家的形象，而不一定基

于事实，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的形象有助于预测其他

国家将对其所采取的行动和政策。形象一旦固化成

刻板印象，就不容易改变。因此，在国际社会把本

国形象往理想的方向操作非常重要。

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在日本的对外认知

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国际秩序的变动、新

冠疫情的暴发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等因素推动

了日本的中国形象正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与

此同时，日本在世界格局变动和国际秩序重塑过程

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研究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近

年来在国际变局下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对于我国研判

日本的对外政策走向和制定中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

的意义。

一、影响日本的中国形象的要因

影响日本的中国形象的因素很多，既有历史因

素，又有现实因素。日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受到国

际格局变 动、中 国 自 身 社 会 发 展 和 国 家 实 力 的 变

化、日本社会内部结构变化以及中日力量对比的变

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日本各界

建构出迥然不同的中国形象。

从中日之间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史来看，古代

日本人将中国视为 “文 明 的 中 心”，乃 至 “世 界 文

明的中心”，是日本积极学习模仿的对象。到了近

代，在与西方文明角力的过程中，日本把中国视为

文明 的 落 伍 者，成 为 反 省、批 判 乃 至 改 造 的 对

象［２］５０。尤 其 是 甲 午 中 日 战 争 期 间，日 本 官 方 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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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蔑视、侮辱情绪高涨，催生了

日本作为亚洲大国的自豪感、民族优越感。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尽管在国家层面与日本交流不

多，但是当时日本学 界、舆 论 界 对 中 国 持 有 同 情、

亲近乃至支持等广泛的好感。竹内好为代表的知识

分子将革命后的中国尊崇为东方 “超克”西方现代

文明的可选择的模式［３］。对他们来说，中国俨然成

为令人憧憬 的 想 象 异 邦。１９７２年 中 日 邦 交 实 现 正

常化，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现代化政策提供经济、技

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支持，同时希望开拓中国市场。

日本目睹中国的经济奇迹和文明精神转型，把中国

视为改革开放的优等生，“产生了轻视与敬畏、亲

密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２］５３。

进入２１世纪后，“崛起而富强的中国”的新形

象则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４］。伴随着中国经济

迅速发展，日本出现多种论调，包括在安保方面把

中国视为威胁的 “中国威胁论”和日本经济恢复是

受到中国经济发展恩泽的 “中国感谢论”等［５］。日

本对华认知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对华政

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的４０多年里，日

本对华政策经过了联华、助华、疑华到防华制华的

转变。２０１０年中国ＧＤＰ超过日本，两国国力对比

发生变化 之 后，日 本 政 府 采 取 了 保 持 经 贸 互 利 往

来，但在战略和安全上防华制华的方针。

除历史因素外，近年来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

中国形象的建构也受到国际秩序变动、新冠疫情以

及中美战略竞争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首先，近年来日本智库频繁论及 “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的动摇。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艾

肯伯里的说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促进了西方

先进国家间经济开放性、政治互惠性，促使各国为

了管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政治体系，构筑了各种

各样的国际机 构 和 国 际 关 系 ［６］。西 方 世 界 一 度 期

待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冷战结束后蔓延到全世

界。可是，中 国 崛 起、英 国 脱 欧、奉 行 “美 国 优

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等因素，不断冲击着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日本智库纷纷用 “融解”“动摇”

“达到极限、危机重重”“迎来了最脆弱的时期”等

词汇来形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令日本颇感戏剧性

的是，二战的战胜国美国和英国成为现行国际秩序

的挑战者，当 初 的 战 败 国 日 本、德 国 反 而 成 为 拥

护者。

其次，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趋势发生逆转，民

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加剧。后新冠时代经济活动或从

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全球扩张转移到接近消费者的地

方，医疗器械等重要生产基地逐渐转移到本国，全

球供应链面临重构。各国为应对疫情不得不关闭国

境，加强贸易管制，自由贸易受到影响。疫情扩散

也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少经济体陷

入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尤

其面临就业压力，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和民族

主义加剧，对既得利益层的排斥也会高涨。在此情

况下，中国的疫情应对和对外政策都会对国家形象

产生影响。

再次，日本智库普遍认为美国各界已经逐渐放

弃了中国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有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的乐观想法，特朗普上台后，其政策调整为从正面

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日本智库认为，关于中国对

国际秩序的挑战，虽然现在美国的议会、各级行政

机构以及有识之士之间存在程度的差距，但是可以

说美国国内已经形成超党派的共识［７］。日本政策研

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田中明彦在日本智库ＰＨＰ总研

主办的 期 刊Ｖｏｉｃｅ撰 文 称，美 中 已 经 处 于 “新 冷

战”状态。现在的中国拥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

与美国在尖端技术方面进行竞争，增强军事力量，

对美 国 来 说 是 比 “冷 战 时 的 苏 联 更 强 有 力 的

对手”［８］。

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的

中国形象发 生 了 深 刻 的 变 化，主 要 体 现 在３个 方

面：第一，在建构形象的方式上，日本更多地把中

国放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语境中来认知中国，比起双

边，更多是在多边框架内来感知中国。第二，从历

史脉络来看，日本无法再维持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俯

视中国的视线，中国已经成为它无法忽略的巨大存

在。但由于战后日本加入西方阵营，以 “民主主义

国家”自居，价值观的不同使它无法做到仰视乃至

平视中国，只能在东西方纠结的身份认同、政经分

离等复杂视线中看待中国。第三，日本注重日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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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但是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对中国形象的

建构显示出明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由于智库和主

流媒体对于官方外交决策以及大众对华认知的塑造

都具有较大影响力，因 此，日 本 知 名 智 库 的 报 告、

智库主办的期刊、智库学者著述以及主流媒体报道

和评论等将成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国际秩序变动中的中国形象

由于日本自身以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拥

护者自居，日本智库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表征不可避

免地伴随着把中国他者化的过程，侧重于强调中国

在国际秩序中与日本迥然不同甚或对立的立场。国

际大变局下，日本强烈感知到了中国经济实力和军

事实力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政策和方针的转

变，在智库报告中把中国表征为 “崛起的强国”和

“改写国际秩序的修正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呈现

增强趋势。

（一）“崛起的强国”

日本智库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对于地区

格局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早在２０１６年，日本 亚 洲

经济研究所所长白石隆在著书中就把中国称作 “东

亚的格利佛”，即英国 小 说 《格 利 佛 游 记》中 小 人

国旅行的巨头格利佛。他指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的比 重１９９０年 只 有１．７％，２０００年３．７％，２０１０

年超过９％，２０１８年 会 达 到１４％，中 国 就 会 取 代

日本成为 “东亚的格利佛”［９］７９－８０。青山瑠妙在日本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期刊 《国际问题》发表文章称，

改革开放 之 初，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ＧＤＰ）只 有

３６４５亿元，人均ＧＤＰ不过３８１元，而如今已成为

世界上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２０１０年ＧＤＰ

超过日本成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２０１６年 成 为 世

界第二对外投资国［１０］。

青山瑠 妙 认 为，随 着 经 济 实 力 的 增 长，２１世

纪初中国开始意识 到 “崛 起”，中 国 经 历 了 从 “富

国外交”到 “强 国 外 交”的 巨 大 转 变。２００８年 的

世界金融 危 机 使 中 国 认 识 到 国 际 秩 序 “到 了 大 变

革、大调整、大 发 展 的 时 代”。于 是，２００９年 开

始，口号从邓小平提出的 “韬光养晦”转变成 “坚

持韬光养晦，积 极 有 所 作 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召 开

十八大之后 中 国 转 换 为 强 国 外 交。其 特 点 是：第

一，在谋求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稳定化的同时，强化

与发展中 国 家 的 合 作 的 “南 南 合 作”为 主 轴；第

二，强国外交以增大中国在全球化治理中的影响力

为重点，中国在努力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之

间的关系的同时，也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组织的

设立［１０］。

日本防卫研 究 所 发 布 的 《中 国 安 全 战 略 报 告

２０１９》中同样视中共十八大为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

重要时间节点。它认为，此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围绕两

大方针展开。第一个方针是通过推进与他国，特别

是周边国家的协调关系，构建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

际环境，其代表性政策是 “一带一路”倡议。第二

个方针是维护中国的 “核心利益”，主要体现在重

视确保和扩 大 海 洋 领 土 主 权 和 经 济 利 益 上［１１］。加

茂具树也采取相似的论调，在 《日本经济新闻》撰

文称 中 国 大 国 外 交 的 特 点 是 “协 调 与 强 制 并

存”［１２］。日本与美国智库联合发布的报告更是认为

中国会变得 更 加 强 大 并 且 会 采 取 略 具 攻 击 性 的 态

度，把中国的动向视为２０３０年前的亚太地区安全

保障环境中最不明朗的因素之一［１３］。

（二）“国际秩序改写者”

不少日本 知 名 智 库 报 告 认 为 中 国 提 高 了 作 为

“大国”的自我认知，在 全 球 扩 大 了 存 在 感，正 在

向 “超级大国”迈进。它们认为，中国在挑战现行

的国际秩序，试图 “改 写”地 区 秩 序 和 国 际 秩 序，

其行动主要体现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和成立中

国成为最大出资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

ＩＢ）上。日本各智库的报告普遍以比较警惕的心态

对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把中国视为 “打破现

状的国家”、挑战美 国 的 对 手。日 本 关 于 “一 带 一

路”与国际秩序关系的代表性论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 是 “外 部 创 新 论”。艾 肯 伯 里 教 授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将挑战国对现行国际制 度 的 选 择

分 为 ５ 种，分 别 为：现 状 维 持 型 利 益 攸 关 方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权威追求型利益攸关方、制度性干

扰、外部创新、提出异议／不参加。艾肯伯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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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 “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的成立并没有明

目张胆地否定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但是通过第四

种方式即外部创新来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外部

创新”是指 挑 战 国 创 造 了 新 的 国 际 制 度 和 国 际 体

制。新的国际制度建立了 “在既存系统内的国际合

作的代替性结点”“挑战既存的规则和规范并想取

而 代 之”［１４］。这 种 观 点 被 有 的 日 本 智 库 报 告 所

沿用。

第二是 “园子论”。白 石 隆 引 用 美 国 原 国 务 卿

乔治·舒 尔 茨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ｈｕｌｔｚ）的 “园 子 论”来

形容中国 对 地 区 秩 序 的 影 响。园 子 里 的 工 作 分 为

“造园子”的工作和造好之后进行维持的 “侍弄园

子”的工作。把美国的东亚政策或西太平洋政策放

在二战后的大背景来看的话，“造园子”的工作主

要集中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朝鲜半岛

南北分裂，韩美同盟，日美同盟，美国在菲 律 宾、

印尼驻军和裁撤、在新加坡驻军等举措打造了现有

“园子”的状态。白石 隆 认 为，即 使 到 了２１世 纪，

美国并不想改变 “园子”构造，但是，中国经济增

长和军事实力增强有可能会采取改变 “园子”构造

的行动，因此引起了美国的担心［９］７９－８０。

第三是 “一石四鸟论”。ＰＨＰ新秩序研究会发

布的报告书认为，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

的是实现 “一石四 鸟”，即 用 一 块 石 头，避 免 四 个

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塔西佗陷阱 （Ｔａｃｉｔｕｓ

Ｔｒａｐ）”“修 昔 底 德 陷 阱”“金 德 尔 伯 格 陷 阱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Ｔｒａｐ）”。具 体 来 说， “一 带 一 路”

将经济活动空间向外扩展，提高经济发展潜力，有

助于避免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它也可以促进经

济发展，对内提高政治向心力，进而回避 “塔西佗

陷阱”。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一

带一路”都 表 明 了 中 国 有 提 供 国 际 公 共 产 品 的 动

向，有助于避免 “金德尔伯格陷阱”。此外，“一带

一路”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而且进军的方向是西

进，是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性、区域性正面冲突的

迂回策略，有利于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１５］。

日本智库报告承认 “一带一路”在经济层面具

有巨大吸引力。它们认为，“一带一路”不仅对沿

线国家，而且对于欧盟、美国、日本都有很大诱惑

力。欧盟整 体 上 强 烈 认 识 到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的 必 要

性，并以此为目标发展经济，因此，基本上欢迎中

国的投资。但是，各国在政治和安保方面对 “一带

一路”有担忧。日本智库报告普遍担忧，“一带一

路”给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带来无法否认的影响，

会 “改写”现有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例如，沿线

国家从中国获得投资和援助，那么在政治上可能会

采取反映中国意向的政策。这意味着，在发展中国

家，中国将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也就是

说，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挥 “拉低”效果。这种

论调体现了日本以现行国际秩序拥护国自居，在美

国价值观的影响下，把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

国他者化的过程。

三、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形象

根据日本内阁府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日本对

华有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从２０１６年的１４．８％上升

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２．７％，尽管仍然偏低，但显示出回

升趋势。认为 “中日关系重要”的比例近些年来一

直维持 在 高 位，２０１９年 比２０１８年 微 降，但 仍 占

７５．１％［１６］。这体现 了 日 本 人 对 中 国 的 复 杂 感 情，

即既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但因各种现实原因或

历史原因又对中国的好感度在低位徘徊。新冠疫情

发生后，日本智库和媒体把中国对疫情的反应作为

新的侧面融合进日本对中国的既有认知中，形成了

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中国形象。

疫情影响下，日本的中国形象包含一些积极因

素。中国与欧美社会的抗疫行动和效果形成鲜明的

对比。日本认为疫情体现了中国体制的有效性。西

方 “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在应对疫情时的社会治理

能力受到怀疑。相反，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危机 中 显 示 出 坚 韧 性”［１７］。日 本 导 演 竹 内 亮 拍

摄的纪录片 《好久不见，武汉》在日本引起高度关

注，为中国的抗疫行动做了生动的说明。但是，也

有不少日本媒体认为中国是靠使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监控技术追踪人们的行动，靠强制措施才取得

了防疫的成功。

而且，日本赞赏中国在疫情下国际协调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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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这种姿态既体现在中国提出 “卫生健康共同

体”的理念，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也体现

在中国同意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还上。２０２０年４

月，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财长和央行行长召开视频

会议。Ｇ２０成员国承诺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卫生和

医疗领域的 支 持，并 同 意 世 界 最 贫 困 国 家 从２０２０

年５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０年年底可暂停偿还债务，积

极应对因疫情导致的低收入国家债务脆弱性风险。

日本媒体肯定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认为此

次会议上不光是与发达国家，与作为大债权国的中

国也达成了一致，这是一种进步。

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恢复方面

的引领作用表现出很强的期待。《朝日新闻》等日

本媒体拿此前经济危机的例子做类比。１９２９—１９３４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各国纷纷提高关税和实行区

域经济化，导 致 了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２００８年 金 融

危机发生后，美 国 率 先 在 Ｇ２０峰 会 上，倡 导 反 对

保护主 义，中 国 也 通 过 扩 大 内 需 支 撑 了 世 界 经

济［１８］。日本担忧 此 次 疫 情 导 致 各 国 加 强 出 入 境 管

理，会严重伤害国际协调，影响自由贸易。从经济

层面看，日本对欧美与对中国进出口的差距更凸显

出疫情下中 国 市 场 的 重 要 性。例 如，２０２０年４月

份 日 本 出 口 额 ５ 兆 ２０２３ 亿 日 元，同 比 减 少

２１．９％，这是十年零六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

对美国出口减少３７．８％，为８７９８亿日元，对欧盟

出口减少２８．０％，为４８３５亿日元。相比之下对华

出口仅减少４．１％，为１兆１８２２亿 日 元［１９］。在 世

界贸易因新冠疫情而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疫情基本

得到控制的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来讲尤为重要。

消极印象则承袭了在疫情发生之前日本对中国

的 “强硬外交”的认知。日本忌惮中国乘疫情之机

扩大国际影响力。日本认为，中国在国内疫情得到

控制后，积极开展 “口罩外交”向各国伸出援助之

手。让日本感到震惊的是，连梵蒂冈罗马教皇的新

闻发言人都发表声明对中国表示感谢。一些日本智

库和媒体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疫情期间的积极外

交姿态提出 了 批 评［２０］。一 是 提 到 中 国 在 提 供 支 援

时，为了宣传自己而要求对方国家政府表达谢意。

二是批评中国外交的强硬姿态已经成为新冠疫情下

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中国暂停从主张调查新

冠病毒来源的澳大利亚进口部分肉类产品。三是日

本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动向非常警惕，指责中

国是利用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忙于应对疫情的空当

加强了对 南 海 的 控 制 力，甚 至 提 出 希 望 由 美 国 主

导，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欧洲、东盟之间的国

际协调态势，团结一致向中国施压。

疫情这一突发因素把新的信息带入日本智库和

媒体的对华认知中，既包含对中国抗疫成效、国际

协调的积极姿态、经济发展上的期待等积极因素，

又一定程度上延续了 “强硬形象”等既有的消极因

素。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在经济上要依赖中国

这一巨大市场，而安保上要加强美日同盟的错位。

今后，中国在外宣中要注意管控日本智库和媒体所

建构的中 国 形 象 中 的 消 极 因 素，扩 大 和 强 调 积 极

因素。

四、日本 “非等距离”视角下

的中美战略竞争

　　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

有日本学者在ＰＨＰ总研的期刊上撰文称，由于日

本认为自身与美国同属 “自由主义圈”，而中国属

“现实主义圈”，两者价值观不同，而且，如果美中

对立在安全保障方面变得尖锐，日本会作为同盟国

与美国共同行动，因此，身处中美夹缝中的日本不

可能与中美保持 “等 距 离 的 中 立”［８］。在 这 种 “非

等距离”视角下，日本 寻 求 在 中 美 之 间 “协 调 者”

和 “平衡者”的 角 色，既 要 保 持 与 美 国 的 密 切 沟

通，又要探索与中国可能的合作领域。日本智库和

媒体建构出带有不确定性的中国形象，和被美国视

为 “假想敌”值得同情的中国形象。

日本智库预测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向时说，

美中脱钩的倾向不断增强，但会是 “选择性脱钩”。

ＰＨＰ总研研究 主 干 金 子 将 史 认 为，疫 情 导 致 的 供

应链断裂使美国主要制造工序依赖中国的风险浮出

水面。即使不从中国全面撤出制造基地，也会有很

多企业谋求从中国部分转移或者分散到其他国家。

不过，即便如此，中美经济关系也不可能在所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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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全面脱钩。原因是，中国经济活动在疫情受控后

恢复，而且机器人技术的运用将使中国保持生产方

面的优势。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收敛到 “选择性

脱钩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部分不参与 （ｐａｒ－

ｔｉａｌ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１］。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智库报告认为，今后各

国都可能 加 强 对 华 出 口 限 制、对 中 国 投 资 加 以 限

制，那些已经确立与中国的分工体制、对华依存比

对美依存更强烈的日本企业有必要认真研究以传统

形式继续与中国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机会和风险，

日本政府也不得不进行选择性脱钩［７］。 《日本经济

新闻》指出，只要美中战略竞争持续下去，就有必

要在精密技术方面对必要领域实施管理，但是断绝

人员交流和金融关系、限制普通商业交易是不具建

设性的［２２］。２０２０年７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与日本

经济新闻社对日本上市企业３０００名员工进行的线

上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日本对华认知的两面性。约四

成受访者支持日本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日企将生产基

地搬回国内，四成受访者回答称 “中国作为生产基

地的重要性今后 将 下 降”，但 是，与 此 同 时，受 访

者对中国市场旺盛的消费力表示期待。日本受访者

一方面对美国强硬的对华姿态表示支持，另一方面

对日本与中国割裂经济关系持谨慎姿态［２３］。

由此可见，受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日本对中

国形象的描述是充满矛盾性的，既是带有一定不确

定性的生产基地，又是富有魅力的消费市场。就像

日媒渲染 “１７００家 日 企 排 队 撤 离 中 国”所 显 示 的

那样，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不确定性有时被选择和

刻意凸显，其中一部分企业是因自身经营不善或调

整经营战略而撤出中国市场，这一事实被有意无意

忽略。与此同时，相比欧美国家，在中国，新冠疫

情得到较 好 控 制，中 国 仍 然 是 日 本 非 常 看 重 的 市

场。在中美战略竞争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日本塑

造了风险与机遇并存、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中国形

象。这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形象建构处于摇摆期，处

于关键节点。构建的中国形象也具有矛盾性，容易

产生误读。在此种形象构建机制中，如果中美战略

竞争带来的消极面被智库和媒体过度强调乃至扩大

化的话，可能会导致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政治化、

安全化、意识形态化，民众对中国的想象和认知也

受到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对华认知受美国的影

响程度很深，但是，日本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完全追

随美国，而是不避讳对美国 “拒绝国际协调”的批

评和谴责，在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上显示出一定

客观性，形成一种唯我独尊的美国形象。日本批评

美国的两 个 原 因，一 是 美 国 举 动 对 国 际 秩 序 的 冲

击，二是认为美国是在跟 “想象中的中国”———而

非实际的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在日本看来，现有国际秩序是以西方价 值 观、

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自由贸易以及国际机构

等为特征的。二 战 后，日 本 依 托 自 由 主 义 国 际 秩

序，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享受到了较长期的和平

与安全。日本担忧，特朗普政权的 “美国优先”政

策会导致美国的领导力凋落，冲击国际秩序，给日

本发展带来不安定因素。日本主流报纸纷纷撰文敦

促美国修正轨道，阻止国际协调衰退。《朝日新闻》

社论把火力集中对准了特朗普的政策：“特朗普的

独善其身外交是丧 失 大 国 地 位 之 途。美 国 外 交 的

迷途已达到极点……特 朗 普 不 仅 宣 布 退 出 世 界 卫

生组织 （ＷＨＯ），还 表 示 要 改 变 七 国 集 团 （Ｇ７）

首脑会议的框 架，是 唐 突 而 单 方 面 的 举 动。美 国

的恣意妄为是动 荡 不 安 的 因 素……国 际 社 会 凝 视

美中矛盾时……对 美 国 的 唯 我 独 尊 也 应 投 以 严 厉

的目光。”［２４］ 《读卖新闻》也发表评论称，比起美

国社会面临的病毒、不景气和种族歧视三大危机，

最大的威 胁 是 特 朗 普 本 人［２５］。这 样，日 本 批 评 特

朗普政权的 “美国优先”政策影响了国际机构发挥

作用，损害了国际协调。

而且，由于中美战略竞争与２０世纪中后 期 愈

演愈烈的日美贸易摩擦有相通之处，因此，日本在

一定程度上对于被美国视为 “假想敌”的中国抱有

感同身受的心理。日本对中美对立对于世界经济和

知识交流的 后 续 影 响 感 到 担 忧。２０２０年５月，美

国加强了对华为的出口限制措施之后，日本媒体从

经济恢复和科技交流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首先认

为美国此举可能引发中国报复性措施的连锁反应，

将使因新冠病毒打击而痛苦不堪的世界经济恢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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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一步减缓。再者，美国收紧与中国的交流，抓

捕华裔研究人员的行动，会有损美国吸引世界人才

的科学大国的优势。中美是双方最大的研究论文的

合作伙伴 国，也 在 致 力 于 传 染 病 研 究 等 世 界 性 课

题。在美留学生中，中国人占了１／３。排除行动可

能会使健全的知识交流收窄，带来研究论文数量减

少等影响 ［２６］。日本媒体对拜登新政权的对华政策

抱有一定期待，如 《每日新闻》发表评论称，拜登

执政后中美 关 系 中 合 作 或 者 协 调 色 彩 可 能 会 更 加

鲜明［２７］。

总之，在 “非等距离”视角下，日本一贯强调

日美同盟是外交和安保的基轴。受中美战略竞争的

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形象建构处于摇摆期，处于关

键节点。日本构建出一种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充满不

确定性的中国形象，容易产生误读。与此同时，日

本并没有完全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而是显示出一

定战略自主性，指责美国 “对国际合作漠不关心、

唯我独尊”，破坏国际秩序，对成为美国 “假想敌”

的中国存在一定同情心理。这种倾向应该引起充分

注意，应该充分利用日本的这种心理以双边和多边

形式在国际事务中加强与日本协调与合作。

结　语

形象、知觉 或 刻 板 印 象 在 国 际 关 系 中 非 常 重

要，因为它们 “有助于证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

的反应或待遇是合 理 的”［１］。影 响 日 本 的 中 国 形 象

的因素既包括历史因素，又有国际秩序的变动、突

发的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等现实因素。

日本更多地把中国放在国际秩序变动的大环境中来

认识中国，比起双边，更多是在多边框架内来感知

中国。在复杂多样的综合因素作用下，日本形成了

“崛起的强国”“国际秩序改写者”、疫情下 “坚韧”

而 “强硬”的中国、美国的 “假想敌”等多重中国

形象。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未必

是客观的，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其中既包括积极

因素，也包括消极因素。积极因素有：对中国存在

感的强烈感知，对中国抗疫过程的肯定以及经济上

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下对中国的同情心等。消极

因素有：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 “修正国”角色的认

知，把中国 维 护 领 土 和 主 权 完 整 的 正 当 行 动 贴 上

“强硬”标签，担忧中美战略竞争对日本的冲击等。

日本所塑造的镜像中的中国尽管有一定主观性，但

是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政治、经济、理念上的

存在感越来越高，美国的影响力却相对下降，日本

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日本一方面注视着中国这个巨

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仍然把日美同盟作为安全保障

政策的核心。在国际秩序面临重组的当前阶段，日

本意图以灵活的姿态抓住战略机遇，同时立足于自

身所追求的国际秩序愿景，对中美两国展开有原则

的对冲。同时，日 本 在 国 际 舆 论 场 上 仍 然 有 渲 染

“中国威胁论”的倾向，通过战略宣传消解中国日

益增长的影响力。

今后一段时期内，中日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

态势仍然 会 持 续。中 国 应 该 对 日 进 行 沟 通 宣 介 工

作，充分调动其对华战略认知中的建设性因素，消

解其不利因 素。具 体 来 讲，可 以 从 以 下３个 方 面

努力。

首先，向国 际 社 会 解 释 中 国 对 国 际 秩 序 的 理

解，避免 “修 正 国”固 化 为 一 种 刻 板 印 象。事 实

上，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支持现存国际秩序，即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希望国

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各方应该思

考 如 何 加 以 完 善，而 不 是 推 倒 重 来，另 搞 一

套”［２８］。“一带一路”并非朝贡体 系，也 不 是 破 坏

美 国 的 “园 子”，而 是 加 强 全 球 互 联 互 通 的

“节点－网格”秩序［２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

极融入现行国际秩序，而非挑战它，中国可以成为

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力量。

其次，对日本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在西方借疫

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操作的背景下，日本对于中国

抗疫也不 乏 误 解 和 偏 见。我 国 需 要 向 国 际 社 会 说

明，中国为 其 他 国 家 提 供 抗 疫 援 助 和 科 学 技 术 支

持，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并不是为

了外宣，也不是意图 乘 机 扩 大 国 际 影 响 力。同 时，

讲清楚中国疫情防控的积极作为和意义，可以回应

日本对于中国在国际协调和世界经济恢复引领作用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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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期待。另外，正如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

武汉纪录片 《好久不见，武汉》在日本取得不俗反

响一样，以在华外国人、留学生的视角讲述中国抗

疫故事，能够增强内容的国际可信度，提升中国抗

疫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再次，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我国应 “拉住”日

本。中国应充分利用日本不想单独得罪中国，不想

跟中国 “撕破脸”的心理。中国在外交上尽量避免

与日本发 生 激 烈 的 言 语 冲 突，管 控 两 国 在 海 洋 争

端、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上的分歧，不仅要 “听其

言”，更要 “观其行”，分析其真实的战略意图。经

济、科技、学术交流等方面与日本不但不脱钩，反

而要加强合作。在与安全保障相关的领域，日本今

后可能会追随美国加强技术流出的限制，但是在民

生领域如老龄化、环保等两国共通的社会问题以及

新冠疫情、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应加强与

日本合作，确保技术交流和学术交流不中断。中国

应对日本积极推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 （ＣＰＴＴＰ）等巨型ＦＴＡ持积极开放态度，重

申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通过多边框架拉住日本，

缓解中美战略竞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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