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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日本自民党的
涉华消极动向及应对思路

孟明铭，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近年来，特别是疫情背景下，日本自民党内的保守右翼势力表现活跃，针对中日关系从五大方面

进行了广泛的干扰和妨害行为。在日本独特的党政关系模式和时任首相党政 “双弱”、控局乏力的条件下，

又受到美国策动多边制华战略的助长和刺激，该股势力的行为效果和影响被进一步发酵、放大，极大地毒

化了两国关系的环境和气氛。对此，中方应在准确研判形势、针对性地加强对日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做

好增信维稳、互利合作、改善认知、凝聚共识等工作，持续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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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２０年春夏至今，中日关系发展显现明显

震荡和下滑状态。在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对日睦邻关

系方针不变的情况下，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主动

原因是日本对华政策或策略的变化，即围绕经济安

全、内政事务、领土争端等，日方不断挑战两国的

政治共识和 互 信 基 础。在 这 一 过 程 中，日 本 执 政

党———自民党内的保守右翼势力 （或称鹰派势力），

通过独自发声发难、推动或牵制政府施策，广泛活

跃地实施了干扰和破坏活动。这种新动向此前并未

集中显现和爆发，因而需要高度关注、妥善应对。

一、自民党涉华负面外交影响

中日关系的表现

　　从整体上看，从特朗普执政中后期开始，尤其

随着疫情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的加剧，日本

政局震荡变幻，自民党内的保守右翼势力也趁势显

露自己的存在，扩大政治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涉华

外交方面发出干扰杂音，毒化双边关系。其具体活

动及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烈关注经 济 安 全 保 障，对 中 日 经 贸 关

系设障

早在２０１９年３月，由甘利明 （时 任 自 民 党 税

制调查会会长）为会长、中山展宏 （时任外交大臣

政务官）为事务局长的 “规则形成战略议员联盟”

发布意见书声称，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华为公

司在高科技领域布局等因素对日本国家利益造成威

胁，并于５月向安倍晋三建议应模仿美国的国家经

济委员 会 （ＮＥＣ）设 立 “日 本 国 家 经 济 会 议”［１］。

最终，日本政府于２０２０年在国家安全保障局内设

置经济组，并以中国为主要议题举行经济安全会议。

随 后，该 议 员 联 盟 又 于２０２０年７月 呼 应 特 朗 普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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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议日本禁止国内使用抖音 （ＴＩＫ　ＴＯＫ）、微

信等中资ＡＰＰ系统，并重新修订法律，对 违 反 禁

令的相 关 中 国 企 业 采 取 法 律 强 制 措 施 等［２］。２０２０
年２月，甘利明和自民党金融调查会长山本幸三先

后对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计划进行攻击，批评该计划

将威胁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呼吁日本纠集Ｇ７集团

共同 应 对［３］。２０２０年６月，自 民 党 政 调 会 设 立

“新国际秩序战略创造本部”（由时任政调会长的岸

田文雄任本部长，甘利明和参议员林芳正分任正、
副议长），并于１２月向自民党领导层提交意见书，
除了攻击中 国 的 “一 带 一 路”倡 议、 “中 国 标 准

２０３５”和人民币数字化国际化等政策挑战现有国际

秩序，呼吁制定相应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外，还要

求政府对于在日本尖端技术领域学习、工作的中国

留学生 加 强 警 戒，限 制 中 资 与 该 领 域 的 商 业 往

来［４］。２０２１年３月，自 民 党 新 任 政 调 会 长 下 村 博

文宣称，中国公司拥有日本通讯软件ＬＩＮＥ部分数

据的阅读权限，是对日本 “情报安全战略和敏感信

息的严重 威 胁”［５］。２０２１年４月，由６６名 自 民 党

议员组成的 “守护日本的尊严和国家利益之会”要

求政府对于和中国有交流合作的日本研究人员采取

相应措施，防止出现技术、情报 “泄露”危险［６］。
（二）以 “人权”等 价 值 观 为 由，加 大 对 中 国

内政的干涉

自民党内鹰派势力以 “民主、人权”等价值观

为借口，有组织地对涉港、涉疆、涉藏等中国内部

事务进行攻击、诋毁、干涉的行为明显增加。其中

对中日关系造成较大影响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在涉港方面。自２０２０年５月中国政 府 颁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以下简称 “香港国安法”）后，以前防卫大

臣中谷元为首的自民党议员，纠集其他保守右翼政

党 （如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发起 “对中政策

国会议员联盟”，呼吁国会应推出相关法案，对香

港国安法惩 治 乱 港 分 子 的 行 为 是 否 侵 犯 人 权 进 行

“审查”，讨论对中方人员和组织实施 “制裁、限制

入境、资产冻结、向国际法院起诉”等措施，企图

达到对中国内政进行组织化、集体化的干涉行动。

２０２０年７月，自 民 党 政 务 调 查 会 下 设 的 外 交 部 会

和外交调査会联合作出决议，对中国政府出台和实

施香港国安法予以 “谴责”［７］。２０２１年３月，该外

交部会宣布在党内成立 “人权外交项目小组”，以

定期向自民党领导层提出关于涉港、涉疆 “人权问

题”的建议［８］。同在该月，“对中政策国会议员联

盟”召开第６次全体会议时，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有关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予

以 “强烈谴责”，要求政府着手采取制裁措施［９］。
（２）在涉疆、涉藏、涉蒙方面。自民党保守右

翼势力追 随 美 欧 国 家，加 紧 攻 击 中 国 民 族 政 策。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担任顾问的 “日

本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时隔３年重新开始活动，
意图 在 日 本 国 会 通 过 所 谓 涉 疆 “人 权 问 题”法

案［１０］，并在 其 后 进 一 步 发 展 成 为 跨 党 派 联 盟［１１］。

２０２１年１月，在自民党外交部会举行的记者会上，
部会长 （负责人）佐藤正久公开指责中国在新疆地

区进行 “镇 压 行 为”。２月，以 中 谷 元 为 首 的 “对

中政策国会议员联盟”悍然污蔑新疆正出现 “种族

灭绝”，试图推动出台日本版的 《马格尼茨基人权

问责法》，并谋划进一步构建跨国的 “对中政策各

国议会联盟”，共同对 中 国 “违 反 人 权”的 行 为 实

施制裁［１２］。３月，自民党内成立了以前总务大臣高

市早苗为首的 “支援南蒙古议员联盟”，攻击中国

在内蒙古地区推广实施通用语言教材的政策。该议

员联盟成立后，与在日 “蒙独”经常进行互动，为

其发声。４月，自民党 “人权外交项目小组”公开

在党总部与达赖喇嘛驻日代表举行会谈，并在会后

就 “西藏 人 权 状 况”向 政 府 提 出 建 议［１３］。值 得 关

注的是，这些议员群体正在形成全面联动态势，有

组织、有预 谋 地 合 力 推 进 日 本 政 府 干 涉 中 国 民 族

问题［１４］。
（三）公然介入台 海 议 题，粗 暴 干 涉 中 国 主 权

完整

２０２０年７月中 国 台 湾 地 区 前 领 导 人 李 登 辉 病

亡后，自民党 亲 台 势 力 表 现 活 跃，由 前 首 相 森 喜

朗、岸信夫 （安倍胞弟）、“日华恳谈会”会长古屋

圭司等党内政要组团访台吊唁，意图显示 “日台关

系的亲密”［１５］。２０２１年２月，自民党外交部会和外

交调查会召开联合会议，决定设立 “有关台湾安全

防卫的项目小组”。部会长佐藤正久会后表示 “台

湾问题，政府做起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加强议

员外交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希望自民党外交和国

防两部会与台湾建立起议员之间的 “防务外交２＋
２”联络机制［１６］。３月，自 民 党 保 守 派 团 体 “保 守

团结之会”（顾问为安倍）通过决议，要求制定旨

在促进与中 国 台 湾 地 区 经 济 文 化 层 面 交 流 的 所 谓

“日台交流基本法”。该决议还 “谴责”中国 “以军

事实力为背景，采取试图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
强调日台是共享基本价值观的伙伴，提议自民党与

台湾民进党举行定期磋商［１７］。８月，自民党外交、
国防两部会 正 式 同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民 进 党 举 行 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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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 党 （外 交、防 卫）２＋２会 议”，双 方 同 意 进

一步深化所谓日台间合作，共同应对所谓 “中国压

力”［１８］。此外，自民党内亲台势力一直积极推动政

府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其最

新动态体现为２０２１年６月的外交部会决议［１９］。
（四）炒作领土与 海 洋 权 益、国 家 安 全 等 双 边

矛盾，煽动政府对华强硬

疫情暴发以来，在涉海涉岛的安全防务等中日

关系的焦点问题上，自民党内的对华杂音和负面行

为更加活跃。２０２０年８月，自民党内３０多名议员

成立了旨在加强对钓鱼岛进行调查及管理的议员联

盟——— “尖阁诸岛 （即中 国 钓 鱼 岛 及 其 附 属 岛 屿）
调查开发推进会”，由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前防卫

大臣稻田朋美和参议员山田宏担任代表。该议员联

盟准备向国会提出对钓鱼岛进行海洋调查的法案，
保证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 “施政权”不受威胁［２０］。

２０２１年２月 中 国 出 台 《海 警 法》后，自 民 党 内 鹰

派势力反应强烈。同月，自民党国防部会和安全保

障调查会举行联合会议，声称如果中国海警船试图

登陆钓鱼岛，日方会 将 此 认 定 为 “凶 恶 犯 罪”，允

许向对方进行 “危 害 射 击”［２１］。３月，以 前 众 议 院

副议长卫藤征士郎为代表的自民党国防议员联盟向

政府提议，要求制定新的法律，修改 《海上保安厅

法》和 《自卫队法》，明确 加 入 允 许 海 上 保 安 厅 使

用武器以及与自卫队进行协作的条款［２２］。
此外在对华军事安全议题上，自民党各股势力

都争相展示强硬姿态，推动政府转换政策，升级应

对措施。例如２０２０年７月，以前防卫大臣小 野 寺

五典为首的自民党 “导弹防御讨论小组”向政府提

议，为抵御中国、朝鲜 的 “导 弹 威 胁”，建 议 加 紧

构建 “对 敌 基 地 攻 击 能 力”以 强 化 战 略 威 慑［２３］。

２０２１年３月，岸 田 文 雄 明 确 表 示，中 国、朝 鲜 两

国的导弹已成为日本的直接紧迫危险，日本有必要

拥有对敌方 导 弹 发 射 能 力 设 施 进 行 直 接 打 击 的 能

力［２４］。在２０２１年９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作为

候选人的岸 田 文 雄 及 高 市 早 苗 都 认 为 日 本 应 具 有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２５］。
（五）对华实施污 名 化 操 作，以 此 对 中 日 政 府

交流与双边关系进行施压

中日官方交流对两国关系走向有着直接影响，
因此也成为自民党内保守右翼势力实施重点干扰的

对象，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向。其一，反对日

本政府推进因疫情延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

事宜。２０２０年７月，自 民 党 外 交 部 会、外 交 调 查

会以香港国安法为借口，作出反对习近平主席访日

的决议，并前往首相官邸向时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

伟正式提 交 了 该 决 议［２６］。前 述７月 召 开 的 “对 中

政策国会议员联盟”总会在发出涉港决议的同时，
也同样公开 呼 吁 政 府 中 止 邀 请 习 近 平 主 席 访 日 计

划。９月，“保守团结之会”发 言 人、前 外 务 副 大

臣城内实公开声称，只要中国存在 “霸权主义和人

权问题”，日方就不应讨论中国最高领导人访日议

题［２７］。其二，对中 日 两 国 高 层 交 往 进 行 干 扰 和 施

压。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访日期间，自民党外交部会和外交调查委员会举行

联合会议，要求外交大臣茂木敏充明确抗议中国对

钓鱼岛主权的主张，并向国内外表达这一立场［２８］。
其三，在疫情问题上污名化中国，干扰中日关系发

展节奏。国际反华势力从２０２０年疫情扩散后就经

常攻击中国是新冠疫情的起源，这一指控早已遭到

科学界的有力驳斥。然而，自民党在２０２１年３月

举行党 大 会 时，其 发 布 的 会 议 文 件 《党 情 报 告》
中，仍然蓄意使 用 了 新 冠 疫 情 “起 源 于 中 国 武 汉

市”的表述［２９］。

二、自民党涉华负面外交动

向活跃的背景原因

　　尽管日本政坛内过往不时冒出针对中日关系的

不和谐音，但近期作为日本执政党的自民党在对华

议题上频繁展现如此明显的负面言行，已一再挑动

双方的外交神经和政治原则，严重影响到两国关系

的正常发展。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特点及其背景原因

值得探究。
（一）国际国内政 治 形 势 动 向，诱 发 日 本 自 民

党内保守右翼势力在对华关系上示硬、冒进

从特朗普执政后期到拜登上台后，尤其在新冠

疫情冲击之下中美博弈、对抗不断加剧，日本面临

的国际环境也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美国自然会

不断要求作为盟国的日本对华联合采取统一压制行

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日本的战略自主空间，
安倍执政晚期和菅义伟时代实施微妙 “平衡外交”
的余地日渐局促。另一方面，随着中日两国力量差

距的不断拉大，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陷入空前焦

虑，认为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政府需要

针对所谓 “中国威胁”采取更为强硬的应对措施。
与此同时，其判定美国打压中国及中美战略竞争态

势已不可逆转，未来中长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日本被

盟友 “抛弃”或遭到 中 美 “越 顶 外 交”的 可 能 性，
因而竭力 敦 促 日 本 政 府 调 整 对 华 政 策 方 向，联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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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华。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受疫情加速百年变局的影

响，美欧部分国家在与中国博弈、竞争力度不断加

大的过程中，时常通过政党及其议会代表在涉华关

系的 “灰色地带”领域进行试探、挑衅、蚕食等行

为，以谋取某种利益或占据有利姿态。例如，２０２１
年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先后推动由外

交委员会 通 过 《２０２１年 战 略 竞 争 法 案》和 商 务 委

员会通过 《无尽疆域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对华采

取全面 “战略竞争”政策，动员所有可能的工具抗

衡中国。英国保守党部分资深政客于２０２０年４月

在议会内成立 “中国问题小组”，推动英国政府在

疫情、高科技、人 权 事 务 等 方 面 对 华 采 取 强 硬 措

施，并对日本提出加入 “五眼联盟”的愿望予以积

极回应［３０］。
新形势 下，美 欧 政 党 势 力 开 展 的 这 些 涉 华 活

动，实际上具有发挥 或 “替 补”政 府 外 交 的 作 用，
这些行为对日本处理对华关系，产生了较过去更为

明显的刺激、启发和助推效应。中日间的实力差距

已日渐悬殊，且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使日本在进行战略选择时面临 “安全上靠美国、经

济上靠中国”的两难局面。无论日本政治精英基于

何种外部压力或失落心态，都难有决心对中日关系

采取过线式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在掌握政权的

自民党内部物色部分右翼分子，通过其党派成员的

非官方身份，采取一些政府层面难以操作的对外行

为，在中日关系底线边缘的灰色地带游走，既可以

对日本政府的外交决策进行评论和 “劝谏”，为其

添加 “民意基础”，也可以在中国政府反制回击之

际，以 “言论自由”“民主特性”等理由敷衍搪塞。
换言之，由 于 日 本 目 前 在 国 际 战 略 选 择 面 上 的 狭

隘、两难境地，迫使其采取此种迂回方式进行 “水
面下”的调整。

（二）日本政权更 迭 和 政 局 不 稳，加 剧 了 自 民

党鹰派保守势力的反华气焰

安倍能够在其任期内推进中日关系发展，一是

与其正确判断形势并制定政策有关，二是依仗其强

势的党政控局能力：身为自民党内最大派阀 “细田

派”实质性领袖人物，又有 “首相官邸主导”政治

机制的加持，安倍得以在政府和执政党上层营造可

靠 “朋友圈”和 “党中 党”，有 效 保 证 自 己 在 日 本

政坛的优势地位。同时，将修改宪法作为 “毕生夙

愿”的安倍，又具有吸引、驾驭日本保守右翼势力

集团的特 质［３１］。正 是 在 这 种 局 面 下，安 倍 拥 有 足

够能量把控对华态度高度复杂的国内政坛，推进中

日关系改善。
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冲击与自身健康原因，安

倍长期执政意外终结。菅义伟继任执政后，自民党

内政治格局逐渐产生混乱，受以下三点影响，党内

鹰派势力的影响力迅速得到提升。
一是菅义伟执政时期党政双弱、控局乏力。与

安倍相比，菅在党内是罕见的无派阀出身，其主要

的政治盟友———时任自民党干事长 （党的实际负责

人）二阶俊博也出自小派阀。菅义伟登台是党内各

派系博弈妥协的结果，难免陷入弱势首相地位，执

政以来也确实显露政治号召力单薄、抗疫决策举棋

不定等短板。由于菅义伟的民意支持率和党内威信

总体不高，自民党鹰 派 势 力 得 到 “松 绑”，并 肆 意

发表强硬主张，权力基础薄弱的菅义伟，往往不得

不迎合其需求，对华外交也就容易被党内鹰派势力

影响甚至绑架。另一方面，菅义伟上台后埋头于内

政事务，对于保守右翼阵营心念的修宪问题缺乏兴

致，致使该事业在其任期基本陷入停滞。自民党内

鹰派势力认为，面对疫情冲击下的国际国内变局，
日本要找 到 出 路 必 须 修 改 宪 法［３２］。菅 义 伟 的 “无

动于衷”更加剧了该势力的焦虑感，促使后者主动

发声，不断制造各类 涉 华 负 面 舆 情，从 而 “敦 促”
日本政府向着保守右翼设定的政治道路继续前进。

二是自民党内中青年议员群体的崛起。自民党

内作出涉华消极动向的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

于党内中青年议员群体。所谓中青年议员群体，主

要是指当选 三 届 及 以 下、年 龄 在４０－６０岁 之 间、
政治资历 较 浅 的 国 会 议 员。自 民 党 力 推 年 轻 化 路

线，加快党内新老交替进程，该群体在党内所占比

例逐步增高。在自民党众议院议员中，该群体人数

目前已占到近一半，且占各主要派阀的约１／３，并

具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中青年议员们普遍接受

并认同日本政治保守化、右翼化的趋势，９０％以上

加入了 “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神道政治联

盟国会议员恳谈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

之会”等右翼群体。其次，该群体经历过日本在泡

沫经济破灭前的辉煌时光，对于近１０年来中国崛

起和中日 力 量 逆 转 且 差 距 不 断 拉 大，普 遍 充 满 焦

虑，认为中国崛起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因此

对修改宪 法、重 新 武 装 和 走 大 国 化 道 路 持 赞 同 态

度。再者，受日本社会对华观感整体上呈负面居多

的影响，该群体根基尚浅的部分成员为博取、迎合

某些选民群体关注，竞相通过展现涉华消极言行以

“彰显”个人保卫国家利益的形象，谋取政治私利。
由于安倍执政末期及菅义伟执政时党总裁的权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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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该群体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是自民党内以二阶俊博为代表的 “知华派”

失势。二阶俊博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已达五年，对全

党实现有效控局，并在拥立菅义伟上台后权势达到

顶峰。作为日本政坛 “知华友华”的代表人物，其

利用自身职权和影响力曾有效遏制了党内鹰派势力

对华采取 “过度冒进”举动。但随着菅义伟因执政

不力引发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时，作为其主要政治盟

友的二阶俊博也遭到了牵连，政治声望遭到严重打

击 （并最终在菅义伟下台后失去了干事长这一重要

职位）。不仅如此，二 阶 独 揽 党 内 大 权 的 姿 态，也

引发安倍及 麻 生 太 郎 等 其 他 党 内 高 层 的 不 满 和 暗

斗，所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日本政坛内整

体形势的牵制和围攻，二阶俊博被迫低调或噤声，
政治存在感 遭 到 削 弱［３３］。二 阶 一 直 以 来 主 张 日 本

对中国采取稳健、温和路线，曾对保守右翼势力形

成一定牵制。他的失势导致自民党内的对华稳健势

力愈发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鹰派保守

政客的嚣张气焰。
（三）日本政治决策体制的放大与增效作用

在西式代议制国家中，政党及议会可以借权力

制衡机制或 发 表 相 关 言 行 等 手 段 来 影 响 政 府 的 政

策。具体到日本的权力运行及决策体制下，执政的

自民党不仅能凭借固定机制，如通过首相和内阁来

调控政府的外交权力，自民党各个派阀及议员群体

同样有条件对官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自民党虽长

期 “一党独大”、几无 对 手，但 作 为 一 个 以 选 举 为

中心的政党，其成员更多专注于为自身选区的选民

负责，来自党高层的压力相对较弱，因此内部组织

并不十分严密。尽管冷战以后该党进行了多轮政治

改革，力图在党内建立以党总裁 （首相）为顶点的

“政治主导”集权化决策体制，但像派阀或大佬议

员这样分散化、非中心化的势力始终公开存在，自

民党中央和行政部门在决策时经常会考虑到各种议

员群体的诉求和意愿。
另一方面，自民党的组织架构决定了各项立法

议案都需经过党大会、参众两院总会、总务会和政

治调查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提交国会表决。在

这一流程中，政治调查会是自民党的核心政策设计

和议定机构，其 权 力 又 分 散 到 “政 治 调 查 会 审 议

会”及其下 设 的 若 干 “部 会”。这 些 部 会 的 名 称、
性质和任务大体上与各省厅以及国会的常设委员会

相对应。以外 交 决 策 为 例，与 政 府 的 外 务 省 相 对

应，政调会内设有外交部会和外交调查会，重大政

策的决定一般由这三方密切沟通、相互协作而共同

完成。然而，持对华强硬态度的自民党保守右翼势

力目前充斥 于 涉 外 的 各 种 部 会 和 调 查 会 等 关 键 岗

位，不仅左右着这些部门的决策方向，并以此更进

一步将自身意志和压力传导至政府与最高决策层。
正是以上日本政治决策体制与过程中的这些特点，
放大了对华持强硬态度的自民党政客的影响力。

三、如何应对干扰因素的思路

针对目前日本自民党内保守右翼势力大肆毒化

中日关系气氛的举动，中方在高度重视的同时，应

结合日本当前形势，开拓思路予以应对处理。
第一，客观研判形势，对自民党加强针对性交

流工作，促其转变对华思维和认知。尽管自民党涉

华负面言行不断，但仍需看到目前围绕中日关系问

题，日本国内各界仍有不同看法及理性声音。自民

党对华鹰派势力虽在不断扩大影响力，但其意见并

未在党内居于完全主导地位。从２０２１年９月的党

总裁选举及其结果来看，尽管面临内外多重压力和

分歧，作为自 民 党 内 各 方 势 力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协调整合全党意见和资源的最优人选的岸田文雄仍

试图延续安倍执政的思路，体现在对华关系上就是

并未放弃谋求维持最低限度的稳定度和可预期性。
针对目前的局势，中方可逐步发掘并把握机会，通

过执政党交流机制等多种渠道，以不同方式与自民

党各派势力进行坦 诚 交 流，廓 清 谣 言、缓 解 疑 虑，
促其采取审慎态度，避免战略误判。

第二，丰富对日交涉方式与渠道，多打组合拳

和立体战。针对自民党内的对华负面言行，中方必

须依据事实真相予以严正驳斥和告诫。除了外事行

政部门外，政党、立法、学界、媒体等多部门联合

发声、多措并举的态势也很必要，这种非单一官方

渠道出面的方式更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也更容易让

对方民众接受。更进一步讲，中方还要改善对日关

系中由对手挑起议题和事端的不利局面，主动拓宽

发声渠道，丰富传播与交流方式，加强公共外交力

度。日本作为西式代议制国家，其政治家必须回应

选民诉求和公众舆论。自民党内鹰派势力一般也是

先通过煽动舆论，再 假 借 “民 意”进 行 涉 外 活 动。
中方仍需花大力气加强对日人文及社会交流，改善

日本民众对华认知和舆论氛围，促进双方结成利益

共同体、认知共同体，以有效牵制日本某些党政精

英对华寻衅的动机和成效。
第三，新形势下继续深化中日两国合作机会和

利益交融。目前，战胜疫情、复苏经济，成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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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诉求。日本至今仍

面临着疫情起伏、复苏艰难等现实困难，维持对华

合作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弱。例如，过往一直

作为中日关系 “压舱石”的经贸往来，目前实际上

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尽管日本在与中国的合作

中将更加警惕风险，但不会轻易放弃其在中国数十

年的投资和未来前景，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

潜力对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将更加显著。基于以上

分析可知，在稳定大局、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努力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仍是两国的共同

战略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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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も［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ｂｉｚ．

ｊｐ／ｍａｃｒｏ／ｎｅｗｓ／２００７０６／ｍｃａ２００７０６２１０００２０－ｎ１．ｈｔｍ．
［８］日経電子版．自民、人権外交ＰＴ発足、中国やミャンマー

情勢議論［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ＧＸＺＱＯＤＥ０３４１Ｙ０Ｔ００Ｃ２１Ａ２００００００／．

［９］ＪＡＰ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香港選挙制度変更「強く非難」［ＥＢ／

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ｈｔｔｐｓ：／／ｊａｐ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ｊｐ／？ｐ＝
５８０００．

［１０］産経新聞デジ タ ル．ウ イ グ ル 議連、３年 ぶ り 再開 へ、中

国の人 権 弾 圧 に 抵 抗 措 置 議 論［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
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２０１１１６－ＶＢＣＪＱ
ＹＳＤＹＢＫ５ＪＥＢＢ３ＴＵＨＲＵＶ６７Ｑ／．

［１１］産経新聞デジタ ル．自 民 の ウ イ グ ル 議 連、立 民 や 維 新

含め 超 党 派 に、人 権 改 善 要 求 決 議 へ 弾 み［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０２１０２１０－ＦＣＺＪＯＺＷＨＤＪＮ７ＬＦＦＮ７ＱＤＮＮＪＪＦＡＵ／．
［１２］時 事 ドット コ ム．人 権 侵 害 制 裁 で 新 議 連 発 足 へ 超 党

派、法制 化 目 指 す］［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ｊｉｊｉ．ｃｏｍ／ｊ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２０２１０２０９０１１０７＆ｇ＝ｐｏｌ．
［１３］産経新聞デジタル．チベット 亡 命 政 権 幹 部 か ら 迫 害 実

態を聴取 自民·人 権 外 交ＰＴ［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
２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ｓ／２１０４０１／

ｐｌｔ２１０４０１００４１－ｎ１．ｈｔｍｌ．
［１４］産経デジタル（ＩＺＡ）．自 民 党 有 志 が「南 モ ン ゴ ル 議 連」

を設立 自由、民主、人権をリードする大国として日本

が立ち 上 が る［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ｚａ．ｎｅ．ｊｐ／ｋｉｊ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ｓ／２１０４２４／ｐｌｔ２１０４２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７－
ｎ１．ｈｔｍｌ．

［１５］参考消息网．新 媒 文 章：日 本 借 李 登 辉 病 亡 打“台 湾 牌”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ｔｗ／２０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１７９４６．ｓｈｔｍｌ．

［１６］産経新聞デジタル．自 民 外 交 部 会「台 湾ＰＴ」立 ち 上 げ

佐藤氏「日本の 安 全 保 障 に も 影 響」［ＥＢ／ＯＬ］．［２０２１－
０８－ 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ｓ／

２１０２１０／ｐｌｔ２１０２１０００２２－ｎ１．ｈｔｍｌ．
［１７］日経電子版．日 台 交 流 基 本 法 制 定 を 自 民 保 守 派 が 決

議［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ＧＸＺＱＯＤＥ２４ＣＴ７０Ｕ１Ａ３２０Ｃ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日経電子版．日台「与党版２プラス２」初開催 対中抑止を議

論［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
ｃｌｅ／ＤＧＸＺＱＯＵＡ２７３５４０Ｘ２０Ｃ２１Ａ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時事ドットコム．台湾の国際機関参加支援を 自民部会、有
事計 画 策 定 も 提 言［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ｊｉｊｉ．ｃｏｍ／ｊ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２０２１０５２８００７００＆ｇ＝ｐｏｌ．
［２０］産経新聞デジ タ ル．尖 閣 海 洋 調 査 議 連 が 設 立 総 会 臨

時国会 で 議 員 立 法 提 出 へ［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ｓ／２００８１７／ｐｌｔ２０
０８１　７０００４－ｎ１．ｈｔｍｌ．

［２１］共同通信．尖閣上陸なら危害射撃も、政府 中国の強行を

念頭に［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

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３５９１９ｅ８ａ１３４１ｆ３６００２ｆｆ７９５８ｃ２ａｆｆ５７ａ５ａ０２ａｃｆ．
［２２］毎日新聞デ ジ タ ル．武 器 使 用、明 記 を 提 言 自 民 議 連、

海上保安 庁 法 に［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

ｍａｉｎｉｃｈｉ．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１０３３１／ｄｄｍ／００５／０１０／０５００００ｃ．
［２３］読売新聞デジタ ル．相 手 領 域 内 で ミ サ イ ル 阻 止…「新

たな取り 組 み」検 討、自 民 チ ー ム が 提 言 案［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ｏｍｉｕｒｉ．ｃｏ．ｊ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０７３０－ＯＹＴ１Ｔ５０２０１／．
［２４］朝日新聞デジタル．自民·岸田氏「直接打撃」敵基地攻撃

能力の整備訴え［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ＳＰ３Ｗ０Ｃ５ＷＰ３ＶＵＴＦＫ０３１．ｈｔｍｌ．

［２５］読売新聞デジ タ ル．「敵 基 地 攻 撃 能 力」の 保 有、立 候 補

各氏の主張 に 違 い…自 民 総 裁 選 の 争 点 ま と め［ＥＢ／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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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ｏｍｉｕｒｉ．ｃｏ．ｊｐ／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２０２１０９１７－ＯＹＴ１Ｔ５０１２０／．

［２６］朝日新聞デジタル．自民、習氏の国賓訪日「中止を」国安

法で さ ら に 困 難 に［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ａｓａｈ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ＳＮ７３６ＤＫＣＮ７３ＵＴＦＫ００Ｓ．ｈｔｍｌ？

ｉｒｅｆ＝ｐｃ＿ｒｅｌｌｉｎｋ＿０２．
［２７］産経新聞デジタル．自民有志「保守団結 の 会」が 対中政

策見直しを 求 め る 決 議、政 府 に 申 し 入 れ へ［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０２００９２４－ＹＹＧＮ５ＺＤＯＮＲＩＥＺＭ３ＺＧＤＬＶＭ２ＡＵＨＵ／．
［２８］毎日新聞デジ タ ル．中 国·王 毅 外 相 の 尖 閣 発 言 政 府

対応「弱 腰 で は」と 自 民 部 会 か ら 批 判 噴 出［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３］．ｈｔｔｐｓ：／／ｍａｉｎｉｃｈｉ．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０２０１１２６／ｋ００／００ｍ／０１０／３２７０００ｃ．
［２９］琉球新報デジタル．コ ロ ナ「武 漢 が 発 生 源」自 民、党 大

会配布資 料 に 記 述 ＷＨＯは 起 源 特 定 せ ず［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ｒｙｕｋｙｕｓｈｉｍｐｏ．ｊｐ／ｎｅｗｓ／ｅｎｔｒｙ－
１２９０６６７．ｈｔｍｌ．

［３０］环球网．刚“甩完锅”，英议员又搞“中国研究小组”：促 进

对“中国崛 起 引 发 问 题 的 全 新 思 考”［ＥＢ／ＯＬ］．［２０２１－
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ｍ．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ＣａＫｒｎＫｑＧｂｃ．

［３１］東洋経済オンライン．対中批判が噴出？自民党で何 が

起きて い る の か［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

ｔｏｙｏｋｅｉｚａｉ．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４１４４９２．
［３２］日経電子版．改憲「議論すべき」高水準 日経調査で７割

超続く コロナ禍の私権制 約 が 背 景［ＥＢ／ＯＬ］．［２０２１－
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ＧＸＺＱ－
ＯＵＡ３１７Ｌ８０Ｒ３０Ｃ２１Ａ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ＮＥＷＳポストセブン．媚中派·二階氏 自民党内の中国

批判を選 挙 の 公 認 権 を 盾 に 封 じ 込 め［ＥＢ／ＯＬ］．［２０２１
－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ｗｓ－ｐｏｓｔｓｅｖｅｎ．ｃｏｍ／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１６３８６５５．ｈｔｍｌ？ＤＥＴＡＩＬ．

［责任编辑　王雅坤］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ＬＤＰ＇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ＭＥＮＧ　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ＷＵ　Ｈｕａｉ－ｚｈ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ＤＰ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ｕｉｓ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ａｒ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ｕ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ｆｏｒｃｅ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ｐｏｉｓ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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