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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

与两国关系５０年历程

吕耀东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５０年的实践证明，两国只有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

则共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通过积极对话与平等协商来处理 分 歧，就 两 国 间 的 主 要 问

题、地区秩序和国际问题进行积极对话，加强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不断增进政治互信，中

日关系才能健康发展。纵观５０年来的中日关系，两国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同时一直

存在的诸多“症结”从未真正得到解决，两国发展道路充满波折。如今中日关系仍然处在

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的原则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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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不仅关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更关乎

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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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和 日 本 作 为 同 处 东 亚 的 两 个 最 重 要 国 家，是 一 衣 带 水 的 邻

邦，均 将 对 方 视 为 最 重 要 的 双 边 关 系 之 一。历 史 上，中 日 友 好 关 系 源

远 流 长，有 着 多 年 的 友 好 交 往 史。但 自 近 代 以 来，特 别 是１８９４年 甲

午 战 争 爆 发 后，中 日 关 系 发 生 剧 变，日 本 发 动 的 侵 华 战 争 给 中 国 人 民

３

２０２２年７月 第４期
（总第６３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 　　　

东北亚学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带 来 了 深 重 灾 难。１９４５年 日 本 战 败 投 降，接 受 战 后 安 排 及 和 平 主 义

改 造。在 国 际 冷 战 格 局 形 势 下，中 日 两 国 在 相 当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处 于

隔 绝 状 态。１９７２年 发 表《中 日 联 合 声 明》、１９７８年 签 署《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使 得 中 日 关 系 有 了 质 的 转 变，之 后 两 国 关 系 飞 速 发 展。但

是，随 着 冷 战 结 束，中 国 综 合 实 力 的 提 升 与 日 本 对 外 战 略 的 调 整，两

国 关 系 出 现 波 折，不 仅 两 国 业 已 存 在 的 矛 盾 上 升，而 且 新 的 矛 盾 不 断

涌 现。为 此 而 达 成 的１９９８年《中 日 联 合 宣 言》和２００８年《中 日 关 于

全 面 推 进 战 略 互 惠 关 系 的 联 合 声 明》，确 保 了 中 日 关 系 的 正 常 发 展。

以 上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的 重 要 意 义，已 为 邦 交 正 常 化 以 来５０年 的 中 日 关

系 发 展 所 证 明。严 格 遵 循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的 原 则，两 国 关 系 就 会 顺 利

开 展；反 之，两 国 关 系 就 会 受 到 影 响 乃 至 出 现 波 折。① 也就是说，中日

双方能否共同严格遵守四个文件的原则与精神，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

展的关键所在。②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关系的重大历史转折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是 两 国 关 系 史 上 的 一 个 重 要 转 折 点，为 两 国 的 不

正 常 关 系 画 上 了 句 号。处 于 冷 战 时 期 的１９７２年，中 日 实 现 邦 交 正 常

化，是 两 国 关 系 的 重 大 历 史 性 突 破，开 启 了 中 日 关 系 的 新 时 代。中 日

实 现 邦 交 正 常 化，改 变 了 中 日 两 国 在 二 战 后 的 政 治 隔 绝 状 态，揭 开 了

两 国 关 系 的 历 史 新 篇 章。这 不 仅 符 合 两 国 人 民 的 利 益，为 两 国 友 好

交 往 打 开 了 新 局 面，也 符 合 亚 太 地 区 人 民 的 利 益，有 益 于 缓 和 亚 洲 紧

张 局 势 与 维 护 世 界 和 平。根 据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 发 表 的《中 日 联 合 声

明》，中 日 两 国 政 府 宣 布 结 束 战 争 状 态，实 现 了 两 国 邦 交 正 常 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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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当代中日关系（１９４５—１９９４）》，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页。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将“遵守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放 在 第 一 条，说 明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对 于 中 日 关 系 的 重 要 性。可

以说，四个政治文件既是确保中 日 关 系 发 展 大 局 的 政 治 及 法 律 保 证，也 体 现 出 中 日 关 系

在曲折中变化、发展的 历 史 连 续 性。参 见 吕 耀 东：《中 日 四 点 原 则 共 识 落 实 的 可 行 性 探

讨》，《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而，就 立 法 程 序 而 言，复 交 的 联 合 声 明 无 法 取 代 法 律 意 义 上 的 和 平 条

约。作 为 曾 交 战 的 两 个 国 家，重 建 正 常 的 国 家 间 关 系，首 先 要 在 法 律

上 通 过 签 署 和 平 条 约 来 确 定 政 府 间 联 合 声 明 的 内 容。１９７８年８月

１２日，中 日 两 国 政 府 签 订 了《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并 经 两 国 最 高 立 法

机 关 正 式 批 准 生 效，最 终 在 法 理 层 面 上 实 现 了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从

发 表《中 日 联 合 声 明》到 签 订《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经 历 了 一 段 曲 折

的 过 程，先 是 日 本 在 反 霸 权 问 题 上 心 存 疑 虑，担 心 影 响 与 美 国 的 同 盟

关 系，担 心 自 民 党 内 保 守 派 和 亲 台 派 势 力 的 阻 挠 等 诸 多 问 题 出 现。

自１９７２年 至１９７８年 历 时 近 六 年 时 间，最 终 签 署《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可 谓 来 之 不 易。《中 日 联 合 声 明》和《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确 定 了

发 展 两 国 关 系 的 基 本 原 则，恪 守 这 些 原 则 是 保 证 两 国 关 系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的 关 键 所 在。基 于 此，自 恢 复 邦 交 以 来，两 国 领 导 人 频 繁 互 访，

举 行 首 脑 会 谈，广 泛 开 展 政 府 间 和 民 间 交 流，经 济 交 往 日 益 活 跃，两

国 间 的 人 员 往 来 规 模 不 断 扩 大，合 作 领 域 进 一 步 拓 展。双 方 通 过 官

民 结 合 的 形 式，相 继 签 订 了 贸 易、海 缆、航 空、海 运、渔 业 等 一 系 列 协

定，有 效 推 动 了 两 国 关 系 的 交 往。在 中 日 两 国 政 府 和 人 民 的 共 同 努

力 下，双 边 关 系 获 得 迅 速 发 展，在 政 治 往 来、经 济 合 作、文 化 交 流、人

员 往 来 以 及 国 际 事 务 等 领 域 的 友 好 合 作 呈 现 出 崭 新 局 面。

　　二、双边关系良性互动与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与日本政界人士展开广泛交流，参

观新日铁、松下、日产等企业，提出向日本学习。同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正 式 确 立 了 改 革 开 放 路 线，随 之 中 国 外 交 政 策 也 进 行 了

重大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与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两件大事不

期而遇。这一时间上的巧合也造就了中日关系与改革开放密切联系、相

互促进。”此后，在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举措

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足迹中，我们也 可 以 看 到 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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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合作持续深入发展的历史脉络。”①

然而，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是曲折的。冷战结束不仅凸显中

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且加剧了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及钓鱼岛等潜在问

题上的摩擦。冷战 结 束 后，亚 洲 地 区 形 势 发 生 重 大 变 化，中 日 两 国 都 面

临新的挑战，包括 妥 善 处 理 冷 战 时 期 的 遗 留 问 题，通 过 政 府 对 话 与 经 济

合作磋商亚太地区新的安全问题，在亚太地区逐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

开放的经济合作体制问题等。为建立亚太及世界的新秩序，新形势要求

中日合作提高至一个新水平。② 尽管中日关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存

在一些不可调和 的 因 素，使 得 两 国 分 歧 逐 渐 增 大，出 现 曲 折 甚 至 发 生 摩

擦，但中日双方均认识到维持两国关系长期睦邻友好，不仅需要，而且可

能。因为中日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对于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

与稳定责无旁贷；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也有益于维护两国

在亚太地区的共 同 利 益，两 国 合 作 前 景 广 阔。在 新 的 历 史 时 期，为 进 一

步增强两国政治互信，亟需构建更为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１９９８年，两

国共同发表《中日 联 合 宣 言》，双 方 明 确 了 中 日 关 系 接 下 来 的 发 展 基 调，

即两国要“致力于 建 立 和 平 与 发 展 的 友 好 合 作 伙 伴 关 系”。该 宣 言 是 在

坚持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和１９７８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

神基础上发表的第三个政治文件，该宣言进一步深化和拓宽了双边合作

领域，两国在高科技、环保、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磋商与协作。双方一

致强调对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力求共同应对国际格局变动所带来的冲

击，表明了中日关系面向新世纪所努力的方向。

但是，新世纪并未 给 中 日 关 系 带 来 转 机，两 国 远 远 没 有 实 现 真 正 意

义上的和解。冷战的结束也波及了中日双边关系，两极格局转变为美国

“一极”在亚洲的霸权，以 及 美 日 同 盟 关 系 进 一 步 强 化。可 以 说，冷 战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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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人 士 回 顾 改 革 开 放４０年 续 写 两 国 合 作 共 赢 新 篇 章》，中 央 广 电 总 台 国 际 在

线，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ｒｉ．ｃｎ／２０１８１２０４／６９ｃ２９ｄ５ｃ－７５ｆｂ－ｆ６ａｃ－９ｂｃｄ－
４３ｆ４ｄｄ０ｂ２５３３．ｈｔｍｌ．
吴 学 文、林 连 德、徐 之 先：《当 代 中 日 关 系（１９４５—１９９４）》，时 事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第

３７０页。



的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冷战的影子，导致中日两国战略分歧日益

增大，两国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时出现摩擦。自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

中日关系基本处于紧张 状 态。日 本 首 相 小 泉 纯 一 郎 多 次 参 拜 供 奉 甲 级

战犯的靖国神社，日 本 政 府 在 历 史 问 题 上 的 历 史 修 正 主 义 言 行，严 重 损

害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２００６年安倍晋三首次上台执政，对中国采取

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并突出防范中国的一面。①

　　三、双边关系的调整：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安倍晋三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上台执政之后，力图改变中日 关 系 的“低

谷”状态，实施周 边 外 交，改 善 小 泉 内 阁 时 期 受 到 损 害 的 日 本 国 际 形 象。

福田康夫执政后，释 放 出 改 变 对 华 政 策 的 信 号，寻 求 转 圜 中 日 关 系 的 可

行性，并力求恢复 日 本 与 中 国 的 高 层 互 访。对 此，中 国 政 府 报 以 积 极 改

善中日僵局的真诚态度 和 善 意。中 方 明 确 指 出，“中 国 政 府 一 贯 坚 持 友

好方针，强调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构筑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中日两

国着眼于大局，相互释放善意，通过领导人互访，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

广泛共识，中日之间的“低谷”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

日，温家宝总理在 日 本 发 表 演 讲 时 指 出，“中 日 和 平 友 好，关 乎 两 个 国 家

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②“强调中日两国应世代友好、和平共处、共同发

展、互利合作，表明了中国永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心。”③此次访日

的重要成果之一，即中日两国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达

成一致，为改善中日关系指明了确切的方向。④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底，国 家 主

席胡锦涛对到访的 福 田 首 相 表 示，中 方 愿 本 着“以 史 为 鉴、面 向 未 来”的

精神，与日方一同努力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福田也提出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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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东：《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落实的可行性探讨》，《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国 务 院 总 理 温 家 宝 在 日 本 国 国 会 的 演 讲（全 文）》，中 央 政 府 门 户 网 站，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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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政治基础，发 展 中 日 友 好》，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驻 名 古 屋 总 领 事 馆，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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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中日关系十二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２３页。



总理进行“心连心”的对话，表达了恢复并发展两国关系的诚意。

２００８年，中日开展大规模穿梭外交，为两国关系进 一 步 改 善 和 发 展

送来和煦的 春 风，为 进 一 步 加 强 两 国 战 略 互 惠 关 系 开 辟 了 新 的 美 好 前

景。① ５月６日至１０日，胡 锦 涛 主 席 访 日 期 间，与 福 田 首 相 举 行 首 脑 会

谈，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中日关于全

面推进战略互惠 关 系 的 联 合 声 明》。“这 个 文 件 对 于 巩 固 中 日 关 系 的 政

治基础，增进中日 两 国 的 战 略 互 信，构 筑 两 国 关 系 长 期 健 康 稳 定 发 展 的

总体框架，全面深 化 中 日 战 略 互 惠 关 系，具 有 重 大 的 现 实 意 义 和 深 远 的

历史意义。”②胡锦涛主席还就扩大中日交流合作提出了五点重要建议，

其中特别强 调 中 日 两 国 要 保 持 高 层 往 来，建 立 双 方 领 导 人 定 期 互 访 机

制。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温家宝总理与到访的麻生太郎首相举行会谈时，

再次强调坚持 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和 妥 善 处 理 历 史 问 题 的 重 要 性。２００８

年５月７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

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关系走出了“低谷”期，为暂缓双方的

战略疑虑，增进彼此信任和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四、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

　　２０１０年之后，受诸多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干扰与影响，中日关系的发

展进入了复杂、敏 感 的 阶 段。例 如，日 本 在 东 海 及 钓 鱼 岛 问 题 上 的 态 度

趋于强硬。２０１０年９月７日，日方在中国的钓鱼岛海域 制 造 拦 截、冲 撞

中国渔船并强行扣留船员的事件，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尽

管如此，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中方以最快速度提

供人道主义支援。但中日关系的曲折性有时是“突发”和“继发”的，翌年

９月１１日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导致中日两国

首脑互访机制中断。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对 华 实 施 强 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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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尤其在历史 问 题 上 多 次 挑 衅 中 国，如 安 倍 首 相 及 内 阁 成 员 先 后 参

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再次出现严重倒退。

中国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盟１０＋３首

脑会谈等多边平 台，积 极 消 解 中 日 间 的 分 歧 与 矛 盾，力 求 在 构 建 战 略 互

惠关系方面 扩 大 两 国 共 识 与 合 作 领 域，逐 步 缓 和 与 推 进 中 日 关 系。因

此，中日政治关系得到缓慢恢复。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７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

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

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重启双边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双

边政治互信。中日双 方 达 成 的 四 点 原 则 共 识 是：（１）双 方 确 认 将 遵 守 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的 各 项 原 则 和 精 神，继 续 发 展 中 日 战 略 互 惠 关 系。（２）

双方本着“正视历 史、面 向 未 来”的 精 神，就 克 服 影 响 两 国 关 系 政 治 障 碍

达成一些共识。（３）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

张局势存在不同 主 张，同 意 通 过 对 话 磋 商 防 止 局 势 恶 化，建 立 危 机 管 控

机制，避免发生不测 事 态。（４）双 方 同 意 利 用 各 种 多 双 边 渠 道 逐 步 重 启

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① 中方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

发，拿出改善及发展双边关系的最大诚意；日方亦调整对华错误政策，推

动中日关系得到 改 善。特 别 是，这 次 会 议 之 后，“中 国 游 客 激 增，留 学 中

国的日本学生增 加，自 民 党 和 公 明 党 与 中 国 共 产 党 新 建 沟 通 渠 道 等，令

人比较欣喜的话题着实不少。”②

事实证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有益于中日 关 系 的 发 展。２０１４年

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的第二点提出的“达成一些共识”，是指在正视

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形成解决现实问题的建设性意向，因为中日关系中的

现实问题往 往 是 历 史 遗 留 问 题。中 国 政 府 和 人 民 历 来 坚 持 向 前 看，但

“以史为鉴”是中日关系“面向未来”的先决条件。近代以来，遭受日本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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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那段痛苦经 历，是 中 国 人 民 集 体 记 忆 中 永 远 无 法 抹 去、无 法 愈 合 的

伤疤。尽管日本战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其对这段历史的清算却远

未达到人们期望的程度。① 一直以来，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政治家参拜

供奉甲级战犯的 靖 国 神 社 问 题、慰 安 妇 问 题 等 现 象 频 发，与 日 本 政 府 在

历史问题上的含糊 其 辞 有 关。日 本 一 些 右 翼 政 治 家 对“历 史 问 题”持 有

错误的认知，不仅 对 于 日 本 近 代 以 来 的 对 外 侵 略 战 争 没 有 反 省 之 意，甚

至以“历史修 正 主 义”否 认 承 认 侵 略 战 争 的“河 野 谈 话”与“村 山 谈 话”。

倘若任其妄为，必将严重损害两国关系。日方能否坚定地遵守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正确对待历史，从中吸取教训，对于中日关系

的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现实意义。日本只有正视历史，拿出真诚的忏悔

行动，学习德国在 二 战 后 对 于 历 史 的 深 刻 反 省，才 可 能 真 正 实 现 面 向 未

来的东亚历史和解，更好地推进中日关系发展。

　　五、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维护两国关系

的稳定发展

　　只有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才能确保中日关系的

稳定与发展。在２０１７年中日邦交正常化４５周年的历史节点，中日领导

人表明了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意愿，表明了缓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意向。

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对日政策立场，表现出愿意在四个政

治文件的指导原则下发 展 中 日 关 系。安 倍 首 相 也 多 次 表 达 推 动 中 日 关

系发展的意愿，表示要将中日关系提升至一个“新高度”。② ２０１７年５月，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向习近平主席转交安倍首相的亲笔信，安倍

在信中表示，“秉承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理念，构建稳定友好的日中

关系。希望今 后 加 强 双 方 高 层 对 话，在 合 适 的 机 会 下 推 动 双 方 首 脑 互

访。”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安倍希望加强两国间的对话与合作，释放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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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信号。① 同年１１月１１日，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岘

港会见安倍首相时，安倍表示希望以２０１８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４０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但不难看出，安

倍在此次中日首脑会谈中刻意避免提及彼此敏感的问题，为缓和中日关

系营造政治氛围。

中日关系在２０１８年继续保持改善势头。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安倍首

相在国会发表演 说，就 中 日 关 系 表 示 将 从 大 局 观 出 发，发 展 稳 定 的 友 好

关系，呼吁进行首脑间互访。５月４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安倍首相通电

话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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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首相表示，日方高度重视发

展对华关系，愿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

系全面改善和发展。② 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出席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纪念活动。安倍首相希望以此次政府

首脑会谈为 契 机，加 强 两 国 高 层 互 访 和 交 流。从 双 边 政 治 对 话 形 式 来

讲，实现中日高层 互 动 从 多 边 到 双 边 层 面 的 提 升，对 于 积 累 双 边 政 治 互

信、维护共同利益 具 有 重 要 现 实 意 义。李 克 强 总 理 指 出，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件，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必须牢牢坚持的指针和遵循。③ 可以看出，中

方强调两国关系 的 恢 复 和 发 展，需 在 坚 持 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的 基 础 上，

进一步落实四点原则共识，切实按照双方既定的原则，照章办事，有效管

控彼此矛盾与分歧，维护好来之不易的两国关系。但日方只是表示高度

重视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特别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

的历史契机，却甚少提及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整体性和中日四点原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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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建设性。显然，日方对于未来发展两国关系仍存异议。从２０１９年至

２０２２年，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使得中日关系又出现反复，两国首脑互访

没有能够如期实现。

尽管日本政府仍主张“着眼于２０２２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５０周年，力

争构筑既具 建 设 性 又 稳 定 的 中 日 关 系”①，但 并 未 放 弃 在 国 际 社 会 渲 染

“中国威胁论”的一贯做法。综观中日两国的矛盾，实际上是中日两国战

略利益调整的一种现实 反 映。正 如 日 本 外 务 省 智 库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所 的

宫川真喜郎所长所 言，“我 们 同 坐 在 一 条 船 上”，为 避 免 翻 船，“所 以 别 无

选择，双 方 必 须 共 同 保 持 平 衡”，“我 们 必 须 合 作，即 便 我 们 不 喜 欢 这

样”。② 中日两国必 须 不 断 地 相 互 适 应 各 自 的 战 略 地 位，调 整 心 态，努 力

寻求共识。但能否通过对话与磋商，缓和分歧与矛盾，累积政治互信，仍

将是未来中日关系的重要议题。

　　六、结语

　　纵观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５０年，两国关系经历了反复多变的过

程。双边关系呈现出基本大局相对稳定的态势，但在诸多问题上仍存在

矛盾与分歧。有两个大的问 题 一 直 是 影 响 中 日 关 系 发 展 以 及 中 日 实 现

政治及社会和解的重大障碍：一是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确立的关于台

湾问题的原则精神受到 影 响。台 湾 问 题 不 仅 涉 及 日 本 对 侵 华 战 争 的 错

误认识和处理方 式，还 因 国 际 变 局 出 现 了 台 海 新 问 题；二 是 钓 鱼 岛 争 端

涉及历史和现实，由搁置走向公开争端。这两个问题是涉及中日关系的

核心议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爆发性的因素。

如今，中日关系正 处 在 新 的 转 变 进 程 中，必 须 考 虑 到 新 的 国 际 变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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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界态势。当然，无 论 局 势 如 何 变 幻，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的 原 则 精 神

不能变，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作为两国关系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原则

必须遵守。正如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８年５月访日时所言：“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是中日关系健康发 展 必 须 牢 牢 坚 持 的 指 针 和 遵 循。只 要 双 方 始 终

不渝恪守四 个 政 治 文 件，相 向 而 行，中 日 关 系 就 能 够 行 稳 致 远。”①基 于

此，如何处理两国 不 时 出 现 的 分 歧 与 矛 盾，找 到 推 进 两 国 关 系 发 展 的 利

益契合点和共同行动议程，至关重要。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８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日 本 外 相 林 芳 正 举 行 视

频会晤时指出：“日 方 应 恪 守 迄 今 做 出 的 承 诺，遵 守 两 国 间 基 本 信 义，不

让试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势力坐大，与中方一道维护好邦交正常化５０年来

取得的宝贵成果。”②可以说，能否全面及时地把握中日关系中的发展与

矛盾，以“正视历 史、面 向 未 来”的 精 神，抑 制 负 面 因 素 上 升 为 政 治 障 碍，

是考验日本政府是 否 遵 守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及 四 点 原 则 共 识 的 关 键。③ 总

之，如 何 把 握 机 遇，从 战 略 高 度 减 轻 乃 至 消 弥 分 歧 与 矛 盾 带 来 的 负 面

影 响，努 力 寻 找 和 扩 大 两 国 战 略 利 益 的 交 汇 点，保 持 双 边 良 性 互 动 的

可 持 续 性，还 需 两 国 继 续 以 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及 四 点 原 则 共 识 发 展

中 日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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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克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 缔 结４０周 年 纪 念 活 动 暨 访 日 招 待 会 并 发 表 演 讲》，新 华

网，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１８－０５／１１／ｃ＿

１１２２８１４９８２．ｈｔｍ．
《王毅同日本外相林 芳 正 举 行 视 频 会 晤》，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８
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２０２２０５／ｔ２０２２０５１８＿１０６８８１７３．ｓｈｔｍｌ．
吕耀东：《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落实的可行性探讨》，《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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