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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区域问题

中日双边互动的战略性思考

吕 耀 东��

[摘 要 ] 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与日本外交战略的互动, 表现为两国战略分歧与战略对话并存: 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与日本  普通国家论!阐释的大国化战略路径相异, 导致两国业已存续的冲突与纷争时有显现、结构性矛

盾日益突出,因而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战略选择。寻求中日双边良性互动, 要

将两国关系置于国际体系的坐标中进行战略定位, 在考量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相关因素的基础上, 突破既往双

边关系的局限性,理性调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互动及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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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决定双边频繁互动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说, 中国和日本

作为国际体系内的重要行为体,两国互动及与国际体系环境的互动, 这与国际体系形成一种互动与互

构的关系。  我们当然不应该认为,国际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完全由国际体系的性质所决定,但是

我们也不应该撇开后者去分析前者!。[ 1 ]将前后两者有机统一起来, 就能够从战略高度深入探讨中日

双边互动的现状发展及走向。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新兴大国的崛起成为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

要因素。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基于对当代时代特征的充分认识, 是与他国的反应以

及与国际社会互动形成的战略定位。中日关系已经从单一的双边关系发展到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中

日战略互惠关系也是两国及与当代国际体系环境互动的必然结果。

一、中日相互依存与战略冲突并存

众所周知,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 从经济的层面讲两国之间互补性强, 相互依存日益增强。 2002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而自 2004年以后, 按照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计算, 中国已

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到 2007年, 中国又成为日本产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日中经济的相互依

存关系自此更加紧密。尽管日本依靠对华贸易支撑经济的局面日益明显。但是,一些日本政治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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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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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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来说,自共和国的成立之初就已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 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日本,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较弱。两国这样的国情体现了 1972年中日关

系正常化初期合作的互补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作为政治大国在国际舞

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东亚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日益深化。反观日

本,二战以来,日本逐渐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 但是由于战败的原因和美国对东亚的战略利益,日本

一直未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日本一些政治家开始以  普通国家论!诠释大国化战略目标。从一定意义上

讲,这些行为是日本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表现,也是对中国国力及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应对。在  中国威

胁论!来看, 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国家影响力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手,削弱日本在国

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的  担心 !, 日本积极采取遏制战略措施

防范中国,以制约中国的发展。另外,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日本

国内某些保守势力就会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  中国威胁论 !, 形成中日双边关系的摩擦和冲突。对此,

有的学者指出:  其实,这恰恰是经历了 10年经济萧条的日本人丧失信心的表现。! [ 2 ]

对于日本某些保守政治势力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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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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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化解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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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日关系的历程来看,邦交正常化后的 20年, 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与合作成为当时双边关系

的主旋律。中日在经贸合作方面继续发展,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而且在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卓有成效。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中日关系出现了邦交正常化的一种复杂局面: 在经贸关系不断取得

进展的同时,政治关系出现两轮重新定位。与  1995~ 1996年!短暂的政治低谷不同,小泉上台多次参

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不断  降温 !,进而陷入长达 5年之久的  政冷!

泥潭。[ 4]导致 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看似因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历史认识问题,事实

上深藏背后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问题、日美安保体制问题等等, 形成中日关系

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造成两国关系不可回避的战略矛盾和冲突。这样的现实存在时时刻刻影响

着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而小泉内阁时期无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民族感情,在屡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

的靖国神社的同时,奉行唯  美 !外交政策,恶化亚洲外交, 直接导致日本联合国外交失败, 使得日本对

外关系及对外政策到了不得不全面调整的地步。

中日两国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需要注重  战略性 !。这就意味着中日两国应该超

越双边关系,相互进行地区及全球性议题的全方位交流与协作。值得关注的是, 中日两国之间不仅存

在着历史、台湾、领土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纠纷等问题, 而且存在非双边层面的利益冲突, 中日战略互

信仍具  不确定性 !。

首先,日本在外交战略上突出援非议题,刻意弱化中非关系。近年来, 日本通过主办  非洲开发会

议 !高调承诺援非举措,化解中国从 2000年开始定期召开的有非洲领导人参加的  中非论坛 !的影响

力。例如,日本作为 2008年洞爷湖八国峰会的主席国专门把八国集团和非洲七国的高峰对话安排在

首日举行,明确表示对于非洲的援助力度,表示  将把 2012年以前的政府开发援助增加一倍,并将提供

相应的援助,使民间的直接投资也翻一番 !。[ 5]以此弱化中非关系的发展势头。近年来, 中国为确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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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等资源而积极挺进非洲市场,日本则通过增设驻非使馆数量,加大抗衡和压制中国的力度,表现出在

非洲外交方面与中国对垒的战略意图。特别是, 日本还将  援非合作事项 !作为日中战略互惠的重要

 一环!,强调要摸索与中国在非洲资源市场上的  合作方式 !。日本在削减和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的同

时,不断增加对非洲 ODA力度,积极展开与中国的资源外交较量。日本还就所谓  达尔富尔问题!会同

欧美责难中非关系。

其次,日本反对八国峰会  扩容!中国。自 2005年以来, 八国集团峰会都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

西哥和南非五国共同出席会议,表明八国集团需要中国共同参与和处理国际重大事务。但是, 日本在

2008年主办的洞爷湖八国峰会上,反对八国集团  扩容 !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于法国总统萨科奇

曾提议八国集团应把中印等五国吸收进来的主张, 有的日本学者表示,  萨科奇总统提出的 G13构想

为时尚早!。[ 6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认为,八国集团峰会是  国际政治奥运会 !。  日本作为经济

大国正在迅速衰落,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等  #金砖四国 ∃的崛起 !。[ 7]对于日本来说,随着中印的迅速崛

起,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加之  争常 !的失败,使日本十分看重在八国集团中的  亚

洲唯一代表 !的地位和影响力, 唯恐因中国的加入被边缘化,因此反对  扩容论 !的态度十分明确。日

本竭力附和八国集团  峰会成员必须是共同拥有市场经济、民主、人权、价值观的主要国家 !的观点,但

实际上日本更担心若中国加入,那么日本将失去  亚洲唯一峰会成员 !的地位。[ 8]也使日本预感到  这

将是对奉行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日本外交的一次重大考验 !。[ 9]可见, 日本不仅持反对中国加入八国

集团的观点,也表明日本对华政策仍然保留  价值观外交 !的理念。

再次,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中日两国的环保理念缺乏战略共识。日本在未注重落实 %京都

议定书 &关于 2008年至 2012年期间 6%的减排规定, 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减反增至 8. 1%的情况下,

不是将重点放在从根本上加强本国的减排力度上, 而是伙同欧盟极力呼吁将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纳入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温室气体减排框架之中,敦促中印等国采取  有意义的缓解行动 !,完全无视中

国自 1990年以来碳排放量只占世界 9. 2%的事实,刻意利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限制中国未来的发展空

间,甚至以此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在日本朝野普遍  欢迎日中发展友好关系 !的情况下, 日本国内一些人只看到两国的利益

冲突, 而无视中日两国合作共赢的成果及前景。包括日本执政党内仍然存在着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

误读, 不能正确处理两国  战略互惠!关系,常常急功近利,忽视彼此  共同战略利益!,表现出有损中日

关系的言行。对此,自民党元老伊吹文明无不忧虑地说,  如果两国不能携手合作, 那恐怕将对世界和

人类造成消极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落实和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绝非坦途。

随着中日两国  战略性互惠关系 !的确立, 通过战略对话寻求  共同战略利益 !初见成效。关于  战

略性!一词, 日本原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认为, 它涵盖一个  具有综合性 !、 从大局出发的!、 具有长期

性!的意义。  不要把像今天这样具有广泛合作领域的两国关系看作是政治、防务、贸易、投资或环境 ∋

能源问题来单项分别考虑,而应该将其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性地考虑。再有, 我们不要只顾眼前

所发生的事情,要从大局出发、从战略角度来处理日中两国关系!。(

2008年 5月 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的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

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未来确定了发展方向。该联合声明第一条确认:  双方一致认为,中日

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的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

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可以说,随着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

∀36∀

( 引自日本国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3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上题为%二十一世纪的

东亚与日中关系 ∀ ∀ ∀ 从对立敌对走向对话∋共存∋ 合作 &的发言稿。



����������������������������  $""

中$ 日& 双& 边( 互( 动* 的* 战, 略, 性. 思. 考

益扩大,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将会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协调,进一步体现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

本精神和内涵。

二、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动因及取向

冷战后以来,日本对华战略体现为:第一, 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目的之一是借重美国的力

量来增强与中国对话的讨价还价能力;第二,日本谋求对华直接施加影响; 第三, 日本从均势论的观点

出发, 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10 ]进入 21世纪以来,日本既

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 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 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

对日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具有  不确定性 !。日本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 导致日本对华政策

保持两手准备。

尤其是 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调整已经表现在双边与多边关系之中。首先,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

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 积极寻求掌握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导权,与中

国在经济领域抢夺制高点, 掌握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另一方面, 日本力图通过  扩大的东亚一体

化 !,引导共同体政治进程,借助与日本的所谓  同质性 !国家来抗衡中国。日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

 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合作的基础, 试图以  价值观 !、 制度 !等政治  构件 !, 与中国争夺东

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本这样的战

略意图表明,日本对华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思维。其次,通过日美同盟遏

制中国。2005年 2月的  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 ( 2+ 2会议 ) !后发表共同声明, 确定了 12项关于亚太

地区的战略目标,首次将所谓  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 !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大有

插手台海事务的意图。

2009年 5月 1日召开的  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 ( 2+ 2会议 ) !会议上, 进一步强调  针对经济和军

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双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 #国际利益相关者 ∃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

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 !。日美以强化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11 ]这不仅无助于维护持久

稳定的中日关系,也对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及区域合作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以上战略意图表明,日本

对华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思维。

可以说,日本国家利益的确立和追求,决定其对华政策的摇摆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本的决

策者对华政策理念仍然具有或然性: 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

主导权。这就导致日本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 显示出对华政策的两手准备。

其一,在安倍当政期间,对内修改 %教育基本法 &,加速修宪步伐,谋求早日突破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禁区。在外交上采取的  价值观外交 !,表现出安倍政权外交理念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使其在对华

政策方面的成效大打折扣,给中日关系带来不和谐音。安倍对华  两面下注 !的战略意图, 不仅无助于

改善中日关系,势必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会产生消极和负面影响。特别是, 日

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强调发展中日  友好 !关系, 只是获得利益的手段而已。这已经明确表达了日本对

华战略调整的核心内涵和本质。

其二,基于小泉当政期间亚洲外交失败的教训, 为了改变小泉日中关系的  经热政冷!局面, 安倍

内阁积极倡导构筑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 !。这样的对华战略理念, 在福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得到进

一步实施和完善。福田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 要继续推动日中战略对话与合作, 巩固和加深日中  战略

互惠关系!。并回避安倍内阁时期提出的  价值观外交 !、 自由与繁荣之弧 !等被视为  围堵中国!的

外交理念,与中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的  第四个政治文件 !, 维护和

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为发展日中  战略互惠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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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  第四个政治文件!形成前夕, 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增强, 日本国内研究国际

政治和日中关系的一些专家就未来的日中关系发表了%日本对华综合战略&建议书。该书由 PHP综合

研究所的  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研究会!撰写。该研究会预测 2020年前后的中国发展前景称, 中国最

可能成为一个  不成熟的大国!, 即虽然有着  众多国内矛盾和社会问题,但仍然保持经济增长,走上成

为世界政治及经济大国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研究会提出了 16项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举行日美中

三国首脑会议并使之成为惯例;提高日本的对外信息传播能力;积极推行重视质量的留学生政策;积极

促进有助于日中双向理解的近代史研究; 积极吸引中国资本和游客等等。该研究所还定期举行相关报

告会。研究会成员之一的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分析指出,  自 1990年代至 21世纪, 日中关系的战略结

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使得历史认识问题政治化,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意识。

但是, 现实生活中两国相互依存程度加深, 在此基础上双方踏出了迈向 '战略互惠 '关系的一步 !。他还

强调, 中日两国关系在应对民族主义情绪时还非常脆弱,指出牢固的双边关系并不能仅仅建立在对双

方均有利的  互惠 !认识之上,还必须依靠包括社会和文化层面在内的相互了解,  对日中两国而言,后

者还相当脆弱。特别是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方面, 基本结构几乎没有变化 !。[ 12 ]他呼吁加强中日两国

 基于战略性利益的互惠关系!。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 明确表示:  中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 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 !。这样的表述说明日本的决策

者已经认识到:对华  两面下注 !的战略意图, 不仅无助于改善中日关系, 还势必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及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消极和负面影响。

日本的战略天平已经从  中国威胁论!倾向于  战略互惠论 !。  战略互惠论 !是  中国机遇论!的

进一步发展,意思是指中日应超越双边、着眼长远的合作与互惠。这体现了日本决策者理性务实的一

面,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与双边合作的深化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

系的联合声明&中,日方确认: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

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 日方对此表示

支持!。[ 13]

日本民主党新政权的自主外交政策及特点是: 加强发展与中韩等亚洲的关系, 注重  日美同盟 !与

 亚洲外交!的平衡关系,以  外交三原则 !回归的  外压力!,实现  日美同盟关系 !的对等化。日本的

目的不是在重视亚洲与日美同盟两者中的选择,而是力求在两者的平衡中掌握东亚共同体的话语权和

主导权。

因此,民主党上台,中日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日本民主党长期以来与中国保持交往; 在自民党时

期,中日关系已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民主党将继续为中日关系充实内容;在中日关系几个重大原则问题

上,民主党立场比较明确; 从大战略格局上看, 日本战后第一次处于不受任何大国牵制而可以自主发展

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机遇期;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但是民主党

上台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的矛盾问题会迎刃而解, 例如中日民间感情, 涉藏、涉台、涉疆等问题, 还有中

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与资源纠葛等。日本新政权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坚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连续性上,民主党新政权表示将继续坚持中日两国既定的  第四

个政治文件 !,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且在双边场合确认了日中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强调进

一步加强两国合作的必要性。民主党对于中日两国此前确立和推进的战略互惠关系表示:日本政府愿

与中国政府一道,继续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谋求充实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14]并认为,承认相互

差异并相互尊重的  友爱!精神与 1972年 %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也是一致的。日中两国在所有领域

推进合作时,应表现出承认相互差异和相互尊重的姿态。只有这样才能将日中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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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上,民主党新政权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姿态。一是明确表示执政后不会

参拜靖国神社,并将落实民主党提出的新建不带宗教性质的国立追悼设施的主张, 对新建国立追悼设

施持积极立场。这将减少中日两国在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的摩擦。二是鸠山首相在纽约首次

与胡锦涛会谈中表示,日本新政府将基本沿袭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道歉的  村山谈话 !, 但是强

调  能够超越双方立场差异的外交、能够认同相互差异的关系是#友爱 ∃ !的观点, 表明日本对于历史等

问题的理解始终保留自我的认识。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曾提议日中韩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表明日本新

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新思路。

第三,关于构建东亚共同体与发展对华关系的理念。民主党表示要与中国等亚洲各国建立信赖关

系,致力于构建东亚共同体。并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高调宣扬东亚共同体构想, 强调东盟和日中韩三

国的核心作用。鸠山前首相在北京第二届中日韩首脑会议等场合对此构想加以确认,显示出比以往自

民党联合政权更强的政策力度。当然, 鸠山也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  亚太共同体 !也在考虑范围内。

民主党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与日美同盟相并重的立场, 是鸠山内阁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 其目的是

希望通过与中韩的合作关系提升日美的对等关系, 并通过同盟内部整合,抗衡日益崛起的中国, 保持日

本在亚洲的影响力。

第四,在台湾问题上, 民主党在%政策公约 &中主张  推进与台湾基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仍顽

固坚持基于  在 2005年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的被作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的

台湾问题!的立场。并进一步表示,  民主党在不支持台独的同时坚决反对中国对台湾付诸武力。在

以 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为前提下,将开展预防性工作作为缓和两岸局势的手段, 并将其归为最重要课

题之一 !。[ 15]这也就是说,民主党与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对台政策并无实质差异。鉴于  台独!分子访

日、民主党部分亲台议员的现实存在,  台湾问题!或将可能成为有损中日关系的政治诱因。

第五,民主党 %政策公约&明确表示  日中两国间存在着食品安全、人权、环境、能源、军事透明度及

东海油田开发等悬而未决的问题!。[ 15]首先,关于涉藏、涉疆方面, 尽管鸠山内阁成员未与窜访日本的

达赖喇嘛和  世维会!主席热比娅会面,但日后民主党内仍有人可能以  自由、人权、民主 !的借口,在涉

藏、涉疆等问题上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其次,在对华环境外交方面,日本民主党在 %政策公约&中提

出了要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和二氧化碳减排方面掌握主导权。并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针对性目

标,企望开展环境外交攻势,占领全球环境问题上的道义制高点。鸠山前首相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了  鸠山倡议 !, 提出  力争到 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年削减

25% !的中期目标。他强调,为了  确保实效性!,新的全球气候变暖对策的国际框架需要包括新兴市

场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参与,并将敦促中美及印度参加。这样既能够就  减排问题 !向中国施压,又可

以达到日本环保经济赢利的目的。再次, 涉及东海和钓鱼岛等问题, 民主党联合政权完全继承和延续

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强硬政策。另外,在所谓中国军费透明度问题上, 日本借奥巴马总统提出消除核

武的全球呼吁频频对华施压。

近年来,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 GDP)赶超

日本, 成为  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的国际舆论下,中日战略对话与战略分歧同在, 日本对华关系存在

着一定变数。鉴于日本民主党主张中日既定的、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战略互惠关系将继续发展的

态度, 两国通过战略对话, 处理分歧, 建立政治互信,将成为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

迄今为止,执政的民主党对华外交在态度上比自民党更为明确。日本政权更迭后的对华政策有所

调整, 尽管表明日本仍继续发展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但是,执政的民主党关于建立所谓  与中国等亚

洲各国建立信赖关系 !的态度尚需观察。日本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外交政策缺乏战略性。

一方面,民主党未能实现执政之初的外交战略目标,在对美国  对等化外交 !受挫后, 随即放弃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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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外交 !,忽视东亚共同体建设,调整亚洲外交重点,采取亲韩疏华的策略,凸显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短视

及非战略性。另一方面,未能把环境、气候、能源等全球性民生问题作为其参与或主导国际事务作为切

入点, 表现出缺乏把握战略制高点、引领全球性议题的外交能力。未来 10年, 日本决策者对华政策理

念仍然具有或然性: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这将导

致日本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显示出对华政策时有反复的可能。

三、中国对日政策调整的战略考量

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贯彻和平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因而一

直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战略目标。从中国对日战略调整来看,处理好中日睦

邻关系有益于我国  国内发展!, 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反之,则不利于中国  和平发展战略 !的

落实。因此,在中日双边互动定向和评价基础上,坚持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坚持  和平发展战略 !,

积极调控双边政策互动,使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向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中日两国潜在战略冲突的存在, 凸显彼此增信释疑的重要性。在 2008年中日  第四个政治文件!

形成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行的第四次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关于日本的未来走向,

当问及  有人担心 21世纪日本会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也有人认为日本会继续走和平主义道路。你

的看法如何? !有 35. 0%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会继续走和平主义道路,有 25. 0%的人选择了  走军国主

义道路 !。另外有 34. 8%和 5. 2%的人分别选择了  不清楚、不回答!和  其他!。从选择  不清楚、不回

答 !的比率之高来看, 还有很多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未来走向  说不准,拿不稳 !,持观望态度。[ 16] ( 21)
但

是,选择未来日本  会继续走和平主义道路 !的比例略高于选择  走军国主义道路 !的,说明很多国民对

于日本未来走向仍有疑虑。可见,从双方大局出发, 逐步消除误解, 共创友好互信、合作双赢的和谐氛

围,推动中日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关键要严格遵守 %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

日联合宣言 &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也就是说, 中日两国

在不同历史时期签署的  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和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 充分表明中方发展中日关系的全新理念,明

确表示:  日本在战后 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

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 努力增加共识。中方表示

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 17]尤其是,

 我们对战后日本走和平道路及其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进行积极评价就符合日本的

国家利益,也体现了战略互惠关系!。[ 16] ( 32 )

中国的  和平发展 !战略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这两个方面是

既有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从对日战略来看, 处理好在中日睦邻关系有益于中国  国内发展 !, 有利于

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反之,则不利于中国  和平发展战略!的落实。近年来,日本国家对外战略明确

表现为:企图通过修改  和平宪法!加快  普通国家化!进程, 不断强化日美同盟, 扩大海外派兵, 营造

 价值观联盟 !,频繁与邻国制造能源、领土及主权权利上的纠纷和摩擦, 并波及和影响未来东北亚乃

至亚太的政治及安全环境。与日本相反, 中国的  和谐世界 !理念,抛弃了历史上大国武力崛起的旧道

路,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也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创新。

中国外交将新安全观付诸实践, 积极构建周边区域安全合作制度框架,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亚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般来讲,在双边战略互动过程中,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可能引起另一国

的  敏感性!反应,同时,双方长期形成的  矛盾 !和  误解 !,只能在双边良性互动过程中得以化解。因

此,在中日双边互动定向和评价基础上,坚持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坚持  和平发展战略!, 积极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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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战略性互动,使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向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中日  战略互惠 !共识成为构筑新世纪中日关系的新起点。日方也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

 威胁!而是  机遇 !,强调构筑日中  互惠!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共识是中日相互

依存的必然,中日双边战略互动将不断强化两国相互依存的深度。然而, 在小泉执政时期, 日本在历

史、领土及东海海洋权益等  敏感性 !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严重违背了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承诺和规

范,导致中日关系的  政冷经热 !,使两国政治关系降至冰点,无法  顺应!区域一体化的国际趋势。所

以,在中日双边互动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日方进行角色的  换位思考 !, 从他国的角度来解释本国的

战略意向,并以此为根据来指导本国的言行。应该积极强调中日相互依存的  互补性 !和两国合作的

 互惠性 !,进一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  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化解日本关于  中国威胁论 !的消极影

响。通过中日双边战略互动,推动日本调整和修正对华战略, 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中日双方视

两国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就必须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正确处理好历史、台湾、领土

及东海问题,通过战略对话,平等协商,处理分歧;继续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民间友

好往来,共同开拓中日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时代。

目前,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已进入新的战略共识形成时期。这样的说法是基于中

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确定和发展。2008年 5月 7日, 胡锦涛主席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的 %中

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提出,  双方一致认为, 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之一。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

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既然它是双边签署的协议,那么首先它是一种在彼此  利益交叉点 !上的共识;

而且, 在声明中将其提到了一定  战略 !高度,正是如此,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  战略共识 !。需要明

确的是,当前只能说这种共识处在  形成!期。之所以说处在  共识 !形成的阶段, 在于两国之间仍需增

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加强互利合作。  我们对日本未来的走向还不能准确

地把握,但我们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战略利益的互惠与互动, 引导日本向着有利于中日两国以及亚洲

各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 18 ]

总之,  战略互惠关系 !是中国  和平发展战略!与日本国际战略之间的  利益交叉点 !,是中日  求

同存异 !的结果, 是中国  和谐世界!理念的表现形式,是中日双方  共同利益 !的具体体现。

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态势

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表明:  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

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

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 !。[ 19]中日  战略互惠 !共识成为构筑未来中日关系的新起点。从 2006年

与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行的两次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比较显示,关于中日关系的

发展前景,在  你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持何看法!的答案当中,持  乐观 !态度的被调查者占总数的 9. 4%,

增加 2. 8个百分点;  比较乐观 !者为 40. 3% ( 2006年调查此选项为  谨慎乐观 !, 2008年为  比较乐

观 ! ),降低了 6. 6个百分点;  保持现状 !者为 28. 6% ,增加了 11. 8个百分点;  比较悲观 !和  悲观 !者

分别降低了 7. 1个和 2. 8个百分点;  不清楚、不回答 !增加 1. 8个百分点。虽然  比较乐观 !的比率比

上次调查有所下降,但从  乐观!、 保持现状!的上升幅度和  比较悲观!和  悲观!的下降幅度看,中国

民众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总体上是乐观的。[ 16]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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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略互

惠关系共识是中日相互依存的必然, 中日双边的战略性互动, 将是未来中日两国不断强化战略互惠关

系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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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方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  威胁!而是  机遇 !,突出强调构筑日中  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日方看待未来中日关系大有重视  互惠 !、轻视  战略性 !的倾向。这样不利于  构筑基于共

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因为互惠意味着以怨报怨、投桃报李,其道德地位是模糊的。它有可能导

致带来相互伤害的冲突, 其政治价值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处于特定互惠情境的双方以有害行动为起

点,如果双方一直保持这样的战略, 则合作永远不能达成 !。  即使存在共享利益, 关于对等的判断不

受扭曲,互惠战略也会导入死胡同!。[ 20]尤其是, 中日双边的  战略性!互动, 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影响,

更受两国历史、文化、思想、社会制度、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两国双边互动可能出现

合作、竞争、冲突、顺应等形式。其中,合作是为达到  互惠 !的共同目的, 彼此相互协调、配合的最佳战

略互动方式。随着中日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强化, 实现  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是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想模式。但仅有理想的目标是不够的,为了避免过去中日关系的  政冷经热 !,

还需要有完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信念与行为配合。[ 21]所以, 在未来中日双边战略互动过程中,中国

将突出强调中日相互依存的  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  战略性!,进一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  和平与发

展 !的战略思想, 推动日本从战略高度理解中日的  互惠性!, 通过中日双边战略性互动, 促进日本调整

和修正对华战略误读,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良性发展。

不可否认,中日战略共识与战略分歧同在,未来中日关系走向具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是保持上升

态势。将遵循%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共识,相互支持、推动两国的和

平发展事业,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二是中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中日两

国在某些治理全球性问题方面逐步达成战略共识。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认同关于按国家

分别制定温室气体削减目标。中国对日本提出的  按行业设定减排目标机制 !表示理解, 乐见日本未

来继续发挥国际环保积极作用。三是中日关系出现反复与回潮。展望未来,可能会因中日关系的结构

性矛盾恶化两国关系,并对于亚太地区、国际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 总体上来讲, 中

日依然表明将坚持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 从目前局面看,中日双边互动已进入  战略互惠 !时期,

要以此不断深化在国际、地区和双边等各领域的对话、合作。

图 2008年与 2006年中国民众认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调查结果比较

在 2006~ 2008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形成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2006~ 2008年的两

次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 2008年度调查中, 关于发展中日关系需要重视的问题,在问及  为使

中日关系在 21世纪健康稳定发展,你认为以下哪些方面最重要? !,有 55. 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  经济

贸易!, 比 2006年调查增加 13. 8个百分点;认为  文化交流 !重要者为 38. 8%,增加了 10. 1个百分点;

选择  青少年交流 !者为 23. 8% ,增加了 10. 2个百分点;  科技合作 !、 国际事务合作 !的比率也都分

别增加近 10个百分点,其他答案的比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42∀



����������������������������  $""

中$ 日& 双& 边( 互( 动* 的* 战, 略, 性. 思. 考

2006年被调查者对于发展中日关系需要重视的问题依次为:  历史问题 !、 经济贸易 !、 首脑外

交 !、 文化交流!、 科技合作 !; 2008年被调查者关注的前五位顺序为:  经济贸易 !、 文化交流 !、 首

脑外交 !、 科技合作!、 青少年交流!。两次舆论调查结果的位次比较, 除了引起中日两国高度重视的

 历史问题!和  青少年交流 !之外,其他四项都在前五位之内,这说明, 中国民众眼里发展中日关系需

要重视的问题这两年没有变化。
[ 16 ] ( 17)

同时, 台湾、领土及东海问题也被民众纳入关注重点。这也表

明了中国民众对于未来发展中日关系具体内涵的充分把握, 其基本上与中日  第四个政治文件!有关

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内容相吻合。

首先,积极推动实现  低碳社会!的目标, 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性合作,顺应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趋

势的战略意向,也成为进一步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  利益共同点!。中国主张要与世界各国在  环

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积极倡导日本等发达国家要从技术合

作与转让、援助和投资等方面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促使发达国家认识到,运用本国的环保先

进技术,在促进世界各国环境技术合作,解决相关的环保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问题上,帮助发展中国家

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是其今后环境外交的最佳选择。中国可以借助日本主办的  亚太环境会议!

的对话平台,加强与日本的环保战略对话,积极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不断深化。通过中日两国环

境保护合作的拓展,  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 !。可以说,中日经贸关系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今后还应在金融和高新技术领域开展合作,使经济合

作向质的方向转变、发展。

其次,中日两国需要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协作。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和对

峙的烈度有所缓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而且,各国在对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态度上由开始的相互指

责走向合作。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里, 合作逐渐取代竞争和对抗, 成为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新动向。近

年来,中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无疑给东亚的地区性制度建设和地区认同的加强注入了新的活

力。中日及东亚地区有关国家尽管在传统安全领域存在难以一时走出的  安全困境!, 但加强在经济、

金融、缉毒、反恐、反跨国犯罪、抗击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合作却成为大多数国家间的共识。

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日方派出了救援队和医疗队,引起了中方积极反响。有鉴于 2008年中国四

川发生大地震以及缅甸遭遇强热带风暴, 福田倡导构建  亚洲防灾防疫网!等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旨

在将亚洲各国紧急救援组织连为一体,共同应对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和禽流感等突发事件。这一

战略理念符合目前东亚地区性非传统安全问题频繁发生的现实。近年来,中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协

作,无疑给东亚的地区性应急机制建设和地区认同的加强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全球化时代, 非传统安

全具有跨国性和传播性,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通常不是别国造成的,更多来自非国家行为体或

大自然。同样,中日两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只有通过合作,才有可能减轻或消除威胁, 取得  共赢 !、 互

惠 !的结果。

第三,构建东亚地区磋商和合作机制,应该是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应有之义。构建和谐世界,

建设和谐周边是至关重要的。否则, 就可能有损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甚至危及其国家利益。比如,

小泉执政时期的日本对外政策,一味强化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理念, 处处  与邻为壑 !,与周边国

家严重  失和 !,导致日本的  争常!失利。这样的教训是深刻的, 因而, 争取建立睦邻的磋商与合作机

制应该是中日两国建设和谐周边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年来,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中日两国积

极参与 APEC、中日韩 +东盟、东亚峰会等磋商和合作机制的构建, 正在逐步化解东亚区域内长期以来

中日两国的一些猜疑和误解。但构建东亚地区磋商和合作机制尚需  磨合 !。中日及东亚各国的经济

制度、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不相同。这种多元并存的客观存在, 要求东亚各国

在多边交往中学会协商对活、彼此尊重的同时,确立新的地缘认知理念,形成以非对抗方式处理彼此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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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良性政策互动。另外,尽管中日及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但大多以东方文化、传统历史等

为根本的共同点,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诸多的  和谐!因素。因而,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中

日两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理念, 本着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循序渐进、由易到难; 开放包容、面向世

界 !的原则, 积极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积极进行战略对话, 增进相互信任, 加强协调与合作, 遵守相

关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共同努力推进东亚合作机制的新进展。

第四,中日怎样解决两国  战略互惠!关系的战略定位, 如何从战略高度化解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一

些  难点 !问题,对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正如胡锦涛主席 2008年 5月访日时强调的

那样, 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双方应共同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

关系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因此,在中日双边互动定向和评价基础上, 坚持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坚持

 和平发展战略!,积极调控双边互动, 使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向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目前,

中日双方也一致认为,发展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亚洲和

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是时代赋予两国的历史使命。在国际体系范

畴中,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两国都对亚洲及世界繁荣负有责任,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

程中扩大双方共同利益是战略互惠的核心。为了强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前任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曾

强调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双方应对彼此的发展道路、战

略意图、外交及国防政策持有正确认识。具体而言, 是否所有的日本人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 开发

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何在? 中方对此持有疑虑,希望通过交流与对话解决。二是战略互惠的重点是相

互尊重彼此的重大关切。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就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东海油气田问题

对双方都是敏感问题,希望通过平等协商进行合作以取得双赢的结果。三是战略互惠关系的动力是扩

大共同利益。日本在节能环保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与技术力量,中日两国在这一方面可以开展互惠合

作。在六方会谈和东北亚安全保障问题上,双方也可以通过合作分享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四是战略互

惠需要高效的机制。两国如果能在政府、议会、媒体和国民等方面建立起全面交流的机制,就可支持战

略互惠关系。五是  希望我们两国能够共同努力,充实战略互惠, 增进战略互信, 能够真正成为战略伙

伴 !。[ 22]  共同利益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齐心合力扩大共同利益是发展日中关系的关键之一。

崔天凯前大使还主张要在国际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日中关系。他认为,中日两国的发展引起

了亚洲的变化,而两国亦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两国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人类共同面临

的课题前负有一定责任,  国际社会对我们抱有期望!。他强调看清大局、不被具体的困难或问题挡住

视线是两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两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责任。[ 23]这样的观点充分突出了中日战略互惠

关系的  战略性!,指明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方向。

当然,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互动并非完全是良性的。在日本一些保守势力只看到两国的利益冲

突,包括日本执政党内仍然存在着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误读。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民主党部分政要

开始发难中国,凸显钓鱼岛领土主权与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依然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症结。尽

管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经济合作等话题开展的政府间务实交流日益加速。并起用

经济界重要人士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加强对华经济外交。但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 民主党部

分政要完全继承和延续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强硬政策。并在所谓  中国军费透明度 !及钓鱼岛领土主

权和东海海洋权益问题方面,借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亚太,美韩东北亚军事演习频频对华施压、升级。

2010年 9月 7日上午,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中国钓鱼岛附近海域非法纠缠中国  闽晋渔

5179!号渔船时发生碰撞,随后, 日方巡逻船对中方渔船实施非法拦截,并非法扣留中方渔船及渔民。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 7日夜间决定,以  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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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法 & (逃避登船检查 )为由展开调查。日本政府高官 7日晚间表示,将把

中方船长  带到最近的检察机关或是警察机构,按照日本的程序加以处理!。

针对上述事件,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要求日

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  执法 !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及人员安全的

行为。但是,近来日本部分政要不顾中日关系大局,就  9∋ 7钓鱼岛事件!大做文章, 继续扩大势态,利

用日美同盟关系拉拢美国介入  9∋ 7钓鱼岛事件 !, 竭力扩大日美安保机制的适用范围。并以日本国

会预算委员部分议员观看  9∋ 7钓鱼岛事件 !录像, 寻求所谓  执法 !活动的合法性。正如 2010年 11

月 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言,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对中方

渔船进行干扰、驱赶、拦截、围堵和抓扣,本身就是非法的,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中国渔民的正

当权利。[ 24 ]也就是说,日本在  9∋ 7钓鱼岛事件 !中的  非法性 !行为不容置疑! 日本部分政要本末倒

置、混淆国际视听的伎俩只会导致  以邻为壑!的恶果。

日本民主党政府以  9∋ 7钓鱼岛事件!转移冲绳  民怨!的注意力, 制造新的  中国威胁论!强化日

美同盟关系,凸显民主党部分政要的对华政策取向。可以说, 日本与中国、韩国、朝鲜和俄罗斯关系中

的症结并未根除,问题依然存在,矛盾时而彰显。民主党执政之初提出的解决日俄  北方四岛问题 !与

 东亚共同体 !构想前景渺茫。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 其外交政策调整不仅没有缓和原有的矛盾,

反而大有恶化周边关系的趋向。日本部分政要正在借助深化日美同盟之机,通过与邻国不断制造摩擦

的形式,力图摆脱  战后体制!,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  丧失 !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 一步步接近其  普通

国家论 !所诠释的大国化战略目标。鉴于日本民主党主张继续发展中日既定的、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

标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姿态,希望日方及时改弦更张,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总之,中日关系不稳定,东亚不可能稳定, 化解这一挑战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是要实现中日关系的

历史性和解,并形成相互兼容的战略关系的未来。[ 25 ]战略行为主要表现为行为体在行为上和言语上

的互动, [ 26 ]因而需要二者的真正统一。我们相信中日两国有足够的智慧和动力, 促使双边关系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  飞跃!。中日双方均视两国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推进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

系,就是要不断扩大战略共识, 在共同战略利益领域加强合作,增强抵御政治摩擦的能力, 减少互不信

任和战略性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双方只有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才能开拓中日战略互惠的新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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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ontemp lation on Sino- Japan Bilateral Interaction

LV Yao- dong

Abstract: China s' Idea ofH arm on iousW orld and Japan s' foreign stra tegy are interacting, wh ich leads to the

state o f bo th conflict and d ia logue betw een the tw o countries. To put it concrete ly, Ch ina is stick ing by the

road o f peace fu l develop ing; Japan is seek ing to becom e aN orm a lN ation. There fore, building rec iproca l re

lation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is the only strateg ic choice for developing b ilateral re lation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get ben ign interaction betw 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S ino- Japan relations shou ld be strateg ica lly

located w ith in the in ternational coo rd ination system. Ch ina and Japan should break out the lim itation of d ip lo

m at ic re lations in the history and rat iona lly contro l the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 ent o f the strategic reciprocal

re lations after a scrutiny o f the relative factors o f S ino- Japan strateg ic reciprocal re lationsh ip.

KeyW ords: Ch ina; Japan; b ilateral in teract ion; inter- dependence; strateg ic d ialogue; strategic reciprocal

re lationsh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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