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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一书是一部颇具新意的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专著。
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当代日本外交脉搏的跳动。
纵览战后日本外交史，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务是重返国际社会；20世纪70年代
到s0年代，日本经历了石油危机冲击后开始高度重视能源外交与经济外交；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
随日本经济力量的上升，日本曾经喊出。
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等外交口号；进入21世纪，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国
际形象和对外关系，日本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又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的作用，努力重塑日本的国际形象
。
其实何止是日本。
当一个国家谋求发展壮大时，经济外交往往是国内需求的必然选择；而当一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其他国
家脱颖而出后，为减少国际社会对本国的负面评价，改善本国的国际形象，以利本国进一步发展，就
尤其需要加强公共外交。
关于这一点。
中国也不例外。
本书有别于同类其他专著的特点有四：其一，本书以21世纪初日本的对外关系和日本外交为主要研究
对象，而作者的观点和视角则是多元化、国际化的。
本书的作者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国的学子。
其中既有学者、外交官。
也有在清华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生与硕士生。
对不同作者的看法和主张，本书采取包容和尊重的态度。
正因如此，本书也许可以使读者了解不同的观点，认识问题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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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日本对外关系》是一部颇具新意的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专著，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当代日本对外
关系的诸多方面。
除了日本同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之外，本书还包括了日本同欧洲、非洲、中亚、印度、蒙
古、越南、伊朗的关系；除了日本对外经贸、政治、安全关系之外，本书还涉及日益受到重视的环境
领域和麻生太郎提出的“动漫外交”等公共外交领域。
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当代日本外交脉搏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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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江永，1953年生，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现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交
学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理事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重点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
专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荣获北京市第十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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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日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理想与现实 刘江永在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最
重要国家。
对日本来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正趋于上升。
2012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当年，正是在中日誓不再战、世代友好的大旗下聚集起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两国民”意。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两国民间友好感情迅速上升。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政府又提出中日关系四项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
稳定”。
从那时起，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友好是互利之根；互利是友好之果；信赖是稳定之基；稳
定是信赖之果。
离开友好而只讲利益或离开利益而空谈友好都难以持久；没有信赖的稳定或没有稳定的信赖也都难以
持续。
从理论上讲，中日政府之间的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但有时实际情况则
未必理想，会出现不同步的矛盾现象。
在信息化社会，伴随互联网的普及，社会的透明度不断增大，民众参与意识不断提高，无形中对相对
封闭的传统外交模式和中日关系产生着新的影响，提出新的挑战。
2008年，中日两国首脑互访出现高潮，达五次之多，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一年内两次访日，创历史最
高纪录。
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访日，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
合声明》，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果从高层互访的角度看，2008年的中日关系也许可以称为“政热”。
2009年，中日两国继续保持高层互访和交往的良好势头。
然而，与之相比，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改善则有较大温差；与中国民众对日感情发生的积极变化相比
，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改善则不明显，甚至还有所倒退。
日本民众对日中关系的看法比较严峻。
据日本总理府2008年10月所做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中“不认为日中关系良好”的人占71.9％，
甚至高于上年同期调查时的68％。
同期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也有所下降。
这说明，中日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
中日关系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以及特有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福田康夫首相辞职后，麻生太郎内阁的支持率也不断下跌。
日本政局进入新的动荡期。
未来日本新领导人的对华态度引人瞩目。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还需中日双方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一、冲破“倒春寒”的“暖春之旅
”2008年5月胡主席访日前，日本国内并不平静。
从年初发生的“毒饺子事件”到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日本舆论在“食品安全”、“涉藏问题”
上对中国的看法十分严峻。
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与评价充斥日本报纸和电视媒体。
日本右翼势力、海外“藏独”势力加紧在东京和奈良等地集结，准备举行示威活动。
中日关系改善势头似乎遇到一股“倒春寒”。
加之福田康夫内阁在日本国内处境困难，民调支持率跌至20％以下，所以在胡主席访日前，日本许多
人都不对这次访问抱有太高期待。
然而，在访问前夕日本主流媒体的态度似乎悄然变得积极起来。
2008年5月4日胡主席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并首次表示：“
即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正值春暖花开之际，可以说是一次暖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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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祝愿中13两国人民的友谊春暖常在。
”包括对华报道消极的日本《产经新闻》在内，日本几乎所有报纸都对此做了比较客观而友善的报道
。
中国政府重开与达赖喇嘛代表对话的灵活姿态，也得到日方的好评。
访问结束后，研究日中关系的日本专家学者普遍反映，“这次超出许多观察家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
”。
这次访问体现了中方对日本的高度重视和日方的精心安排，具有许多个第一次。
它既是21世纪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日，也是中共十七大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
这次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首次由中国国家主席签署，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还是第一
次。
双方还首次把食品和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作为两国合作领域写入新的中
日联合声明。
无论是孙文夫妇曾经居住过的松本楼，还是鉴真和尚安息的唐招提寺，都是第一次迎来中国国家主席
到访，使人们得以重温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亲自展开“乒乓外交”，给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留下美好印象。
这次访日期间，明仁天皇与胡锦涛主席三度亲切交谈，畅谈他1992年应邀访华时的情景，这在过去是
比较罕见的。
胡主席同福田首相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并且亲切会见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界人士和长期
从事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及其后代。
在五天访日行程中，胡主席总共出席了55场活动，中日双方就70个合作项目达成一致。
领导人会谈的成果获得了日本各大媒体的肯定。
胡主席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
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2007年中日两国贸易已经是1978年缔结和平条约时的53倍，中日人员往来是当时中日往来人员次数
的120多倍，今后还会有所增加。
胡主席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再次肯定了日本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的积极作用。
这一讲话通过日本电视台善意的报道，在日本各界产生良好反响。
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胡锦涛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签署并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
关系的联合声明》，这被称之中13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中日之间前三个政治文件是：第一，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13联合声明》。
它是由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签署的，标志着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
。
日本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即把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第二，1978年8月12日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它是当时的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两国签署的，并经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批准
，成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双方确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称霸，反霸权。
第三，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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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中日联合宣言》）。
它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会谈后发表的，但未经两国领导人签署。
日方首次以书面文件形式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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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日本领导人在口头上曾多次对过去的侵略表示“道歉”，但迄今日本政府尚未在任何中日双边
关系文件中写明“道歉”。
这次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涵盖了从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
之旅”到胡主席访日的“暖春之旅”，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主要共识，指明了21世纪中日关系前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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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笔者认为，这项新的联合声明共有六条内容，似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三大支柱”。
一个中心是：中日双方认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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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这一中心的三大支柱是：第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新联合声明的前两条中，中日双方重申，中日两国原有的三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
开创未来的政治基础，两国确认将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
两国领导人签署这一声明，使1998年双方没有签署的《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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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项规定和承诺也得到确认和继承。
第二，增进互信，加强友谊。
新联合声明的第三到第五条表示，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双方首次通过文件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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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方对中国的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机遇予以积极评价；中方对日本战后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
路也给予肯定。
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
日方重申，坚持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第三，深化合作，规划未来。
新联合声明第六条宣布，在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开展合作。
其中包括增进政治安全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加强互利合作、共促亚太发展、应对全球课题等。
双方首次把东海问题、食品和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以及气候变化等
，作为合作领域写入联合声明。
日方认为，这些反映了日本关心的议题。
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认为：“安倍访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日关系，但是从心底相互信赖
的领导人关系，应该说是从胡锦涛主席和福田首相开始的。
”这句话包含着深刻含义。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最初是2006年安倍晋三提出的。
总体上其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强调利益而淡化友好的倾向。
安倍曾表示：“友好就能万事大吉吗？
未必。
外交与各自国家利益相关。
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关系，就是战略互惠关系。
”安倍内阁还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构想，企图建立日、美、澳、印四国联盟
牵制中国。
然而，福田康夫执政期间，在坚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强调，长期和平友好是13中两国的唯
一选择。
这就给中日战略互惠注入了灵魂并得到中方的赞同。
针对所谓“价值观外交”，福田并不认同。
福田从小学过《论语》，认为“不仅是日中，今后世界都要好好学习《论语》。
若孔子的话能成为世界的常识，世界就能和平了”。
福田首相2007年末访问曲阜，也堪称是同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一次求同之旅。
孔子说过：“德不孤，必有邻”；“君子怀德”，“小人怀惠”；“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些话的意思是，有德者不会孤立，必有善邻。
君子心中有德，小人只贪图利，而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必然招来很多怨恨。
那么，何为德呢？
《管子》称：“爱民无私日德。
”笔者认为，中日之间不搞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而保持友好，就堪称是两国之间的大德与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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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谋求战略互惠与合作就能产生政治互信。
针对安倍内阁的“自由繁荣之弧”战略，福田任内也提出了他不同的亚太战略设想。
2008年5月22日福田首相在一篇重要演讲中提出了着眼未来30年日本的亚洲区域合作构想。
其核心思想是，要使亚洲各国以太平洋为“内海”彼此开放、相互合作，包括日本、东盟、韩国、美
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直到中东的广阔地区，形成不断扩大、开放、相互连接的网络
。
日本将作为和平国家履行责任，与各国建立相互信任，共同前进。
福田在战略上不是把中国作为多方牵制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地缘战略环境的合作
伙伴。
这篇演讲被一些媒体称为“新福田主义”。
福田提出日本要积极推进海洋和平开发与利用的海洋立国战略，但不再把日本孤立地视为海洋国家，
强调太平洋不应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应成为共同前进、和平合作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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