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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全面解析战后日本外交主要政策及特点（包括所谓的&ldquo;日美基轴外
交&rdquo;、&ldquo;联合国中心外交&rdquo;和&ldquo;亚洲一员外交&rdquo;，以及日本对东南亚外交
、对朝鲜半岛外交、对苏俄外交等内容），分析评价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不同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领土与能源争端问题等），比
较分析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民族主义、发展目标与实力、地区认同与地区合作等的异同与冲突，提出
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全书内容丰富、脉络清晰、表述流畅、分析深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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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云祥，1956年4月8日生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
主要学术专长：中日关系、日本政治外交、东北亚国际关系、国际法、国际政治理论等。
主要学术成果：著有《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对冲基金的神话及其破灭》：主编
《全球化与中国、日本》、《文明视角下的中日关系》、《青年学者日本研究论集》；译著有《21世
纪亚洲的选泽》、《全球社会和平学》、《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简明日本外交史》、《国际
关系论》；发表沦文《试析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机构与程序》、《中日亚洲安全战略与中日关系》、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及中国的立场》、《冷战后亚太安全结构的现状与设想》、《中日关系的未来
选择》、《中国对日政策中的台湾问题》、《中日民族主义的比较与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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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与此同时，在冷战以后国际社会普遍注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世界经济区域化
和集团化的趋势，这既是世界经济规模扩大、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
经济发展中相互竞争进一步加剧的结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在强化或建立区域性经济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
响最大的当然是欧洲联盟的进一步扩大及其向着政治与货币联盟的迈进，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
由贸易区的启动及其扩展。
这些区域性集团的形成与进一步扩大，也增加了地区之间的相互竞争，进一步促成了亚洲国家之间走
向合作。
 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以及欧洲和北美两大经济集团的形成，
迫使日本必须真正以亚洲一员的身份来对待亚洲，使自己完全融入亚洲国家之中，只有如此日本经济
才能够得以继续发展。
首先，东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巨大市场。
日本已不可能单纯将亚洲视为自己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市场而单方获利，只有与亚洲国家一道建立一种
合理有效、平等互利的经济结构，日本经济才可能同亚洲经济共同持续发展。
特别是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与扩大，使日本成为西方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经济集团作为依托
的经济大国，因此日本只有与亚洲国家共同加强区域合作，才有可能提高与欧美两大经济集团的竞争
力，继续保持自己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更趋密切，因为日
本与这一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属于同一发展模式，遇到了同样的挑战。
因此，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即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
展既有赖于整个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对东亚经济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大趋势下，二者已经连成一体，命运更加接近，相互之间
也更加需要。
 其次，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已经进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甚至在很多经济指标上已经超过了大部分
欧美发达国家，但是在政治上却仍然背负着战败国的名声，并没有得到其相应的地位。
冷战后的日本已经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作为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去依靠欧美国家的支持以外，很大程度上更需要亚洲国家的承认与支持，
而恰恰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要得到亚洲国家的承认与支持，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行。
因此，日本需要先在亚洲地区作为亚洲一员来参与亚洲政治事务的管理，提高自己在亚洲的政治地位
，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然后才有可能以亚洲为依托，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成为一个
世界性的政治大国。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国家在其本身所处的地区没有政治地位却反而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巨大政治作用
。
因此，日本为了显示自己作为亚洲一员的地位，不但密切和亚洲国家的各种关系，甚至还多次提出了
建立“东亚共同体”或“亚洲共同体”的设想，尤其2009年上台的民主党鸠山新政府就提出了一个试
图疏远同美国关系而拉近同亚洲国家关系的“东亚共同体”，虽然由于其太过理想化而并未能付诸实
施，但至少反映了日本重视亚洲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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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全面解析战后日本外交主要政策及特点（包括所谓的“日美基轴外交”、“
联合国中心外交”和“亚洲一员外交”，以及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对朝鲜半岛外交、对苏俄外交等内
容），分析评价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
、不同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领土与能源争端问题等），比较分析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民族主义
、发展目标与实力、地区认同与地区合作等的异同与冲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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