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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安全与防务交流：历史、现状与展望》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和讨论了安全与防务交流的理论及其对安全环境及安全政策的影响。
第二部分则尽最大努力对中日安全与防务交流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客观描述。
第三部分则对中日安全与防务交流进行评价及展望。
从第一部分到第三部分，双方专家学者都以同一个题目撰写论文，介绍中日双方在同一个论题上各自
的主张与看法，借此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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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两国现代化进程和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不同，两国两军的国际化程度不同，更是不可避免
地造成了两国防务人员在参与防务交流和安保合作时的个人表现与观念认知的不同。
　　日本已经高度国际化，更确切地说，已经高度地“西方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起步了31年，中国还处于国际化远远没有完成的成长阶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活跃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军事外交，也只不过10年。
传统中国对外军事交往的“第三世界导向”要转变成和日本、美国这样的“西方世界”的主导者进行
交往，无论从人才准备、语言技巧、经验积累，还是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来说，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较
为漫长的磨合与更新的过程。
而日本的防卫官员是美日两国军事力量一体化进程中培养出来的，面对中国军方防务交流人员这样的
“新手”，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在参与中日安保合作项目与防务交流10年内，笔者看到了太多这样的“细节”产生的差异，甚至错觉
。
中日两国的防务交流与安保合作，是两个国家在国际参与程度和军事文化上几乎完全不同的两个防务
部门之间的交流。
对于这样的差异，两国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第四，由于依然还存在的钓鱼岛领土争议、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东海油气田开发、历史问题以
及国民情感等因素，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依然脆弱。
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艇之间的“碰撞事件”引发了两国关系的新动荡。
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冲突，如何防止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等争执海域的主权冲突造成不必要的军事对抗
，中日两国防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任重道远，更是担负着从战略层面稳定中日关系的历史性责任
。
钓鱼岛中国渔船扣押事件显示了中日建立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联系到2010年4月中国舰队通过日本宫古海峡所引起的日本国内的喧哗和不安，两国军队如何建立舰队
使用国际水域时的通报制度，也成为中日增进互信的重要内容。
这些问题事实上都为两国的防务交流指明了新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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