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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0年前的1978年，中日两国通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
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这一条约与中日复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一道，成为奠定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因而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
自从2006年10月，经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破冰”、“融冰”、“ 迎春”之旅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2008年5月6～10日又成功地对日本进行了“暖春之旅”，并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签署了《全面
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份被称为中日之间的第四份重要政治文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必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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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全面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上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不仅继承了中日之间已经存在的三个政治文件，即复交时
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并且根据中日关系的新发
展，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而且也可以说是30年前缔结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下的继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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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0年前的1978年，中日两国通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
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30年以来，尽管世界形势和中日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和平友好条约本身不仅没有过时，相
反地对当前和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条约的核心之一就是和平、友好，在21世纪的今天，中日两国应从大局出发，继续坚持和平、友好的
大方向，这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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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陈浩　王新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
合声明》，共同构成了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两国发展关系时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该条约的签订不仅是当时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而且标志着两国的友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实
现了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心愿，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酝酿最早正式提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是周恩来总理。
1971年6月28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公明党最近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发表了很
好的意见”，“如果照公明党主张的五点，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
以结束，中日友好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可
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表达了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的意愿。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有关缔约问题进入了两国政府的会谈之中。
1972年7月25日，即田中角荣就任首相仅18天，便派出了他的挚友、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访华，与中
国政府商谈田中访华和中日两国恢复邦交问题。
周恩来总理热情接待了竹人，并于7月27—29日亲自同他进行了三次会谈，就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原
则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正是在7月27日同竹人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提出：“田中首相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想建立邦
交，我完全赞成，缔结和平条约也是可能的，但我希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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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30年前的1978年，中日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将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以法律
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刀恰在1978年，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与命运的改革开放政策确立，此后的30年书写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
页。
中日两国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过了不平凡的30年。
30年间，中日两国间的往来与交流，在质与量上均有了飞跃的发展。
据报道，目前中国已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及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2007年两国人员往来更是突破了500万人次。
可以说，目前中日两国往来与交流所涉及领域之宽，人员之多，对双方影响之大，是近代以来中日交
流史上所没有过的。
当然，毋须讳言，这30年间中日两国关系也多有起伏，两国在历史认识、钓鱼岛、靖国神社等一系列
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本书的目的就是力争比较全面、准确地勾勒出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及民间往来与交流的基本情况，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了解30年间
中日两国往来与交流实际情况的普及读本，从而为人们了解、把握30年来中日关系的实际状况提供一
点帮助。
根据这样的定位，我们基本上以叙述为主，即客观描述30年来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往来交流的具体情
况，只做简单、少量的分析，希望尽量由读者自己根据所看到的内容去进行分析、判断。
参加本书编撰的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历史系、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日本笹川和平财团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他们为本书的前期
写作及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
本书的出版让我们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点忐忑不安。
毕竟30年中日之间往来与交流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难免挂一漏万，加之我们才疏学浅，疏漏之处更
是难免。
在此，祈请广大读者谅解与批评指正。
编者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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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共3卷)》缔结30年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值得总结，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三卷本中日交流30年的专集正是出此目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该专集作为面向民众的非纯粹学术性著作，也是出于为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而奠
定国民感情基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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