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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义”时代的中日关系 

李 晓 

    进入199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引发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日

两国在该地区经济地位的反向变化——在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并陷于不振的同时，中国经济却突飞猛进，日益成为拉动东亚

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相应地，中日两国国民的心态也在发生着显著变化。中国民众爱国主义热情高涨，

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增强，日本国民则正在丧失自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日本实现“明治维新”百年

梦想、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来所形成的骄傲心态，尤其是面对身旁曾在近一百多年来被其欺侮、侵略过的庞

然大物——中国的崛起，日本国民的心态更加复杂、敏感，社会思潮右翼化的情况有所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

日之间的各种摩擦，不论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还是经济、贸易问题，在两国社会舆论中均被笼罩上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色

彩：中国民众要求讨回历史正义、公道的意愿不断升温，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及不服输的心理也与日俱增，彼

此间的对立情绪日益扩张和蔓延。 

    自今年初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围绕中国在东海开发建设“春晓”油气田的对立情绪明显增强。9 月中旬“春

晓”油气田投产前后，中国海军向该海域派遣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消息出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使得国

内一部分民众主张向日本开战、以武力解决中日领土争端并借机向日本复仇的情绪陡然高涨。令人关注的是，在此过程

中，一些学术界人士也积极参与进来，认定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再次扩张崛起”，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冲突”必须要

用战争方式（实际上是指“中国战胜日本”的方式）来解决，并呼吁“战争胜负将决定历史进程！而我们目前所做的一

切，都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不是导致胜利的准备，就是导致失败的准备。”一句话，就是主张中国应当以武力解决

当今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扩军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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