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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正文 

  2009年12月14日，由国会对策委员长山冈洋次和国际局局长藤田幸久率领的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团一行9人在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和

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围绕“东北亚合作新时代与中日关系”的主题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与会者聚焦日本对外

政策的调整、中日关系的未来、中美日三角关系、东亚共同体和朝核等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对话与交流。主要

内容如下： 

  一、关于日本对外政策的调整 

  与会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外交在小泉时期有些失衡，对此，虽然自安倍上台以来的几任内阁都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自民党内阁的调整是有局限性的。民主党获得选举胜利以后，实现了政权交替，加之金融

危机以及由于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等因素，为日本外交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了条件。民主党外交政策变化

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自主外交，即同时重视对美政策和亚洲政策，特别强调重视亚洲是巩固日本地缘政治的根基。 

  与会者还认为，观察今后日本外交的变化有两条线：一条是2010年参议院选举，到时日美同盟或发生“脱胎换

骨”的变化；一条是民主党政权与鸠山内阁的区别，认为民主党至少可以连续执政4年，而鸠山内阁则未必可以干满

4年。 

  对于今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日方与会者表示：今后真正的外交并不意味着日本恢复到明治维新时期，推行

所谓“富国强兵”和“脱亚入欧”政策，最后走向侵略的道路。日本2010年将通过预算案，还要编制新的防卫大

纲，新政府将继续坚持日本防卫政策的5个原则：一是专守防卫；二是不做军事大国；三是保持有限的军备；四是坚

持无核三原则；五是坚持文官治理。日本今后还要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增加反恐等内容。 

  二、关于中日关系的未来 

  与会者认为：中国的稳步与发展对日本至关重要，日本应与中国合作，积极为维护中国的稳步发展作贡献。中

国应该在节能环保方面利用日本的技术和资金，双方可以成立一个“中日节能合作基金”。另外，中国在经济政策

上可以吸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日本政治家也应该在实际政治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民主党上台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个历史机遇，民主党应该有使命感，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双方除了

解决双边问题之外，还应该在第三地区合作，如在非洲进行合作。现在中非有合作机制，日非、印非、韩非也有相

应的合作机制，但是中日韩之间却没有，今后至少中日两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还要在中东、中亚建立这样的

合作。 

  现在中日之间还存在分歧，比如，食品安全问题、人权问题、能源、东海油气田等问题妨碍了两国建立互信关

系，特别是日本非常关心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谈判和对话。中日两国是近邻，应该像日本

的“町内会”一样，搞好相邻关系。 

  鉴于两国之间这种互信缺失的现实，与会者认为，应该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并积极推进两国之间的“大交流”活

动。政治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战争是由政治家发动的，不是军人发动的，政治家之间要建立互信；学者之间的

交流和其他层面的民间交流也非常重要，要通过这些交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关系，有了这种互信，两国关系才

能顺利发展；民间交流是两国关系稳固发展的基础。“长城计划”是交流的成功的例子，今后还要推进诸如“富士



山计划”，地方也可以制定诸如“苏州河计划”、“镰仓计划”等交流形式。 

  三、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 

  与会者认为：现在中国的力量正在上升，美国的力量却因金融危机等原因受到挫折，在此背景下，日本正处在

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进行思想转变，寻求新观念，决定今后10年、50年走什么路的问题。 

  战后麦克阿瑟在向日本“植入”民主主义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自从越南战争后，日本人开始觉得美国并不总是

正确的，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日本人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围绕普天间基地问题发生的日美摩擦，反映了

日美关系的“漂流”状况。日美两国之间应该建立新型的对等关系，特别是两国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共同的愿

景，美国今后应该学会与日本协商解决相关问题，继续维持过去那种“美主日从”的冷战型关系是不恰当的。 

  与会者认为，在目前日美关系出现摩擦的背景下，加强中日之间的紧密关系尤为重要，特别是奥巴马上台以后

要建立中美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形式应该适应新的条件进行调整。三国

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双方都认为这种三角关系不仅有利于三国之间的合作朝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

对于世界的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三国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又同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三

国要抓住日本民主党执政的战略机遇，促进三边关系向等边三角过渡。 

  双方认为在等边三角关系中，应该包括加强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对等合作，今后还应该研究三国在安保方面合

作的课题。国内学者认为，三方在安保领域进行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方政治家则表示，这一点将在明年日本防

卫大纲的内容中有所体现。 

  日方还提出：迄今为止，日美关系过于接近，今后两国之间的距离适当拉开一些是合理的。但是，有一点必须

注意，如果日美拉开距离，势必意味着日本必须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对此，日本国内能否达成共识，特别是邻国将

怎样看待日本的这种防卫上的“自立”所带来的结果。比如，如果说“脱美”是中美日三角关系形成的条件，那

么，“脱美”之后，如果日本加强自主防卫，进而加快成为军事大国的速度，各方应怎么看，这将是一个须要严肃

对待的问题。 

  四、关于东亚共同体 

  与会者指出，地区合作要有紧迫性，百年以来，亚洲一直在探讨地区合作问题，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孙中山与

日本的福泽谕吉都探索过亚洲的独立意识；在战后还召开过亚非会议，这是民族独立国家追求合作的先例；20世

纪，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和谐亚洲的理念，这与鸠山提出的友爱外交构成了合作的理念基础。中日双方要从亚洲

现实出发，认真研究亚洲合作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个共同体的话，中日两国在世界上都没有地位、没有立足点，也

都没有“面子”。 

  现在中日双方赞成东亚共同体的学者都在逐渐增加，分歧在于主导权问题和共同体的模式问题。关于主导权问

题，虽然人们不愿意说出来，但是确实存在；关于模式问题，如果是欧盟模式那么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是

不可逾越，如果找到解决的办法，共同体是可以实现的。 

  双方都认为，相关国家应该持灵活、现实、超脱的态度，要考虑中日两国所处的东北亚地区的复杂情况。冷战

时期这里是冷战的前沿，冷战结束以后情况也非常复杂，它不像欧盟那样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那么均等，也不像北

美那样有美国一国独大的强有力推动。东亚是否可以仿照“有志者联盟”，分别以不同领域为基础，建立不同层次

的共同体。比如，以“清迈协议”为基础，先建立金融合作和经济合作；以朝核六方会谈为基础推进安全合作；以

“东盟+3”为载体进行贸易合作。与会者认为，应该把东亚共同体进程分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现在做短期是

可以的。比如，首先建立亚洲共同货币，为此，亚洲应该建立一个中央银行，最终要建立亚洲议会；先加强中日关

系，然后再加强中日韩关系，以此为基础，最后逐步实现东亚共同体。 

  另外，双方还意识到，鸠山政府能否启动自由贸易谈判也是关键条件，迄今为止，日本只谈经济伙伴谈判，而

没有推进自由贸易谈判，原因在于日本要保护自己的农业，这个问题要等参议院选举之后才能有结论。 

  最后，日方政治家还强调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国的合作非常重要，应该以中日韩为核心建立

这个共同体。特别是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必须包括朝鲜，没有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有东亚共同体。 

  五、关于朝核问题 

  朝鲜不弃核的原因是它要成为“强盛大国”，特别是如果它要成为军事大国的话，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另

外，如果朝日关系正常化，朝鲜会获得经济援助，然后就是开放，但是开放对它的政治体制有影响，这是朝鲜的矛

盾。 

  尽管朝鲜最近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是也要对朝鲜“弃核”问题的艰辛性有思想准备。朝鲜自第二次核试验之

后，向美国发出了和解信号，美国应该支持朝鲜与其他国家合作，因为朝鲜很可能要在获得更多的回报之后才能弃

核。还要注意朝鲜的真正目的是实现核武器的小型化，在此之后才能同意弃核。从中、短期考虑，朝鲜弃核的可能

性不是很大，但是国际社会仍然要诱导它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时也要做好朝核问题长期化的思想准备。特别是要防

止这个问题失控，更要防止朝鲜输出核武器或核技术，造成核扩散。 

  日本是唯一与朝鲜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改变这种现状，须要重开谈判，这需要政治力而不是外交力。对日本

来说，具体症结就是绑架问题，这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如鲠在喉，日本应该逐渐解除对朝鲜的制裁，促使朝鲜对绑

架问题进行调查。 

  中国在日朝谈判问题上应该提供帮助，中日两国应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合作，两国应该设立共同作业机

制。朝鲜问题应该成为中日双方可以实现和谐、合作的领域，在这方面，中美的合作是可以借鉴的。中日双方在朝

鲜问题上的合作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 

  对于本次研讨会，双方都认为开得非常及时、务实、成功，并希望今后日本民主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这

种对话交流机制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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