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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争“入常”目无中国 美国出面压中国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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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似对“远交近攻”情有独钟。 

有消息称，一个日本超党派议员访美团于５月６日会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恩斯。该团团长“透露”，
伯恩斯表示：美国正着手对作为常任理事国而拥有否决权的中国做说服工作，以“使其不阻止日本成为
常任理事国”。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务省透露，截至今年４月中旬，表示支持日本“入常”的国家为８８个。日
本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与美国加强合作，另一方面要对亚洲和非洲各国展开外交攻势，以便构筑“包围
圈”，形成一个“中国难以反对的国际环境”。 

其实，这套匪夷所思的路数并不陌生。直至今年３月份，日本政府在“争常”问题上尚底气十足，志在
必得，公然摆出绕开中国、拉其他地区选票来包抄东亚的态势。在这一傲慢姿态下，日本根本就没把东
亚邻国放在眼里，反而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大打出手，三面树敌。 

孰知４月份以来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一举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亚洲的强烈反对之声传到了联合国和国
际社会，促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不得不表示：日本要想成为常任理事国，首先须得到亚洲邻国的支
持。 

日本能否“争常”成功，关键在于其资格能否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特别是能否得到其所在的东亚地
区各国的支持。近来日本一再做出伤害四邻之举，各国在做出严正反应的同时，依然以地区稳定和繁荣
为重，给足了日本体面地纠正错误做法的机会。日本若想取得邻国的支持，只要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即
可，何必舍近求远搬出山姆大叔来做什么“说服工作”！众所周知，中国的对日政策是一贯而又稳定
的。其核心是，从战略高度着眼重视发展对日友好合作关系，为此敦促日本信守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
上做出的承诺，不要做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举动。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对日本在国际事
务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表示理解。４月２３日，胡锦涛主席在印尼与小泉纯一郎首相举行会谈时提出
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五点建议。小泉首相对此表示赞同。在亚非峰会上，小泉首相以“村山谈话”为蓝
本，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了“道歉和反省”。中日还就共同建立历史问题委员会达成了共识。５
月上旬，日本首相助理山崎拓访华，提出要“设法解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都给人以日本转
而重视对华关系、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欲改正错误做法的姿态。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又不断出现足以抵消积极动向的消极噪音。４月２９日，町村外相在纽约
称： 

“（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对象。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台湾政策全然没有变化。”这是１９
７２年以来日本外相第一次提出日本仍在坚持中日复交前的干预台湾政策，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对华政策
的惊人倒退。在５月８日的中日外长会谈上，町村在历史问题上重演恶人先告状之故技，再次对中国的
历史教育说三道四。同一天，小泉的亲密助手、自民党议员中川秀直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谈到小泉参拜靖
国神社一事时称：“我认为他今年还是会去的，只不过会慎重地选择时间。即使靖国神社的问题不存在
了，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也不会彻底地改善。不应该因为中国说了什么而使之成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５月９日，日本政府官员称，计划在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冲之鸟岛礁上设立路标和直升机升降台，以此
确立日本对该岛礁的主权。由此观之，日本欲改善对华关系、在“入常”问题上得到中国支持的诚意究
竟何在？ 

日本出尔反尔的最新表现，反映出其既想挽回周边影响、又对“远交近攻”心存侥幸的两面心态。日本
欲绕开邻国，回避历史，企图“挟美国以令东亚”，这将是一条无限期地受制于美国、自外于亚洲的道
路。其走向“大国”也好，“争常”也罢，只能经由得到中国等东亚邻国理解与支持这道门槛。不由这
个正门入场，难道还有一种不代表任何地区的抽象的入场券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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