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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日本对华强硬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伯玉 

 

    从2004年下半年始，日本以咄咄逼人的架势在中日间各潜在矛盾领域挑起全面摩擦。先是制定“西南诸岛有事方
针”，游说欧盟成员国放弃对华武器出口解禁，进而制定并公布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最近又在
美日“2+2”会谈联合声明中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日本对华政策缘何日趋强硬?是
小泉内阁一时心血来潮，还是长久战略?这种强硬政策的“来龙”与“去脉”如何关联?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种强硬政策?
这些令人焦灼的提问就是本文将要尝试探讨与回答的问题。 

 

一日本对华强硬政策探源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发展开始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国内一度出现要与美国共建世界秩序的呼
声。80年代初期，中曾根康弘上台伊始就匆匆忙忙地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竭力扭转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潮。
到了90年代，小泽一郎又提出“普通国家论”，为日本新的国家定位做出了新的注解，要求日本在外交上要有更多的自
主性，而在安全领域则要与其他国家一样发挥作用，包括派兵出国、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这意味着日本将彻底摘掉
“战败国”的帽子。多数日本政治家对“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充满自信。“日本可以说‘不’”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
语。 

    然而，好景不长。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科技水平尤其信息产业与美国的差距拉大，与欧洲
各国相比，其优势也多有丧失。与之相反，中国从1991年起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近十年来的GDP平均增长率为世界之首，
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结构由原来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在最尖端的科技研究
方面开始急起直追，给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及一些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看法改
变，也反过来影响到日本对华观的变化。诚如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奈尔·西尔佛（Neil E.Silver）所言:“近
几年，日中关系的政治力学受国际关系中两极体制的消失、中国的崛起、日本经济的比预想更糟糕的低落这三者的影响
而发生了变化。” 

    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中生代”政治家，似乎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既意识到两国关系的特
殊性和历史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又开始积极地“超越历史”，寻求日中关系的新模式。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年轻一代
政治家的意识转向“超越战后”，希望成为不愿让人“说三道四”、与美中两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的愿望越来越
强烈。日本各界主张以经济实力为背景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人越来越多。随着
时代的变迁，日本年轻一代政治家大批走上前台。然而，他们往往却不了解近100年中日之间充满曲折的历史，尤其是侵
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及心理创伤，也不了解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来之不易。这使得由他们主导的日本主流政
治意识发生巨大变化，推行对华强硬政策的苗头日趋明显。 

 

二日本对华政策缘何日趋强硬 

 

    近年来，日本频频出招。如在历史问题上，小泉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政界主要人物在否认侵略历史方面态度强
硬;在钓鱼岛问题上，从政府出钱“租借”钓鱼岛诸岛中部分岛屿，到由政府出面宣布直接接管灯塔并将灯塔标入政府编
制的海图，为加强政府“实际控制”造成既成事实;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对中国在无争议海域进行天然气开发
横加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以东海域进行能源勘探;在欧盟对华军售问题上，从外相到经济产业大
臣都不遗余力地游说欧盟国家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最近，更发生了在公开文件中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并将台湾问题



作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的新事态。日本对华政策缘何如此日趋强硬? 

（一）由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所决定 

    近年来，日本政坛新老交替，老一代政治家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在对外关系方面持强硬立场的战略派新生代政治家
登场，并逐渐占据政坛主流地位。这些新生代政治家与老一代政治家显著不同，对内对外均以“高姿态”出现。在外交
问题上“该说就说”，敢于突破禁区;在国内问题上则以“锐意改革”为旗帜，借以博取舆论与民意的支持。小泉是第一
个掌握最高权力的新生代政治家。在目前日本的权力核心中，除小泉外，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外务大臣町村信
孝、总务大臣麻生太郎、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等人，在外交和国防上都倾向于对华强硬。主张
推动日中关系发展的政治家野中广务、加藤纮一、河野洋平等人已被边缘化，其影响力大大削弱。小泉执政四年来，已
经形成比较清晰的国家发展战略。具体地讲，就是军事上寻求“强兵”战略，强化并借助日美军事同盟走向世界，成为
所谓的“普通国家”;外交上坚持与美协调优先的路线;在国际问题上主要通过军事、经济手段进行“国际协力”，力争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基于这种国家发展战略，日本开始对快速发展的中国采取两手政策:在经济上利用中国，
即借助中国经济发展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在政治和安全上则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与威胁，开始增强对中国的戒备，将中国
视为其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而在国内极力制造反华、厌华舆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对华关系上站在
“不怕摩擦”的强硬立场上，摆出以实力对抗甚至不惜武力介入的架势来解决钓鱼岛归属、东海海域划界、海洋资源开
发等争端，干预地区事务。总之，其对华政策在向对中国坚决说“不”的方向发展。 

（二）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右倾化趋势加强的必然反映 

    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并非是小泉的个人行为所致，而是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右倾化趋势加强，国
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促使历史、意识形态等问题凸现并逐渐影响到对华关系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日本民众厌华情绪显著增强，对华强硬比较容易得到民意的支持。2004年12月18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相关舆
论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日本人较2003年进行的上一次调查减少了10.3个百分点，下降到37.6%。这是
自1975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最低的一次。有六成多日本人对中国感到不亲近。 

2. 舆论右倾化倾向增强。近年来，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逐渐上升，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观点在日本国内颇有市场。
在趋同心理极强的社会传统影响之下，一些原本相对客观的主流媒体正在向右转。战后相对宽松、平和的舆论环境已经
面目全非，坚持日中友好的言论和主张很难在媒体上出现，相反，敌视中国的言论却被部分日本媒体大肆报道，如中岛
岭雄、冈崎久彦、古森义久等人的反华文章常在《产经新闻》大篇幅刊登，毒化日本舆论。 

3. 日本民间右翼势力活动猖獗。有中国学者指出，如今，日本精英层中谁要为日中关系说句公道话，轻者受到右翼势力
的电话恐吓，重者家中就会被丢进子弹或炸弹。如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主任委员小林阳太郎要求小泉不要继续参
拜靖国神社后，便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恐吓。起初是右翼分子的宣传车经常围堵小林住宅，后来发展到向小林住宅门口
掷燃烧瓶的地步。日本皇民党还于2004年4月制造了用宣传车闯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事件。日本青年社多次登上钓鱼
岛。 

（三）欲借美国身陷中东和西亚，无暇东顾，需要日本在亚洲分担更多责任之机遏制中国，“联美制华”，控制东亚 

    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其主要动因是日本自身的战略取向，但也必须看到其主动借助、利用美国“联日制华”战
略的一面。日本自身在军事和外交上还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不敢单独有所举动。但日本将继续依靠美国的军事强权与中
国对峙。冷战期间，日本曾被动地置身于美国的东亚地区安全战略之中。冷战结束后特别是现在，日本已不再是被动追
随美国，而是主动地将自己与美国的东亚和全球安全战略捆绑在一起，主动地借助、利用、影响美国。尽管美日两国仍
强调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但从最近日本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美日明确提出应对台海局势是其共同战略目标来看，日
本的“联美制华”战略与美国的“联日制华”战略互相配合，日美对华军事战略已走向“一体化”，企图建立以美日为
主导的东亚秩序。对此，有中国学者指出，未来中美日三边关系格局有可能滑向美日在安全领域共同对付中国的“二对
一”格局。 

（四）借外交攻势转移内政颓势 

    小泉执政三年多来，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结构改革阻力重重，进展甚微。内阁支持率持续下
降，已由执政初期接近90%的高水准跌到目前的30%多一点。同时，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的实力不断上升，对政权虎视眈
眈，使自民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为扭转这种局面，小泉的对策是设法转移国民视线，将矛头对外，转移民众的不
满，迎合日趋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强硬姿态，为自己塑造敢于捍卫日本国家利益的强势政治家形
象，重新博取选民支持。 

 

三日本对华强硬政策将会持续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的对华强硬政策浮出水面，恰恰发生在中国根据自己的睦邻外交政策着手改善中日关系上的
“政冷经热”局面的努力过程中。这种中方越是善意亲和、日方越是冷峻回应的“负相关状态”，昭示着中日政治与安
全关系未来几年内不大可能“风平浪静”，中日摩擦的基本格局还将持续下去。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1. 日本对华强硬政策是日本国内政治发生质变的必然结果。而日本政坛权力核心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自民党更不会
在短期内调整对华方针，中日关系将会摩擦不断。这种状况在小泉内阁期间不会改变，在后小泉时代也不会很快发生变



化。小泉下台后，自民党内无论是强硬派当权，还是温和派主政，日本对华强硬政策都将会执行下去。中日政治关系将
会迎来一个严峻的季节。 

2. 日本即使出现了民主党政权，对华强硬政策也不会有大的改变。随着1955年体制的解体，以社会党为首的革新势力日
渐衰落，战后初期形成的保革对立格局已不复存在，正在形成自民党、民主党分别主宰朝野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
目前，这两个政党占据了国会参众两院70%以上的议席。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政策差别不大，如在修改宪法问题上，两者都
主张修改宪法，只是在修改的具体内容方面意见不同。曾有读者在日本大报上对自民党与民主党的区别作如下的比喻:一
个是“咖喱饭”，另一个是“饭加咖喱”。在某些方面，民主党甚至比自民党走得更远。如目前民主党在准备提交国会
的《资源勘测限制法案》中，明确表示要对在东海专属经济区进行海洋资源勘察或从事海洋科学考察的中国船只动武。 

3.社民党、共产党等革新在野党所起的牵制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如上所述，冷战结束后，在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右倾
化的趋势下，主张日本反省侵略战争历史、高举护宪旗帜的日共和社民党所起的牵制作用，同1955年体制时期相比已经
今非昔比。对于日本的这一变化，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做好长期应对的心理准备。为此，我们应该在坚持《中日联合
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基础上，深化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同时重视发展民间外交，
扩大民间友好合作与交往。民间友好是我们对日工作的传统优势。在目前中日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困难时期，更需要深
入、扎实地开展对日民间外交，团结绝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士，孤立极少数顽固的右翼分子。 

2004年12月10日，日本内阁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并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明确将中国视为防范对
象。该大纲在第二部分即关于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部分中指出:“对该地区安全保障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在推进核武
器及导弹战斗力与海空军现代化的同时，正在谋求扩大海上活动范围，今后有必要继续关注此种动向。” 

2005年2月19日，美日“2┼2”会谈联合声明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该声明指出:
“亚太地区共同的战略目标包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欢迎该国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及建设性的作用;推
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促进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 

实际上，自民党草案中追随美国的单边主义、走向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字里行间都在明火执仗地搞正
式军队、主张发动集体自卫权。相形之下，民主党的宪法草案从文字表述上看调门比自民党要低一些，但所谓“最大限
度地限制”这一定语之后使用的仍然是“行使武力”。所以，就其本质讲，同样是对现行宪法中“放弃集体自卫权”原
则的否定。相关问题可参见日本民主党2004年10月发表的《宪法提言中期报告》，以及自民党2004年7月在《自由民主》
杂志上公布的《宪法修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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