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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看待日本政治力量崛起

[ 作者 ] 全球财经观察 

[ 单位 ] 全球财经观察 

[ 摘要 ] 自2005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布联合国改革方案之后，中国国内抗议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声渐起，并且迅

速升高，有在全国扩展之势。根据这份名为《更大的自由：为所有人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有两种方案选择：

第一方案是增加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3个两年期的非常任理事国；第二方案是不增加常任理事国，而增加8个四年期可连任的理

事国和一个两年期的非常任理事国。新增加的成员国都没有否决权。根据安南的计划，各成员国需要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前就方案作出

选择。现今，如何看待日本的政治崛起，成为中国从上至下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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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5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布联合国改革方案之后，中国国内抗议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声渐起，并且迅速

升高，有在全国扩展之势。根据这份名为《更大的自由：为所有人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有两种方案选择：第

一方案是增加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3个两年期的非常任理事国；第二方案是不增加常任理事国，而增加8个四年期可连任的理事

国和一个两年期的非常任理事国。新增加的成员国都没有否决权。根据安南的计划，各成员国需要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前就方案作出选

择。从现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改革方案的接受程度来看，在亚洲的印度和日本两个潜在选择上，美、英、法都支持日本，而印度获得

俄、英、法三国的支持。中国尚未表态。不过，日本已经在展开大规模的说服和拉票工作，以求获得大部分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正在日

本召开的爱知世博会也成为日本进行公关的好机会，有60多个国家的首脑将前往出席。据日本媒体称，日本已经获得超过100个国家的支

持。如果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毫无疑问这将是日本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意义或可与1980年代日本企业收购美国纽约

帝国大厦相比。如果说后者标志着自二战以来日本经济的崛起，那么成为常任理事国则标志着日本真正在政治上的崛起。这不但将改变联

合国安理会的现状，也将深刻改变亚洲大国的格局，中日两国将同时作为政治与经济大国出现。这对亚洲将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在这样

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日本的政治崛起，成为中国从上至下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在此提倡的看法是，不忘历史但更要看重未来，不论接

受还是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应当是在使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进行考虑。长期以来，经济与政

治之间的不匹配性，容易遮蔽两国民众对于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自二战结束，中国一直被作为政治大国看待，但却并非经济强国，因

此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一直受到现实的制约；日本迅速成为经济强国，却一直未被承认为政治大国，而是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被保护

国。而即使是经历了1990年代漫长的“失去的十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海外扩张

之后，必然需要有一个保护其利益的政治屋顶。这正是日本所积极谋求想得到的。在进入新世纪之前，中日两国还维持着比较紧密的政治

关系，但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跃升为世界性经济力量，中国已迫切需要重新确立在世界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此时，中日两国

不可避免在争夺亚洲甚至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上产生一定的竞争和矛盾，正如两国在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上所展现的。而美国在其中的

动向颇值得玩味。要阻碍两国间为了竞争进而诉诸武力的可能，一种选择是结成伙伴关系，另一种选择就是贸易。短期来看，中日两国要

达成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不太可能。但是，在推进经贸往来方面，两国虽不喧哗，却有着共同的默契。如果看一下数字，我们可能会对中

日两国在经贸上联系的紧密程度感到惊讶。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04年贸易统计快报（以通关为基准），包括对中国香港的贸易额在内，

日本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22.2005兆日元，自二战以后首次超过了日美贸易额20.4795兆日元。而据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1月公

布的数字，2004年来中国的外籍人士（香港、澳门、台湾居民除外）约为1693万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为日本人。但是，日本侵略中国给中

国民众造成的心理创伤，是一个始终没有消除的阴影。据报道，在网络上签名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万，不

可谓声势不浩大。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所说的，（中日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又难以深交的“正常的关系”，反映了中日

两国的利益均衡，中日两国应当把具有深层心理情感因素的、已经过去60多年的历史问题与国家战略选择中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问题具体



区分。从全球国际格局来看，日本在政治上的“成长”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中国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相应产生的，日本“入常”

不只是中日之间的问题。在这场国际政治博弈中，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应该是中国的最根本出发点。目前，中日两国的现实利益问题

主要集中于：钓鱼岛归属争端，东海石油开发争端，台湾问题和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等等。日本要想使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接受其政治

大国的角色，就应当承担起作为大国的责任，拿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来解决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安南的改革方案尚

未付诸表决，中日间就“入常”问题的折冲樽俎才刚刚开始。中国要仔细衡量自己的国家根本利益，利用身居现任“五常”的地位，视具

体形势变化，下好对日本的这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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