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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史学会召开“世界格局变动中 
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 

2009年11月23日 

    2009年11月14日至15日，由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和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世界格局
变动中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沈阳辽宁大学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以及东北地区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
席了研讨会。 

    在14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武寅、辽宁大学党委常务副书
记刘志超、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松本盛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高洪分别致辞。武
寅会长说，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二战前还是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都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我
们研究中日关系要把它放在世界格局的范围内进行考量和研究。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变得
更加复杂多变，我们只有从世界格局的角度把握中日关系，才能掌握中日关系的根本。刘志超副书记对中日关系史
学会将本次研讨会安排在辽宁大学召开表示感谢，并祝愿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在主题报告中，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以“世界格局演变与中日关系”为题作了精彩的报告，赢
得参会代表以及学生的阵阵掌声。他认为，21世纪初的国际格局出现以下特点：世界格局一极多元结构尚无根本改
变，在军事、金融领域美国及美元地位仍居世界首位，但美国这一极在弱化，多元力量在发展，其中包括广大发展
中国家、地区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以及20国集团的兴起。大国关系格局“一超多强”的局面依然如故，美国综
合国力最强，仍保持一超地位，但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削弱，“金砖四国”等“多强”走强，而日本和欧洲一些国
家则受到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相对下降。他认为，国际大格局有利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有利于中日推进战
略互惠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就日本政局变化与中日关
系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日本民主党上台对发展中日关系有利，我们在外交上宜加强同日本的对话；在经济上，需
要构筑危机应对型的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在地区合作上，积极应对建立东亚共同体倡议；在民间交流方面，通过扩
大和深化中日两国各行各业、各地各级的人员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改善两国人民的相互感情，努力使
两国人民的相互感情和心理从“反感刺激反感”的恶性循环转向“好感促进好感”的良性循环。 

    研讨会还就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日经济合作、日本内政外交的走向等
问题进行了研讨。 

    武寅会长在会议总结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她对本次研讨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认为，本次研讨会邀请的专家
是一流的，寻找的是坚实的平台，研讨的是重大的选题，有着良好的会风。她说，社会团体就是要搭平台，把各路
专家汇集一堂，在争论中接近真理，在整合中提高中日关系研究的质量，得出更科学、更客观、更符合实际的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 

    辽宁大学副校长徐平表示，本次研讨会非常成功，希望今后有机会再次与中日关系史学会进行合作。(徐启新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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