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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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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2004年，中日关系以“政冷经热”为突出特征，2004年底，日本政府接连放出了“不久将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的气球，既有试探

的意味，也有打出O鄄DA“牌”扭转小泉“参拜”造成的外交被动局面的意图。如任其发展，2005年日本对华ODA将进一步减少。2005年

的中日关系，更多的是悬念和挑战，但也蕴涵着良好机遇。中日政府和各界将继续致力于抑制“政冷”的负面影响，扩大“经热”及民间

交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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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中日关系以“政冷经热”为突出特征；2005年，中日关系将出现何种发展趋势，令人关注。一、“政冷”僵局能否打破。近

年来，日本首相小泉一再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两国关系陷于“政冷”僵局。小泉“参拜”的要

害，就在于把甲级战犯也当作“阵亡者”、“为国捐躯的英雄”加以膜拜。这关系到日本如何对待那场侵略战争、如何对待受害国人民感

情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中国领导人坚持在“第三国”与日本领导人会晤，一是促其放弃“参拜”，二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

见。2004年11月21日，中日首脑在智利出席APEC峰会时会晤。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当前，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

靖国神社问题。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战犯，中国人民是深恶痛绝的。日本领导人在考虑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时，务必要考虑到受害国人民的

感情，务必要考虑到中日友好的大局。小泉铤而走险，漠视历史问题上的国际共识，有其深层背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新民族主

义思潮兴起、政界新老交替，加上中国经济崛起、日本经济萧条等原因，日本出现了对华防范和强硬的政治氛围。 2004年12月2日，小泉

表示将从日中关系大局出发，对“参拜”问题进行“适当判断”。据推测，小泉可能考虑采取“私人参拜”或其他方式。不管如何，“解

铃还须系铃人”，小泉停止膜拜甲级战犯，是中日关系走出“政冷”阴影的前提。 2005年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如果小泉执意

“参拜”，势必再度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中国的对日舆论，中日首脑互访仍将难以恢复。那么，中日将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强化其

他渠道的交流来尽可能地弥补首脑互访中断的损失。 2005年，日本将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冲击。日本要想在这一领域得

到中国的支持，就必须停止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搅乱中俄输油管道合作项目、刻意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允许“台独”分子访日等伤

害中国的举动。 2005年，中日将继续围绕钓鱼岛、冲之鸟和东海海域等领土与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进行磋商。中日可以围绕主

权、海洋权益、资源开发等问题进行既统筹考虑而又相对分离的谈判，先易后难，把谋求“共同开发”海底资源作为优先实现的目标。近

年来，中日围绕资源与能源的开发、进口、运输、储存，在东海、俄罗斯、中东、非洲、拉美等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竞争格局。2005年，中

日将继续探讨“双赢”途径，致力于避免“零和”竞争造成的“两败俱伤”，推动两国在资源与能源领域的合作。二、安全互信能否增

进。2004年，日本在安全战略、相关体制、武器装备等方面加快走向“日美一体化”、“海外干预型”军事大国的步伐。日本采用“贼喊

捉贼”的手法，试图以煽动“中国威胁论”来为其扫清内外舆论障碍。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透露关于“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

的模拟报告。12月7日，出席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会议的日本首相助理川口顺子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日本2004年版《防卫白皮

书》和10月4日发表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报告也都唱了“中国威胁论”的调子。2004年12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新

《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把“中国威胁论”写入这一政府安全政策文件之中。在如此氛围下，2004年中日安全互信更加降低，相互戒备的

“安全困境”没有得到缓解。小泉“参拜”又使两国舰艇互访计划再次夭折，军事交流处于低迷状态。 2005年，“增强互信”将成为中

日关系的一个重要主题。新的一年里，中日在安全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而更可能在一些具体领域取得一定进展。 2005

年，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将继续围绕相互分歧及合作问题进行对话与谈判。这些问题涉及东海划界及油气田开发以及经贸、技术、能源、环

保等广泛领域。两国国防部门之间将继续开展各级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由于这一领域特有的高度敏感性，这种对话与交流将受到中日政

治关系氛围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中日之间能否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较少受两国政治摩擦冲击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机制，已作为一



种重要思路提到了议事日程。几年来，中日舰艇互访设想一直作为扩大军事交流、增进安全互信的重要环节而受到人们关注。2005年，如

果小泉“参拜”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两国政治氛围解冻趋暖、中日舆论走向缓和，那么这一设想有可能重新浮出水面。三、“经热”局面

能否持续。近年来，在中日“政冷”氛围下，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是“经热”。2004年，中日贸易额已突破1500亿美元大关。这一数

额已逼近日美贸易额，对日本“脱亚入美”的经济依赖心理产生着冲击。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型化、高科技化、本地化的新趋

势，中国企业也踏上了向日本本土进军的旅程。日本政府的对华ODA资金合作也正继续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外交效果。 

2005年的又一悬念就在于：是“经热”促使“政冷”转暖，还是“政冷”致使“经热”降温？实际上，“政冷”对“经热”的负面影响已

经显现。2004年，日本已从多年来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跌落为第三位，列于欧盟、美国之后。日本经济界人士开始对日中“政冷”感到

忧虑。他们指出，如果没有高层往来，中日间的“经热”也会冷下去。就日本而言，要想在中国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得到更多的参与机会，

就应更加努力在其国内和中日之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避免在两国间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做出刺激中国舆论的举动。一位日本经济界人士

指出：“目前对华经贸往来的最大风险因素就是小泉。”《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指出：小泉的“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

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然而，这个前提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如果有朝一日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化，中国的对日姿态很有

可能变得强硬起来。有迹象表明，日本经济界终于坐不住了，也无法继续保持沉默。2004年8月31日，日本财界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明确

表示希望小泉能够营造一个“日中首脑能够会谈的气氛”。 2005年，预计中日“经热”局面总体上将会继续得到维持和发展。中日贸易

额将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更加接近或赶上日美贸易额。就日本企业对华投资而言，由于近年来已有快速增长的积累，2005年可能出现一

个平稳增长局面。中国企业将继续探索登陆日本、在这个高度成熟的市场上吸收技术和资金的途径。 2004年底，日本政府接连放出了

“不久将停止对华日元贷款”的气球，既有试探的意味，也有打出O鄄DA“牌”扭转小泉“参拜”造成的外交被动局面的意图。如任其发

展，2005年日本对华ODA将进一步减少。 2005年的中日关系，更多的是悬念和挑战，但也蕴涵着良好机遇。中日政府和各界将继续致力

于抑制“政冷”的负面影响，扩大“经热”及民间交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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