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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 际 大 局 的 演 变 与 中 日 关 系 的 曲 折 发 展

从 1894— 1895 年 的 中 日 战 争 到 太 平 洋 战 争 结 束 的

50 年 间 ， 国 际 政 治 的 时 代 特 征 是 西 方 大 国 在 全 球 争 夺

霸 权 、领 土 、自 然 资 源 ，实 行 武 力 征 服 和 殖 民 统 治 。 惨 烈

的 战 争 接 连 不 断 ，许 多 国 家 生 灵 涂 炭 。 日 本 作 为 学 习 西

方 的 后 起 大 国 ，加 入 到 霸 权 国 家 的 行 列 。 中 国 则 处 在 丧

权 辱 国 、国 土 分 裂 、政 权 分 割 、内 战 不 断 、民 不 聊 生 、民

族 生 死 存 亡 未 卜 的 境 地 。 以 苏 联 为 基 地 和 旗 帜 的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则 方 兴 未 艾 ，试 图 推 翻 整 个 国 际 秩 序 ，埋

葬 世 界 资 本 主 义 。 20 世 纪 上 半 叶 ，虽 然 各 国 也 曾 经 高 唱

和 平 ，人 们 也 期 待 和 平 ，但 是 却 发 生 了 人 类 历 史 上 最 惨

烈 的 战 争 。

中 日 之 间 那 段 不 堪 回 首 的 痛 苦 历 史 ，就 是 发 生 在 那

样 一 个 世 界 大 背 景 之 下 。 中 国 人 常 说 “前 事 不 忘 ，后 事

之 师 ” 。 从 历 史 研 究 的 角 度 ，固 然 不 能 不 追 究 具 体 是 哪

些 国 家 、社 会 集 团 和 个 人 应 为 战 争 灾 难 负 责 ；但 是 更 应

该 反 思 的 是 ， 那 半 个 世 纪 中 间 ， 究 竟 有 哪 些 因 素 相 组

合 ， 使 整 个 世 界 陷 入 混 乱 之 中 ， 使 人 类 文 明 史 蒙 受 耻

辱 。 如 果 这 些 因 素 在 今 天 重 新 组 合 起 来 ，世 界 历 史 的 车

轮 会 倒 转 一 百 年 ，也 就 不 会 有 中 日 关 系 的 健 康 发 展 。

20 世 纪 50— 60 年 代 ，中 日 两 国 陷 入 了 相 互 隔 绝 的

状 态 。 这 又 是 国 际 大 环 境 造 成 的 。 两 国 分 属 于 不 同 的 军

事 、政 治 、经 济 、意 识 形 态 阵 营 。 虽 然 热 衷 于 中 日 交 流 的

人 士 很 多 ，历 史 贡 献 很 大 ，但 中 日 邦 交 的 正 常 化 毕 竟 发

生 于 中 美 关 系 缓 和 之 后 。 国 际 战 略 格 局 变 了 ，中 日 美 三

国 都 感 受 到 来 自 苏 联 的 战 略 威 胁 。 这 是 中 日 关 系 正 常

化 的 重 要 国 际 背 景 。

同 时 ，国 际 形 势 的 缓 和 ，使 全 球 化 的 潮 流 得 以 迅 速

推 进 。 70 年 代 末 中 国 领 导 人 痛 切 感 觉 到 经 济 的 落 后 ，特

别 是 同 日 本 和 亚 洲 “四 小 龙 ”的 差 距 ， 于 是 开 始 实 行 改

革 开 放 。 而 日 本 高 速 发 展 的 经 济 和 技 术 进 步 ，同 中 国 的

现 代 化 目 标 恰 恰 是 契 合 的 。 于 是 ，在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后 的

十 来 年 里 ， 经 济 全 球 化 进 程 和 国 际 战 略 形 势 像 两 个 车

轮 ，将 中 日 关 系 推 向 迅 速 改 善 的 轨 道 。

从 中 日 关 系 本 身 的 动 力 而 言 ，冷 战 结 束 应 对 双 边 关

系 影 响 不 大 。 然 而 1989 年 的 天 安 门 风 波 仍 然 造 成 了 冲

击 。 日 本 在 发 达 国 家 中 率 先 取 消 对 中 国 的 制 裁 ，是 对 华

关 系 中 的 一 个 积 极 因 素 。 但 是 不 久 之 后 ，中 美 关 系 的 严

重 挫 折 再 一 次 波 及 中 日 关 系 。 1995 年 台 湾 领 导 人 李 登

辉 访 问 美 国 后 ，中 美 关 系 陷 入 僵 局 ，台 湾 海 峡 局 势 一 度

紧 张 。 恰 恰 在 这 个 时 期 ，日 美 安 保 条 约 重 新 定 位 ，日 美

安 全 同 盟 得 以 加 强 ，这 被 普 遍 认 为 是 针 对 中 国 的 。 从 此

之 后 ，美 日 加 强 军 事 合 作 ，包 括 建 立 导 弹 防 御 系 统 的 计

划 ，成 为 中 国 十 分 关 注 的 国 际 安 全 问 题 。

中 日 美 三 边 关 系 的 互 动 ，成 为 三 国 的 国 际 关 系 学 者

的 一 个 研 究 重 点 。 在 整 个 90 年 代 ，中 日 关 系 好 于 中 美

关 系 。 进 入 新 世 纪 ，特 别 是 美 国 将 其 战 略 矛 头 对 准 它 所

称 的 “伊 斯 兰 激 进 势 力 ”和 国 际 恐 怖 主 义 之 后 ， 美 中 关

系 相 对 稳 定 ， 而 日 中 关 系 却 一 度 陷 入 僵 局 。 人 们 注 意

到 ，当 中 美 关 系 恶 化 时 ，中 日 关 系 往 往 得 以 稳 定 ， 而 中

从国际大局看中日关系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 / 王缉思

＊

＊本文选自作者 2008 年 9 月 14 日在日本创价大学的演讲，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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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关 系 恶 化 往 往 发 生 于 中 美 关 系 改 善 的 时 期 。 只 有 在

最 近 的 两 年 里 ，中 美 、中 日 关 系 才 同 时 稳 定 。

亚 太 地 区 的 经 济 合 作 和 多 边 安 全 机 制 的 探 讨 ，以 及

朝 核 问 题 六 方 会 谈 ， 一 方 面 使 中 日 双 方 有 了 更 多 的 接

触 、 磋 商 、 合 作 的 渠 道 （ 中 日 两 国 领 导 人 在 多 边 场 合 见

面 的 次 数 ， 大 大 多 于 双 边 互 访 ） ， 使 双 方 在 关 系 冷 却 阶

段 也 有 沟 通 的 机 会 ； 另 一 方 面 ， 不 能 否 认 的 是 ， 中 日 两

国 在 多 边 国 际 舞 台 上 也 存 在 着 相 互 竞 争 的 关 系 。 于 是 ，

国 际 大 局 的 演 变 ，将 继 续 对 中 日 双 边 关 系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

二 、当 今 国 际 形 势 的 主 要 特 征 和 发 展 趋 势

那 么 ，当 前 国 际 大 局 有 什 么 特 点 ， 将 来 的 发 展 趋 势

如 何 呢 ？

21 世 纪 初 国 际 政 治 的 第 一 个 特 点 是 世 界 各 大 国 在

竞 争 中 合 作 ，以 合 作 为 主 。

美 国 的 软 实 力 因 发 动 伊 拉 克 战 争 和 其 他 一 系 列 单

边 主 义 的 国 际 行 为 而 受 到 削 弱 ， 硬 实 力 也 在 金 融 危 机

中 大 受 打 击 ，但 美 国 的 超 级 大 国 地 位 尚 未 动 摇 。 美 国 的

全 球 战 略 重 点 在 大 中 东 地 区 ， 需 要 其 他 大 国 合 作 维 持

该 地 区 的 稳 定 ， 防 止 恐 怖 主 义 卷 土 重 来 。 欧 盟 扩 大 之

后 ， 主 要 精 力 放 在 稳 固 内 部 ， 加 强 凝 聚 力 ， 保 持 经 济 和

社 会 融 合 的 进 度 。 尽 管 在 伊 拉 克 战 争 等 问 题 上 出 现 分

歧 ，美 欧 仍 然 维 持 同 盟 关 系 ，北 约 也 继 续 在 安 全 事 务 中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 日 美 同 盟 是 牢 固 的 ，日 中 关 系 在 继 续 深

化 。 俄 罗 斯 、印 度 、中 国 等 新 兴 大 国 的 力 量 迅 速 增 长 ，但

它 们 各 自 的 经 济 发 达 程 度 、 社 会 治 理 能 力 和 教 育 、 文

化 、技 术 水 平 同 西 方 国 家 和 日 本 还 有 相 当 大 的 差 距 ，也

越 来 越 依 赖 于 海 外 市 场 或 能 源 供 应 ， 同 时 将 注 意 力 集

中 于 国 内 问 题 的 解 决 。 因 此 ，虽 然 国 际 摩 擦 不 断 ，但 没

有 形 成 像 两 次 世 界 大 战 前 和 冷 战 时 期 那 样 的 敌 对 阵 营

的 可 能 性 。 “新 冷 战 ”不 符 合 任 何 国 家 的 利 益 ，是 完 全 可

以 避 免 的 。

本 世 纪 初 国 际 政 治 的 第 二 个 特 点 ，是 全 球 化 的 负 面

作 用 日 益 显 现 ， 全 球 功 能 性 问 题 （ functional issues ） 突

出 ，非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的 挑 战 更 为 严 重 。

全 球 化 有 利 于 经 济 的 高 速 发 展 ， 技 术 的 平 面 扩 散 ，

使 融 入 全 球 化 的 国 家 之 间 相 互 依 存 增 强 ， 有 利 于 避 免

大 国 对 抗 。 但 是 ，全 球 化 加 剧 了 两 大 失 衡 。 一 是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和 财 富 分 配 的 失 衡 ，富 国 与 穷 国 两 极 分 化 ，各 国

国 内 的 贫 富 悬 殊 持 续 扩 大 ， 金 融 资 本 加 速 流 动 带 来 了

更 多 的 不 确 定 性 。 二 是 全 球 生 态 环 境 的 失 衡 。 环 境 恶

化 、气 候 变 暖 ，呼 唤 人 们 提 高 能 源 效 率 ，开 发 新 能 源 ，建

设 低 碳 经 济 ，但 是 各 国 还 远 远 没 有 为 此 做 好 准 备 ，甚 至

没 有 取 得 思 想 共 识 ，更 谈 不 上 全 球 合 作 机 制 的 建 设 。

能 源 短 缺 、粮 食 短 缺 、环 境 恶 化 、气 候 变 化 、非 法 移

民 和 难 民 、 传 染 病 扩 散 、 跨 境 犯 罪 、 国 际 恐 怖 主 义 等 诸

多 非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是 同 全 球 化 的 负 面 影 响 分 不 开 的 。

但 是 ，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形 成 的 国 际 组 织 和 现 存 的 全 球

合 作 机 制 ，远 远 地 落 后 于 全 球 化 的 进 程 ，出 现 了 严 重 的

“国 际 机 制 赤 字 ” 。

第 三 个 特 点 ， 是 世 界 范 围 的 宗 教 复 苏 和 民 族 主 义

上 升 。

冷 战 结 束 ，意 味 着 两 大 意 识 形 态 对 抗 的 终 结 。 但 是

人 类 历 史 从 来 都 充 满 着 思 想 激 荡 。 人 们 在 全 球 化 带 来

的 复 杂 矛 盾 中 ， 依 靠 和 寻 找 着 精 神 依 托 和 对 群 体 的 归

属 感 。 于 是 ，在 传 统 宗 教 的 复 苏 中 ，一 部 分 宗 教 势 力 复

归 到 所 谓 “原 教 旨 主 义 ” ，并 得 到 部 分 群 体 的 拥 戴 ；而 恰

恰 当 这 些 群 体 是 自 认 为 处 于 弱 势 的 民 族 时 ， 民 族 问 题

与 宗 教 问 题 就 相 互 纠 缠 在 一 起 ， 产 生 一 些 国 家 内 部 民

族 分 裂 的 倾 向 ， 并 受 到 国 际 势 力 的 干 预 。 在 这 种 情 形

下 ，南 斯 拉 夫 分 裂 成 若 干 独 立 国 家 。 中 国 和 俄 罗 斯 等 国

家 ， 都 在 与 国 内 的 宗 教 极 端 势 力 和 民 族 分 裂 势 力 进 行

斗 争 ，维 护 国 内 的 统 一 与 稳 定 。 在 基 本 上 是 单 一 民 族 的

国 家 ，如 韩 国 和 日 本 ，民 族 主 义 情 绪 也 在 上 涨 。 虽 然 宗

教 复 苏 和 民 族 主 义 有 增 强 某 些 社 会 的 凝 聚 力 的 作 用 ，

但 也 可 能 被 引 导 到 破 坏 和 平 、稳 定 、繁 荣 的 方 向 上 去 。

展 望 未 来 的 国 际 政 治 演 变 方 向 ，我 个 人 有 以 下 一 些

观 察 。

首 先 ，世 界 力 量 中 心 正 在 从 西 方 向 东 方 转 移 。 在 国

际 战 略 格 局 维 持 稳 定 的 同 时 ，中 国 、俄 罗 斯 、印 度 、巴 西

等 新 兴 大 国 快 速 发 展 ， 墨 西 哥 、 南 非 、 越 南 、 印 度 尼 西

亚 、土 耳 其 等 众 多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作 用 也 在 增 强 。 他 们 可

能 在 未 来 十 几 年 的 时 间 里 对 国 际 格 局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

2020 年 以 前 ，中 国 的 经 济 总 量 应 当 会 超 过 日 本 ，变 成 世

界 第 二 ； 俄 罗 斯 的 经 济 总 量 可 能 同 英 国 、 法 国 相 当 ；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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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经 济 将 更 多 地 依 赖 新 兴 国 家 来 推 动 ， 原 有 的 国 际 秩

序 会 受 到 相 当 大 的 冲 击 。

其 次 ，创 建 新 的 国 际 机 制 以 处 理 金 融 安 全 和 其 他 非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的 挑 战 ，稳 定 全 球 经 济 和 政 治 ，成 为 日 益

紧 迫 的 任 务 。 美 国 的 实 力 未 必 会 明 显 削 弱 ，但 在 其 对 国

际 秩 序 的 “ 领 导 作 用 ” 逐 步 下 降 的 过 程 中 ， 它 将 成 为 更

为 “孤 独 ”的 超 级 大 国 。 日 本 和 欧 盟 主 要 国 家 ，可 以 说 处

在 “后 现 代 ”的 发 展 阶 段 ，而 美 国 的 发 展 模 式 仍 有 活 力 ，

并 以 其 丰 富 的 国 内 自 然 资 源 、 人 力 资 源 和 军 事 力 量 为

支 撑 ，因 此 在 气 候 变 化 、地 区 冲 突 等 一 些 问 题 的 处 理 方

式 上 同 欧 日 产 生 矛 盾 。 更 深 的 矛 盾 则 可 能 产 生 于 新 兴

国 家 和 发 达 国 家 之 间 ，也 可 能 产 生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内 部 。

同 时 ， 各 种 非 政 府 组 织 （ 包 括 恐 怖 组 织 ） 和 跨 国 公 司 在

国 际 事 务 中 的 作 用 扩 大 ， 个 人 通 过 网 络 技 术 也 在 发 挥

作 用 。 如 果 国 际 机 制 的 “赤 字 ”不 能 尽 快 得 到 弥 补 ，那 么

某 些 地 区 冲 突 、民 族 宗 教 矛 盾 就 会 失 控 ，自 然 界 对 人 类

的 “报 复 ”也 会 愈 演 愈 烈 。

三 、中 日 关 系 的 新 趋 势 与 发 展 方 向

在 未 来 世 界 ，不 确 定 的 因 素 迅 速 增 加 ， 原 有 的 全 球

秩 序 、 地 区 秩 序 必 然 会 发 生 难 以 预 测 、 难 以 估 量 的 变

化 。 当 我 们 展 望 中 日 关 系 的 未 来 时 ，眼 光 绝 不 能 局 限 于

两 个 国 家 内 部 和 双 边 关 系 ， 而 必 须 将 国 际 大 局 作 为 重

要 因 素 来 考 虑 。 在 这 里 ， 我 提 出 一 些 个 人 的 设 想 和 思

路 ，供 关 心 中 日 关 系 的 人 士 参 考 。

我 曾 经 就 中 国 、日 本 和 美 国 的 力 量 对 比 变 化 做 过 一

些 研 究 ，初 步 结 论 是 ： 用 传 统 的 “ 硬 实 力 ” 标 准 （ 经 济 数

字 等 等 ） 衡 量 ， 中 国 的 经 济 实 力 将 在 10 年 之 内 超 过 日

本 ， 在 20 年 之 内 接 近 美 国 ， 同 时 美 国 和 日 本 之 间 的 实

力 差 距 也 会 继 续 扩 大 。 在 这 种 力 量 对 比 趋 势 之 下 ，按 照

传 统 的 地 缘 政 治 思 路 ， 日 本 的 自 然 选 择 是 加 强 同 美 国

的 同 盟 关 系 ，在 同 中 国 继 续 发 展 经 济 合 作 的 同 时 ，在 战

略 上 对 中 国 保 持 警 惕 甚 至 牵 制 。

但 是 ，当 我 们 把 实 力 的 衡 量 标 准 从 传 统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和 军 事 力 量 转 向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各 项 指 标 时 ， 就 会

发 现 上 述 判 断 的 缺 陷 。 美 国 在 应 对 全 球 化 的 负 面 冲 击

时 ，困 难 超 过 日 本 。 中 国 则 是 三 国 之 中 在 可 持 续 发 展 方

面 最 为 脆 弱 的 国 家 ，自 然 资 源 、生 态 环 境 、人 口 增 长 、社

会 矛 盾 的 牵 制 ， 都 使 持 续 了 30 年 的 发 展 模 式 难 以 为

继 。 中 共 十 七 大 提 出 的 科 学 发 展 观 和 促 进 社 会 和 谐 的

任 务 ，不 仅 是 今 后 发 展 的 方 向 ，更 是 维 持 中 国 的 政 治 稳

定 、经 济 繁 荣 之 必 须 。 中 国 不 能 以 美 国 的 高 消 费 、高 能

耗 的 生 活 方 式 为 楷 模 和 实 现 现 代 化 的 标 准 ， 而 更 应 当

学 习 日 本 节 约 型 、 环 境 友 好 型 、 技 术 密 集 型 的 发 展 模

式 ，以 此 促 进 社 会 和 谐 及 可 持 续 发 展 。 也 惟 有 选 择 一 种

适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发 展 模 式 ，中 国 才 能 真 正 崛 起 ，并 成 为

受 到 世 界 欢 迎 和 尊 敬 的 大 国 。

因 此 ，中 日 关 系 的 未 来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决 于 两 国

能 否 在 涉 及 未 来 全 球 秩 序 的 重 大 国 际 问 题 上 携 起 手

来 ，共 同 建 设 应 对 非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的 国 际 机 制 。 一 直 对

中 日 关 系 造 成 困 扰 的 双 边 问 题 ，如 对 历 史 问 题 的 认 识 、

领 土 争 议 和 东 海 大 陆 架 的 资 源 开 发 ，仍 然 存 在 。 但 是 ，

除 了 两 国 国 内 因 素 的 影 响 之 外 ， 未 来 中 日 关 系 将 更 多

地 涉 及 多 边 和 全 球 问 题 。 具 体 包 括 ：京 都 议 定 书 的 协 议

到 期 前 后 ，新 的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全 球 共 识 能 否 形 成 ，中

日 在 其 中 的 各 自 立 场 和 应 起 的 作 用 ； 在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放 缓 、美 元 贬 值 、人 民 币 升 值 的 条 件 下 ，中 日 能 否 合 作 ，

改 进 全 球 金 融 体 制 ，防 范 金 融 危 机 ；东 亚 经 济 一 体 化 进

程 如 何 推 进 ，是 否 应 当 或 者 如 何 建 立 亚 洲 货 币 单 位 ；朝

核 问 题 能 否 彻 底 解 决 ，能 否 在 六 方 会 谈 的 基 础 上 ，减 少

安 全 威 胁 ，商 讨 东 北 亚 安 全 机 制 的 创 立 ；在 全 球 能 源 供

应 链 中 ， 中 日 两 国 能 否 协 作 ， 促 进 共 同 利 益 ； 在 联 合 国

和 其 他 国 际 组 织 的 改 革 中 能 否 相 互 支 持 ，等 等 。

我 深 信 ， 把 中 日 两 国 带 入 战 争 的 国 际 环 境 已 经 远

去 。 但 是 ，前 景 并 非 都 是 光 明 的 。 在 诸 多 挑 战 面 前 ，中 日

两 国 政 府 之 间 应 当 加 强 战 略 对 话 ， 就 前 瞻 性 的 全 球 治

理 问 题 和 地 区 合 作 问 题 经 常 交 换 意 见 ，凝 聚 共 识 。 两 国

的 民 间 团 体 ，包 括 思 想 库 和 大 学 ，也 应 当 设 立 共 同 的 研

究 项 目 ，并 且 同 其 他 国 家 的 民 间 团 体 协 调 合 作 。 把 眼 光

放 大 放 远 ， 就 可 以 避 免 被 “ 一 山 不 容 二 虎 ” 式 的 思 维 方

式 所 缠 绕 ， 使 两 国 在 全 球 事 务 中 发 挥 各 自 的 独 特 作 用

和 共 同 的 积 极 作 用 。

（作 者 ：北 京 大 学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院 长 ）

（本 文 责 任 编 辑 李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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