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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新世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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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多年来
,

双方走过了各自的发展历程
,

进入新世纪
,

两国在国力
、

心理
、

利益
、

政策组合等方面都衰现了新的特征
,

双方合作领域会不断加深
,

同时两国在政治
、

安全
、

历史问皿上的启攘仍然不

可避免
,

构筑新世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

招要双方政府和人民付出不懈的努力
。

【关健询〕邦交正常化 区域经济合作 民间交往 地缘政治

中圈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帮 两国人民有粉两千多

年有好交往的历史
,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
,

也形

成了两国无法荆断的历史联系 但是 近代以来
,

由于

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
,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

重的灾难
,

也给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了挥之不去的

阴影
。

走出阴形
,

从新建立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

符合

两国人民的愿望
,

也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

稳定
。

正因如此
,

二战结束以后
,

两国的仁人志士为建

立和发展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

在毛

泽东
、

周恩来
、

邓小平和田中角荣
、

太平正芳等已故领

导人的努力下 中日两国于  年签署了联合声明
,

实

现了邦交正常化 并于 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 自 世纪 年代开始 在亚太新格局的背景下
,

亚洲国际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与一

个强大的日本同时并存的现象 这不仅对中国
,

而且对

世界战略格局都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

中日邦交正常化 多年来
,

双方走过了各自的发

展历史里程
,

到 世纪初
,

两国关系在国力
、

心理
、

利

益
、

政策组合等领域都表现了新的特征
,

综合国力日趋

均衡
。

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领域的相互依存 日益加深
,

心理因素趋向对等
,

特别是自冷战结束后
,

随着内外形

势的变化
,

两国都在重新审视和调整相互政策
。

展望未

来中日关系的前景
,

应该说建立双方和平友好的合作伙

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也是未来两国关系发

展的大势所趋
。

在新世纪的发展过建中
,

两国在经贸
、

文化以及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将日益加深
。

同时
,

两国在政治
、

安全
、

历史问题
、

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康擦

也仍将继续存在
。

归根到底
,

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友

收稿日期 刃 一

好感情是维系和实现中日伙伴关系的基本条件 构筑新

世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为此共同

付出不懈的努力
。

一
、

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是维系双边关系的强人依托

中日建交 年来
,

两国在经贸领城的合作取得了

令人胭目的成就
,

从经济利益层面上粉
,

世纪 年

代以来
,

中日间相互依存的成分正在急剧增大 世纪

将是中日经济形成高度分工与合作
,

共同促进发展的新

世纪
。

年来
,

两国虽然经常发生贸易摩擦
,

形响双边

关系的发展 但这种磨擦从未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成

正比
。

即使在 年两国关系陷人建交以来最坏的局面

时
,

两国贸易规模仍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

展望新世纪
,

世界范围内的跨国行业重组风起云涌
,

生产力将在全球

范围内得到不断地解放和发展
。

这一切给中日合作提供

了良好的机遇 也向我们提出了严俊的挑战
。

从未来中

日关系发展的方向看
,

中国将成为生产大国
,

依靠广裹

的土地
、

丰富的劳动力
、

日益改进的加工技术
,

在某些

生产领域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的价格竞争

力将会越来越强 而 日本则面临着如何发挥中国这个生

产大国的作用
。

使中日两国的经贸结构朝着互补的方向

发展 最终通过这种互惠合作
,

推动亚洲经济的整体发

展
,

从而使中日关系在经济合作的推动下朝着健康的方

向发展
。

二
、 “

增信释贬
”

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锐

从历史发展上看
,

中日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
,

中日

两个国家和则两利 斗则俱伤
。

从现实粉
,

保持良好

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
。

从大局着
,

维护并发展中日关系使中日两国人民的



共识
,

中日关系发展的好坏将对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

平
、

稳定与繁荣产生重要影响
。

从未来看
,

登高望远
,

着眼

未来才能保证两国和整个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

相互理解和信任是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
。

对于冷战结束后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来说
,

日中关

系是关键
。

中国是国际上有广泛政治影响的大国
,

又是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

日本要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

发挥自己的政治大国的作用需要取得中国的支持
。

从地

缘政治来看
,

日本为保持周边环境的稳定
,

也必须搞好

对华关系
。

正因如此
,

冷战刚刚结束
,

海部首相就提出

了建立
“

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

的主张
,

中国方面也给与

了积极的回应
,

仪 年发表了 《国防白皮书》阐述了军

事支出
、

军事思想
、

国防政策等内容
,

基本上达到了有

关军事透明度的要求 同时双方加强了军事安全方面的

交流和对话
,

从而构成中日关系发展的又一积极因素
。

然而
,

日本的对华关系具有两面性
,

既要与西方保持一

致对话
,

又表现出与欧美国家有所差别
,

尤其是与 《日

美防卫合作指针》有关的
“

周边事态
”

法案
,

不公开声

明把台湾排除在外
,

以及日美联合研制 有将台湾

纳人在
“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

之势头
,

构成了中国国家

安全与统一大业的隐患
。

可见安全问题是双方不易化解

的一大难题
。

此外 历史问题
、

台湾问题也仍是影响新

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家
。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认为在发展新世纪两国关系的

过程中 增信释疑
,

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

显得十分重要
。

从中国的角度粉
,

应该客观地肯定战后

五十多年日本所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
,

肯定日本对中国

开发援助方面所给予的巨大支持
。

肯定广大日本爱好和

平的国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

从 日本方面看
,

应理

性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
,

薄重中国人民要求正视历史的

感悄 理解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民族分裂
,

国家不能统一

的痛苦
。

面临新的世纪
,

新的形势 进一步加强两国的

交流与合作
,

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信任
,

是促使双方关系

稳定健康发展的关健所在
。

三
、

进行战略对话是趁立新世纪良好中日关系的有

效途径

进人新世纪
,

在各种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设想中
,

双

方共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模式
,

最能实现 世纪中日双

点发展和中日与东亚地区的协调发展
,

并有利于世界的

和平与繁荣的美好图景
。

两国关系的理想目标应该是逐

步走向战略层次上的和解与合作
,

没有中日合作 东亚

共同体的理想最终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

正因如此
,

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十分关注中日关系的走向
。

从中 日关系现状的总体看
,

主流是比较积极的
,

年江泽民主席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日本
。

双方达

成了 个合作项 目
,

在一次访问中达成如此多的合作项

目
,

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
,

翌年 日本首相

小渊惠三访问了中国
,

推动了合作项目的落实
,

年

月 日
,

江泽民主席对来访的 】多名 日本客人做

了重要讲话
,

这对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

同年 月 日 朱铭基总理访问日本
,

期

间就中日关系提出了几个具有非常怠义的内容
,

包括双

方在安全领域开展对话 在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上开展中

日韩三边磋商等
。

小泉首相上台伊始也向中日传递信息
,

称日中关系
“

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
” 。

今后中日关

系无论如何发展
,

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
,

应该服从两国

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
,

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两国国

家利益
。

有利于地区稳定和经济繁荣
,

更有利于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
。

中日两国只有从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

发
,

在各个领域加强对话与交流
,

努力寻求双方利益的

契合点 才能进一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信任
,

共同开创

两国友好合作的崭新局面
。

四
、

开展民间交流是维系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

的牢固纽带

江泽民主席在   ! 年 月 日会见中日文化观光

使节团时讲到
“

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
” ,

这句话精辟地阐明今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和方

向
。

指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实质和基础
。

中日邦交正常

化 年来 两国民间交流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
,

往来

人员不断见多 在民间层面上增加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

解和信任
,

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

年以来
,

随着中日伙伴关系双边框架的确立
,

两国之间的文化交

流在新的层次上得到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大力推动
,

尤其

是青少年的交流和知识界的交流得到更大的发展

年 月 日 首次中国高中生访 日团一行 人对 日本

进行了为期 天的访问
。

日本高中生 人访华团也于

同年秋季访华
。

今年 月在隆重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年之际
,

两国又掀起了民间交流的新高潮
。

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归根结底要靠两国人民会共

同创造
,

在未来中日关系的历史中
,

尽管仍会出现许多

困难和问题
。

只要我们坚持
“

两国人民的友好
”

这个根

本 任何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

因为民

间交流的扩大即有助于日本人民更好的了解中国
,

使
“

中

国威胁论
”

的谎言不攻自破
,

也有利于中国人民更多地

了解日本社会
,

了解日本人民的感情
,

增强中日友好关

系的民间基础
。

相信民间交流的日益扩大
,

必将成为推

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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