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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将中

国定位为“迄今为

止的最大战略挑

战”。

中国面临新型外交的考验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事件仍在发酵。8月 26日，

日本公明党宣布，该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访华延期。

山口原定 8 月 28 日—30 日访华，但在 26 日下午他

接到中方通知，说“鉴于当前中日关系，（访华团

访华）时机不宜”。此前的 8 月 24 日，山口曾在

首相官邸与岸田文雄首相会面，商谈访华事宜。山

口在会面后对媒体说，“处理水”排放并非日中关

系的全部，他拟与中方“从大局”探讨两国关系。

当时对访华一事，山口似乎很有信心。

另一方面，岸田以为既然公明党与中方保持传

统友好情谊，那中方不会不给山口面子。如此岸田

完全可借山口访华，来缓解中方对日本排放核污水

的反制。但事实证明岸田肤浅了，日本媒体惊呼中

国反应“超出想象”。

日本排放核污水要持续 30 年。对国际社会来

说，这也是一个持久而深远事件。日方认为有国际

原子能机构加持，还有美国首肯，核污水排放无需

征得其他沿岸国家同意。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5 周年，近来

日本华人社会十分热心，举办了不少活动，以弘扬

该条约的精神。中国驻日使馆也十分重视，各级官

员纷纷出席。以往这类活动可以见到不少日本官员

以及日本主流媒体，但近年现场鲜有这类情景，两

国间友好氛围日渐稀薄。

日本政府将中国定位为“迄今为止的最大战略

挑战”，两国政治互信每况愈下。现在日本政府发

誓宁肯牺牲经济利益、国民利益，也要规避“中国

风险”。日本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从鼓励日企“中

国＋ 1”到支持日企回流，现在更限制半导体等领

域对华贸易与投资。

国际舆论场开始撕裂。美国、韩国政府对日本排

核污水支持或承认，但太平洋各岛国尚未公开表态。

人们注意到，尽管日本排放核污水获美国首肯，但其

他国家仍表示需要研究。事实上，围绕证据问题外界

专家指出尚有许多不透明部分。日本政府主张，排放

获国际原子能机构许可。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不能只

听日本政府一家之言，也不能只看东京电力一家数据。

中日这次外交对立内容复杂。因为这不仅是一

场外交战，而且是一场专业知识的竞争与研究水平

的竞争。当前两国的这场对立，焦距在一个事关国

际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这场21世纪的新型外交，

对双方外交官的团队支持、知识结构、表达能力与

沟通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场外交不但涉及核污水排放国际标准的技术

问题，而且也涉及国际法、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等

重大原则。中国研究机构应与全球有关专家广泛合

作，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中国外交不但应争取“全球南方”的政治支持，

也应广泛争取“全球北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近

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民众对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水

的抗议广为人知。这些抗议主体——市民团体具有

巨大能量，且占据舆论高地，实力不可小觑。如何

加强民间环境保护团体的合作，也是中国民间外交

的课题。

3·11 大地震后，日本学界发表了大量有

关核电污染的论文，这些研究很有深度，值得

借鉴。今后，中方研究机构可邀请日本有关学

者参加相关研究。考虑到当下国际形势，包括日

本学者在内的发达国家学者与中方合作研究将日益

困难。面对西方国家的围堵，中国研究机构或学者

不能退缩不前，而应更加敞开大门，促进有关研究。

今后中国的新型外交必然是一场全球科学外

交。这场外交需要立足在一个更深厚且广阔的大地，

以崭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守候人类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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