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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地方政府

压力山大，他们急

迫需要通过对外交

流突破现状。

中日关系创新呼唤“新民间”

21 世纪的日本政治场，保守主义崛起。这个

时代的日本官场人，喜欢往保守群扎堆。当今，在

政治核心的任何人，“保守”成为护身符。至于谈

及中国，非要开宗明义首先申明自己“非亲中”，

否则自身难保。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谈论中国

话题，或需要某种心领神会，或需要勇气。

现在已是2024年，中日对抗阴影仍挥之不去。

最近数年，在日华人团体举办了不少会议活动，力

图给冰冷的中日关系增添某些暖意。但这些努力，

似乎不敌“中国包围网”这张天网。一些日本旧友

偶尔在社交媒体谈一两句，但多侧面迂回，并不涉

及主题。但另一方面，中日贸易仍在进行，日本市

场中国产品并不少见，电视台中国宫廷剧也在上映，

且收获不少日本铁粉。疫情后，中国观光者也不断

来到日本，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最令

人欣慰的是，大学校园总可见到中国学生。这些现

实似乎给人们打气：中日关系或不至于更坏。

两国政府关系走不动了，经济交流也面临芯片

战云。此时，“以民促官”悄悄重被提起。

上世纪 50 年代前半，日本政府想恢复对华经

贸，但被美国制止。美国警告日本不许联络中国，

更不许牵手中国，日本官方于是作罢。尽管如此，

当时两国开动脑筋，用“以民促官”的方法还是推

动了两国关系。那么，今天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是

否还有效？

上世纪50年代后，日本正值工业化鼎盛时期。

财界、大众传媒领袖及社会运动领袖一言九鼎。当

年中国在日本的交流对象恰是这些日本民间领袖。

尽管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但这些民间领袖在日本社

会多可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因此“以民促官”非

常管用，有效推动了两国人民交往。

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将精力聚焦经济建设。中

日双方政府合作，经济合作是主流。同时，此前那些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民间力量形成制度，他们

作为维系中日关系的桥梁，发挥了历史作用。不仅如

此，至今这些团体仍然与中方维系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这些团体，仍然是维系中日关系的重要力量。

今天我们谈“以民促官”，还要认识今天日本

社会的现状。上世纪 50 至 80 年代，日本社会尚有

“保守”与“革新”之分。那些“革新派”中，很

多人热心日中友好。但进入 90 年代乃至本世纪，

日本进入一个全面保守时代，我们是否要改换思维，

寻找新的日本“民间”。

“新民间”在哪里？去年秋天，中国政府邀请

数百名日本大学生访华一周。这是疫情后中国政府

首次邀请日本学生访问中国。这些学生回到日本后

都写了访华观感，刊登在日中友协网页上，很值得

一读。这次访问他们记住了一个感性中国，既有古

老，也有尖端。Z 世代以其直接感受构筑了新中国

观，他们代表日本“新民间”。

新世代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中崛起。他们拥有

自己的价值观，拒绝政治正确。今天日本年轻世代

关心“失去的 30 年”，关注日元暴跌、数字转型

落后、亚洲技术跃进。他们拥有高度的时代感觉，

代表日本“新民间”。

在对华态度方面，日本地方显然与中央不

同。面对经济衰退，高龄少子化等问题，地方政

府压力山大。他们急迫需要通过对外交流突破现

状。从这个角度来说，各地方政府也是日本“新民间”。

中国的数字转型、科技进步让中国融入世界中

心。中日两国千禧世代、Z 世代的互访对话，分享

科技进步、企业创新体验，这是中日“新民间”交

流的肇始，值得关注。中日“新民间”交流，无疑

将丰富中日关系内涵。

　　中日两国千禧世代、Z世代的互访对话，分享科技进步、企业创新体验，这是中日“新民间”交流的肇始，值得关注。中

日“新民间”交流，无疑将丰富中日关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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