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力量平衡发生变化
日中应有“共创未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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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外交的
本质并非竞争，而是继
续维护与现有国际秩
序主导者美国之间的
同盟关系，维持相对稳
定的力量对比，并通过
对话和交流达到求同
存异的目的。

隰

在日中关系变迁
的 40 年间，日中两国
的国内政治也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两国都
面临着从分享经济增
长果实走向应对经济
增长的挑战，都面临着
如何解决“人的安全保
障”这一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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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以来， 国际社会的力量平衡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 伴随着经济增长，国力得
以快速提升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是这
一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特别是中国，在国际
社会中的存在感日趋增强。 这种力量的变
化不仅推动着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心从大西
洋转向太平洋与印度洋， 亦改变着国际社
会整体的治理结构， 是导致既有的强领导
力相对弱化的因素之一。

中国相继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洲新安全
观等经济和安全保障构想， 进而倡导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中国不仅是承担维护
地区秩序稳定责任的地区大国， 参与全球
治理的大国志向也日渐提升。 过去，中国为
了发展本国经济，将外部资金、技术和人才
“引进来”， 如今， 中国则提出面向世界的
“走出去”的发展方向，为全球治理作贡献。

日本与崛起的中国一衣带水。 如何与
国力日益增强的中国相处， 如何应对国际
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 将是日本外交的重
要课题。

日中关系存在三大问题
后疫情时代将更复杂化

日本基于法治和自由开放的国际秩
序，实现了战后 70年的和平与繁荣。 日本
外交的基本方针是继续维护与现有世界格
局核心和国际秩序主导者美国之间的同盟
关系，与此同时，也要与推动世界力量平衡
变化的新旗手中国构筑稳定的双边关系。

众所周知， 日本对华外交的传统姿态
是在谋求冲突风险最小化的同时维持现
状。 一方面，日本通过对华援助，助力中国
改革开放，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并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维持日美同
盟关系，得以实现“维持现状”的概念。

日本对华外交的本质并非竞争， 而是
继续维护与现有国际秩序主导者美国之间
的同盟关系，维持相对稳定的力量对比，并
通过对话和交流以达到求同存异的目的。

我认为， 今后日本也将继续坚持这一对华
外交方针， 与推动世界力量平衡变化的新
旗手中国构筑稳定的双边关系。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权力体系（军事
力量）、利益体系（经济力量）和价值体系
（意识形态）三者构成的。 进入本世纪以来，

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和作为传统大国的日
本之间存在着三大问题， 分别体现在上述
三体系之中。 这三大问题在后疫情时代则
将进一步复杂化。

第一，东海问题。 过去的日中关系，两
国之间的主要政策课题之一是日本政府对
中国提供开发援助， 双边和平是在那个时
代发展日中关系的前提。 而现在的日中关
系，前提是思考“如何构筑和平”，已然发生
变化。

第二，两国国民感情有待改善。 尤其需
要关注的是， 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识尚未
得以改善。 其主要原因源于近年由东海和
南海争端升级等行动导致的日本国民不安
全感上升。

第三，经济关系。 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上
相互依存，有着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且发展
空间巨大， 国际社会也欢迎世界第二和第
三的这两大经济大国合作。 然而，自中美产
生贸易摩擦以后， 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之

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在后疫情时代，裂痕
恐怕会进一步加深。 对日中经济关系而言，

这将成为重大课题。

为了构筑稳定的日中关系， 今后双方
必须对上述军事力量、 经济力量和意识形
态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管理”，防止出现
显著恶化。

管理双边关系防止恶化
要创造两国间共同利益

“进行管理，防止出现显著恶化”，这是
怎样的概念？

目前日中两国面临若干困难问题，解
决起来并不容易， 因此需要在未来的双边
关系中创造共同利益。 两国更加有共享价
值与规范等发展观的必要， 并以 “共创未
来”的意识为基础，建设性地构筑稳定的日
中关系。 通过对日中之间已有共识的重要
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两国应共同培育“共创
未来”的意识。

2018年 10月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谈，

双方确认日本中止对华 ODA （指无偿资金
援助、技术合作及日元贷款项目）。 日本对
华 ODA步入历史， 这意味着日中关系转变
为共同应对课题和风险、 共享科技的平等
合作关系。

在日中关系变迁的 40年间，日中两国
的国内政治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两国
都面临着从分享经济增长果实走向应对经
济增长的挑战，都面临着如何解决“人的安
全保障”这一重要问题。

日中两国要在对等基础上探索新型合
作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两国都在思
考如何实现“构建高质量社会”这一目标，

另外，两国有可能达成“共同应对风险”的
合作。 但是，对于“高质量”“风险”等概念的
界定，日中两国尚未达成共识。 为了构筑稳
定的日中关系， 两国也有必要在对上述概
念的理解上谋求达成共识。

日前，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概念。 而对于“高质量”的内涵，日
中之间是否拥有共同理解呢？

关于“高质量基础设施原则”，日本在
2016年的七国集团（G7）伊势志摩峰会上，

提出了“为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 G7

伊势志摩原则”。 在 2019年的二十国集团
（G20）大阪峰会上，日本又提出了“关于高
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 G20原则”，并写入了
正式文件。

虽然日中两国都使用了“高质量”的表
达方式， 但我们并不清楚双方对此概念的
认识到底有多少共通之处。 对中国而言，

“高质量”的“质”关注的可能是高效率，但
日本或许会把重点放在安心和安全上。

对于如何界定“风险”这个问题，日中
两国即使能够达成共识， 但两国政府对风
险的优先顺序的设定也未必能够做到统一
步调。

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实
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之后又维持了高水平
的经济发展。 而中国在近年来通过快速发
展，从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 两国对“风
险”的优先顺序看法必然不尽相同。

此外，关于合作的课题也是如此。 目前
在创新领域，日中两国企业也有所合作。 但
在“中美战略性竞争”的时代，日中两国究
竟能合作到什么程度还存在疑问。

在数字经济领域， 日欧美对中国的监
管甚为担忧， 日本对是否在该领域加强合
作仍存有疑虑。

在实现 “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双方需要确定共同目标。 “应对疾病、公
共卫生”始终是重要的合作领域，但这无法
成为两国关系的基轴。

由此可见， 上述领域或许会成为日中
两国关系发展中新的关键词， 但由于双方
理解有异，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

对于中国目前尚不够重视、 但日本已
经充分预见到的课题， 日本应该唤起中国
的注意并进行合作。 作为 “问题意识先行
者”的日本，如果能够在“共创未来”的日中
合作观念下采取措施， 这将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安保领域政治基础脆弱
今后仍然有待双方加强

国际社会并不希望日中两个经济大国
之间的关系不稳定，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社
会恐怕也再没有余力承受不稳定的日中关
系。 日中两国过去曾经因东海问题而导致
双边关系恶化， 国际社会视之为影响和平
与繁荣的风险因素， 日中两国也为此付出
了代价。

2018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隔 7年
正式访问北京。 以此为契机，日中两国首脑
提出将两国关系恢复到正常轨道，以“从竞
争到协调”为关键词，将双边关系推向新阶
段。 这可以理解为对上述经验进行总结的
一种决心。

但是， 维持稳定的日中关系所必须的
安全保障领域的政治基础依然脆弱， 今后
仍有待加强。

安全保障的政治基础在于向对方正确
地传达己方行动的意图， 并正确地理解对
方行动的环境。 国际政治学认为，如果这一
基础薄弱，就会导致国家间的误解。 这也是
导致在军事上“擦枪走火”的主要原因。 而
两国复杂的历史纠葛， 也使得作为传统大
国的日本和新兴大国的中国之间更加容易
产生误解。

共同作为地区大国的日中两国， 应该
坚持不懈地努力打造安全保障的政治基
础， 凝聚智慧， 竭力避免给对方带来威胁
感。 为此，日中两国需要共同努力，促进追
求“共创未来”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