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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日民间好感度同步上升
文 / ?子雷

风月同天共创未来 增进感情尤为关键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

在第 16 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
式上表示，“北京-东京论坛”今年

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
日好感度不断上升，达到 45%的高

位，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却降到了
10%的新低。中日民众感情出现反

差，这一问题值得重视和深思。

中国经济发展
对日同样有利

为什么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会
从上世纪 80年代的蜜月期降至目

前的新低？主要是这些年中日两国
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日本国内来看，上世纪九十
年代以来，日本政治生态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泡沫经济崩

溃，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一度陷

入被动局面，在野党为求上位相互
利用，朝野人心涣散，政局动荡不

安，甚至出现六年换七相的混乱局
面。其间，对华强硬的政治手法自然

成了转嫁国内矛盾的“万金油”。
其次，日本社会进入少子老龄

化时代，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政治家
开始把持国家大政。与此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日关

系友好发展的大批政治家和民间友
好人士相继去世或退居二线，日本

对华交往进入“青黄不接”时代。
但目前日本社会中主张发展中

日友好关系的观点仍然是主流。首
先，战后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要求

和平、反战、反核的社会力量仍然占
据主导地位，这部分社会力量大多

数坚决反对日本参与围堵中国，主
张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平稳发展。其

次，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借政局动荡
之机兴风作浪，其对华极端言行并

没有获得大多数具有良知的日本人
民的支持。再次，过去一段时间日本

执政党内部虽然对推动中日关系发
展持不同意见，但在发展经济、推动

东亚区域合作等领域，日本仍然与
中国有着共同利益，无法无视中国

的影响力。因此，为了维护本国利
益，同中国保持对话与合作、推动双

边关系发展也是日本必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形势来看，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
变化，与日本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本

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为日本的

30%，但是 2010年中国反超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日本

的经济总量为中国的 40%。
中日两国国力发生的巨大变

化，使日本部分政治势力从自大变
为自卑，心态上变得越发不平衡。一

时间，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
论”甚嚣尘上，中国成为他们转嫁国

内矛盾、渲染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
事实上，中日两国的学术研究

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日本摆
脱经济衰退、刺激日本国内个人消

费和企业投资、实现经济增长起到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此形势下，通过深化人文交

流，推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增
进两国人民感情，对发展契合新时

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显得尤为关键。

公正客观报道
媒体作用重要

王毅外长特别提到媒体对中日
两国民众相互认知的重要作用，确

实，目前两国八成以上民众主要通
过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介了

解对方，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去年第十五届“北京－东京

论坛”上，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

认为，与政府层面相比，日本学术舆
论界与媒体的认识显得更滞后一

些。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科
技的更新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缺乏积

极认知，在日常报道中对中国缺乏
足够关注，在两国关系的报道中更

愿意关注一些负面消极的信息，从
而导致日本民众没有客观积极了解

中国的渠道，进而造成认识的偏差。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园田茂人表示，日本媒体有必要反
思如何改善对华报道，日本政府是

否能够向公众传达改善日中关系的
信息也非常重要。日本国际信息学

会会长近藤大博也认为，日本媒体
应该消除日本民众对中国发展的误

解，让日本民众意识到中国经济发
展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媒体公正客观的报道，有利于
增进两国人民感情，增加相互信任

和了解。以此次疫情为例，中日两国

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疫，书写了“山
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佳话。

疫情发生后，日本社会各界给
予了中国很多理解和支持。日本政

府和许多地方、企业主动向中国捐
赠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防疫物

资。一些捐赠给武汉的物资包装箱

上贴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
无衣，与子同裳”等标语，经我国媒

体报道后令国人动容。武汉封城期
间，很多日本网民聚拢到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社交媒体账户评论区，给
武汉加油，给中国打气。

当日本发生疫情时，中国政府
和人民也积极助力。今年 2月，日本

进入防疫关键期，中国第一时间向
日本交付病毒检测试剂盒，捐赠

5000套防护服和 10万只口罩。很
多中国地方省市、企业和个人积极

捐款捐物，为日本加油打气。这些事
迹经日本媒体报道，也成为佳话。

通过媒体的客观报道，日本民
众看到了一个在全球率先走出疫情

阴影，实现复工复产，并重返经济增
长轨道的中国。事实证明，疫情期间

媒体所发挥的正能量，有利于谱写
两国齐心协力、共同抗疫的佳话，传

递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进双方互信。

中日和平友好
始终是主旋律

人民友好是推动国与国关系健
康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中日两国

人民的友好是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
步发展的真正动力。“国之交在于民

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民是

推动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友
好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也

是国与国实现合作共赢的前提。因
此，增进两国人民的感情是推动中

日关系健康平稳发展的基础。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

关系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是

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始终是主旋律，
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和平是目

的，交往是手段。我们应该继续发扬
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推动两国人文

交流，深化经贸合作，增进两国人民
的感情，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使广

大日本人民更加了解中国的对日政
策，更加了解中国人民对中日两国

关系中存在某些问题的看法。
良好的民意基础对两国关系发

展至关重要，日本各界要珍惜中国
民间对日本好感度的上升，采取更

多友好措施，让这种上升势头保持
下去，避免右翼势力或其他破坏势

力利用历史问题、疫情、钓鱼岛争端
等制造话题，破坏中国民众对日本

好感上升的势头。
另一方面，日本各界也要反思、

重视日本民意对华友好度的下降，
寻找到民意反差的真正缘由，引导

日本民众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以及
两国发展中的一些分歧乃至矛盾，

让中日民间好感度同步上升，不仅
要解决一升一降的反差，将来还要

减少同步上升之间的落差。只有这

样，中日之间才能通过几代人的努
力，营造向好的民间感情，为稳定的

双边关系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作者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11 月 30 日
在第 16届“北京-东京

论坛”开幕式上说，“北
京-东京论坛”今年进

行的舆论调查显示，中
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不

断上升， 达到 45%的

高位，而日本民众对华
好感度却降到 10%的

新低。 “两国民众感情
出现反差是一个事实，

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在我看来，日本社会的

对华认知似乎出了偏
差和问题。 ”

王毅指出，中日之
间既有广泛共同利益，

也存在一些矛盾分歧，

需要妥善把握和处理。

对于双方的共同利益，

要不断拓展弘扬，使之

成为连接双方的坚实
纽带。对于分歧和敏感

问题， 要放到适当位
置， 进行建设性管控。

在事关对方的内政问
题上， 要坚持相互尊

重，体现作为近邻的理
解和包容。

王毅强调， 大众和社交媒

体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感
情互动产生着重要作用， 也承

担着特殊责任。

一是追求真实。 两国媒体

在报道对方国家时不应刻意裁
剪，而应将实际情况完整展现。

多个国际机构的独立调查显

示， 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满
意度多年在 90%以上。 这些活

生生的事实， 有必要也应该客
观呈现在日本媒体的版面上。

二是传递善意。 “以和为
贵”“以善为本” 是两国人民自

古以来共同遵循的道德信条，

也是两国媒体应追求的新闻伦

理。 应跨越两国社会制度和理
念的不同和差异， 以更加包容

和友善的态度， 推动两国人民
更好相互了解，更多相互认知。

三是共创未来。 中日所处
的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

力的发展板块， 正在致力于打
造携手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希

望两国媒体登高望远， 着眼未
来，聚集中日合作的正能量，展

示亚洲及世界发展的新愿景。

“北京-东京论坛”创办于

2005 年，每年举行一次，在北
京与东京轮流举办， 是两国间

层次较高、 规模较大的官民互
动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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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日本街头为中国和武汉加油的暖心标语 本版图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