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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缘何令中国外交部罕见痛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蔡亮

12021 年 3 月
中旬的日本外交异
常忙碌：先是在美国
主导下，美日澳印四
国于 12 日举行了
“四方安全对话”的
首次线上峰会，紧接着是在日本的
推波助澜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
国防部长奥斯汀将日本选择为拜
登政府首访目的地，召开了美日
“2+2”会谈，并发表针对性极强的
联合声明。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痛斥美日两国“狼狈为奸”，且语
气之严肃，措辞之严厉，为1972
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所罕
见。这背后的原因何在？我们特请
专家进行解答。 ———编者

蔡亮

罕见点名中国 恍若冷战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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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须亮明红线 “两手对两手”

    问：此次美日“2+2”会谈及其联合声明
为何令中方怒斥？

答：凡事有因才有果。 中国以“甘愿仰

人鼻息， 充当美国战略附庸”“背信弃义”

“引狼入室” 等罕见措辞严正驳斥日本，自

然与美日联合声明中 “罔顾事实和真相”

“诬蔑抹黑中国”及干涉中国内政等内容息

息相关。 这份联合声明还将中国描绘成地
区和平合作的风险， 而美日则自诩为国际

体系的代表，并将美日同盟自我标榜为“地
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对比以往美

日“2+2”会谈，此次会谈显著提高了对华调

门，如此点名无理指责中国实属罕见。

因此， 也难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在 3 月 17 日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美日联合声明中相关涉华内容是 “恶意攻

击中方对外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妄图
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

反对”。 “美日固守冷战思维，逆时代潮流而
动”之明显，连西班牙《世界报》也指出如此

联合声明恍若冷战重现。

美日此举就是要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
人，且为了更好地制造对抗，还蓄意拉帮结

派，试图打造反华“包围圈”。 再加上美国特
意赶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之前，

先与日、韩两国分别举行“2+2”会谈，无疑
就是要将两国拉到与中国对抗的道路上。

这与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捆绑”盟友，共同

遏制苏联的方式如出一辙。

但值得关注的是， 日本并非只是被动

地与美国保持同一立场。 同期举行的美韩
“2+2”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并未点名中

国，与美日关系“温差”明显。 相对于韩国的
审慎，日本在涉台、涉港、涉疆、南海、钓鱼

岛等一系列涉华问题上主动出击， 显然是
为了打造一个以美日同盟为基轴， 以四方

合作机制为主干的对华制衡圈。

在微观层面， 日本主要聚焦于钓鱼岛

问题。 无论是在“四方安全对话”还是美日
“2+2” 会谈， 日本一再对中国年初出台的

《海警法》及近期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连续

巡航表示不满，并利用日美“2+2”会谈再度
推动美国就钓鱼岛协防问题明确表态。

在中观层面，日本一方面将台海、南海
等问题与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地区的

稳定和繁荣等相挂钩，并指责中国的相关行
为违背国际法，危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另

一方面，日本却强调日美澳印四方合作机制

对维护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捍卫民主、

法治等所谓“普世性价值”的重要意义。

在宏观层面，日本在对涉港、涉疆问题
“抱有强烈担忧”的基础上，主动呼应美国

的提法，无端将中国总体定位为“有悖于国
际秩序，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对

日美同盟以及国际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
国家，并无理指责中国的相关行为是“有损

国际体制、 对地区内其他国家施压以及不
利于地区稳定”。

日本如此举动， 说到底就是为满足阻
遏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 甘愿仰人鼻

息，甚而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 这
种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的做法，的确“令人

不齿，不得人心”。

    问： 日本政府为何冒天下之
大不韪， 这般在对华关系上开倒
车？

答：从菅义伟内阁近期的种
种涉华言行来看，其与安倍晋三

第二次执政之初，为阻遏中国崛
起，推动各方构建“对华包围网”

的行为十分相似。其动因主要有
三：

第一，这是日本对拜登政府

“回归多边主义，借重盟友力量”

等方针做出的回应。 一方面，日

本认识到美国国会两党在对华
强硬上已是“不分党派”，因此中

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结构性、

长期性特征。 另一方面，日本一

直自我定位为西方国家，并长期
以美国主导下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自居。

可以说， 日本竭力推动菅义伟作为拜登上
台后访美的首位外国首脑的原因正在于此。 而

当双方敲定菅义伟将于 4月上旬访美之后， 外

相茂木敏充立即喜形于色地表示：“这是拜登政
府对强化日美同盟做出的坚定承诺， 我们对此

表示欢迎。”

基于此，日本对于美国对华的相关定位，在

总体上是认可的。 且拜登政府为使其对华政策

能够有效落实，势必会更加借重日本，而这也有
利于日本实现强化本国军事建设，提升外交自

主性，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图谋。

需要指出的是， 自民党内有声音认为，日
本在菅义伟执政后不再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发

出自己的声音，一旦拜登政府的外交工作走上
正轨，难免令美国对日本的应对能力产生不安。

《读卖新闻》据此曾指出，日本面临的考验是，在
美遏华方面能够做出多大的“贡献”？ 从这一角

度而言，借美日“2+2”会谈之机，在遏华问题上

积极表态，主动配合，恰恰是日本现阶段心心念
念的追求。

第二，近一段时期以来，钓鱼岛问题已成

为日本对华国民感情恶化的最直接因素。 因
此，菅义伟内阁感到有必要借助“四方安全对

话”和美日“2+2”会谈这样的场合，向国际社会
和国内各界传递日本在上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避免内阁在相关问题上受到国内指责。

第三，菅义伟执政半年，受疫情控制不力等

问题影响，支持率大幅下挫，执政根基并不稳健，

加之年内要迎来众议院大选和自民党总裁选举，

选择这个时机刻意对华表现强硬，一方面便于遮
掩施政不利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自民党在选举中继续维持现有优势， 进而延续

内阁的执政“寿命”。

    问：面对日本的“背信弃义”，中国应怎么
办？

答：对于菅义伟内阁近期破坏中日关系

的种种言行，中国在明确表明立场，亮明红
线的基础上，应注重“战略韧性”与“政策弹

性”相结合，以“两手对两手”的方式与之打
交道。

第一， 中日关系堪称世界上最具复合性

的双边关系，历史纠葛、领土争端、战略互信
赤字的存在导致了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复合安

全困境将长期存在。 但中日毕竟互为重要邻
国，经贸数额巨大，文化往来频繁，也同为地

区乃至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因此应对
两国之间的矛盾进行主次区分，分别应对。

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

中方应不惧亮明红线， 对日进行口头和行动

上的警告， 同时也应注重利用现有的对话平
台， 管控各种可能由擦枪走火造成的安全危

机，防止事态升级。 进一步讲，可以考虑在中
日之间召开如中美那样的高层战略对话，让

双方进行坦诚的、 有建设性的、 有益的 “争
论”， 将各自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托出，直

面分歧寻求共识， 在管控危机的同时寻找扩

大利益交汇点的领域。

第二， 中国在坚决反击日本不当言行的
同时， 也可关注日本在经贸等领域的务实性

操作，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开拓双方
在具体领域的合作空间， 扩大彼此的务实交

往，团结日本国内的知华、友华人士。

第三， 中国可以积极透过 “政党外交”、

“公共外交”等窗口，如推动与自民党内知华

的二阶派等阵营， 以及执政联盟中公明党的
交流， 积极传递相关信息， 尽量减少政治误

判。

同时，日本须知，中国欢迎多边主义
并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理念。 中

国也欢迎竞争，更提倡在公平公正基础上
开展竞争。 但无论是多边主义还是竞争，

都应建立在摈弃意识形态偏见，承认文明
具有多样性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打着多边

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如美日同盟这

般，表面上强调开放包容，实际上却是封
闭排他，是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搞排他

性标准、规则、体系，其结果也只能是搞相
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并把世界推

向分裂甚至对抗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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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

恢复前总统卢拉的政治权利。这位巴
西左翼领袖得到了重归政坛的机会，

这对于整个巴西政坛乃至地缘国家
的影响都不言而喻。 巴西将走向何

方？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一个有卢拉
的巴西政坛，必然会增加许多悬念和

变数。

左翼领袖再出征
2018年，没有贪腐记录、承诺带

来一个“全新巴西”的博索纳罗从后排

议员走到了台前成为总统。 本已注册

成为劳工党总统候选人的卢拉， 却因
贪腐罪名入狱，错过了那次大选。

如今， 重获政治权利的卢拉在一
场超过 1小时的长篇演讲里坚称自己

清白。许多拉美媒体，尤其是持左派立
场的媒体和评论员， 都将这场演讲视

作这位左翼领袖回归乃至参加 2022

年大选的宣言。 而截断现任总统博索
纳罗的连任之路， 或许是卢拉重获政

治权利带来的最大变数。

但是，大法官法欣宣布恢复卢拉

的政治权利， 并不能作为证明后者清
白的证据， 因为裁决是基于库里蒂巴

法庭的司法管辖权， 而非案件内容本
身。 联邦区法院也有在重审中认定卢

拉有罪的可能。

只是从时间上看，这些变数大概

率不会阻断卢拉的参选之路， 因为参
选与否更多源自于他的个人判断。 卢

拉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积极但并不

明确。 考虑到目前的巴西局势和自身

案件的进展， 卢拉的表态保留了多种
可能性，无疑是更为稳妥且理智的。

剑指博索纳罗？

对于卢拉的回归，现任总统博索
纳罗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与排斥。 在

卢拉恢复政治权利的当天， 博索纳罗
即向媒体表示希望最高法院全体审查

时推翻这一决定。

这种对立的情绪其来有自。 2014

年启动的反腐“洗车行动”持续发酵，极

大打击了巴西劳工党， 罗塞夫被弹劾、

卢拉入狱、阿达败选，左派执政势头遭

受重挫。而 2018年博索纳罗的胜选，除
却卢拉缺席这个因素外，还源于当时中

间选民群体对于劳工党政府的失望和
厌倦，选民期待持极右翼理念的博索纳

罗能够给巴西带来新的改变。

然而在新冠疫情面前，本届巴西

政府交出了不太理想的答卷：据巴西

卫生部数据，截至 3月 24日，该国累

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1200万例， 死亡
病例近 30万例。 这些依然在不断攀

升的数字，直接冲击了博索纳罗的民
调数据。

此消彼长，此时卢拉的回归则将
为巴西选民提供另一个选项。 日前

《圣保罗周报》进行了相关民调，近五

成受访者表示，如果卢拉参选将投票
支持，而支持博索纳罗的受访者则占

近四成。表示绝不会将选票投给卢拉
或者博索纳罗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44%和 56%。

分裂或是弥合？

在重获政治权利后， 卢拉对博
索纳罗政府及其抗疫政策进行了多

次严厉的批评。在谈到疫苗问题时，

卢拉说：“这是一个共和国的总统是

否关爱其人民的问题。 人民选举出
总统， 不是让他说空话和制造假新

闻的。”博索纳罗则将卢拉的言论归

结为“以批评、谎言和误导为主要内
容进行的选举操弄”。

尽管卢拉曾经表态希望弥合巴
西人存在的分歧， 但考虑到以左翼

和极右翼拥趸为基本盘的两人及其
所在政党， 巴西社会未来进一步分

裂在所难免， 中间势力的空间遭到

进一步压缩， 也有可能催生更多的
民粹主义操作。 无论卢拉本人是否

参选，未来形成实质“左右二选一”

格局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

值得庆幸的是，卢拉的回归客
观上也促进了巴西政府和民间的

抗疫工作。 在野的卢拉在 13日接
种了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此后又

在美国媒体采访中呼吁拜登政府
向巴西捐赠疫苗；而在朝的博索纳

罗则重新任命马塞洛·凯罗加为其
政府第四任卫生部长，同时积极接

洽购买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