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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期”与“历史性的中日时间”

近期许多人谈中日关系的“窗口期”。

2024 年 11 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全

球秩序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 2024 年 11 月的

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中日领导

人会面，围绕高层对话、深化合作以及管控分

歧达成共识。这场会晤让外界认为，中日关系

正迎来新的“窗口期”。

在国际政治中，“窗口期”指的是特定条

件下推动谈判、合作或政策的短暂有利时机。

当前中日关系的“窗口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

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美国对华强硬政策迫使

日本在美日同盟与对华合作间寻求平衡。同时，

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老龄化问题加

剧，产业升级遇到瓶颈，经济竞争力有所下滑。

这使得日本更倾向于加强对华合作，以纾解内

部困境、缓和外部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2024 年 12 月日本外相岩

屋毅访华。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讨论了放宽中国

公民赴日签证政策，推动日本海产品对华出口

等问题。这些看似琐碎的议题，却是为中日关

系注入活力的重要象征。此后石破茂首相表示

愿在条件成熟时访华，而中方积极回应。

在当下这个中日关系的“窗口期”，双边

关系正步入一个“历史性的中日时间”。这一

时期，两国既面临全球秩序变动和双边分歧带

来的挑战，也迎来通过合作改善关系的宝贵机

遇。去年12月，两国达成涵盖青年交流、教育、

旅游等领域的 10 项共识，旨在通过促进民众

互动推动双边关系改善。

目的不单是为对冲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

更是要共同成为稳定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尽管日本外交在相当程度上依托于日美

同盟，但中日关系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特

别是在公共卫生、灾害应对等非传统安全领

域。近年来，中日双方在疫情防控、医疗资

源共享、防灾减灾技术交流等方面已有某些

合作。通过这些更贴近民众的协作，两国不

仅能有效应对区域性挑战，也能增强民众间

的理解与信任，为双边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

础。

同时，中日还需深化经济领域的合作，

以实质性项目为突破口推动关系发展。2024

年丰田与腾讯在电动车领域的合作展示了通

信与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此外，在第十七

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双方签署了

涵盖能源效率提升、氢能与氨能开发、

建筑绿色化等 27 个合作项目。这些绿

色转型领域的合作，不仅符合全球低碳

发展趋势，还为两国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

点。

“窗口期”的关键在于行动。通过深度

理解彼此的立场、推动务实合作和加强全方

位交流，中日有望抓住机遇，共同创造“历

史性的中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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