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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后形成的“政冷经
冷”关系复原为“政冷经热”关

系的可能性不可排除

像美国的同盟国菲律宾、泰
国、澳洲一样，邀请中国作
为观察员参与韩美军事演
习，努力消除中国认为韩国
是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帮手的
忧虑

韩日关系恶化会招致美国同盟体制的恶化，最终会给韩美同盟造成负面影响。

推进再次促成与日本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及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等低水准的军事安保合作。

考虑美中地缘政治对立状况，调整与日本及中国的安保合作水平 

■

但是韩日关系过度强化会引起中国的抗议，为朝中俄安保合作强化提供口实，应考虑到中国

并调节韩日安保合作的速度。

像美国的同盟国菲律宾、泰国、澳洲一样，邀请中国作为观察员参与韩美军事演习，努力消

除中国认为韩国是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帮手的忧虑。

■

劝说并诱导美国和日本，使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不有悖于韩国的安保利益 

■ 从亚太地区美中地缘政治对立的观点来看，美国支持日本的国家正常化，韩国对此予以抵制

的现实性有限。

■ 对于韩半岛事态骤变时如不经韩国同意则日本自卫队不可介入这一点应持续确认美国和日本

政府的承诺，在今后的韩日领导人峰会共同声明或记者招待会中应将此正式公开。

假使韩国由于国内政治因素
导致无法积极地主导恢复与
日本的关系，则应在推进
（少）多边安保经济合作的
过程中与日本紧密合作，迂
回地恢复韩日关系

预防中日关系由“政冷经冷”复原成“政冷经热”的可能性， 利用（少）多边
合作来迂回地恢复韩日关系

在韩日关系僵持局面下，中日关系哪怕在经济方面得到复原也会使韩国的处境恶化。■

■

■

假使韩国由于国内政治因素导致无法积极地主导恢复与日本的关系，则应在推进（少）多边

安保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与日本紧密合作，迂回地恢复韩日关系。

正如朴槿惠总统提议重启韩中日领导人峰会（2014.11）那样，韩国应在构筑韩国和日本共同

参与并探讨区域内主要安保经济议题的（少）多边沟通平台方面发挥先导性的桥梁作用。

3. 展望

中日两国间在政治安保上的矛盾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日本根据中方主张将尖阁/钓鱼岛地区指定为争端地区的可能性很小，企图通过政治历史性的

方法来解决领土争端显得十分遥远。

■

就侵略战争问题日本朝着在道德上承认负债意识的方向解决历史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

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得以近代化序列历史观为代表的日本对华优越感受到损伤。

两国极端民族主义深化。

■

在美中地缘政治对立的脉络里中日关系紧张将持续

美国和日本强化同盟（2015.4）意味着，美国在执行“亚洲再平衡政策”过程中更加强调日本在

区域内的安保作用。

■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谋求拥有军队，中国将进一步强化针对本国领土“维护核心利益”的基

调来对抗日本，因此相互尊重和妥协比较困难。

■

中日之间政治安保矛盾是呼应于世界及地区层面美中地缘政治对立的，短期内很难借由政治

领袖来消解问题。

■

通过朝着“政冷经热”复原来努力恢复关系 

围绕朝鲜的安保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强调两国合作的重要性，同时提高对于中

日关系恢复的认识度。

目前64.4%的日本国民和63.4%的中国国民认为，尽管在政治安保上处于矛盾状况，但都认为

有改善关系的必要性（2014年中日联合舆论调查）。

担心矛盾的长期化将导致地区安保不稳定的忧虑不断增加，关系改善的必要性也逐渐浮现出

来，美国也强调“危机管理”，表明不会牵扯到中日之间的武力冲突中去。

■

2010年以后形成的“政冷经冷”关系复原为“政冷经热”关系的可能性不可排除。

正如新丝绸之路构想那样，考虑到中国市场不断扩大这一点，日本经济界向日本政府重申要

求改善两国关系，以促进对华经济合作 。 

■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谋求
拥有军队，中国将进一步强
化针对本国领土“维护核心利
益”的基调来对抗日本，因此
相互尊重和妥协比较困难

对于韩半岛事态骤变时如不
经韩国同意则日本自卫队不
可介入这一点应持续确认美
国和日本政府的承诺，在今
后的韩日领导人峰会共同声
明或记者招待会中应将此正
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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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日关系概况

问题提出

2010年尖阁/钓鱼岛领土争端
触发以来，两国之间在政治

安保上的矛盾不断深化

两国之间的政治安保矛盾投
影到经济领域，出现政冷经

冷现象

两国领导集团为了强化国内
政治地位，对彼此之间的负
面情绪持袖手旁观的态度

2. 中日关系争论焦点

1990年代中期 – 2000年代中期： “政冷经热”

尽管日本国内在“中国机会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间展开激烈争论，但是政治性矛盾并未导致

经济关系恶化，维持“政冷经热”原则。

建交以后两国之间积累起来的经济信赖关系及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起到对外交安保矛盾的“防火

墙”作用。

■

■

随着中国在经济军事上经历跃进式发展，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抬头。

建交 – 199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安保问题抬头

1972年9月，中国和日本签署中日共同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在中苏矛盾的延长线和美中缓和政策气氛中，美中日为共同牵制苏联而推进合作。

日本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主要财源。

■

1990年代共产主义国家崩溃前后，日本逐渐开始将中国视为安保妨害国家。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同时开始“失去的十年”。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讴歌年增长率超过10%的高速经济成长，注视太平洋。

■

2000年代中期 – 后期： 友好的两国关系 

2000年代初期日本的对华出口增加对日本经济恢复产生拉动作用，“中国威胁论”得到弱化。

■

■

日本民主党政府对华展开绥靖政策，两国关系迎来友好的顶峰，树立“战略互惠”关系。

尖阁/钓鱼岛列岛领土争端 

以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相撞事件（2010.9）为契机，尖阁/钓鱼岛列岛主权争端
被再次点燃以后，不仅在两国间经济合作上，而且各个方面的热点问题都被主权争端所淹
没。 

■

过去历史认识的间隙和民族主义 

安倍政权表明只会部分地继承为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谢罪的村山谈话。

否定战争过程中的反人类行为。

■

中国习近平政府对否认过去历史的日本领导集团的态度进行史无前例的批判。■

过去历史认识的间隙不断增大，两国都表现出对彼此的极端民族主义感情。

两国领导集团为了强化国内政治地位，对彼此之间的负面情绪持袖手旁观的态度。

■

日本谋求国家正常化和美日同盟强化

美国和日本以增进日本在区域内及区域外的安保作用为方向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

日本通过对和平宪法进行重新解释来推进国家正常化，美国表示支持。

■

美日同盟的强化使得中国的安保环境恶化，为美国干涉区域内问题提供正当性，此乃中日之

间矛盾的主要因素。

■

“政冷经冷”深化

两国之间虽存在高水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但是2010年以后开始凸显的政冷经冷现象仍然
持续。

中国经济及军事实力的急速崛起，中日之间2010年GDP逆转现象，中国的稀土金属出口限制

措施等导致矛盾深化。

■

2010年以后 – 至今：“政冷经冷”

2010年尖阁/钓鱼岛领土争端触发以来，两国之间在政治安保上的矛盾不断深化。■

■ 两国之间的政治安保矛盾投影到经济领域，出现政冷经冷现象。

尽管拥有高水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但是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两国之间合作萎缩的趋势

旨在牵制中国崛起的立场通过日本国家正常化和美日同盟强化得以进一步细化。

美日同盟的强化使得中国的
安保环境恶化，为美国干涉
区域内问题提供正当性，此
乃中日之间矛盾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