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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聚焦 假日

读本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认为：

中日双方都要发展共同利益
本报记者 郭静

日本本来就是多元、丰

富而复杂的。看日本，我们也
该有双复眼。否则，我们可能

不仅读不懂日本，也看不透

自己。日前，《国际先驱导报》

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日本

研究所副所长高洪，高洪认

为，认识日本要尽量完整、科

学而准确。

如何正确看待

“失去了20年”

记者：经济上，日本国内

经常自己唱衰自己，比如说

“GDP不行了”等，日本是真

的不行了吗？

高洪：日本的GDP是

在世界中的比照，不是单纯

与中国一国相比。日本经济

衰落，其中有经济长期低迷

造成的相对衰落，也有日本

民族自身在文化上怀有强

烈的危机意识的因素。甚至

还包括日本某些战略家出

于战略战术上的考虑，隐藏

其锋芒和实力的增长，暗中

增加精兵强军战略和防卫

重心转移的意图。

记者：泡沫经济破灭后，

日本如何疗伤，康复了吗？是

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失去

了10年，又失去了10年？

高洪：在成熟和饱和的

经济社会环境下，经济高速
增长早已不能持续。加之人

口老龄化，内需不足，在上世

纪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前

10年，日本经济总体不振的

确是事实。不过，日本在节

能、环保和科技等领域仍然

具有优势，不能简单地讲日

本一直在衰落。而且日本新

世纪的10年比日本此前的
10年要好很多。

一些日本右翼认为日本

不光在经济上失去了20年，

在政治上也失去了20年。实

际上，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

实现程度很好。如果我们也
跟着日本人说日本政治上失

去了20年，就是没看到日本

的另一面。

日本不会甘心

丧失领先地位

记者：外交上，有部分网

民直言日本一直就是美国的

“走狗”，日美同盟是为了制衡

中国，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高洪：“走狗”一词太刺

激，最好不用。其实日本是在

两种三角关系的交错中寻求

两种抉择。安保上，加入日美

韩同盟；经济上，积极与中韩

合作。日本的目的在于参与

并占据主导，平衡与中韩的
关系。

记者：在您看来，军事上

日本还有称霸亚洲的野心

吗？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宪

法规定放弃战争、不维持武

力、不拥有宣战权，被称为和

平宪法)能有效阻止日本参

与或发动战争吗？

高洪：现在不是上个世

纪帝国主义的时代，日本不

会“称霸亚洲”，但它不甘于

自己在亚洲领先地位的丧失

也是事实。和平宪法对日本

走向强国之路有明显的制约

作用。但一些保守政党也在

努力改变和平宪法。

据《国际先驱导报》

吴建民说，最近几年，日本的
右翼不断有些活动，在历史问题

上开倒车，引起了中国公众的强

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
分清爱国和误国的区别，爱国就

是同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整体

利益保持一致，中国的核心利益
是什么？就是繁荣统一、和平发

展。所有的爱国行为都要符合这

个核心。

对于有些网友提出的抵制日

货的呼声，吴建民说，现在的时代

正处于一个大变化的时代，各个
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哪些是日货？

哪些是中国制造的？日本在中国

投资666亿多美元，在相关企业里

工作的中国人有200多万，抵制日

货，是让这些同胞失业下岗？说到

底，也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资料显示，截至去年4月，日

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

位金额达666 . 8亿美元，是中国第

二大外资来源地。

但是，对于日本出现的一些错

误的甚至对华敌对的现象，吴建民

说，这个要进行坚决斗争，“但是斗

争的方式并不是采取武力，有时可

能一时解决不了，甚至可能持续比

较长的时间，但通过坚决智慧的方

式斗争，会取得效果”，“这样的看法

符合中日双方的利益，符合地区的

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

“中日双方都要发展共同利

益，中国与日本有分歧，但也有共

同利益，就像胡锦涛主席所说的

要‘发展共同利益’。”吴建民说。

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预期，吴
建民称，双方都会考虑如何扭转目

前这种恶化的局势，改变现状。

日前，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

坛在济宁举行，论坛以人类和谐

为主题，倡导和谐世界、和而不

同，呼吁理解尊重，化解积怨，呼

吁对话交流，避免冲突。参加尼山

论坛的吴建民告诉记者，“尼山论

坛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获取理

解，这对于解决目前国际纷争来

说大有好处。因为世界所面临的

思路有两种：一种是战争的思路、

对抗的思路，世界进入新世纪之

后，发生过好几场战争，就是这个

思路的表现——— 你得听我的，不听

我的，就揍你。还有一种思路是和

的思路，这是邓小平的思路，各国

之间有分歧，也有共同点。和的思
路，强调的是共同利益。世界变得

越来越相互依存，通过这样一个办

法，发展共同利益，有分歧通过对

话的办法解决。冷战结束20年，中

国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走过来的，

这个思路带给中国的是大发展，

带给世界的是共同利益。”

“而尼山论坛主张的是和而不

同、和谐发展的思路，这个思路很

好，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和而

不同，首先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多

样性是没办法消灭的，美国就想消

灭这种多样性，搞一个大中东民主

计划，把众多国家搞成美国民主。

当时我就说，这个肯定要失败。因
此，第一条要承认世界的多样性。

第二条，如果出现分歧怎么办？通

过协商解决。第三条就是发现共同

利益。和而不同的思路也同样适合

中日关系的发展。”

不排除美国打“日本牌”

最近中日之间的争端引起了

广泛关注，有人说中日相争，美国

得利，您如何看待美国对中日关

系的影响？

赵可金：此种说法是有一定

道理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中日

关系一旦出现紧张，美国都不会

放过插手的机会。特别是随着中

国经济实力日益超过日本，在日

本政府和民众对中国崛起感到压
力的时候，美国往往会摆出一副

与日本站在一起的姿态，企图把

中国塑造为日本舆论中的“假想

敌”。因此，在中日关系的紧张背

后，不排除美国在暗地里向日本

施压，打“日本牌”。

中日关系服从中美关系

对日关系在中国的外交格局

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将来

会不会发生变化？

赵可金：中日关系是中国周

边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

期以来，两国关系呈现为一种

“政冷经热”的局面。然而，随着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快速崛起，

日本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趋于

下降，中日关系正在慢慢服从和

服务于中美关系，只要中美关系

不出问题，中日关系也就不会产
生大的麻烦。

两国关系影响多极化趋势

中日作为重要的世界大国，

两国关系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

位是什么？

赵可金：亚太地区的中日关

系类似于欧洲的法德关系，两国

关系对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具有

直接而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中日

关系得以改善，实现法德关系那

样的突破，世界多极化进程将会

大大加快。一旦中日关系发生紧

张，多极化进程至少在亚太地区

就会放慢，就会呈现为美国“一

超”掌控地区局势的局面。

外交方针没有根本改变

最近，中国周边一些争端引

人关注，从美航母宣称要到黄海

演习，再到南海争端，再到最近的

中日争端，在这几次争端中，中方

的表态都比较强硬，这是不是意

味着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方针发

生了改变？

赵可金：至少从目前来看，中

国态度的强硬并没有意味着中国

外交的具体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

改变。中国向来在核心利益问题

上，在原则性问题上态度一直十

分强硬。当然，即便如此，中国外

交要在短期内否定韬光养晦的战

略方针还是难以做到的。

格延伸阅读

日本经济

真的不行了？

9月26日，参加首届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中

国资深外交家吴建民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日

方释放中国船长的举动

让双方的关系得以缓

和，但要恢复正常的外

交往来，还需要两国进

一步沟通，解决中日关

系问题还是要通过双方

协商。他认为，中国与日

本有分歧，但也有共同

利益，中日双方都要发

展共同利益。

中日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本报记者 吴华伟

中日最近的争端让人们

开始重新审视中日关系，那

么，中日关系正在发生哪些变

化，对亚洲及世界格局会产生

哪些影响？美国从中扮演什么

角色？本报特约时事顾问、清

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

主任赵可金教授进行了深入

解读。

中日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和对华敌对现象作坚决斗争

“和而不同”的主张对世界有利

 1978 年 10 月，应日

本政府的邀请，时任中国国

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日本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资料片)

赵可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