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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文

在中國“兩會”閉幕、新一屆國家和政

府人事底定之後，可以說習李體制與安倍內

閣互為對手的改善中日關系之旅正式啟程。

自今年一月以來，日本的政界和財界掀

起了兩撥訪中示好、尋找改善關系出路的熱

潮。前一撥為政界元老訪華，以民主黨前代

表、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公明黨代表山

口那津男、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自民黨前幹事長加籐紘一為代表，政界

元老相繼訪華，會見中共高層領導，傳遞了日本希望改善關系的信息；後

一撥以經團聯會長米倉弘昌和日中經濟協會會長張富士夫為首，日本經濟

界重鎮組團紛紛訪華，希望以經濟合作為中心，扭轉中日關系的僵持局

面。在這個過程中，以日中友好七團體為代表的民間友好力量和日本經濟

團體再一次發揮了重要的中介和橋樑作用。

盡管釣魚島問題依然陷於僵持，但相比於中日關系在半年前的強硬對

壘和劍拔弩張，目前兩國的民情和輿情都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緩和。在中

國，受到沖擊的日企和商家漸次恢復重新開業，曾經遭到沉重打擊的日系

汽車在今年以來陸續走出谷底恢復銷量。中日各界的交流活動，包括官方

代表團在內，也呈現出復蘇回暖的跡象。作為日本政府實施的“21世紀東

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JENESYS）”的後續事業，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

織的中國青年媒體大型代表團訪問“酷日本”之行已經成行，取得了良好

的交流效果；另一方面，由中國外文局主辦、人民中國雜志社實施、日本

笹川和平財團讚助的中國地方新聞幹部訪日交流團也對東京、北海道、神

奈川等地進行了友好訪問。

就像中日關系的歷史所証明的那樣，在政治關系冷卻的情況下，經濟對

話和民間交流始終走在恢復的前列，發揮牽引的作用。在民間，日本經團聯

和日中經濟協會先後組團訪中，促進了對話和緩和的氣氛；3月25日，“第三

屆日中議員和公務員書道展”火熱開幕。在政府之間，中日韓三方在3月底將

啟動FTA談判的事務級磋商；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兼任財務大臣計劃4月訪問

中國，與中國新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共同主持“日中財務對話”會議，他同時

會尋求與中國高層舉行會談。今年舉行的第五次中日財務對話，主要議題集

中於強化經濟領域的兩國關系，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發展。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5周年紀念。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

彥也希望能於4月訪華，會見中國新領導層。高村表示，中國“兩會”結束

後，日中關系或將迎來改善的最佳時期。他說：“一直在水面下進行著各

種努力，希望看到一些進展。”中國方面，新中日二十一世紀委員會中方

委員長唐家璇原定3月下旬訪日以修復關系，卻因種種原因而延期。不過，

唐家璇訪日沒有被中止或取消，依然希望在5月中日韓三國峰會前實現。日

本政府希望以上這些努力能夠成為熱身和舖墊，尋求在5月中日韓三國首腦

峰會上實現中日政府首腦單獨會談，促進改善兩國關系。

無疑，中日關系重現緩和走向恢復的希望正在顯現，許多水面下的摸

索正在逐漸浮出水面、擺上台面。然而，中日關系改善路線圖能否得以實

現、雙方的相向努力能否結出客觀成果，還要看日本政府的實際作為而不

是口頭言說、要看“安倍經濟學”掀起的振興浪潮能否成功轉移政治焦

點、要看執政自民黨能否如愿奪取7月參議院大選的勝利、要看安倍本人是

否真正重視中日關系，還有他的歷史覺悟和政治承擔。

安倍重新上台前曾寄稿《文藝春秋》稱：若再次出任首相，將與中國持

續深化戰略互惠關系。安倍執政以後，也不隻一次地表示“日中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

對於恢復日中關系，日本的門始終是敞開的”。其實，中日雙方都很明白，領土問題是由長期

的復雜的歷史原因造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在一朝一夕得到解決。為此，日本急於尋找各種

機會釋放善意固然需要，更重要的是不能說一套做一套，不能讓自己的右手相殺左手。為了防

止沖突升級，日本政府需要謹言慎行，不能言必稱“日美同盟”以挾美自重；日本輿論更應該

降低鼓噪的分貝，而不是高調地刺激對方。同樣，對於卷入紛爭的另一方，也應做如是觀。

在釣魚島現場，中日雙方各自維護主權立場堅定，卻能自我克制，迄今並未釀成沖突。

盡管中日爭端在釣魚島海域有癒演癒烈之勢，中方海監船巡航已經常態化，海監巡邏機也不

時飛臨相關海域，以海空一體方式宣示領土主權；而日本也絲毫不肯退讓，頻繁出動空中預

警機與戰機攔截，但中日雙方似乎有了在釣魚島12海裡內避免沖突的默契──這成為有效管

控危機升級的基礎。

陽春三月，春暖花開。經歷了嚴冬般肅殺的僵持和對壘，中日都已深刻理解這是一場看

不到結果的無為的消耗戰。中日各界要求恢復關系的呼聲越來越高，中日緩和與關系改善的

路線圖逐漸顯現。目前，兩國有識之士無不呼吁政府抓住機遇，讓各界努力拼出的路線圖不

會停留在紙上談兵，而為中日關系重歸健康發展軌道開辟出現實的道路。

■ 本報記者 張石

者按：201 3年3月22

日，《中文導報》記者

在日本眾議院第一議

員會館專訪了民主黨

代表、眾議院議員海

江田萬裡。海江田萬裡先生就日本內政、

外交，特別是中日關系回答了《中文導報》

的提問，以下是採訪摘要。

記者：目前日本政壇進行了政權交

替，安倍首相提出所謂“三支箭”的經濟政

策，帶來了日元走低和股票上升的經濟效

果。您作為經濟評論家，怎樣看待安倍的

新經濟政策？這種政策是否能取得成功？

海江田：這些政策最初的目標，是克

服通貨緊縮和消費不振，至於最終能不能

克服通貨緊縮和消費不振，現在還看不出

來，但肯定是十分困難的。現在出現的動

向僅僅是市場的反應和表現，以目前市場

的一點成果為理由，就說安倍的經濟政策

成功了，是不對的。應該說，走向克服通

貨緊縮和消費不振，還存在著困難。這裡

必須注意兩個問題：首先，日本的財政債

務，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債務，已經

達到了GDP的兩倍；再一個問題就是日本

現在進入了超高齡社會，因為有這兩個非

常深刻的問題，日本的通貨緊縮和消費不

振不是簡單地可以解消的。

安倍所謂“三支箭”的第三支箭究竟是

什麼，現在還看不清楚。第一、第二支箭

現在已經出來了，第一支箭是金融緩和，

“日銀”總裁也換了人，在這一點上有值得

正面評價的地方，可是在金融緩和的同

時，也應該有對日本財政未來的展望，有

對財政規則的說明與傳達，如果對此沒有

展望和說明，那就是很危險的。安倍的第

二支箭是“靈活機動的財政運營”，就是說

需要的時候就實行財政出動，不需要的時

候就縮緊財政。但是一旦鬆馳下來的財政

規則，再重新恢復，是非常困難的。現在

正在審理平成25年(2013年)度的財政預

算，而現在就有許多人說平成25年還需要

補充預算，這樣就要不斷增加發行國債。

國債增加，利息就會隨之上升，由於國債

在市場上暴落，引起利息上升──這裡面

孕育著這樣的風險。現在是勞動力快速減

少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裡要克服通貨緊

縮和消費不振、擴大經濟規模是非常困難

的。

記者：聽說安倍首相在經濟政策上的

理論支柱來自於經濟學家濱田宏一先生，

對於濱田先生的經濟理論，您是怎樣評價

的呢？

海江田：濱田先生是一名學者，他主

張什麼樣的理論都沒有關系，但是把國民

作為實驗品，來驗證自己的學說是否正

確，這是十分危險的。

記者：安倍政權除了經濟政策外，也

有許多政治上的動向，比如要修改憲法，

要修該憲法第96條。對於這些動向，海江

田先生是怎樣看的呢?

海江田：憲法第9 6 條隻是一個手續

法，而究竟是為了修改哪條憲法去修改憲

法第96條呢？修改的內容和修改的規則必

須放在一起來討論，但是現在安倍並沒有

說為了修改哪條憲法而修改修憲規則。他

想修改哪條憲法，可以進行推測。比如

說，去年4月27日，自民黨發表了憲法修

改草案，他們可能就是按照這個草案要修

改的內容而去修改憲法第96條，但是我們

並沒有從安倍自己的嘴裡聽到過什麼，因

此隻是推測。如果從去年4月27日發表的

憲法修改草案來看，我認為具有“前現代”

的性質，不符合當今時代的潮流。憲法是

約束國家的法律，是國家向國民保證做能

什麼與不能做什麼的法律，而限制國民的

法律是一般的法律，比如說，有關不準實

行征兵制等，這是憲法的范疇。而從自民

黨的憲法改正草案來看，講的不是國家應

該怎麼樣，而是要國民承擔種種義務，這

是他們根本上的錯誤。

記者：現在圍繞著釣魚島問題，中日

間的對立正在升級。在海江田先生看來，

這個問題的出口在什麼地方？應該怎樣解

決這個問題？

海江田：這個問題不是簡單地可以解

決的。當然從我們的觀點看，尖閣諸島(釣

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在這一點上，我

們不能有所鬆動，因此這個問題不是馬上

可以解決的。雖然圍繞尖閣問題確實存在

著政治上的對立，但是這裡首先要回避武

力對決；第二點就是以前就有過的那句話

──“政經分離”。中日間簽訂了《日中和

平友好條約》以後，“政經分離”這句話已

經不太使用，可能都變成了死語，但是我

認為還應該站在“政經分離”的基礎上推進

兩國關系。

記者：目前中國建立了新的領導體

制，海江田先生怎樣評價中國的新領導體

制?

海江田：我大概見過席近平先生三

次，在日本也見過，在中國也見過。現在

王毅先生也就任了外交部長。我認為現在

最重要的就是兩國首腦應該進行首腦會

談。今年5 月，在首爾有日中韓首腦峰

會，我覺得在那裡應該舉行日中首腦會

談。為實現這一會談，日本方面必須做出

努力，而中國方面也必須做出努力。日中

首腦應該利用這次相見的機會，舉行首腦

會談，對此我充滿了期待。

記者：在中國的新體制中，李克強先

生出任政府總理。李克強總理與民主黨前

代表小澤一郎先生有很深的交往，還在小

澤先生家住過。在小澤先生任代表的時

候，他經常帶領民主黨代表團訪問中國，

加強兩黨交流。目前民主黨在中國仍然有

許多交流管道和人脈。海江田先生出任民

主黨代表，有沒有計劃率領民主黨代表團

訪華，推進兩國關系的改善嗎?

海江田：我現在看5月的日中首腦會

談能否實現。如果兩國首腦會談沒能實

現，我們作為在野黨第一大黨，希望能組

團訪華，同中國的領導層會談。

編

（上接第1版）他說，中日兩國互為重

要近鄰，中方重視發展中日睦鄰友好合作

的方針沒有變化。經貿合作是中日關系的

重要組成部分，是邦交正常化40年來兩國

關系不斷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希望日

中經濟協會進一步加強同中方在經貿領域

的交流與合作，並繼續發揮獨特影響作

用，為中日關系改善發展做出努力。

唐家璇指出，釣魚島問題是當前中日

關系困難局面的癥結所在，解決釣魚島問

題的唯一出路是日方要正視歷史和現實，

同中方通過對話磋商共同找出管控和解決

問題的辦法。

與此相呼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訪華團表示：“中

方愿同包括經濟界在內的日本各界保持正

常交往，共同努力，推動中日關系克服困

難，逐步回到健康穩定發展軌道”，顯示

了愿意繼續與日方對話的態度。

3月 22日，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會

見了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李源潮在會談

中就釣魚島問題指出，中日兩國關系出現

了前所未有的混亂，這種不正常狀態對雙

方不利，會兩敗俱傷。他坦率承認日中貿

易和旅遊等領域出現了不良影響，中國經

濟也受到了打擊。

不過李源潮也表示，雖然很難，但有

信心解決問題，顯示了希望以經濟為中心

來改善兩國關系的意向。不過，他沒有談

及具體的解決方案。

李源潮曾經擔任日企較多的江蘇省省

委書記，在日本經濟界朋友很多，有分析

認為他將對改善日中關系起到重要作用。

就任國家副主席前，李源潮在今年 1 月會

見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自1975年起，日中經濟協會每年度都

派代表團訪華，今年已是第38次。本次訪

問原定去年9 月實施，因釣魚島事件導致

兩國關系緊張，故延期至今年3 月。在中

國國家領導人同日本經濟界要人會面後，

張富士夫團長強調：“我覺得中方也希望

兩國關系正常化”。擔任訪華團最高顧問

的經團聯會長米倉弘昌稱，李源潮有信心

和平解決問題，這讓我們也有了自信。

另一方面，中日兩國政府正在就日本

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4 月訪華一事

開展磋商。此外，在北京舉行“中日財長

對話”和麻生會見中國領導層等事宜也在

協調當中。如果會談得以實現，將是安倍

新內閣與習李新體制之間的首場領導人級

別會談。日本政府意欲以麻生訪華為突破

口修復日中關系。同時，中日韓可能於 5

月下旬在韓國首爾舉行領導人會議，日本

政府派麻生提前訪華，將不斷加深中日經

濟關系作為主要議題，希望找到改善日中

關系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