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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文

五月黃金周近在眼前，日本政界和財

界要人紛紛策劃訪華，即將掀起今年以來

第二波訪華熱潮。

1月以來，日本民主黨前首相鳩山由紀

夫、公明黨代表山口那津男、社民黨前首

相村山富市和自民黨前幹事長加籐紘一相

繼訪華，形成第一波熱潮。4月初在海南舉

行的“2013博鰲亞洲論壇”，也傳遞出讓人不能忽視的信息。在日中經

濟協會代表團3月訪華受到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接見後，日本財界重

鎮和企業要人蜂擁海南，形成了又一次訪華小高潮。

自日本政府實施釣魚島“國有化”以來，中日關系冷卻僵持已經半

年有余。中日關系如何破冰修復，“政經分離”作為一種可能的選擇正

在被提起並加以討論。由於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擔任博鰲論壇理事長，

日方參與博鰲論壇的層次和級別向來不低。4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與參加論壇的世界各國30位經濟界人士舉行了座談會。其中，日

本郵船公司董事長宮原耕治、豐田汽車副會長內山田竹志、新日鐵住金

董事顧問三村明夫、三菱商事顧問佐佐木幹夫、東芝顧問西室泰三等財

界要人悉數與會，顯示中日經濟合作交流依然受到重視。

為了修復中日關系，日本政界、財界和友好團體在每年黃金周前後

定例訪華不變，為釋放善意、傳遞友好正能量提供了新契機。據報道，

4月中旬，日本眾議院前議長河野洋平作為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

將率團訪華，希望能獲得中國領導人的接見；日本參議院前議長、日中

友好會館會長江田五月計劃於4月末訪華；日本自民黨副總裁、日中友

好議員聯盟會長高村正彥也計劃5月初前往中國，帶領有超黨派政治家

組成的“友好議聯”代表團訪華。高村表示，若能與習近平主席會談，

他會轉交安倍晉三首相的親筆信。另外，自民黨總務會長代理二階俊博

也計劃在28日至29日期間訪問北京。此前，他已經參加了博鰲亞洲論

壇。

此外，日本商工會議所表示，以會頭岡村正為團長的訪華團將在5

月26∼30日成行，希望與中國政府首腦會談，就中日關系改善舉措和

中小企業領域合作交換意見。日本的代表性經濟團體“經團聯“也計劃

5月上旬派遣訪華團，這將是日本大企業高管繼“日中經濟協會”3月

訪華後的又一次集體行動。

今年以來，日本各界屢掀訪華熱潮，希望在政府溝通渠道不暢的情

況搭建公共外交的大舞台，這反映出日本國內要求“改善對華關系”的

正能量在集聚。盡管，民間外交的努力能否得到日本政府的響應，能否

獲得中國政府的回應，目前還是未知數，但這種努力的可貴和正能量的

有效性無法輕視。中日能否展開對話、能否借恢復交流而改善關系，首

先要基於安倍內閣的誠意，其次是出於中日合作的需要，其三更離不開

和平發展的時代大背景。

首先，解鈴還須系鈴人。日本政府單方面實施“購島”，徹底拋棄

了中日兩國歷代領導人就領土問題達成的諒解和共識，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傷害了中

國人民感情，成為這一次中日關系惡化的始作俑者。為了修復中日關系，日本政府需要

拿出誠意，在承認中日各有主張、立場不同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協商去尋找解決辦法。

其次、中日歷代領導人簽署的四個政治文件，已經為妥善處理兩國間問題制定了大

原則。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明確規定：雙方堅持通過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紛爭，

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2008年《中日聯合聲明》規定：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

構成威脅。中日同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合則兩利、都則兩傷。去年911以來的

事實表明，中日互鬥誰都傷不起。“中日合作、政經分離”或許是一條可行的出路，因

為中日在經濟貿易、節能環保、文化旅遊各方面的合作需求遠遠超過了在領土糾紛和軍

事鬥爭上的需要。

其三，在全球一體化的當今時代，靠戰爭解決領土糾紛的可能性幾乎沒有，隻有和

平對話、外交協商才是唯一出路。無論出於什麼理由，否認對話前提，拒絕協商機會，

都是著眼過去而不是面向未來的行為。中日新領導層上台執政，恰是兩國翻開歷史新篇

章的難得契機。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和經濟合作的現實需要，將裹挾著中日兩國做出符

合中日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的選擇。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各界再掀第二波訪華熱潮是值得讚許的。希望從政界到財

界，從文化交流、觀光交流、青少年交流到社會各領域各層面的交流能夠逐漸恢復，在

面對面的交流中坦誠相見以心傳心，傳遞並積累正能量，推動中日關系走上不可逆轉的

良性發展道路。

■ 本報記者 楊文凱

者按：日本富士通綜

研特別企劃，大型國

際研討會“构築新型

日中關系─不是同床

異 夢 而 是 吳 越 同

舟”，於4月8日在經團聯會館舉行。日本前

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發表了來賓致辭，日

本防衛大學校長國分良成和北京天則經濟研

究所名譽所長茅於軾分別發表了基調演講。

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席研究員柯隆、津

上工作室代表津上俊哉、東京財團上席研究

員渡部恆雄、日經編輯委員後籐康浩等嘉賓

參加了研討。

茅於軾，中國著名經濟學者、米爾頓．

弗裡德曼自由獎獲得者、北京天則經濟研究

所創辦人、名譽所長。本次應邀訪日參加研

討會，茅於軾發表了題為《認識我們的時

代》的主題演講，對當前的中國社會現狀和

中日關系發表了見解。以下是茅於軾演講主

要內容節錄。

茅於軾說：今天演講這個題目，我想達

到兩個目的：一是讓日本朋友們對中國的現

狀有進一步了解；二是在中日兩國關系困難

的時候希望發展一點民間的友好。首先我要

說，中國最近30年是180年來唯一的一個30

年，享受了和平與繁榮。中國在文化大革命

結束的時候變成了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中國

的人均GDP隻有最窮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國

家的三分之一。中國人吃不飽，商店裡空空

如也，社會陷入巨大的混亂，這是30年以

前的情況。30年以後的今天，中國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確實實現了一個夢

想。如果一個人在30年以前睡一覺，今天

醒過來他會完全不認識這個國家。30年以

前，北京隻有一座20層以上的高樓，現在

有又1000多座高樓，馬路上都是汽車，開

都開不動。

對於過去的180年，我把它分為六個30

年。頭一個30年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

始面向世界，此前的中國是一個封閉的、與

外界缺乏交往的國家。100多年來，中國有

了非常大的變化和進步。主要原因是由於中

國與西方的交流。我們現在用的電燈電話、

飛機汽車火車，計算機數碼相機，這些都是

西方發明的，或者是日本發明的。中國在這

方面沒有什麼貢獻，但是享受了西方的成

果。不僅僅是技術方面的進步，在其它社

會、政治、經濟方面的進步，也都是由於同

西方的交流。現在我們有銀行、大學，有人

民代表大會，有法院、律師，有證券交易

所，有銀監會、證監會，這些都是從西方引

進的。特別是中國吸收西方的文化，在上個

世紀初主要通過日本的中轉。因為中國到歐

美距離遙遠，坐船要一個多月，到日本卻很

近，一兩天就能到。比如說對中國政治產生

重大影響的一些人，孫中山、蔣介石、周恩

來、魯迅、郭沫若等，都在日本學習過。不

過，現在情況有所變化，中國可以直接從西

方吸收成果了。

我們回顧一下，二次大戰後美國佔領了

日本，但是美國沒有把日本人變成亡國奴，

相反美國幫助日本從封建獨裁的政治轉換成

一個民主的市場經濟國家。而作為戰勝國的

中國卻由國民黨和共產黨打了四年內戰，接

下來又是朝鮮戰爭、階級鬥爭。朝鮮戰爭的

結果還是三八線，死人上百萬，迄今都沒有

人站出來承認責任。朝鮮戰爭是一個分界

線，把中國的對外關系確定為反對美國。之

前，中國和美國是同盟軍；此後，我看中國

在對外關系上走上了一條錯誤道路，與獨裁

國家為伍，喜歡北朝鮮等獨裁國家，關系特

別好，與民主國家格格不入。不過，現在中

國的情況與毛澤東時代大不一樣了。國內的

不同意見有機會得到發表了，作為獨立的知

識分子，我在網上或者大學講台上有機會發

表我的看法。中國究竟會走那條路？是回歸

毛澤東時代，還是選擇普世價值的道路，這

個問題在中國國內有很大爭論，對立尖銳。

我認為，國際關系有兩種不同的性質，

一種是雙贏關系，一種是零和遊戲。比如

說，投資、做生意、文化交流，都是雙贏關

系；但是主權、領土、尊嚴，都是零和遊

戲。就以釣魚島的例子來看，釣魚島是日本

的就不能歸中國了，歸於中國就不能是日本

的。對這樣的問題，兩個國家要非常謹慎地

對待。我們要把那些零和遊戲的國際糾紛轉

換成雙贏關系。比如說釣魚島，中日能不能

聯合起來開發？聯合開發就成為雙贏關系，

而領土問題就成為你死我活的關系。

我覺得，雙贏關系實際上就是一種市場

經濟的關系。所有的貿易和投資都是雙贏

的，目前國際關系中最主要的成份還是經濟

關系，使得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好處。

市場關系在國內和國外都改變了人與人的關

系，所以人類的歷史自從引進市場之後發生

了非常重大的變化。公元1800年以前，全

球人口增長與壽命延長非常緩慢，但是1800

年以後，人口曲線突然增長，壽命曲線突然

延長，這個巨大變化是人類歷史幾萬年甚至

十幾萬年中從來沒有過的。究其原因，我的

解釋就是市場制度的建立。有人說這是由於

科學技術的發展，我認為沒有看到問題的背

後。好的科學技術隻有在市場制度之下才能

得到發展。

在市場制度下，人與人的關系變成雙贏

了。以前，人要享受依靠獲取權力。皇帝的

權力最大，他的享受最大。但是，權力是有

排他性的，而市場卻是雙贏的，你也好，我

也好。市場徹底改變了人與人的關系，在國

際關系上也差不多。我們說，市場制度消滅

了爭奪資源的戰爭。世界的石油是有限的，

中國進口石油，美國德國等世界各國也需要

石油，但各國不會為了爭奪石油而打仗。同

樣，中國與日本有矛盾，在釣魚島上有爭

議，但不會為了資源和石油而打起來，原因

就是有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把沖突變成了

雙贏。但是戰爭還是存在，原因不是爭奪資

源，而是意識形態的想法不同。所以要消滅

戰爭隻有一條路，大家在意識形態方面讓點

步。

人與人的關系，孔夫子說要“溫良恭儉

讓”。這個關系，我覺得在日本得到了更好

的發展，中國人應反過來向日本學習溫良恭

儉讓。可惜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溫良恭儉讓

關系，沒有在國家關系中存在下去。西方社

會也說excuse me、thank you，但是在

外交關系上從來不講“請原諒”。釣魚島是

一個沒有人的地方，沒有GD P也沒有稅

收。為什麼要爭那個地方呢？為什麼兩個國

家的面子都拿不下來呢？如果海水上升淹沒

了釣魚島，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受到任

何一點影響，但是我們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無

事生非，把這個事情弄成一個大事。現在兩

國人民都受到了損失，中國日本的貿易在減

少，兩國的旅遊交流在減少，為了一個莫名

其妙的理由造成老百姓的實質損害，原因就

是沒有把溫良恭儉讓變成國家之間的關系。

我認為政治家和外交家不應以國為本，

而應以民為本。我們每天看報紙看新聞，有

很多類似於釣魚島這樣的消息，都是與老百

姓的利益不相關的。我來到日本，希望能發

展兩個國家之間的民間友好，讓民間的友誼

慢慢取代以國為本的思考方法。

雖然中國有了了不起的經濟成就，但是

面臨的新問題也是很多。中國新領導面臨的

新問題與30年前完全不同。舉個例子，從

人口結构來講，30年裡人口增加了30%還

多，從9億多變成13億多，但是小學生人數

從1億5000萬減少到1個億，這說明中國的

人口結构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中國發生

了勞動力緊缺問題，進城打工的農民都是80

後，從來沒有挨過餓，人口結构變化將使中

國許多對策必須發生變化。再比如說，原來

中國領導人都是學技術的，都是工程師出

身，而這一屆領導人大部分都是學文科的，

是學法律、經濟、歷史的，中國會面臨非常

大的變化。這個30年，中國始終保持對外

開放態度，領導人都到外國去過，子女都在

外國上學，不可能同世界脫離。全世界都在

往前走，中國一定是跟著往前走。由於開放

的原因，中國的社會非常多樣化，NGO非

政府組織發展得非常快。

關於最近的中國經濟狀況，首先還會

以相對較低的速度向前發展，中國的GDP

增長率要恢復到10%左右已經不可能了。當

然中國經濟的潛力還是很大的，中國有巨

大浪費，取消這些浪費，會獲得很大的經

濟效益。中國需要從經濟結构上加以調

整，要增加消費，要改變GDP的分配，要

保護環境，等等，做起來很費勁，但我想

中國一定會朝這個方向去發展，因為沒有

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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