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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从“友好年”急转为“政寒经冷” 

朴光姬1 

 

内容提要：2012年中日关系没有显出邦交正常化 40周年的友好气氛，反而因日本政

府执意“购买”钓鱼岛而陷入“政寒经冷”状态。事件的起因是日本内政“绑架”外交，它

反映了日本在东亚地区关系结构变化中实力趋于下降，使政府对国内和周边以至东亚地区事

务的掌控能力不足、斡旋手段不够，因而常常采取强硬态度。因而中日关系在近期将可能常

常在处于“政冷经冷”状态中逐步调整。 

关键词：中日关系  政寒经冷  调整 

 

一 日本内政“绑架”外交使中日政治关系转至冰点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周年，双方原定以大范围多层次纪念活动来改善并促进双

边关系发展，但因日本政府执意“购买”钓鱼岛而使双边关系急剧转至冰冷状态。 

1. 日本内政“绑架”外交逆转中日关系发展方向 

中日政治关系经过2011年的调整磨合，逐步转变了因2010年撞船事件导致的冷淡状态。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周年，双方都希望借此机会开展多层次纪念活动，藉以改善双

边关系。2011 年 10 月 25 日日方成立了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米仓弘昌会长任执行委员长

的纪念活动执行委员会，与中方共同确定 2012年为“中日国民友好交流年”。约定双方主要

围绕“青少年交流、地方间交流、文化体育交流、草根交流、旅游观光交流、经济交流以及

受灾地区援助”等方面展开广泛的友好交流活动。
2
进入 2012年后，中日双方即开展了形式

多样、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在民间交流活动开展的基础上，中日政府间合作也有较大发展，

5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方同意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于年底启动。 

不过，随着 2012 年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再次爆发，正在逐步缓解的双边关系急转直

下。4 月 16 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访美时宣布要以地方政府名义购买钓鱼岛，其目的

是为突破 2010 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时任首相菅直人坚持的禁止登陆钓鱼岛的政府方

针。如果钓鱼岛成为东京都政府的土地的话，东京都不仅可以开发，而且可以派驻警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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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声称，“如果中央政府不同意登岛，那东京就努力到他们同意为止。” 对此，日本政府在 7

月宣布钓鱼岛将“国有化”，即由中央政府“购岛”，其解释是这样就可使中央政府继续其禁

止登岛方针，从而可以降低因登岛而引起与中国冲突的可能。到 9月 11日，野田政府与所

谓的“岛主”签订购岛协议。 

期间，尽管中方多次就钓鱼岛问题表态、并与日方进行交涉，但日方没有停下其“购岛”

进程，使双边关系迅速冷却，迫使中方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甚至打破长期以来即便双边政

治关系出现波折、困境也不伤及经济关系的“政冷经热”下限，双边在钓鱼岛处于“剑拔弩

张”的紧张气氛之中，各自在国内相应出现不同形式与程度的抗议活动，经济关系也迅速降

温，筹备好的纪念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的大多数项目被迫取消。由此出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来罕见的“政寒经冷”状态，而这种态势是以日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政治角力完成

的。若从中日关系以至日本与周边地区关系这一角度看，是日本内政的矛盾冲突激发了与周

边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即内政“绑架”了外交。 

2. 日本控制与其他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以免“腹背受敌” 

近两年，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一直保持较高热度，对外部争端的态度已成为国内

政治斗争的重要筹码。不过，在 2012 年下半年以来的对外岛屿争端中，日本所取态度却有

些差别，其结果使中日钓鱼岛问题更显突出、激烈。 

（1）日对俄“千岛群岛”追索策略的转向 

日俄围绕“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问题经历了 2010年及 2011年的激烈碰撞，2012

年则显示出不同的倾向。2012年 7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再度视察千岛群岛；8月，太

平洋舰队的舰艇编队巡航千岛群岛。但是，日本此次对俄罗斯的反应，没有像以前那样采取

多种“强硬措施”应对，也与当下同中韩领土主权之争的表现有所不同。尤其是通过充分利

用 9 月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APEC会议期间日俄两国领导人的会谈，高调渲染两国领导

人围绕千岛群岛问题交换意见、野田将于 12 月访问俄罗斯，届时双方会就悬而未决的争议

领土问题进行谈判等；更是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APEC 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9 月 9 日）

上（关于俄日关系）表示“希望解决所有遗留问题”解读为“俄欲推动日俄之间最大悬案北

方领土的解决”。 

（2）韩日独岛之争保持“温控” 

韩日独岛之争因韩国总统李明博的首次登岛而再显突出。2012 年 8 月 10 日，李明博总

统在韩国环境部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的陪同下，以“‘环保考察’及向国民介绍郁陵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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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岛的价值与重要性”为由
3
，先后访问了郁陵岛和独岛。而对于上台伊始主张与日本建立

“面向未来”关系的李明博总统的此次登岛，日本举国上下哗然的同时，政府迅速采取了一

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撤回大使、欲向国际法院起诉等等。不过，随着中日钓鱼岛问题急速升

温，日本对韩国态度保持了一定的控制。8月 23 日，日本在撤回驻韩大使 12天后宣布命其

返回韩国；10月 26日，日本政府就日韩争议岛屿主权问题开展协调，计划将原定向国际法

院单独提起诉讼的日程推迟至 11 月以后。 

显然，在 2012 年 7 月至 9 月相继发生的日本分别与俄国、韩国、中国之间的岛屿争端

中，日本对俄国、韩国的态度比以往有所控制，中日之间却发生了船只对峙、人员登岛、国

内游行、工厂停工、经贸剧减等一系列事件。日本的两种态度表明它不希望同时与周边国家

发生较激烈对峙，以免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 

3. 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1）美国因素的影响 

日本与周边国家领土主权之争，其背后都难以摆脱美国之因素。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千

岛群岛（北方四岛）、与韩国的独岛、与中国的钓鱼岛等问题，都是二战后美国在东北亚地

区各主要国家间留下的暗桩，都会在适当时机引发这些国家之间的争执以至冲突，为美国介

入地区事务提供机会。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实力地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

迅速扩大。美国为抑制中国的地区影响，于 2009 年高调宣示重返亚太，加强了与日本等盟

国为首的东亚国家与地区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以此为背景，东北亚与东南亚地区在近两年连

续发生了以中国为一方、其他相关国家为另一方的双边领土、领海争端。这些以中国为一方

的争端为美国高调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提供了所谓的必要性或正当性，符合美国抑制中国在东

亚地区影响力的战略需要。同时，美国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也是美国控制相关国家的重要途径。 

（2）中国因素的影响 

2010 年日本经济全球第二的位置拱手让予中国，且中国的发展势头仍然强劲，对东亚

地区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使中国成为东亚地区各国处理地区关系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最重要

因素。对此，美国已高调宣示重返亚太，目的是和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协调，抑制或平衡中国

在地区影响力的发挥。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最大也是实力最强的盟国，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最

主要借助力量。因而在东亚地区联美抑中的组织与过程中，日本处于核心的地位。从这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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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中国的发展已相应提升了日本在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格局中的相对地位。而日本政府实

际上也在借助这一地区关系变化相对提升日本在地区中地位的影响，对周边政治安全问题采

取较强硬姿态，以求获得国内民众支持，从而提升国内的政治地位。 

（3）日本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政党信誉降低、政治掌控能力和稳定性被严重削弱，这一问题至

现任的野田内阁也未改变。2012年 8月，野田政府上台满一年，其支持率从上台伊始的 67%

降为一年后的 33%
4
。野田内阁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不惜分裂民主党而强行通过消费

税增税法案。野田为通过该法案而不惜改组内阁，并与在野的自民党、公明党达成“该法案

通过后，尽早在任期之内解散众议院重新进行选举”的约定，由此导致前民主党党首小泽一

郎等近 50 位民主党党员脱党。二是经济政策效果不佳。日本的地震灾后重建未能迅速产生

预期的刺激经济效果，且全球经济放缓和欧债危机使日本经济前景仍然低迷。2012年 6月，

政府在未取得民众普遍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以难以解决电力绝对缺口为由，重启关西电力大

饭核电站。 

野田政府在难以借内政措施改变上述被动地位时，即以强硬周边政策来转移国内注意

力，以求改善政府形象，提升支持率。因此出现了以处理中日钓鱼岛问题为代表的内政外交

政策排序的转变，即从前两年的外部因素影响国内政治
5
转为内政“绑架”外交的内外政策

排序格局。 

 

二  政治问题影响中日经济关系的调整 

 

1.日本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日本经济自 20世纪 90年代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期以来，各届内阁政府都在努力摆脱这

一状态，但都未取得明显成效。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 2009年自民党再次下台并首次失

去众议院第一大党地位的重要背景。继而上台的民主党内阁迅速进行一系列经济战略调整设

计，以求摆脱经济低迷、提升民众对其政府的信任度。新的经济增长战略规划了日本经济的

发展方向，将对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较长期的影响。 

（1）日本经济增长新战略的调整 

2009 年，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立即设立了直属首相的国家战略室，并由该室主导，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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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增长新战略的基本方针》（2009 年 12 月）、《增长新战略》（2010 年 6 月）、《增长

新战略的实现 2011》（2011 年 1 月）；而 2011 年突如其来的 3·11 大地震、大海啸及紧随

其后的核灾害，也没有动摇日本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的增长点的决心，灾后不到半年

内，即推出《面向日本再生的战略》（2011 年 8 月），此后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完善，2012

年 7 月 31 日日本政府正式出台了《日本再生战略》。 

新推出的《日本再生战略》重要的战略性调整是在执行策略上。3·11 大地震之前的经

济增长新战略已基本规划出日本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方向。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已形成了政府

主导的惯性，此次增长新战略虽然更多强调要将资源配置重点转向普通国民，以解决就业来

扩张内需，但从其基本设计上看，仍是要以政府主导这次战略转型，或者说仍是要依赖政府

财政来主导、至少是引导或启动。这就要求政府有较高的领导和动员能力，而这正是处于长

期经济低迷、掌控能力下降的日本政府的弱项。因此新战略的实施并没有基本的财政计划支

持，只相当于提供了一个长期发展计划书。 

3·11 大地震给日本经济与民生造成重大损失，灾后重建任务相应十分繁重。对此，日

本政府推出为期 10年、总额至少 23万亿日元的地震灾后重建计划，而最初 5年作为“集中

重建期”，将投放相当总额约 8成的 19 万亿日元。这样，就使日本政府可以利用这次重建

机会将经济增长新战略规划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灾后重建结合进行，使增长新战略有了足够的

启动资金。以此为背景，政府推出了《日本再生战略》，尽管它仍然缺乏明确的财政支持规

划。也就是说，3·11 震后为转折点，日本经济增长新战略的实质性调整重点是将灾后重建

纳入新增长战略的规划与实施进程。 

（2）《日本再生战略》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日本再生战略》中，将“日本再生”措施归为四大优先实施领域：1）实现具有革新

意义的绿色能源、环境社会的项目，2）实现具有世界最高水准医疗、福祉的项目，3）使地

方活力倍增的“农林渔业六次产业化”项目，4）使地方中小企业活力倍增的项目。其中的

“农林渔业的六次产业化”最早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今村奈良臣于 1996 年提出。“六次

产业”包括第一产业农林水产业、第二产业的食品加工和第三产业的流通、销售。其目的是

通过由农业从业人员获得一直被第二和第三产业获得的加工和流通利润等附加价值，使农业

获得活力。这种经营的多边化就是“在农业中创造六次产业”或者农业的“六次产业化”（将

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相加或相乘，正好都是“六”，所以才造出了“六次产业”这一新名

词）。 

《日本再生战略》提出，至 2020 年六次产业化的市场规模达到 10 万亿日元；农林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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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食品出口达到 1 万亿日元。并借助各国对日本食品安全的高评价，通过农林渔业的六次

产业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日本饮食文化、健康教育、旅游，并使其成为日本再生的重

要引擎之一。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其农业采取保护措施，因此，尽管日本的农业生产技术

具有较高的水准，但其“高价农业”一直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软肋”。此次《日本再生

战略》将农林渔业六次产业化作为优先实施的四大领域之一，并要将农林渔业作为新的增长

点，打造其成为出口产业，表明日本政府借此机会彻底改变农业及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现

状的决心。 

（3）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中长期影响 

从上述逐步演变的日本经济增长战略总体构思看，其经济战略调整的核心是将其发展模

式从依赖外部廉价资源转为以外部新兴国家的增长为借助动力，其制造业与服务业都要向此

方向转变。中国作为经济规模最大、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地理上与日本接近的发展中大国，

是日本此次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不过，日本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增长动力和伙伴

的同时，也将中国作为持久和战略性的对手，由此决定了日本此次经济战略调整对中国影响

的大致方向。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大致为两个要点，一方面是利用中国快速增长带来的机会，主要

看重的是中国迅速扩张的市场规模和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即重点保持对中国的投资与贸易

规模；另一方面是尽力保持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其手段一是通过控制在华投资领域来抑制中

国在技术经济方面的追赶；二是将必须外移的较高技术水平产业投往中国周边地区；三是利

用日本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多种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减小中国经济影响能力的外溢。 

2. 钓鱼岛问题使中日经贸关系急剧降温 

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激化已引起双边经贸关系的急剧降温，特别是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

执意“购岛”更是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抵制，其表现为赴日旅游急降、日本产品销量急降、

日本在华企业出现因政治事件而停工。因此可以说中日经贸关系已迅速转向冰冷状态。 

（1）日本对中国贸易下降 

日本对中国贸易自 2011 年四季度已开始下降，其中主要是日本对中国出口有所下降，

到 2012 年 2季度日本从中国进口也出现下降，而同期日本对世界的贸易仍保持了一定的增

长。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增长水平已处于它对世界贸易增长水平之下。日中贸易的

下降一方面反映了世界经济仍处于欧债危机的阴影中，另一方面也突出反映了日中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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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于相对的冷淡状态。从 9月中国市场汽车和消费类电器产品中日本品牌的大幅度下降
6
、

广交会对日出口订单下降 36.6%等等，更可预测其后日本对中国贸易仍会出现较大降幅。 

图 1 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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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增长率为与上年同期相比。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 

 

（2）中国赴日旅游人数迅速下降 

随着日本政府挑起的钓鱼岛事件进一步升级，中国赴日游出现大规模退团现象，旅行社

总退团率逾 40%左右，导致 2012年 9月赴日旅游人数大幅下降，其后的中国 10月黄金周内

的赴日旅游团几乎近墨。据旅游业内人士估计，如果中日双边关系没有好转，这一冰冷趋势

将持续到明年春节期间。 

 

图 2 中国赴日旅游人数的下降（2012.3-9） 

                                                             
6
 中国汽车协会公布，2012 年 9月日系品牌乘用车销量与上月比较下降了 29.5%，与上年同期比较下降了

40.8%，引自“9月份日系车销量跌41% ，拖累整个车市”，陈华、王道军，《东方早报》201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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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增长率为与上年同期相比。 

资料来源：日本旅游局“日本观光统计”，http://www.seejapan.co.uk。 

 

（3）部分日资在华企业停工、减产影响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估 

在日本政府执意“购买”钓鱼岛后，中国市场出现了自发的抵制日货行为。受其影响，

9 月 17 日开始，佳能、松下、狮王、永旺、优衣库、日产、丰田等日本企业陆续以安全为

由暂停了运营，停产时间在 2 至 5 天不等；而后在 10 月又有部分企业因市场大幅萎缩而短

期停产。由此，一些投资者开始表示要将生产企业转向亚洲其他地区。不过，据中国商务部

数据，2012 年前三季度日本对华投资 5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0%，虽大大低于去年 50%

以上的增速，但去年是对 2010 年低谷时期的强力反弹。因而若中日关系不继续恶化，中国

巨大的市场潜力还是会对投资者产生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三  “政寒经冷”使中日民间关系继续趋冷 

 

2012年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40周年，双方原定借此机会广泛开展友好交流活动，促

进民间往来，改善已趋冷淡的相互关系。不过，随着钓鱼岛问题的逐步升温，双方民间情绪

的对立倾向愈趋明显，友好年已难见友好。 

民间不友好的态度情绪首先可从民意调查情况得出。6 月 20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达 84.3%，比上年增加 6 个百分点。印象不好的理由是“中国在确

保资源方面显得以自我为中心”、占 54.4%。其次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持续对立”，占 48.4%。

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为 64.5%。“过去战争”为其最多的理由(78.6%)，但 40%认为“日

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应对”是其印象不好的理由(39.8%)。比上年增加了 6个百分点，创下 2005

http://www.seejap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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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新高。调查原因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原因倾向于对未来关系

的担心，即认为中国将来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这对资源匮乏的日本构成巨大的潜在战略

性竞争关系。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原因则倾向于对过去的审视，认为日本并没有对其

错误行为进行认真的检讨。实质上是双方民众都对中日双边关系格局不满，特别是对国家处

于弱势地位时的国家利益保障机制不满意，随着今后中国实力超过日本的进程加速发展，日

本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其次是中日友好年的大部分纪念活动被取消。随着钓鱼岛主权争端不断升级，两国政府

及民众的友好交流被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绑架”，各种媒体大量充斥钓鱼岛问题，“对立”

急涨而难见“友好”，友好交流年几乎没有了“声音”。截至 9月 28日，日方 47个都道府县

中有 40个道府县取消或推迟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纪念交流活动；原计划的近 250个活动

及仪式中有 4成被取消或推迟。中方则于 9月 23 日宣布“鉴于当前形势，决定将纪念中日

邦交正常化 40周年招待会调整到适当时候举行”。 

第三是“购岛”捐款。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４月在美国提出东京都购岛以后，即

有民众响应捐款“购买”钓鱼岛，其后的４个月时间内，即筹得１４亿日元购岛捐款，约有

９万人捐款。此次捐款行为显示当前不少日本民众支持地方政府采取相对独立于中央的态

度，其重要原因是对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不满。2011 年 3 月的地震及其后的海啸、核泄漏

等灾害中，中央政府不仅应对反应迟缓，而且在核泄漏问题上还有包庇大公司的嫌疑，因而

使国民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认为当国家不作为时，只有国民自己来保卫日本。这种

国民不满情绪或意识也是日本政府在应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周边领土问题时，必须对外采取

强硬态度的重要原因。 

上述国民意识与情绪基础已使中日双边的社会关系处于较为冷淡时期，并已影响到包括

旅游、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且在短期内，这种冷淡的双边社会关系难以有根本性的转

变，将成为双边关系处于可能的“政冷经冷”状态的社会基础。 

 

四  结语 

 

2012 年中日关系因日本政府执意“购买”钓鱼岛而迅速转入冰冷时期，双方在政治与

经济等多领域的关系都已处在邦交 40 年来的低点。这种“政寒经冷”的状态显示双边力量

结构变化导致的相互关系调整并不顺利，且其近期发展前景也不乐观。不过，中日双方在东

亚地区都有很强的利益存在，双方之间的利益交融也较深入，因而双边关系将能够保持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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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破裂的边缘状态，近期发展的方向可能是保持在“政冷经冷”状态下，逐步调整而寻求新

的平衡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