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3 0 年来的 曰本外交研究

吕耀东
－

日本外交研究对象是 日 本国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和 国家实施对外政

策的外交实践经验 ， 具体包括研究 日本外交的本质和 目 标范式 、 外交政策与

外交行为分析 、 对外决策模式等内容 。 其研究重点为 日 本外交政策 、 对外关

系及 日本国家国际战略及实施等方面 。

基于上述 日本外交研究的学科定位 ， 从 3 0 年来中 国的 日本外交研究 的历

程来看 ， 大体可以 十年为期分为三个时期 ： 第一个时期是 2 0 世纪 8 0 年代 ，

第二个时期是 2 0 世纪 9 0 年代 ，
第三个时期是 2 1 世纪前 1 5 年 。 回顾 3 0 多年

中 国 的 日本外交研究史 ， 中 国对 日 本外交的研究进步迅速 ， 研究的水平逐年

提高 ， 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 ， 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概括起来说 ， 中国 3 0 年的 日本外交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 1 ） 经过

3 0 年的发展 ， 研究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研究梯队来看 ， 形成了老 中青三

代结合的传承结构 。 日 本外交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 ， 研究人员 的国

际关系专业化逐年提高 ，
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回 国的高学历人才参加到研究

队伍中 ， 使研究队伍的总体素质大幅度提升 。 （
2

） 研究成果涵盖面比较广 ，

研究成果 日 益显著。 从现有研究的内容看 ，
涉及近 3 0 年来 日本外交的所有方

面 ， 包括 日 本外交 、 安全政策及 日本对外战略等各个领域 。 其涵盖范围之广 、

涉及问题之繁 ， 都是前所未有的 。 （
3

） 研究的时效性 、 理论性和实证性明显

增强 。 随着国 际学术交流的增加 ，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的迅速发展 ， 推动 日

本外交研究范式发生变化 ， 研究 向着方法论创新及创新性解释与分析的方

向发展 ， 开始注重理论分析和方法论的具体应用 ， 逐步改变长期 以来研究

忽视理论规范和方法论介入的状况。 上述特点 比较 明显地表现在中 国 3 0 年

的 日本外交研究成果之中 。 下面分三个时期就 中国的 日本外交研究状况进

行大致评述 。

＊ 作者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 、 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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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日本学刊 2 0 1 5 年增刊

－ 2 0 世纪 8 0 年代 ：
日本外交研究起步阶段

2 0 世纪 8 0 年代的 中 日 关系掀开 了新篇章 。 中 日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 ，
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磋商 ， 正式恢复 了外交关系 ， 使中 日 两国人民盼望已

久的 中 日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 ， 开创了两国关系史的新纪元 。 《 中 日 和平友好

条约 》 缔结后中 日两 国关系朝着健康 、 迅速的方向发展 。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

究主要以 中 日关系为重点 ， 涉及 日美关系 、 日 苏关系 、 日 欧关系 、 日本与亚

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等 日本对外关系的 内容 。

这一时期对于中 日 关系 、 日本国际战略走向 的分析成为中 国 日本外交研

究学界重点关注的热点 问题。 季崇威 、 武超在 《世界政治与经济参考》 1 9 8 3

年第 4 期的文章 《 日 本经营
“

政治大国
”

的动 向 》 中指 出 ， 进入 2 0 世纪 8 0

年代后 ，
日本统治集团一直把

“

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
”

作为其对外战略

的基本方针 ， 力 图依仗经济 、 政治和外交等手段 ， 并辅以相当的军事力 量 ，

谋求在
“

多极世界
”

中成为重要的
一

极 ，
建立

“

几个大国共同管理
”

的
“

国

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

， 使 日 本扮演
“

君临
”

亚洲太平洋的角色 ， 为开创
“

以

日 本为 中心的太平洋时代
”

铺平道路 。 在 1 9 8 5 年 《 日 本问题》 创刊号上 ，
马

洪在首页撰文 《加强 日本研究 促进学术交流 》 指出 ：

“

1 9 7 2 年 中 日关系正

常化 ， 开创了 中 日关系的新纪元 。 由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 ， 中 日

友好运动正在深人广泛地开展 。 随着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学术交流的 日 益频

繁
， 我国 的 日本研究工作也得到 了迅速的开展 。 很多 日本研究工作者对 日本的

政治 、 经济 、 Ｘ彳外关系 、 科技教育 、 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潮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现

状和历史 ， 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究 ， 取得了
一些令人高兴的成果 。

”①

以 《 日本问题》 为学术研究平台 ， 国 内 日 本问题专家首先从中 日关系的

发展历程展望双边关系的前景 。 孙平化撰文指出 ， 在中 日关系艰难时刻 ， 是

池田 内 阁把中 日关系推向半官半民的新阶段 ， 在战后中 日关系的历史长河中

所起的作用 ， 是不能忽视的 。
② 田桓在 《略论中 日关系的过去和未来》

一

文

中 ， 通过对中 日 两国悠久的历史交流 回顾 ， 强调深刻认识 日本法西斯在侵华

战争中给 中 日 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 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 是中 日 两 国

① 马洪 ： 《加强 日 本研究 促进学术交流》 ， 《 日 本问题》 1 9 8 5 年第 1 期 。

② 参见孙平化 ：

《池田 勇人与中 日关系ｈ 《 日 本问题》 1 9 8 5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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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 0 年来的 日本外交研究 ＣＤ

共同努力的方向 。

？ 对于重要的 日美关系 ， 针对冷战后期美苏争霸的态势使 曰

美同盟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的状况 ， 张碧清在 1 9 8 5 年的 《 日 本问题》 第 1

期撰文 ， 论述了
2 0 世纪 8 0 年代 日 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 他从 日 美两国政治军

事的密切合作人手 ， 认为基于两国 利益所在 ， 经济上的冲突再激烈 ， 也不会

给两国关系带来根本性变化 。
② 也有的学者从 日 本的对外战略和 日 本综合安全

保障的角度分析 日 本的对外关系及中 日 关系 。 在论及 中 日 关系与亚洲 的安全

和发展时 ， 宦乡在 《 中 日关系与亚洲的安全和发展 》 中提出 ， 为了迎接 2 1 世

纪的到来 ， 中 日两国应该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 ：

一是要认真地温故知新 ， 历

史证明 ，

“

和则两利 ， 战则俱伤
”

， 在中 日 关系上 ， 中 国方面相信 《 中 日 联合

声明 》 以及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是中 日两国 确立互相信赖的基础 ；
二是要

极力加深相互了解 ， 在发展中 日 关系上 ，
要看得远些 ， 要互相尊重 ，

又敢于

提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 ， 中 日 两国的学者和政治家 ， 更应该互相成为诤

友 ；
三是两国应该为亚洲和平做出 贡献 。

？ 钱学明在 《 日 本问题》 发表题为

《 1 9 8 6 年 日 本外交的新发展》 的综述性文章 ， 指 出 日本对外关系 出现的
一些

值得注意的新变化 ， 对中 曾根 内 阁推行的对外政策进行了 总体概括 ： 积极地

综合运用政治 、 经济 、 技术、 外交 、 军事等多种手段 ， 进
一

步提高 日本的政

治地位 ， 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和发展 日本的利益 。
④

在 1 9 8 7 年的中 日邦交正常化 1 5 周年之时 ， 国内知名 中 日关系专家 、 学

者回顾中 日复交前后的曲折历史进程 ，

一

致强调只有严格遵守 《 中 日联合声

明 》 以及 《 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 的相关原则 ， 才能实现中 日 世代友好 。 对于

中 日关系的发展状况 ， 宦乡 、 张香山 、 孙平化 、 肖 向前 、 赵安博等均撰文指

出 ， 日 本社会存在的违反 《 中 日 联合声明 》 与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的严重

问题 ， 如
“

教科书事件
”

、

“

参拜靖国神社
”

以及
“

光华寮判决
”

等严重影响

中 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 对此 ， 何方在 《世界知识》 1 9 8 7 年第 1 3 期发表的

《记取历史教训 发展中 日 友好
——纪念

“

卢沟桥事件
”

 5 0 周年》
一文中指

出 ，

“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 巩固和发展中 日 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 就必须正确对

待历史 ， 总结经验 ， 吸取教训 ， 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

， 并强调
“

中 日

友好还是两国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重要条件
”

。 1 9 8 8 年赫赤在 《贯彻 〈条约 〉

① 参见 田桓 ： 《略论中 日 关系 的过去和未来》 ， 《 日 本问题》 1 9 8 5 年第 4 期 。

② 参见张碧清 ： 《八十年代的 日美关系 》 ， 《 日 本问题》 1 9 8 5 年第 2 期 。

③ 参见宦乡 ： 《 中 日 关系与亚洲 的安全和发展》 ， 《 日 本问题》 1 9 8 6 年第 2 期 。

④ 参见钱学明 ： 《 1 9 8 6 年 日 本外交的新发展》 ， 《 日本问题》 1 9 8 7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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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发展中 日友好——纪念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签订 1 0 周年 》

一

文中 ，

从五个方面重温了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确定的各项原则和条约的执行过程 ，

再一次明确了坚持该条约精神是发展中 日关系的基本的观点 。
？

纵观 2 0 世纪 8 0 年代 中国学术界的 日本外交研究 ， 从学术研究机构来看 ，

主要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 日 本研究所 、 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 中 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所 、 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国 内 知名 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及国 内重点

高校的 日本研究中心 。 从学术研究成果来看 ， 上述研究机构有着国 内最为优

秀的 日 本问题研究专家队伍 ，
他们利用较为丰富的外文资料和 日 本学术界 、

政界的人脉 ， 通过不断 出 国考察和学术交流 ， 产生 了
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

学术成果 。 特别是 《 日 本问题》 上关于 日 本外交研究的文章 ， 在全国的学术

影响不可低估 。 这些有着独到之处的学术成果 ，
无论在资料上 ，

还是在观点

方面 ， 都充分反映了中 日 邦交正常化后 日 本对外关系的特质与走 向 ， 具有显

著的时代特征 。

一

如 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在 1 9 8 5 年 《 日本问题》 创刊号撰文

期望的那样 ： 第
一

，
要力求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 观点

和方法 ， 而力戒主观 、 片面
， 用旧框框 、 停滞的观点 和历史类比来看待战后

4 0 年的 日 本
； 第二 ， 要掌握大量的 ， 包括第

一

手的材料 ，
通过严肃认真的分

析和 比较 ， 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
；
第三 ， 应该本着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探讨和争论 。

② 这一时期的 日 本问题专家学者 ， 多为中 日邦

交正常化的亲历者 ， 对于两国关系 的分析准确 ， 注重动态研究 ， 在问题意识

的驱动下 ， 逐步拓展 日本外交的研究领域 ，
日益走出 中 日 双边关系 的研究范

畴 ， 趋向于对 日本对外关系的全面探索 。

二 2 0 世纪 9 0 年代
：
日本外交研究成熟时期

冷战结束对 日 本的 国际战略产生很大影响 ， 促使 日 本的对外关系进行

重新定位 。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不 同阶段 ：

2 0 世纪 9 0 年代上半期 ， 日 本表

达了重构世界战略格局 的构想 ，
日 本国 内也 出现了对盟国美国说

“

不
”

的

声音 。 9 0 年代下半期 ， 日 本经过各界精英的
一

番战略论争后确认 ： 尽管冷战

① 参见赫赤 ： 《贯彻 〈条约 〉 精神 发展中 日 友好
——纪念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签订 1 0 周

年》 ， 《 日本问题 》 1 9 8 8 年第 5 期 。

② 参见张香山 ： 《对 〈 日本问题 〉 的期望》 ， 《 日本问题》 1 9 8 5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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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界形势趋缓 ， 但亚洲地区仍存在地区冲突 ，
日 本在安全上仍需要得到美

国的保护 。

？ 因此 ， 根据上述 日本对外关系在两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 中国 的 日

本问题研究者对日本外交的探讨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

（

一

） 从 1 9 9 1 年到 1 9 9 5 年 ， 中 国 学者对 曰本外交研究 的重 点集 中 于 中 曰

关 系 、 日俄 关 系 、 海湾战 争与 ＥＴ本 、 美 国 的对 日 战略及 日 本战略思想流派的

研究 ， 主要涉及 日 本的 崛起 、 日 本的 国际新秩序设想 、 日 本的 国 际化等问题

对于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期 日 本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外交实践 ， 中 国学者重

点研究了冷战后 日本的外交战略取 向 、 环境外交 、
1 9 5 5 年体制下的 日本外交 、

日本外交政策及对华政策的特点 ， 从不同 的角度对 日 本的对外关系进行了全

方位的学术探讨。 例如 ， 姚文礼在 《简论冷战期间 日 本对外政策调整 》 中认

为 ，

“

冷战结束之后 ，
日本为了迎接 9 0 年代的种种挑战并着眼于 2 1 世纪的发

展 ，
正在调整其对内对外战略

”

，

“

自此 ， 日本外交目标更加明确 ， 紧紧围绕

走向
‘

政治大国
’

这
一

中心展开活动 ， 外交由低姿态转变为高姿态 ， 外交活

动范围进
一

步扩大 。 它
一

方面主动配合美国全球战略 ， 企图借重美 国力量 ，

影响提高其国际地位 ； 另一方面重点经营亚太 ， 力争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

作用 ， 进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

。

② 林晓光在 《 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 》 中指

出 ：

“

近年来 ，
日本政府谋求作为

‘

国际国家
’

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 ， 积极参

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并力争发挥主导作用 ， 注重外交战略的综合性、 多层次性 、

全方位性 ， 即推行所谓
‘

大国外交
’

。 通过国 际合作加强环境保护 ， 积极开展
‘

环境外交
’

， 即是 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

”

特别是 ，

“

国际形势剧变

后 ’ 日本政府开始将
‘

环境外交
’

纳入其对外战略的大框架
”

。
③

随着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 日 本对外战略的调整 ， 中国学者对 日本外交的研究

领域不断拓展 。 学术文章涉及 日 本对亚太外交、 联合 国外交 、 日 本安全战略等

的相关内容。 然而 ， 日本对华政策及中 日关系的研究仍然是重点 。 尤其在 1 9 9 2

年中 日邦交正常化 2 0 周年之际 ， 学术论文主要集 中讨论中 日关系 。 何方的文章

《国际形势和中 日关系》 立意高远 ， 战略性很强。 他在该文中指出 ， 要讨论中 日

关系 ， 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范围 中去 ， 而不能脱离 国际环境 ， 孤立地看待 中 日

关系 。 因此 ， 为了把中 日 友好合作关系推向
一

个新的阶段 ， 文章谈到要增进互

相理解 ，
正确处理分歧 ； 要扩大交流 ， 加强合作 ；

要参与国际合作 ， 为世界做

① 参见刘世龙 ： 《美 日 关系 （ 1 7 9
1 
－

2 0 0 1 ）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 0 0 4 年 ， 第 6 2 4 － 6 2 5 页 。

② 姚文礼 ： 《简论冷战期间 日本对外政策调 整》 ， 《 日 本学刊》 1 9 9 4 年第 1 期 ， 第 1
￣

2 页 。

③ 林晓光 ： 《 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 》 ， 《 日 本学刊》 1 9 9 4 年第 1 期 ， 第 1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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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日本学刊 2 0 1 5 年增刊


贡献 。
① 上述真知灼见 ，

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作用 。

类似的分析文章还有郑必坚在 《 日本学刊 》 1 9 9 2 年第 6 期发表的 《关于

中 日关系的历史新机遇》 。 他对中 日 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 ， 提出 了两国关系历

史新机遇的命题 。 这样的新机遇包括五个方面 ， 即经济关系的新机遇 、 政治

关系的新机遇 、 多方面合作关系的新机遇 、 长期形成的深厚的民间交往关系

的新机遇 、 两国关系历史发展中 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新启迪 。
② 值得关注的是 ，

杨运忠在 《 日本对华政策进人新阶段》
一

文 中 ， 从中 日关系的客观条件的变

化 ， 探讨了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与 内容 。 他认为 ，
日本对华政策进

人了强化政治外交的新阶段 ， 并提出经过 2 0 世纪 9 0 年代的努力 ， 中 日 两国

已具备了建立面向 2 1 世纪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与条件 ， 问题的关键是要求同

存异 ， 抛弃人为地涂在两国关系上的政治色彩和某种不应有的心理因素 。

③ 上

述文章分析角度新颖 、 资料丰富 、 立意颇有新意
，
启迪人深思。

（
二

）
从 1 9 9 6 年到 1 9 9 9 年的第二阶段 ， 中 国的 曰 本外交研究 重点 关注 曰

本对外战略的定位及 中 日 关 系发展状况

冷战结束后 ， 日本保守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的
“

冷战思维
”

， 严重

影响着 日本的对华政策 。 对此
， 何方高瞻远瞩 ， 指明 了 日本 国际战略调整动

向及中 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 他在 1 9 9 6 年 3 月 举行的
“

2 1 世纪中 国与 日本
”

国

际研讨会主题报告 中指出 ，
日本面临第三次历史性选择 ，

“

这不单决定于它的

国内 因素 ， 同时决定于国际因素 ， 特别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 、 相互依存 日 益

加深的情况下
”

。 同时 ，

“

由于 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政治倾向保守 ， 日本今后在

外交上态度可能趋向强硬 ， 但 由于多极化的迅速发展 ， 制约 因素很多 ， 因而

也不会强硬到哪里去 ， 越是强硬越会孤立 ， 对它是更不利的
”

。
④这样的观点 ，

很具有对 日 战略指导意义 。

这
一

阶段关于中 日关系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 ， 关于两国关系的文章 占据

很大比例 。 自 1 9 9 7 年纪念中 日 邦交正常化 2 5 周年开始 ，
1 9 9 8 年纪念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签订 2 0 周年 ， 同年 1 1 月 江泽民主席访问 日本 ，

1 9 9 9 年既有

对江主席访问 日本的评说 ，
又有探讨面向 2 1 世纪中 日关系的学术课题。 张香

山 以参加 中 日 复交与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亲身经历
，
撰写 了 《通往中 日 邦交

① 参见何方 ：

《 国际形势和中 口关系 》 ， 《 日本学刊 》 1 9 9 2 年第 1 期 。

② 参见郑必坚 ： 《关于中 日 关系的历史新机遇 》 ， 《 日本学刊 》 1 9 9 2 年第 6 期 。

③ 参见杨运忠 ： 《 日 本对华政策进人新阶段》 ， 《 日本学刊》
1 9 9 4 年第 2 期 。

④ 何方 ： 《何方集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0 0 1 年 ， 第 1 7 0 、 1 8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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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 0 年来的 日 本外交研究Ｑ

正常化之路》 、 《 中 日复交谈判 回顾》 和 《 中 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 》 三篇

重要的文章 ， 为推动冷战后中 日关系健康发展 ， 提供了历史借鉴的依据和总

结 。
？ 高增杰在纪念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签订 2 0 周年之际 ， 撰文重温了中

国 的 日 本研究 ， 强调只有深刻 了解 日 本
， 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 推进中

日 关系的 良性发展 。
② 武寅在 《关于发展中 日关系 的几点思考》

一

文中 ， 对

如何巩固发展中 日 两国关系提出 了重要的建议 。
③

肖 向前作为战后中 日关系见

证人 ， 从香港回归讨论了亚洲与中 日 关系 。
④ 高海宽和孙叔林分别提出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签订 2 0 周年 ， 在开创友好的中 日关系的同时不能忘记周恩

来为发展两国关系 、 缔结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而做出的贡献 。

⑤ 李清津 《邓

小平
“

共同开发
”

思想与钓鱼岛问题》 的学术论文 ，
提示在思考中 日关系时 ，

应该认真理解邓小平作为大战略家 ， 对处理中 日关系 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思

路。

？ 殷燕军的论文剖析了冷战后 日 本舆论界学术界对国际形势和 中 国的认

识 。
？ 但是 ， 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后期 ， 与研究中 日关系相比 ， 对 日本亚太外交 、

日美关系 、 对朝鲜外交、 西欧外交和 日本外交的转型的学术研究略显薄弱 。

这
一

时期值得关注的是 ，

1 9 9 0 年春 ， 新中国第
一

个综合性 日本研究的学

术团体
——

中华 日本学会在京成立 。 同时 ， 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 日 本研究所创

办的 《 日 本问题》 被确定为会刊并更名为 《 日 本学刊 》 ，

通过增强学术性和

理论性 ， 进一步提升为全国 日 本研究者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 。

⑧
自刊物更名

后
，
作者群体不断扩大 ， 囊括了外交学院 、 中 国政法大学 、 济南陆军学院 、

北京大学 、 吉林大学、 南开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 世界历史

① 参见张香山 ： 《通往中 日邦交正常化之路》 ， 《 日本学刊 》 1
9 9 7 年第 5 期 ； 《中 日 复交谈判 回

顾》 ， 《 日 本学刊 》 1 9 9 8 年第 1 期 ； 《中 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 ， 《 日 本学刊》 1 9 9 8 年第 4 期 。

② 参见高增杰 ： 《 日 本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写在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签订 2 0 周年之际》 ，

《 日本学刊》 1 9 9 8 年第 4 期 。

③ 参见武寅 ： 《关于发展中 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 《 日 本学刊 》 1 9 9 8 年第 5 期 。

④ 参见 肖向前 ： 《从香港回归看亚洲形势和中 日关系的发展》 ， 《 日本学刊》 1 9 9 7 年第 5 期 。

⑤ 参见孙叔林 ： 《饮水不忘掘井人——周恩来与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 ， 《 日本学刊 》 1 9 9 8 年

第 4 期
；
高海宽 ： 《开创和平友好的 中 日 关系新世纪——纪念 〈 中 日 和平友好条约 〉 缔结 2 0 周年 》 ，

《 日本学刊》 1 9 9 8 年第 4 期 。

⑥ 参见李清津 ： 《邓小平
“

共同开发
”

思想与钓鱼岛问题》 ， 《 日本学刊 》 1 9 9 9 年第 4 期 。

⑦ 参见殷燕军 ： 《冷战后 日本舆论界学术界对国际形势和 中国的认识》 ， 《 日本学刊 》 1 9 9 9 年第

5 期 。

⑧ 参见 《 日 本问题》 编辑部 《 日 本学刊 》 筹备组 ： 《 〈 日 本问题 〉 更名 〈 日 本学刊 〉 启事》 ，

《 日本问题》 1 9 9 0 年第 5 期 ， 第 1 2 6 页 。 随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 本研究所对 日 本对外战略及外交政策

研究的学术需要 ，
于 2 0 世纪 8 0 年代末临时设立综合研究室 （

建所初期曾设立综合组和外交组 ） ，
后于

9 0 年代初在该室基础上设立对外关系研究室 ，
又于 2 0 0 9 年更名为外交研究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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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日本学 刊 2 0 1 5 年增刊

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 日 本问题研究人员 。 这大大提升 了 《 日 本学刊 》 作为全

国性刊物的学术权威 ， 使其成为 中国 日本外交研究的重要平台之
一

。

三 2 1 世纪初期 日本外交研究的蓬勃发展及趋势

进人 2 1 世纪以来 ， 日本政府就 日 本外交战略调整责成外务省组织相关学者

编写了政策报告 《面对 2 1 世纪的挑战 ：
日本的外交课题》 ，

以
“

2 1 世纪 日 本外

交面临的挑战
”

为主题 ， 对 日本的外交目标 、 新世纪 日本外交与国际社会 、 日

本外交课题等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 ， 鲜明地表达了
2 1 世纪 日本外交及其战略取

向 。

？ 总体上来说 ， 成为
“

正常国家
”

、 追求政治大国化成为 2 1 世纪 日本外交的

战略目标 。 针对上述 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动向 ， 中 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

中在外交战略 、 中 日关系 、 日 美关系及其他对外关系等方面 ， 特别是在 中 日关

系研究领域 ， 针对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 ，

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 ， 在 日本外交研究成果总量中 占比较高 。

（

一

） 关于
“

日本国 际 战略
”

及
“

外交战略
”

研究 的代表性观点

在 2 1 世纪初的 1 5 年里 ， 由 于 日 本争当政治大国 的进程明显提速 ， 中国

学者
一

直对 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保持关注 ， 力图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

法论分析其内涵 、 特点及走向 。 譬如 ，
2 0 0 0 年 《 日 本学刊 》 发表了时殷弘 、

吴胜 、 孙承等学者关于 2 0 世纪 日 本的选择和命运的文章 。

？ 这一时期 中 国学

者对 日本外交战略的整体走向持续关注 ， 力图分析其内 涵 、 特点及趋势 。 这

一时期有关 日本对外战略及外交政策的研究涌现出
一

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

其中 的代表性著作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这对于深入探讨 日本外交战略

调整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

首先 ， 关于 日本国际战略或对外战略的代表性学术观点 。 李寒梅等所著

《 2 1 世纪 日 本的国家战略》 选取 日 本的政治体制 、 外交战略 、 行政改革 、 经

济体制以及科技发展战略 四个方面 ， 系统深人地讨论了整个战后 日 本的发展

① 外務省 『 ＞ 9 2 0 0 1
”

2 1 世紀 ｉ
二向 ｔ亍ｔ 日 本外交 ＣＯ課題＿』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ｍｏ ｆａ．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
ｊ
／ ｇａｉｋｏ／ｔｅ ｉ

ｇ
ｅｎ／ ｉｎｄｅｘ，ｈ

ｔｍｌ
。

② 参见时殷弘 ： 《和平扩张 ． 军事征服 ？ 商业福利
一＂

2 0 世纪 日本的选择和命运》 ， 《 日本学刊》

2 0 0 0 年第 2 期
；
吴胜

： 《冷战后中美 日三角 中的 日美关系 》 ， 《 日本学刊 》
2 0 0 0 年第 4 期

；
孙承 ： 《 日

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战略简析 》 ， 《 日本学刊》 2 0 0 0 年第 5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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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 0 年来的 日 本外交研究 ＣＤ

道路 ， 并追踪现实的变化 ， 探讨了其未来走向 。
？ 杨伯江、 马俊威 、 王珊和刘

军红等撰写的 《当前 日本对外战略 ： 成因 、 手段及前景 》
一

文认为 ， 进入 2 1

世纪以来 ， 伴随国 内经济社会转型 、 政治生态及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 ，
日 本

追求
“

政治大国化
”

对外战略 目标的步伐愈发坚定 ，
尤其重视对国家资源的

深度开发与重新配置 ， 实施战略的手段选择 日 趋多样化 、 综合化 。
②

其次 ， 关于 日本外交战略的代表性学术观点 。 刘世龙在 《冷战后 日 本的

外交战略》

一

文中指出 ， 展望未来十年 ， 日 本为保障本国的安全与繁荣 ， 将

在与美国结盟的同时走向
“

正常国家
”

。 日本将在美国的引导下进
一步军事大

国化 ， 走向行使集体 自卫权 。 但 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其战略 目 标 ， 既取

决于它的主观努力 ， 也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态度 。

？ 晋林波在 《新世纪 日本外交

战略的发展趋向 》

一

文中指 出 ， 充分关注和研究新世纪 日 本外交战略的发展

趋向 ，
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今 日本国家的战略思维模式的认识 ， 更为准确地

把握其未来走向 ，
而且对促进中 日 两 国 间的相互了解 ， 推动 中 日 关系 的健康

稳定发展以及优化中 国 自身的周边安全环境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④

再者 ， 关于 日本外交战略及对外关系的研究 ， 许多学术成果注重从全新

视角来探讨 日 本的外交战略及实践。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

是鉴于
“

东

亚合作
”

是冷战后 日本外交战略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 部分成果置重点于 日本

的亚洲地区外交战略上 ， 如孙承的 《 日 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评析》 等
；

？二

是随着非传统安全 、 全球性问题等 因素在国际关系实践中 的 凸现 ， 部分成果

也体现了 日本外交战略中的这些新内涵 ， 如王珊的 《

“

反恐
”

外交与 日本的战

略》 等 ；

？ 三是部分学术成果从文化视角来分析 日本的外交战略 ， 如尚会鹏 、

刘曙琴 《文化与 日 本外交》
，
巴殿君 《从文化视角透析 日 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

择》 ，
沈海涛 、 李永强 《 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分析 》 等 。

⑦ 上述学术文

章虽数量不多 ， 但在相 当程度上把握了 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 ， 并且是运

① 参见李寒梅等 ： 《 2 1 世纪 日本的国家战略》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0 0 年。

② 参见杨伯 江 、 马俊威 、 王珊和刘军红等 ： 《当前 日 本对外战略 ： 成因 、 手段及前景 》 ， 《现代

国际关系 》 2 0 0 6 年第 1 2 期 。

③ 参见刘世龙 ： 《冷战后 日本的外交战略》 ， 《 日 本学刊 》
2 0 0 3 年第 5 期 。

④ 参见晋林波 ： 《新世纪 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
，

《国际问题研究 》 2 0 0 4 年第 4 期 。

⑤ 参见孙承 ： 《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评析》
，

《国际问题研究》 2 0 0 2 年第 5 期 。

⑥ 参见王珊 ： 《

“

反恐
”

外交与 日 本的战略 》 ， 《现代国际关系》 2 0 0 1 年第 1 2 期 。

⑦ 参见尚会鹏 、 刘曙琴 ： 《文化与 日本外交》 ， 《 日本学刊 》
2 0 0 3 年第 3 期 ；

巴殿君 ： 《从文化视

角透析 日 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 ， 《 日 本学刊 》
2 0 1 0 年第 4 期 ；

沈海涛 、 李永强 ： 《 日 本对华公共外

交实施困境分析》 ， 《 日 本问题研究》 2 0 1 4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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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日本学刊 2 0 1 5 年增刊

用新理论 、 不同方法论的创新性探索 。

（
二

） 对于 2 1 世纪初期 中 日 双边关 系发展及前景的探讨和研究

2 1 世纪初期 ， 中 日 关系研究仍然在中 国 的 日 本外交研究中 占据主流 。 主

要原因是小泉内 阁 、 野田 内阁及安倍内阁围绕历史问题 、 钓鱼岛等问题的言

行导致中 日关系的恶化 ， 给 日本外交研究带来 了新的要求与课题 。 特别是在

对中 日关系现状进行实证研究过程中 ，
2 0 0 2 年至 2 0 1 0 年间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先后进行了多次舆论调查 （调査结果载于 《 日本学刊》 2 0 0 2 年第

6 期 、 2 0 0 4 年第 6 期 、
2 0 0 6 年第 6 期 、 2 0 0 9 年第 2 期 ） ， 以及 日 本言论 ＮＧＯ

与 《中 国 日报 》 合作进行中 日 关系舆论调查 ， 力求反映中 国 民众对 日本及中

日关系的现实认知状况 ， 得到中 日 学术界 、 政界的高度关注 。

一

是这个时期分析中 日关系主要聚焦于对中 日 关系
“

政冷经热
”

的分析 ，

日本政坛保守化对中 日 关系的影响 ，
还有对如何打破中 日 两国政治僵局的学

术探讨 。 《 日本学刊》 发表的主要文章有 ： 张伯玉的 《试析 日 本对华强硬政

策 》 、 桐声的 《 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 日 本内外政策的影响 》 、 吴寄南的 《 日本
“

新国防族
”

的崛起及其影响 》 、 胡令远的 《文化交流 、 价值向度与历史认

识——简论战后 中 日 关系的精神要素》 、 蒋立峰的 《未来十年的 中 日关系与中

国对 日 政策一 2 1 世纪中 日 关系研究报告 》 、 杨栋梁的 《直面拐点 ： 历史视

野下中 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考》 等 。

？ 对于如何打破中 日两国政治僵局 ， 有

的文章观点新颖 ， 很具有建设性。 冯昭奎认为 ， 中 日 经济关系与中 国工业化

密切相关 ，
要重视经济因素在中 日 关系中 的分量。

②

二是从中 日 关系的视角研究 日本对外战略的代表性观点和研究 。 （
1
） 林

晓光的 《 日 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 日 关系 》 ，
通过研究 日 本 ＯＤＡ 政策和战略变

动的国 内外原因 ， 全面分析 了 日 本的 国 际战略 、 政治走向 、 对华外交战略和

政策方针的重大变化 ， 指 出 中 国应该依据 国家利益 ， 借鉴历史的经验 ， 确定

日 本在 中国外交 中的地位 ，
制定相应的对 日 战略方针 。

③
（

2
） 吕 耀东的 《 中

① 参见张伯玉 ： 《试析 日 本对华强硬政策 》
，

《 日本学刊》 2 ＜？ 5 年第 2 期 ； 桐声 ： 《 日 本右翼势力

及其对 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 》 ， 《 日本学刊 》 2 0 0 5 年第 6 期
；
吴寄南

：
《 日本

“

新国防族
”

的崛起及其

影响》 ， 《 日 本学刊 》 2 0 0 3 年第 5 期
；
胡令远 ： 《文化交流 、 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

￣简论战后 中 日 关

系 的精神要素 》 ， 《 日 本学刊 》 2 0 0 8 年第 6 期 ； 蒋立峰 ： 《未来十年的中 日 关系与 中国对 日 政策一＂

2 1

世纪 中 日关系研究报告》 ， 《 日本学刊 》 2 0 0 9 年第 5 期
；
杨栋梁 ： 《直面拐点 ： 历史视野下中 日关系的

演进与现实思考》 ， 《 日 本学 刊》
2 0 1 2 年第 6 期 。

② 参见冯昭奎 ： 《中 日经济关系与中国工业化》 ， 《 日本学刊 》 2 0 0 3 年第 4 期 。

③ 参见林晓光 ： 《 日 本政府开发援助与 中 日关系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 0 0 3 年 。

— 5 0 —



中国 3 0 年来的 日本外交研究 Ｑ

国和平发展与 日本外交战略》 ， 以 国际体系下中国 和 日 本的国际战略及其外交

理念与实践为研究对象 ， 以 中 国和平发展与 日 本外交战略调整之间的相互关

系为重点 ， 就两国对外战略 目标的形成 、 发展及双边互动关系进行全面分析 ，

对中 日 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及趋向进行了 战略性 、 前瞻性的研究 。
？

三是有些学者注重从深层次研究中 日 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 。 如桐声的

《关于中 国东海的钓鱼岛 、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问题的法律分析 》 ， 包霞琴的

《 中 日 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演变与现状
——以

“

搁置争议
”

原则为中心 》 ， 管建

强的 《 国际法视角下的中 日 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 ， 吴怀中的 《 日 本在钓鱼岛

争端中的国际舆论动员 》 ， 刘江永的 《 甲午战争与钓鱼岛劫难》 ， 胡德坤 、 黄

祥云的 《美国在中 日钓鱼岛争端上
“

中立政策
＂

的由来与实质 》 等论文 。 都

对于中 日关系中钓鱼岛问题的尖锐性提出 了新的见解 。
②

以上关于 日本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方面的著作及观点各有其重要的学术贡

献 ， 主要有三个特点 ：

一

是侧重于世纪之交 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外关系的深度解

读 ；
二是从 日本的内政特点出发 ， 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战略决策模式及对外关

系转型的特征 ；
三是侧重于从 日本政治的 、 历史的角度探讨对外战略 ， 阐述了

冷战结束以来 ， 日本外交战略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 ， 重点探讨

了 日本对外战略思想 、 战略思维的发展 。 这些观点基本理清了冷战结束以来 曰

本国家战略及外交战略的发展轨迹及思想理念 。 正是通过以上著作及观点在内

的
一

系列研究成果 ， 为今天思索 日 本的对外政策及对华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四 中国 日 本外交研究的薄弱环节及发展完善方向

纵观中国 3 0 年来 日本外交研究的基本脉络 ，

2 0 世纪 8 0 年代偏重对 日 本外

交及对外关系的介绍和借鉴 ， 有关中 日关系的研究是其亮点 ；

2 0 世纪 9 0 年代学

科完善阶段 ， 学术论著数量略有增多 ， 外交与安全领域有所拓展 ， 研究开始注

重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

2 1 世纪初期阶段 ， 随着亚太地区国家在国际格

① 参见 吕耀东 ： 《中国 和平发展与 日本外交战略》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 0 0 4 年 。

② 参见桐声
： 《关于中 国东海的钓 鱼岛 、 专属 经济 区和大陆架问题的法律分析》 ， 《 日 本学刊 》

2 0 0 3 年第 6 期 ； 包霞琴 ： 《 中 日 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演变与现状
——

以
“

搁置争议
”

原则为 中心》 ， 《 日

本研究 》 2 0 1 1 年第 3 期
；
管建强 ： 《 国际法视角下 的中 日 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 》 ， 《 中国社会科学 》

2 0 1 2 年第 1 2 期
；

吴怀中 ： 《 日 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国 际舆论动员 》 ， 《外交评论》 2 0 Ｗ 年第 3 期
；
刘

江永 ： 《 甲午战争与钓鱼岛劫难》 ， 《两岸关系 》 2 0 1 4 年第 1 1 期
；
胡德坤 、 黄祥云 ： 《美国在中 日钓鱼

岛争端上
“

中立政策
”

的由来与实质》 ， 《现代国际关系 》 2 0 1 4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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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日本学刊 2 0 1 5 年增 刊

局中 日 益凸显 ， 东北亚变局扑朔迷离 ，
中 国学者关于 日本外交研究的论著数量

和质量显著提高 ， 并且逐渐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完善学科研究范式及体系 。

中 国 3 0 年来的 日本外交研究路径基本表现为起步 、 成熟和发展三大纵向

阶段 ， 研究方法体现为动态描述 、 事态分析 、 政策解析 、 应用研究和理论探

索等渐进形式 ，
使中国 的 日 本外交研究逐步走 向完善 。 但应该指出 的是 ，

3 0

年来中 国的 日本外交的学术研究还存在
一些薄弱的环节 。

从 日本外交的总体研究来看 ， 著述及论文大多就事论事 ， 宏观探讨长于

微观分析 ， 应用研究强于理论研究 ， 尤其是中 日 关系的文章多于 日 本外交研

究文章的篇幅 ， 造成一提 日本外交研究就等于中 日关系研究的错觉 。 这样的

局面不仅迷失了 日 本外交研究的主体性 ， 淡化 了 日 本外交研究的学术环境 ，

还造成了研究主客体的错位 ， 失去 了对于 日本外交客观实在的真实还原和准

确把握 ， 直接影响了 日 本外交研究在国际关系 、 外交学和 比较政治学范畴内

进行学科深化 、 拓展的创新力度 。 从 日 本外交的 3 0 年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

来看 ， 总体说来则是历史与现实研究较强 ， 表现为对 日 本外交状况作概述性

和评述性研究多 ， 而从历史 、 经济 、 文化等角度进行综合性 、 深层次的研究

比较少 。 另外 ，
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解析 日本外交状况的创新性研究较弱 ， 缺乏

对于 日本外交政策及国 际战略的理论性探讨和分析 。 特别是 ，
目前大多数为

“

单向度
”

研究 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对外战略 ， 而未能充分研究 日本在 国际环境中

的战略位置 、 作用和影响 。 即使有个别这方面的著述 ，
也大多缺乏 日 本对外战

略研究的时代性或全面性 ， 尚未形成对于 日 本外交系统研究的学术体系 。

进入 2 1 世纪以来 ， 日本各年版 《外交蓝皮书》 均提出了新世纪的战略 目标

和战略选择 。 而且 ， 东亚区域合作和经济
一

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 对于中 日 关系

产生了深刻影响 。 因此 ， 有必要对 日 本外交及其对外关系走向进行全方位学术

分析和理论探讨。 不仅要讨论中 日 关系及围绕中 日关系的 日美关系 、 日俄关系 、

日本与东盟国家关系和对朝鲜半岛外交等多国关系 ， 还要探讨 日本的联合国外

交 、 欧盟外交 、 中东外交 、 非洲外交和拉美外交 ， 更需要对 日 本的
“

东亚共同

体
”

， 日本的对外决策、 环境外交、 公共外交 、 文化外交 、 经济外交 、 非传统安

全战略及外交等问题展开全方位 、 多角度探讨。 只有通盘把握 日本外交总体格

局
， 才能够以科学准确的眼光、 运用科学方法论客观反映 日本外交的客观实在。

随着国际政治学科向国际关系层面扩展 ， 后工业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化

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比重明显增加 ， 极大地拓展了这个

研究领域的范围 ， 提出了大量新的研究课题。 为此 ， 对于 目前中 国 的 日 本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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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 0 年来的 日本外交研究 ＣＤ

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者来说 ， 知识结构 、 方法论及把握重大时代课题的能力相

对欠缺 。 对于 日本外交研究中 出现的 国际危机管理、 对外政策分析等专业性和

技术性问题 ， 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素养 ，
不能有效掌握国际议题的话语权 。 这

对习惯于用传统知识和方法分析传统问题的 日本外交研究人员提出 了严峻的挑

战 。 同时 ， 运用社会学 、 心理学 、 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综合研究视角和方法解析

日本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 这一发展趋势正在改变着当代 日

本外交研究的传统模式 ， 需要 日本外交研究人员在此方面加强 自我的知识更新 。

按照 日本外交研究从属于国际关系 、 国际政治 、 外交等学科下进行国别

性研究的特点 ， 具体学科创新性应体现为如下三点 。 首先 ， 要以 日本对外关

系研究为中心 。 日本外交研究在 日本综合研究范围框架内 ，
应该以 中长斯 日

本外交 、 安全战略和 日本国家对外战略为研究重点 。 其次
，
日 本外交研究要

有两个突出点 ： 即以
“

中 国意识
”

研究 日 本问题和以
“

日 本意识
”

探讨 日本

对华政策 。 要重视对中 日 两国经济 、 政治 、 外交 、 社会思潮与思想文化等领

域基础性理论性的比较研究 ，
不断加深对 日 本外交 、 亚太国际关系 （ 当然包

括 日美关系 、 中美 日 、 中 日俄等国际关系 ） 、 亚太区域合作等领域战略性前瞻

性的研究 ， 承担好战略性 、 前瞻性等理论及应用对策研究 ， 对一些突发现象

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加以深人分析 。 最后 ， 日本外交研究具有涵盖 日本政治 、

外交 、 经济 、 文化等方面对外关系的学术研究取向 。 进入 2 1 世纪初期 ， 随着

国际政治学 、 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理论及方法论的拓展 ， 跨学科交叉研究正在

不断兴起 ，
日本与全球问题及国际组织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这也是中

国对于 日 本外交研究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中 国 当代 日本外交研究只有尽快

适应这样的学术环境 ， 才能在创新过程中得到学科的完善和发展 。

总之 ， 中国的 日本外交研究以东亚地区以及世界上有较大影响力的 、 并与中

国开展周边外交有紧密联系的 日本外交与安全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这就要求在研

究中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
又要重视现实应用及对策研究 ’

将两者充分结合起

来 ， 改变过往的
“
一

手硬 、

一

手软
”

的现象 ， 实现两者的辩证统
一

。 可幸的是 ，

中国学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日本对外关系的 比重正在逐步提升 ， 思想性 、 理

论性稳步增强 ， 特别是关于中 日关系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反思也成为 中国学者们研

究的重点 。 运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 尝试突破其
“

片面性
”

， 突出对于中 日 关系

研究的思辨性 、

“

建设性
”

， 具有鲜明的理论
“

探索性
”

色彩。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

台上发挥出 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 中国的 日本外交研究学者正在将 日本对外关系放

在国际格局变动中加以动态分析 ， 战略性 、 前瞻性等相关研究将 日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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