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寄南现场回答听众提问! ! ! !听众张昶涛!吴老师您好!听说中

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 遭到了日本的

反对"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 目前"中

日两国军事实力对比如何# 自卫队与

军队的区别在哪里#

吴寄南!从 !""#年开始，中国就
已经在东海开发油气田了。因为中日
之间对东海一直没有进行过划界谈
判，因此双方说法都不一样。中方认为
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应遵循“大陆架自
然延伸”的原则。但日本在 !"$#年提
出“中间线”，就是连接两国同纬度的
领海基线之间中点的连线。即便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油气开发项
目也都在“中间线”的中方一侧，也就
是日本认为是中国的地方。#%%!年日
本海上保卫厅在东海击沉了一艘不明
国籍的船只，沉船的位置就位于“中间
线”的中方一侧。当时日本曾经向中国
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在那里开展打捞作
业，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在中国海监
船的监视之下，日方完成了作业的全过
程。当年，日本自己就已经承认那个地
方属于中国管辖，而且向中国申请在这
一领域打捞沉船。所以日本现在说中国
在这里开发是侵犯日本的权益，要求中
方停止作业、拆除有关设施，完全是无
理取闹，中方可以不予理睬。
对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我很

难精确地作出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
的，那绝对不是中日甲午海战时的水
平。双方各有优劣，日本海上力量强一
些，而中国有空中优势。而且我们还有
综合国力作为支撑。坦率地讲，我们并

没有将日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对手来
看待。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至于自卫队，应该说它是亚洲地

区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
但由于日本宪法的限制，它还戴着“自
卫队”的帽子。所以日本国内有人要修
宪，为自卫队正名，甚至把它叫做国防
军。这违背了日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它曾经承诺绝不再走战前的老路，绝
不做军事大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听众曹一民!目前中日正在角力!

在国际舆论方面" 如果以波茨坦公告

为依据" 指明日本实际上是在挑战二

战以后的国际秩序" 把舆论引向这方

面是不是会对中国比较有利#

吴寄南!去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
国有化以后，中央几位政治局常委都
作出表态，我觉得习近平同志讲得很
清楚。他当时就指出，“这是否定二战
后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的
条款必须得到落实。开罗宣言是 !"&'

年 ()月由中英美三国制定的。其中规
定，日本在战时攫取的领土都必须交
还给中国，包括东北、台湾、澎湖群岛
等。所以，日本对钓鱼岛是非法占有，
理应交还给中国。今年 !!月是开罗宣
言发表 *+周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国
际舆论上多讲这一观点，维护二战后
形成的国际秩序。

听众孟菁! 感谢吴老师的精彩报

告!我的问题是"公明党在$安倍 !"#%时

代会扮演怎样的角色"能否充当安倍政

府的$刹车%# 在野党能否打翻身仗#

吴寄南!公明党自 !"""年以来一
直与自民党联合执政。虽然公明党在
国会中的议席并不多，但拥有深厚的群
众基础，它的后援团叫“创价学会”。这
个学会有 $%%万会员，在日本众议院选
举的时候，全国有 '%%个小选举区，每
个小选举区至少有两万名创价学会的
会员。因此，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
量。日本议会选举，往往几十票的差距
就能决定胜负。所以，虽然自民党有人
提出公明党太麻烦了，把它赶走算了。
但安倍下不了这个决心。创价学会会
长池田大作一向对中国比较友好，他
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掘井人之一。
所以公明党的政治倾向是坚持和平和
中间路线、照顾弱势群体。这对安倍目
前鹰派色彩的内阁是很有力的牵制。
就像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所说：“公
明党今后‘刹车装置’的作用会越来越
突出。”我们也期待，公明党能在执政
联盟中更多地发挥这方面作用。
至于在野党重新崛起，我想从近

期来看比较困难。从政治色彩来说，在
野党有保守、中间、比较进步三种类
型。共产党、社会党是比较进步的，右
的如日本维新会，中间路线的党派内
部也有很多分歧。因此，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要实现有效的联合还不是太现
实。在未来三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日本
政坛还将是一强多弱的局面。

听众翁以明!尊敬的吴老师"在您

看来"在未来的六个月里"习近平主席

或李克强总理与安倍在国际政治舞台

上直接对话的可能性有多少#

吴寄南!这个问题很尖锐。这要看
日方如何做出承诺。未来有这么几次
机会，一是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十
国峰会，还有一次是年底的东盟系列
会议，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有
可能遇到安倍。会不会会晤呢？这有两
种情况。一种是正式会晤，这个发生的
可能性比较小。第二种是站着说个十
来分钟，这有可能，但关键还是看日方
的态度。现在日方提出了一些不可理
喻的条件，称中日之间不存在需要谈
判解决的领土问题，一开始就将领土
问题排除出两国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
外。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因为中日之
间目前的困难局面就是因为钓鱼岛引
起的。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也无法
回避。目前，日方又在变化说法，说中
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但存在外交
问题。这种说法我们也不能接受。就看
在未来六个月当中，安倍能否认清现
实。如果他意识到日本的发展离不开
中国，日本这么折腾下去也不会有结
果，美国也不会站在他一边，我想他可

能会做出一些现实的判断。如果这样
的话，不排除中日领导人有会晤的可
能。就看日方如何尊重历史、尊重现
实，现在这个球在日方一边。

听众闻亮! 我国目前处于一个非

常好的战略机遇期"从外部环境讲"究

竟是日本还是美国是影响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现在不称

霸"以后发展强大了也不称霸& %这句

话是说给谁听的"有什么重大意义#

吴寄南! 中日美三国的关系是非
常错综复杂的。日美两国在遏制中国
崛起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中美也有共
同利益，那就是不希望日本重走过去
战争的老路。中日也有共同的战略利
益，不希望美国主宰亚洲。大国之间没
有明确的敌对关系。现在是一个相互
依存的时代，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三个
国家像中日美关系这样深。如果日本
领导人要否定战后秩序，重走战争老
路，我觉得中美两国可以共同遏制它。
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运筹国际环境，
如何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争取战略
机遇。中国目前的战略机遇期很难得，
我们要练好内功，把中国建设好。有关
“不称霸”的说法，这是中国对国际社
会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警示和约束，
中国不能走西方一些国家曾经走过的
国强必霸的道路。我们不会用强权去
掠夺其他国家，我们永远要走和平发
展道路，这是我国一贯的理念。我想中
国外交以后也一定会遵循这条道路。

玖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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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天
小泉纯一郎

党派 自民党
上任 ,%%)年 &月 ,-日

482天
野田佳彦

党派 民主党
上任 ,%))年 "月 ,日

452天
菅直人

党派 民主党
上任 ,%)%年 -月 &日

387天
森喜朗

党派 自民党
上任 ,%%%年 &月 .日

366天
安倍晋三

党派 自民党
上任 ,++-年 "月 ,-日

365天
福田康夫

党派 自民党
上任 ,++*年 "月 ,.日

358天
麻生太郎

党派 自民党
上任 ,++$年"月,&日

266天
鸠山由纪夫

党派 民主党
上任 ,++"年 "月 )-日

新民图表

制图 董春洁

？天
安倍晋三

党派 自民党
上任 ,+),年),月,-日

一、安倍今后的施政重
点有哪些？

,+),年 ),月，自民党再次掌控
国家最高权力。在今年 *月举行的参
院选举中，自民党护盘成功。安倍晋
三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半年内接连赢
得两场国政选举的自民党总裁。

这次参院选举结果巩固了日本
“一强多弱”的格局。但政局在总体稳
定的同时也呈现局部的乱象。主要表
现在：（)）自民党在失去强劲对手后
内部争权夺利白热化。各派系都在招
兵买马；一些实力人物瞄准 "月的内
阁改组展开“争夺阁僚位置的卡位
战”；副首相麻生太郎接二连三“大嘴
巴”，反映了他急于抢班夺权的急迫
心理。（,）在野党内部分裂凸显。民主
党干事长细野豪志辞职后，追究党代
表海江田万里的呼声升高，而该党创
始人、前首相菅直人因违纪差点被开
除；大家党党首渡边喜美与干事长江
田宪司政见分歧，互相指责，分道扬
镳只是早晚问题。

安倍政府今后施政重点目前还
不明朗。安倍在选后首次记者会上
称，为摆脱通货紧缩而采取的经济对
策是“最优先课题”。任官房长官的菅
义伟还模仿布莱尔在 )""*年就任英
国首相时的发言，称参院选举后的课
题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经济，第三还
是经济。但自民党在众参两院拥有的
席位与 ,++-年安倍从小泉手里接棒
时不相上下，而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
绪比当时还要高涨。这是安倍实现改
宪夙愿的难逢良机。评论家认为，安
倍未来的施政重点将在重振经济和
修改宪法间漂移，两者不能兼顾，这
一矛盾将始终困扰安倍及执政团队。

二、安倍经济学能不能
让日本东山再起？

安倍这次率自民党取得参院选
举的胜利对他在 ,+).年再次蝉联党
总裁非常有利，“安倍 ,/%”时代可能
延续 '年甚至更长。他能不能让日本
再次进入稳定繁荣的“黄金时代”呢？
不妨从经济、政治、外交角度剖视：

第一"日本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能

不能实行结构性的改革# 安倍上任
后，推行以无限量宽松政策、扩大公
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安倍经济学”。
虽然取得了股价上扬、日元贬值的短
期效应，并使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获
胜，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安
倍经济学”已是“强弩之末”。眼下，日
本大企业虽转亏为盈，中小企业却依
然陷于困境，至于扩大雇佣、提高平
均收入的效果就更不明显了。（,）消
费税增税很可能让景气下跌。日本从
,%)&年 &月起将消费税提高到 $0，

,+(.年增至 (+0。据测算，民众赶在
消费税增税前的购物需求将把 ,+('

年度 123 推高 )/& 个百分点。但
#%)& 年度则因消费者捂紧钱包将
123压低 )/$个百分点，#%).年后将
继续低迷。安倍正面临要不要如期增
税的艰难抉择。（'）日本加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议（433）带来的外部压
力。*月下旬，日本终于赶上谈判“末
班车”，但由于其他 !!个成员国有关
市场准入等领域的磋商已结束，日本
坚持的大米、柑橘、牛肉、砂糖等产品
关税例外措施未必得到缔约国赞同。
日本加入 433将促使其经济结构彻
底改革，这是历任首相想做而没做成
的，安倍也未必有勇气和胆略。

第二"安倍执意推行修宪路线将

造成激烈的政治动荡$安倍从不讳言
最崇拜的政治家是曾任首相的外祖
父岸信介，岸信介遗传给他的是国家
主义和向战前回归的复古主义政治
256。安倍的政治夙愿是修改和平宪
法，摆脱战后体制，最终使日本成为
正常国家。他在第一次任内曾挑战这
一目标但没成功，复出后将修改宪法
定位为“亟须解决的重大议题”，甚至
称之为“改变日本的原动力”。调查表
明，$"0的众议员和 *.0的参议员赞
成改宪。安倍内阁可以说是战后距离
改宪最近的政权。问题是修宪目前仍
是日本最敏感话题。主要政党中都有
赞成修宪与反对修宪的，一定要启动
修宪进程的话势将造成政坛大分化
大改组，而日本主流民意对修宪基本
上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安倍要“霸王
硬上弓”，只会激起民众强烈反弹。

第三%安倍的&战略性外交'难以

如愿以偿$安倍复出仅 $个月就访问
了 ,+个国家，频繁程度超过历任首
相。他自诩，这是“俯瞰地球仪”的“战
略性外交”。但这并不表明安倍在外
交上比前任有优势。这些“外交秀”或
是新瓶装旧酒，或者是一厢情愿、不
自量力，是他缺乏自信、缺乏智慧的
表现。日本媒体早就注意到美国并没
有特别青睐安倍。奥巴马今年 )月让
安倍吃了“闭门羹”，,月见安倍也是
敷衍了事，在八国峰会上也没与安倍
会谈。美国媒体还不时敲打安倍否定
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行。此外，安倍在
$个月里三访东南亚，挑拨东盟与中
国关系，但除了个别国家外，多数国
家并不愿跟着日本与中国作对。“包
围中国”的路线既是其战略误判的产

物，也是外交失败的死穴。一位日本
政治评论家认为安倍要建立稳定的
政权，首先需要和中韩这两个近邻改
善关系。一味推行“以邻为敌”的冲撞
式外交，最终只会将自己逼入死角。

三、日本民族主义泛滥
与中日博弈加剧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日本与周边国家相继发

生严重对立摩擦，在很大程度上与日
本国内民族主义泛滥有关。日本从
“泡沫经济”破灭后，国民中弥漫着强
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期盼出现强势
领导人把日本带出困境。于是，一些
政治家竞相推行冲撞式外交路线，导
致与邻国的关系整体恶化。而中日战
略博弈加剧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这是新兴大国与相对衰落

的传统大国间处于力量转换 &拐点'

时必然的冲撞# 从上世纪 "+年代开
始，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中日 1

23差距逐渐缩小、持平、逆向拉大。
)""+年，中国 123仅为日本的九分
之一，,+)+年反超日本，,+),年与日
本拉开 &+0以上的差距。在过去
,+++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中
强日弱”，这种历史记忆使日本在中
国超越它时比任何国家更敏感、更恐
惧。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日本有些政
治家产生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

其次(这是两个意识形态和制度

差异较大国家认知差距逐渐累积导

致的结果#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在邦交
正常化时提出“求同存异”。此后一二
十年里，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上的差异问题并不突出。进入新世纪
后，日本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聚焦
“自由、民主、人权”等领域，刻意凸显
放大两国在价值观领域的“异”。其原
因有二：一是目前活跃在日本政坛新
生代政治家都是在西方价值观熏陶
下成长起来的；二是日本除了拿价值
观说事已没什么“牌”可打了。

第三(这也是日本政治&劣化'(

一些&政治明星'热衷以短期行为凝

聚人气的结果#“剧场政治”盛行导致
日本政治家眼界越来越狭窄。朝野两
大阵营的政客在有关国家战略和对
外政策上的创新意识低下，其精力集
中在如何让选民继续投自己的票以
及如何在党派、派系的角逐中最大限
度捞取实惠上。中日钓鱼岛争端就是
日本少数政客用国内政治的需要绑
架外交政策的典型。

四、中日关系如何转圜?
! ! ! !中日是亚洲具有举足轻重影响
的大国，两国关系不可能永远僵持、对
立。如果双方都意识到互相猜疑和对
抗会损害各自的根本利益，就会采取
现实措施，让两国关系回到正常轨道
上。目前，在导致中日紧张对峙的消极
因素增多的同时，有利于转寒为暖的
积极因素也在逐步累积，表现在：
（)）日本经济界要求缓和与中国

的对立。由于中日对立的负面影响，
双边贸易去年出现萎缩，一些重大经
贸合作项目叫停。日本经济界担心失
去中国这一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
（,）近一时期安倍被高支持率冲昏头
脑，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国
家主义色彩已引起日本民众和广大
有识之士的警惕，舆论“一边倒”责难
中国的现象已有所转变；（'）安倍对
中、韩两国采取挑衅立场，打乱了奥
巴马政权处理朝核危机的部署，安倍
否定侵略罪行、颠覆战后秩序的言行
也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质疑。
中日关系要转圜，最关键是坚持

中日间的四个政治文件。这四个政治
文件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两国政
治智慧的结晶。它们规定了两国处理
彼此间的各种摩擦和对立的基本原
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从现状来看，两国关系的转圜势

必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磨合期。为防
止两国矛盾、对立继续恶化，有几项
措施非常重要：（)）在最敏感的钓鱼
岛问题上，当务之急是建立管控危机
机制。为避免冲撞事故，双方巡视船、
公务机需达成彼此保持最低限度距
离等暂行规则，双方都不要尝试登
岛。（,）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交
流管道。相互要将自己的战略底线清
晰地告诉对方，坦率回应对方的疑虑
和关切。通过深入交换意见，客观理
性地判断对方的情况，消除误解。（'）
促进民间交流，夯实政治基础。“国之
交在民相亲”。这是两国重构信赖关
系的基础。中日关系越是在困难的时
候越要重视民间交流。（&）推动互利
合作，扩大经贸交流。这是两国战略
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防止两国关系
继续恶化的制动装置。应本着“平等
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继续推进经
贸领域的交流。同时，也要积极创造
条件为早日建成中日韩 746、东亚地
区综合一体化（89:3）作出努力。

新民环球讲坛第三讲开讲 专家纵论中日关系发展
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

68周年纪念日，今年是奠定中日和平友
好法律基础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35周年。然而，眼下的中日关系却因日方
朝野部分政客无视历史的原因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紧张局面。

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当权者到底想做
什么？日本到底要往何方走？中日两国未
来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呢？

“安倍2.0”时代路难行
中日关系转圜需时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吴寄南

.)/0

! ! ! !进入新世纪以来" 日本政局一直

跌宕起伏"内阁更迭犹如走马灯一般"

光首相就换了 $任& 有人在台上时间

长"有的人却很$短寿%&

安倍经济学
东京大学的伊藤教授打了个比方

说" 日本经济 !#%在国际领域是具备

竞争力的" 如电子产品' 汽车制造等

等(还有 &#%是竞争力不强的"包括金

融'物流等领域& 日本加入 '(("安倍

面临两难取舍) 如果维护 !#%的利益

就要积极加入国际竞争"开放市场"搞

零关税( 要维护 &#%的利益就得把关

税壁垒筑得高高的"保护民族经济&因

此" 安倍经济学倘若没有配套改革措

施"充其量就是昙花一现&安倍经济学

是一场豪赌"短期是速效"股价马上就

起来了" 但很多是心里期盼或是一种

投机结果& 中期是空转"最终破产&

日本首相“寿数”不一

! ! ! !第三期新民环球讲坛讲的是“热天
里的热话题”。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吴寄南研究员与
热心听众们一道冷眼看日本，共同为
“安倍 #/+”时代与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把脉”。

对于大家最为关注的中日钓鱼岛
争端，吴寄南研究员强调，这是中日关
系陷入僵局的症结所在，回避不了，也
不应回避。
炎热的八月初，新民环球讲坛听众

们的热情却远远高过了 &+摄氏度的滚
滚热浪。讲坛开办以来，陈蔚文老先生期
期不落。每到月初，他就格外关注新民环
球讲坛开讲的具体时间，生怕一不小心
错过了。“同专家对话交流，不仅可以拓
宽视野，也帮助我们对国际问题能够综
合思考、深入分析。”陈蔚文说，“讲坛的
举办很有必要！”
提问阶段，热心听众纷纷踊跃举手，

生怕错过了向专家求教的好机会。“我都
举了三回了！”没能得到提问的机会，听
众闻先生不禁喊出声来。主持人也有些
于心不忍，特地为闻先生增加了一次提
问机会。吴寄南研究员也屡屡评价本期
讲坛听众的提问“很犀利”、“有深度”。

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一位报了名
却因故无法参加讲坛的先生。他在开讲
前几日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请假条，冒
着酷暑亲自送到本报国际新闻编辑部。

这一期的讲坛还来了一位特殊听
众，她就是吴寄南研究员的高中副班主
任、曾在市北中学任教的舒桂英老师。
看到自己的学生如今已成为知名的国
际问题专家，舒老师满脸骄傲：“他讲得
很好，很有道理！”或许是因为曾经教授
政治课的缘故，一直以来，舒老师十分
关注国际局势，“面对日本这样一个邻
国，我们既要保持高度警惕，也要有冷
静的头脑。”
舒老师的爱人丁龙鸣先生则对新民

环球讲坛赞许有加：“老百姓需要通过媒
体报道把握时事动态，了解政府的外交
决策、战略应对。新民环球讲坛恰巧搭建
了一个读者与专家互动的平台，为我们
系统梳理国际热点、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齐旭

新民环球讲坛
诚邀读者参与

! ! ! !国际风云关联你我他，环球讲坛
纵论天下事。
由新民晚报社、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民环球讲坛”自 -

月 )日开讲以来，已成功举办三期，反
响热烈。讲坛每月一期，通常安排在周
末下午 #时至 &时，由著名国际问题
专家主讲，聚焦热点问题。
此活动可作为单位组织学习的内

容。有兴趣参加的读者请将报名信息发
送至 ;<=>?@A!-'/BC<，或拨打热线电
话：.,",+(--，同时欢迎团队报名。名额
有限，额满为止。本报将刊发启事预告
第四期讲坛时间和地址。

! 听众一边听一边认真地做笔记 本版摄影 陈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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