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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高度战略定力 推进中日关系转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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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关系在陷入持续多年的僵冷状态后，自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起出现明显回暖迹象。这是两国高层在国际
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后顺应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作出的历史抉择，是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

由于两国间依然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加上国际上大国博弈的影响，中日关系回暖的基础还比较脆弱。进入“小

阳春”以后随时有可能遭遇冷气旋而出现“倒春寒”。有鉴于此，亟需保持战略定力，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尽

快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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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 ４０ 多年来，逢“８”的年份总是给人们带来惊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 １９７８ 年
缔结的，今年恰好是 ４０ 周年；１９９８ 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历史上中国国家元
首首次踏上东瀛土地；２００８ 年，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签下了两国间的第四个政治文
件。今年又是逢“８”的年份，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年将以中日重启高层互访而载入史册。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１１ 日，李克强总理借出席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之际，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

问。这是按下中日高层互访“重启键”的一次“破冰之旅”，是两国高层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

变化后顺应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作出的历史抉择，也是双方相向而行，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

系取得的重要进展。在李总理成功访日的基础上，日本首相将在年内对中国进行回访。而这一轮

双边关系改善的巅峰将是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出席峰会并对日本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中日关系有望走出阴霾，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日关系峰回路转，明显回暖？两国间有哪些影响双边关系转圜

的负面因素？未来应该怎么保持中日关系企稳向好的势头呢？

一、中日关系在世界形势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迎来难得历史机遇

自从 ２１ 世纪进入第二个 １０ 年，中日关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跌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
低点。两国间的战略互信、经贸往来和国民感情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最突出的表现是两国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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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访中断了 ７ 年之久①。这不要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是绝无仅有，在世界主要大国的交往史
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从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起，中日关系在陷入持续多年的僵冷状态后出现明显回暖迹象。５ 月 １２ 日
至 １６ 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并在习近平主席会见时递交了安倍晋三首相的亲笔信。这标志着安倍政权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态度由消极观望、警惕猜疑变为客观对待和有限参与。此后，安倍首相在与习近平主

席、李克强总理的会谈中，多次表示希望以中日邦交正常化 ４５ 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４０ 周
年为契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中方对安倍首相表达的这一意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１１ 月 １１
日，习近平在出席越南岘港举行的 ＡＰＥＣ 峰会期间会见安倍首相时指出，“中日是近邻，也是亚洲
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对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影响。今年是中日

邦交正常化 ４５ 周年，明年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４０ 周年。双方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
发，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通过坚持不懈努力，积累有利条件，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

向好发展。”②３ 天后，李克强总理在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时也与安倍举行了会谈，强调“当前
中日关系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同时存在敏感因素”，希望“日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与

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战胜困难和挑战，保持改善的势头，取得新的发展”③。

中日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应该说是双方互有需要、相向而行的结果。在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

抓住“机会之窗”的决断背后，主要由三大因素驱动：

第一，应对外部挑战、改善战略态势的共同需求拉近了中日两国的距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 ３ 个“大”来概括。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严峻挑战。

将中日两国拉在一起的首先是朝鲜半岛局势。２０１７ 年，朝鲜连续举行核导试验，美国则以与
日韩两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予以回应，双方剑拔弩张，一度濒于战争边缘。联合国安理会在一年

内接连通过 ３ 项涉朝决议。但是，从 ２０１８ 年平昌冬奥会以后，朝鲜半岛局势又出现了戏剧性的缓
和。南北首脑会谈、中朝首脑会谈和美朝首脑会谈相继举行，半岛无核化初现曙光。然而，与有关

国家活跃的外交折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似乎被撇在了一边。特朗普宣布与朝鲜领导人金正

恩会谈，让长期追随美国对朝施压的日本继“尼克松冲击”后再一次尝到被“越顶”的滋味。安倍

一边致力于修补日美同盟关系，一边向中国示好，希望中国能支持日本参与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

谈判，并协助解决被绑架日本人质的问题。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东道国，自然也希望有包括日

本在内的更多的地区国家能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现行国际经贸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也让中日两国捐弃前嫌，彼此走近。近两年来，以英国脱

欧、特朗普上任为标志，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特朗普政权秉持“美国优先”的

宗旨，露骨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动摇了 ＷＴＯ 等现行国际经贸秩序的根基。目前，中国
固然是美国贸易战瞄准的重点对象，但美国对进口钢铝强征关税也触动了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

盟国的“奶酪”。安倍在 ３ 个月内两度访美，恳请特朗普对日本“网开一面”。孰料美国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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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６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后，两国高层互访
中断了近 ７ 年。

霍小光，郑晓奕：“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社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越南岘港电。
许可，杨珂：“李克强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社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菲律宾马尼拉电，见新华社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１４ ／ ｃ＿１１２１９５００１６ ． ｈｔｍ。



拿日本当一回事。无奈之下，日本不得不在向 ＷＴＯ 投诉美国违规行为的同时，就应对贸易摩擦与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进行协调。中国为抗衡美国的贸易攻势，自然也愿意做大自己的

“朋友圈”。

第二，深化结构改革、克服发展瓶颈的内在要因推动中日两国携手合作。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从现在起到 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３５ 年、２０３５ 年至 ２０５０
年的长期奋斗目标。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通过“弯道超车”，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２０１８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政府和企业慷慨伸出援手，提供了宝贵的资
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日本是唯一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超过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国家，也是对华提供政
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国在改革

进入“深水区”，开放面临新挑战之际，亟需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取长补短、扩大

互利合作。而目前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瓶颈制约的节能环保、医疗养老等领域，日本恰恰在世界上

居于领先地位，是中国不可或缺的合作对象。

安倍复出后致力于推进“安倍经济学”，虽然在提升股价、扩大就业上取得一定绩效，但通货

紧缩、消费疲软等痼疾依然未能克服。日本国内市场有限，拉动经济回升不能不寄希望于外部市

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在安倍复出的这 ５
年里，中国的 ＧＤＰ 由 ５４ 万亿元增至 ８２ ． ７ 万亿元，差不多等于增长了一个日本。其结果，一方面
是日本国内对华认知发生微妙变化，长期盛行的“中国崩溃”论趋于“崩溃”；另一方面，日本财界

也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日本商会的调查表明，日本在华企业盈利的占

６０ ． ４％，持平的占 １５ ． ９％ ①。２０１６ 年，日系汽车在华销售量突破 ４２５ 万辆，逼近日本国内市场 ４９５
万辆的规模②。超过日本国内市场只是时间问题。２０１７ 年中国访日游客突破 ７３５ 万人，每 ４ 个访
日外国人中就有 １ 个中国人，且中国游客的人均消费额高于绝大多数国家。日本各地方自治体都
将吸引中国游客作为刺激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中日关系如能克服人为的障碍，势将给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的实惠。

第三，两国民众对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渴望促使双方高层领导人积极响应。

“国之交在民相亲”。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需要有坚实的社会基础。２０１７ 年，日本言论
ＮＰＯ 和中国外文局举行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总体认知依然是负面看
法为主，但正面评价开始增多。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很好”和“较好”的比例为 ３１ ． ５％，比
２０１６ 年上升 ９ ． ８ 个百分点；日本受访者对中国印象“很好”和“较好”的比例为 １１ ． ５％，比 ２０１６ 年
上升了 ３ ． ５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认为中日关系“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在中国受访者中占
６８ ７％，在日本受访者中占 ７１ ． ８％。此外，有 ７３ ． ５％的中国受访者、５９ ． ２％的日本受访者赞同中
日两国应该构建牢固的新型合作关系③。显然，中日关系改善在中日两国都是可以得到民众认同

和舆论支持的。

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５ 月 ５ 日发表系列文章，正面报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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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と日本企业 ２０１６ 年白书》，中国日本商会，见：ｗｗｗ ／ ｃｊｃｃｉ． ｂｉｚ ／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ｔｍｌ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１６ ／ １ＢＵ － ｊｐ．
ｐｄｆ。

《日系车企在华销量看涨 最好的时代来了》，搜狐汽车，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９ 日，见：ｈｔｔｐ：／ ／ ａｕｔｏ．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１０９ ／
ｎ４７８１９９０５１ ． ｓｈｔｍｌ。

（日）“第 １３ 回日中共同世论调#”结果，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见言论 ＮＰＯ 网站：ｗｗｗ． ｇｅｎｒｏｎ － ｎｐｏ． ｎｅｔ ／ ｗｏｒｌｄ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６８３７ ． ｈｔｍｌ。



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的成就。分别有《资金人才驱动中国科学大发展》《中国在科技前沿领域突飞猛
进》《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世界一流》《中国正在爆买“世界级头脑”》《中国科技初创企业迅猛成长》

和《中国核电高铁技术走向全球》。在近些年来日本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占据主流的背景下，这组

系列文章称得上是一股驱散阴霾的清新春风。联系到近年来日本各界人士频繁造访中国深圳等

地，日本媒体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的正面报道逐渐增多。这一变化无疑会推动日本朝野两

大阵营的政治家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上作出积极的回应。

二、中日关系回暖基础薄弱，随时可能遭遇冷气旋而出现“倒春寒”

目前，中日关系回暖的基础还比较脆弱。两国间围绕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等存在着一些结构

性矛盾。国民感情的改善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大国博弈也时不时地给中日关系的改善投下

浓重的阴影。总体而言，中日关系仍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进入“小阳春”以后随

时有可能遭遇冷气旋而出现“倒春寒”。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究竟有哪些影响中日关系改善的

消极因素，或者说是潜在的风险呢？

第一大风险是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中日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因素的掣肘。中、日、美关系构成

了相互制约、相互交织的三元联立方程式。其中，美日两国由于缔结军事同盟的缘故，关系更加密

切一些。日本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严重依附美国，它同中国保持怎样的关系首先取决于美国。

如果没有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当权者很难迈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步伐。
中美关系发展较为顺畅时，中日关系就比较平稳；而一旦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日关系也会风波

迭起。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美国朝野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最有可能挑战自己霸权

地位的对手。奥巴马时期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以抑制中国为目标的。特朗普上任后，

其对华政策中遏制中国的色彩日益浓重，延续多年的“两面下注”变成了“全面防范”①。２０１７ 年
年底和 ２０１８ 年年初，美国接连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
告》，将中国、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权随即在贸易争端、美台关系和南海问题

上“三箭齐发”，接连对中国发难，致使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日本当权者虽然在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压力上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也

希望与中国联手抗衡特朗普政权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贸易攻势，但它毕竟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

国，在处理涉华关系上不能不和美国协调行动。在特朗普政权加紧遏制中国的背景下，日本单独

改善对华关系的阻力甚大。

第二大风险是日本右翼的故意搅局。

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坚持冷战思维、仇视中国的政治势力。安倍复出后，日本朝野两大

阵营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同时，在野党日渐式微、软弱无力。在自民党

内，作为总裁派系的“清和会”的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派系。自民党内的“鸽”派势力已失去制衡

“鹰”派势力的能力。近年来，由于日本的 ＧＤＰ 被中国反超，失去了长期占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地位，人均 ＧＤＰ 也由 ２０ 世纪世界排名第三，被挤出世界前十名。日本民众中弥漫着强烈的挫折
感和失落感，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乘机抬头，出现了“鹰”派政治家煽动民族主义思潮，而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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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薛力：《美国对华战略：从两面下注到全面防范》，《世界知识》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３ 期，第 ７３ 页。



思潮又强化“鹰”派政治家地位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改善的进程很可能由于日本特定政治势力的搅局而出现波折。未来

可能在两大领域发生摩擦。其一是安全保障领域。２０１８ 年秋天，日本将出台新版《防卫计划大
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在朝鲜半岛局势明显缓和后，为了替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

“战斧”式巡航导弹制造依据，不排除某些政要故意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给中日关系改善带

来新的麻烦。其二是历史认识领域。今年正值明治维新 １５０ 周年。如何看待明治维新后的对外
侵略和殖民统治问题，日本国内历来存在着两种见解。一些右翼组织甚至包括少数持“皇国史

观”的政治家很可能借纪念明治维新之名，一味弘扬所谓国威，而否定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为日

本军国主义招魂。中日两国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辩将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大风险是日本政局的跌宕起伏。

安倍复出后已率领自民党接连打胜 ５ 场国政选举，这在自民党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如果他
能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势将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然
而，近一时期安倍接连受到“森友”“加计”两大政治丑闻的牵连，内阁支持率跌入 ３０％的“危险水
域”。《朝日新闻》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和 ５ 月的民调表明，不希望安倍续任自民党总裁的受访者均为
５３％ ①。６ 月的内阁支持率虽回升至 ３８％，仍低于不支持率（４５％），而连续 ４ 个月内阁支持率低
于支持率是 ５ 年来第一次②。共同社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类似结果。
２０１５ 年的上届总裁选举由于无人挑战安倍，最终没有举行投票。但 ２０１８ 年的总裁选举势将

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目前，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现任总务大臣野田圣子已相继表露问鼎总

裁之意。现任政调会长的岸田文雄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在 ２０１２ 年的总裁选举中，石破茂在
各都道府县的党员和党友中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只是在国会议员的决选投票中败给了安倍。这次

选举的计票方法有所调整，党员和党友的选票将折算为与国会议员票同一数额，安倍作为现任总

裁的优势明显遭到削弱。民调表明，受访者中希望石破茂出任自民党总裁的比例为 ２３％，与安倍
只差 ４ 个百分点③。如未来两个月里爆出新的丑闻，安倍很可能遭遇“滑铁卢”式的惨败，而即便
能勉强连任，也很可能成为“跛脚”首相。从历史经验来看，中日间的敏感问题在日本强势的保守

政治家执政时较易解决。一旦日本政坛相对稳定的局面划上句号，中日关系改善的进程势将增添

新的变数。

三、中日关系要维持企稳向好势头，亟需排除各种干扰，保持战略定力

中日关系的解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两国间将是希望和忧虑交织、合作

共赢和战略博弈并存的局面。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增强和保持战略定

力。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实现我
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

精神。”④这段话的内涵非常深刻，寓意极其深远。

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时需要有这一种超凡的境界和睿智。既要高瞻远瞩，谋定而动，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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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加计 疑惑晴れず」８３％ 本社世论调#》，《朝日新闻》，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日）《日朝会谈「早期に」６７％、本社世论调#》，《朝日新闻》，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同上。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见新华社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２６ ／ ｃ＿１１８７２３４５３＿３ ． ｈｔｍ。



“浮云遮望眼”；也要处惊不变，临危不惧，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对未来既不能过分悲

观，也不可期待太高。宜遵循先易后难、由低到高的方针，推动中日关系的航船沿着正确的航向破

浪向前。

如何才能排除干扰，保持定力，维持中日关系企稳向好的势头呢？

首先，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这是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邓小

平曾高度评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的“新起点”。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了这一条约的重大历史意义。安倍首

相将它比喻为引领两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指南针”。这是近年来日本领导人对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最正面、最积极的表态。希望日本领导人真正将承诺化为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注

入正能量。

第二，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推动经济全球化。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朝美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历
史性的会晤，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政治结局进程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成果。中日两国应欢迎和

推动有关后续协商，为促进半岛无核化、构建和平机制做出贡献。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

三大经济体，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应该是它的捍卫者。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单边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等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逆流。两国还要和韩国共同缔结全面、高水平和互惠的自贸协

定，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第三，继续深化两国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这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要将李克强总理访日

期间两国缔结的一系列协定逐一落实。特别是要在节能环保、金融保险、医疗介护及以“５Ｇ”为标
志的互联网领域深度合作，进一步扩大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目前，已经有一些日本企业

捷足先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方同行携手投资建厂，承接基础设施项目。未来中日双方

应建立跨部门的工作机制，为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产能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和融资平台，着

眼长远，优势互补，形成持续运作、多方受益的局面。

第四，加强两国在第三国的产业合作。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两国政府会签署有关“一带一

路”合作协定。但中方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的工业园区已开始有日本企业试探进驻事宜。日

本最大的物流企业日本运通自 ２０１５ 年起就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合作，协助在华日企借助中欧班列
开展通往中亚和欧洲的定期运输业务。目前，日本政府对日本企业和中方联手在第三国投资建

厂、承接基础设施项目持乐观其成态度。两国可在这些领域优势互补，互利合作，形成多方受益的

多赢局面。

第五，推进“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①。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近 ３０ 年来北冰洋的海冰加速融
化，未来有可能出现北冰洋夏季无冰的现象。如能利用北极航道，从东北亚港口到北美到西欧各

港口的航程可比传统航线缩短 ２５％ ～ ５５％。日前，在上海举行了第三轮中日韩北极事务高级别
对话，三国认同北极变化带来的全球挑战和国际影响，表达了为北极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继续

做贡献的意愿②。中日两国宜发挥各自优势，并与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国通力合作，使“冰上丝绸

之路”成为连接亚欧美的交通枢纽，为世界经济回升提供有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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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冰山丝绸之路”一词始于俄罗斯前任国防部长谢尔盖·库茹盖托维奇·绍伊古。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
举行的第二届“北极———对话之地”论坛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用“冰上丝绸之路”形容俄罗斯准备全力开发的“北方航道”。

见钱宗旗，《俄罗斯的北极战略和冰上丝绸之路》，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第 １９２ 页。
《第三轮中日韩北极事务高级别对话联合声明》，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 日，新华社上海电，见新华社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８ ／ ｃ＿１１２２９５９２８３ ． ｈｔｍ。



第六，进一步推动两国民间交流和智库对话。随着中日关系转圜的气氛日益浓厚，两国地方

自治体、社会团体、学术文化机构间的交流以及由修学旅行引领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将呈现日益

活跃的局面。两国学者和传媒界人士在舆论导向方面负有重大责任，需要对对方做“等身大”的

形象传递，逐步缩小彼此间认知的差距。两国智库间应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和高密度的磋商和对

话机制，将自己的战略底线清晰地告诉对方，坦诚回答对方的质疑与关切点，避免战略误判和思维

惯性加深彼此间的隔阂、分歧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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