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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1 世纪，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综合实力明显提升。至 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排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此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呈现显著变化。日本仰仗日美同盟的安全保护，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

移的鼓舞下，右翼势力抬头，导致中日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迅速升温，两国民族情绪高涨，中日关系从“政冷经

热”陷入“政冷经冻”的长期僵持对峙困局。但从总的发展态势来看，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矛盾多于互惠，竞

争大于合作”的新变化特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及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是引发日本战略焦虑情绪和中日关系发

生变化的直接动因。通过分析中日关系的新变化特征，提出处理中日关系应秉持的理念，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取有

效的战略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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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迅速

崛起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共同繁荣。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使太平洋西岸与东岸遥相辉映，为太平洋

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周边国家分享中

国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增加了经济相互渗透、
相互依赖的程度。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被

日美国家视为对原有亚太地区秩序的挑战与威

胁，即撼动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对美

国的亚太地区主导权构成潜在威胁。日本为实

现“正常国家”的愿望，抓住美国“亚太再平衡”的

战略契机，利用美国对中国的牵制，选择“联美抑

华”的对外政策，激化中日矛盾不断升级，导致中

日关系进入长期僵持对峙的阶段。在此阶段，中

日关系呈现出“矛盾多于互惠，竞争大于合作”的

新变化特征。

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综合实力的

全面提升

改革开放 30 余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

来了中国军事、科技等综合实力全面提升，也带

来了中国国际声望的不断提高。中国周边国家

近水楼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并加

深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这里笔者就中国经济

增长带来科技、军事能力和国际声望的变化做

初步分析，以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总量

超过日本后带来中日关系的新变化。
( 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特别是

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后，中国

经济突飞猛进，整体实力不断提升。在美国、欧

共体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相对衰落的时

期，中国的经济却保持了稳步增长，到 2010 年中

国经 济 总 量 超 越 了 日 本 成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经

济体。［1］［2］

从近 15 年的经济数据看，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与外汇储备额逐年递增。就经济体制而言，中

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中国政府强有力

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迅速摆脱 2008 年的

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在世界经济中脱颖而出，实

现了快速的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

中国外汇储备逐年递增，外汇储备余额位于世界

第一位。至 2013 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 30 年以

10%以上 的 年 增 长 率 攀 升，2014 年 经 济 总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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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6 万亿美元，超出日本一倍有余。［3］2008 年 9
月至 2015 年期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

大持有国，足见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2015 年 11
月 3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将

加入特别提款权( SDＲ) ，届时特别提款权的价值

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这五种货币所

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所占权重分

别 为 41. 73%、30. 93%、10. 92%、8. 33% 和

8. 09%。［4］人民币加入 SDＲ 货币“篮子”意味着

中国经济迈入全球金融体系，具有重要里程碑意

义。另外，中国凭借经济影响力推动了地区金融

机构和投资基金的设立，其中包括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AIIB) 、新开发银行 ( New Development
Bank) ，即“金 砖 银 行”，丝 路 基 金 ( Silk Ｒoad
Fund) 。可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进一步加

强中国与东亚、中亚、中东、非洲、欧洲以及其他

国家的联系，使中国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

动力引擎。

( 二)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科技与军事

能力的整体提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科技能力、
军事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在科技领域，中国重

大科技专项进展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战略高技术研究加速推进。例如嫦娥三号探

测器成功落月，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在探测海

洋生物、地质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科技

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行科技惠民以及建立

科技创新基地。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中国加大

了对“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和“走出去”的力

度。实施中英联合科学创新基金，加强中俄科技

合作，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科技合作

取得新进展。中国以科技伙伴计划为重点，积极

推动对非洲、东盟、南亚和其他周边地区科技援

助合作，完善对外科技合作全球布局。［5］中国科

技能力水平的提高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技领域持续研究

与创新提供平台和动力。
在军事领域，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军事现

代化进程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第一，为实现

军事现代化增加投入。在过去 15 年里，中国军

费投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到增加。按

照国际规则，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

实现军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时，适当提升军事力

量，是履行国家责任的需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

任大国更好履行国际责任的需求。当前，中国所

拥有的战略预警、战略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等现

代化高科技武器装备正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军

事能力整体提高的体现。虽然中国军费总量有

增加，但中国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军

费占经济总量比正在逐年下降。
第二，中国军事保护本国海外利益和承担国

际责任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并走向世界，中国正在提升保护本国海外利

益能力与增强履行国际责任能力。在保护本国

海外利益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化进程的

加快，一是中国在海外投资项目与日俱增，中国

企业的足迹遍及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政府

为这些资产提供保护; 二是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

人数激增，需要政府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

保护; 三是中国渴望塑造正面的国际形象以激励

发展全球能力，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并希望中国承

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6］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中国增加军事投入、提升军事力量符

合中国履行国家责任、更好保护本国海外利益的

需要。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方面，中国经济上主

要是通过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国际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

迅速提升，其军事力量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中国除了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活动，

还增加了全球反海盗巡逻、人道主义救援、海上

通行安全行动来履行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 三)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中国国际声

望的提升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非凡表现提升了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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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声望。从短期效果上看，中国经济崛起被国

际社会认可。中国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

验，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并将

中国视为处理全球问题的关键大国，这是一次认

识上的飞跃。［7］ 中国正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以更加自信的姿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包括

利用国际平台开展双边及多边的对话合作; 对发

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例如在

非洲，中国通过援助、工程承包、投资合作、扩大

融资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兴建住宅、公路、桥

梁、铁路、机场、港口、通信、电力、给排水、医院等

基础设施。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中国向非洲提供总额 600 亿美元的资金支

持，免除非洲有关国家债务。
从长期发展看，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

局面，但不会动摇中国的发展进程与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政策正确、
基础条件到位并能够保持稳定的投资环境，起初

落后的国家都可以发展得很快。［8］当前，中国经

济总量基数较大，增速相应放缓是一种合理和持

续性的增长路径。而中国与美国、欧洲和东亚国

家存在贸易上的互补性，中国依然存在进一步扩

大贸易的可能。中国经济放缓将是有序和渐进

的增长，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做出预测: 2015 年

的 增 长 速 度 预 计 将 降 至 7. 1%，2017 年 降 至

6. 9%。［9］2015 年全球经济仍有望实现 2. 8% 的

增长，2016 ～ 2017 年将提高至 3. 2%。［10］根据中

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 6. 9%，［11］基本完成了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

远超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值。随着中国实力的

整体提升，其开放性越来越强，中国倡议的“一带

一路”战略符合欧亚大陆经济利益整合，所涉及

的国家和地区将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战略惠

及周边，将增加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扩

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

最大贸易国，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

国等美国的亚太盟友。尽管中日关系长期僵持，

双边出现“政冷经冷”的局面，但日中贸易在日本

的对外贸易中仍占较大比重，下文我们将做详细

分析。周边国家大多采取经济上搭乘中国快速

发展的便车，安全上靠美国的“两面下注”政策。
以韩国为例，韩国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依赖程度逐

渐加深，并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经济依赖。根

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

依赖理论，即在非对称依赖中，权力被视为对资

源的控制或对结果的潜在影响。韩国对中国经

济的依赖，进而限制了韩中两国矛盾的升级。韩

国和日本同是美国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而韩国

抓住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期，分享中国经

济提升带来的红利。同时，韩国产业的兴起对日

本产生强烈的冲击，抢占日本在美国、欧洲、中

国、印度和东南亚的市场。尤其在东亚地区，韩

国抓住中日“政冷经冷”机遇期，积极拓展中国市

场，加速韩中自贸协定谈判，两国金融领域合作

逐渐升温。周边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红利与本

国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大多没有选择同日本“联

美抑华”的路线。尽管贸易关系不能代表中国与

他国关系的紧密度，但在区域范围内中国经济的

增长巩固了自身的影响力，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拓展了国家间的合作领域。

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中日关系的新变化

中日关系是双方互为重要的国家关系，也是

国际社会国家关系中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10 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超越日本后，中日关系复杂多变，一波三折，中日

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持续升温，两国民族情

绪高涨，政治对立导致两国贸易往来持续走低，

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陷入长期“政冷经冻”的

僵持时期。但作为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也存在

着诸多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看似迷雾重重，但从

总体走势来看，两国关系呈现“矛盾多于互惠，竞

争大于合作”的发展态势。
( 一) 中日领土争端升级，中日关系持续低迷

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

二，之前日强中弱的局势出现逆转，接着出现的

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论以及政治右倾化行为步步

紧逼，足以证明日本对中国整体实力提升的恐慌

与焦虑。同年，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持续发

酵，日本选择追随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亲美弃华”
政策，2012 年日本政府上演“购岛”闹剧，中日关

系跌回冰点，中日战略互惠名存实亡。
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恶化严重影响了中日

经济贸易的发展，中日关系进入了寒冬期。受两

国政治关系恶化的连带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受到

严重的冲击。从 2010 ～ 2015 年中日双边贸易数

据来看，2010 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初期，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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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往来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但随着日本政治

右倾化行为以及右翼势力抬头，日本政府上演

“购岛”闹剧开始，中日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的状

态，中日贸易持续下滑，两国关系由“政冷经热”
迅速陷入“政冷经冷”的僵持局面。2013 年安倍

参拜靖国神社后，两国高层往来处于中断的状

态。2014 年初，安倍在瑞士讲话将中日关系类比

同一战前期的英德关系，为原本紧张的中日关系

再添隔阂。
在中日贸易额骤降的前提下，至 2015 年日中

连续四年贸易赤字，这是两国有史以来贸易赤字规

模最大的一次。由于日本对中国进口的增长，2014
年上半年贸易总额有所增加，中国继续位居日本贸

易进口排名首位，但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仍在减少，

中国连续五年位居日本贸易总额第一，而在 2014
年降至第二。［12］中日贸易萎缩，2014 年看似有所增

长，但在中日两国紧张的局势的影响下，2014 年 1
～7 月份，日本在华投资同期相比下降 45%，成为

在华投资下滑最大的国家。［13］从 2015 年 1 ～ 10 月

中日贸易数据看，中日经济依然处于低迷状态。未

来如果中日关系继续保持僵持对峙的局面，两国贸

易很难回到“购岛”之前的水平。

中日双边贸易( 2010 ～ 2015 年) ①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1 ～ 10 月)

中日贸易额( 亿美元) 3030. 6 3461. 1 3325. 8 3098. 9 3074. 8 2254. 2

增减比率 + 30. 6% + 14. 2% － 3. 9% － 6. 8% － 0. 8% － 12. 5%

日本对中国出口( 亿美元) 1496. 9 1620. 4 1442 1291. 2 1264. 8 911. 5

增减比率 + 36. 6% + 8. 3% － 11% －10. 4% － 2% －14%

日本自中国进口( 亿美元) 1533. 7 1840. 6 1883. 9 1807. 6 1810 1324. 7

增减比率 + 25. 2% + 20% －2. 3% － 4. 1% + 0. 1% － 11. 5%

日本依靠《日美安保条约》的庇护，借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契机，将政治右倾化行为愈演愈

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领土争端态度

上，日本对华态度强硬，拒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主

权争议; 二是在历史问题上，日本频频制造事端，

表现消极动向，无视亚洲人民的感情高调参拜靖

国神社; 三是在军事手段上，日本在应对中国“常

态化”的维权巡航执法活动时，刻意突出强烈的

军事色彩，同时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

宪法制造紧张气氛。2014 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

权，2015 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完成，日

本为彰显其军事能力，积极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

的军事部署，多次在东海、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军

演，而日本介入南海争端使原本僵持的中日关系

更加复杂难解。总之，中日关系长期陷入僵持对

峙的状态，不利于缓解两国经贸往来，不利于营

造和平发展的地区安全环境。
( 二) 中日展开竞争新领域

在中国 倡 导 成 立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

( AIIB) 后，中日在区域开发机构领域展开新的竞

争。1966 年亚洲开发银行建立以来，行长均由日

本人担当。在亚开行成员当中除了日本、韩国、
新加坡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亚洲其他国家并未获

得亚开行的实质性帮助而摆脱贫困。而中国经

过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发展，历经亚太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实力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

认可。2016 年 1 月 16 日，中国倡导的首个多边

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 以下简称

“亚投行”) ，亚投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由

来自亚洲、欧洲、大洋洲、美洲、非洲的 57 个国家

加入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行列。亚投行是由发展

中国家倡议成立并吸收发达国家加入国际金融

机构的成功案例，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日本拒

绝加入亚投行并公开提出质疑，认为亚投行尚未

设立环境和社会标准或保护措施，不符合亚开行

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现行标准。日本多数官员

认为亚投行是对日本控制的亚开行的直接挑战。
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在公开场合表示，欢迎亚投

行的设立并提出与之展开项目合作，但他对于亚

投行的未来并不看好。中尾认为，“亚开行资金

雄厚，规模更大，历史悠久，能力技术更胜一筹。
亚投行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在资金规模和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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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方面与亚开行比肩”。［14］中国倡导下的亚

投行将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增长的动

力引擎，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补充亚洲开

发银行在亚太地区的投融资与国际援助。同时，

推进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尽管两家开发机

构在亚洲市场形成了竞争关系，但亚投行与亚开

行之间存在互补性，能够共同为亚洲国家经济发

展发挥作用。
中日的经济利益矛盾主要表现在双边贸易

严重失衡、西方国家对先进高端技术出口的限

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不认可以及在国际重

大工程项目的竞标中针对中国采取不正当竞争

策略等问题上。以高铁竞争为例，中国具有价格

低、成效快的高性价比优势。在雅加达至万隆高

铁项目竞标过程中，日方对中国高铁质量进行诋

毁，试图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占领地区市场。而

中国凭借自身实力向印尼提供了“一揽子”解决

方案，最终在竞标中胜出。在中国倡议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日本利用同盟关系、外
交优势挤压中国在美国、印度等海外市场。中日

竞争色彩浓烈，两国正在上演没有硝烟的战争。
( 三) 中日关系新变化的态势特征

中日是世界经济大国，既存在领土争端、历

史问题等矛盾，也存有合作共赢的基础。中日建

交以来，双边贸易合作频繁，民间往来密切。尤

其在 2006 年安倍晋三提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后，

两国为实现互惠互利增加高层互动，中日关系一

度经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过程，至

2009 年鸠山由纪夫执政初期两国仍在积极开展

“战略互惠”。然而在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中
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急转

直下。其中，日本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为契

机，以“购岛”闹剧为转折点，日本右翼势力抬头，

大肆宣扬“中国威胁”挑衅中国底线，趁机发展日

本军事能力加速中日矛盾升级，导致中日“战略

互惠”名存实亡。而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

后，日本国内面对“失去的 20 年”民族主义情绪

上升。面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中国民族情绪高涨，

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主权领土的立场，表现出空前

的战略自信。中日关系进入长期僵持对峙阶段，

明显呈 现 出 矛 盾 多 于 互 惠，竞 争 大 于 合 作 的

特征。
中日两国矛盾凸显，竞争激烈，但中日两国

一衣带水的地缘环境无法回避。两国除了传统

的贸易往来，仍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与合作领

域，例如地区安全、能源合作、环境治理、民间交

流等领域。而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中日关系仍

将表现出矛盾多于互惠、竞争大于合作的原因有

三个方面，一是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日本将继

续选择“联美弃华”。日本需要美国为其提供军

事安全保障，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

下，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日本政

策做出重新调整，强调日本发挥亚太战略“基石”
作用牵制中国。二是日本为了实现“正常国家”
的战略目标，仍将积极配合美国战略部署选择

“联美抑华”。日本与美国拥有共同战略目标，即

遏制中国崛起，护持各自地位。在美国的支持

下，日本已经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在朝着实现“正

常国家”的方向努力。日本为实现战略目标仍将

继续选择“联美抑华”的对外政策，甘愿做美国亚

太战略的“马前卒”。第三，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定。针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

的挑衅行为，中国采取了对日本严重交涉、向联

合国提交反对照会等举措;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岛保护法》，以立法方式明确规定钓鱼岛归

属中国; 通过对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保持巡逻、
管理的常态化。另外，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涵盖了钓鱼岛区域。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

中国不会动摇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
基于以上理由做出判断，中日关系在未来一个时

期内仍将表现出矛盾多于互惠、竞争大于合作的

特征。

三、应对中日关系新变化中国应秉持的理念

当前，中日竞争激烈，军事上东海对峙已成

常态，政治上长期僵持，经贸往来持续走低，甚至

频频遭遇恶性竞争。僵持的中日关系不利于地

区长治久安，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而“中日矛

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

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

猜疑”。［15］ 为实现和平崛起创造稳定的区域环

境，中国需要破解僵持关系困局，因此，处理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总量超越日本后带来中日关系的

新变化我们应秉持以下理念。
( 一) 继续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发展

理念

中国经济总量排名超过日本已成事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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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经济大国并非经济强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远落后于日本，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中国选择通过以非传统方式和平崛起本身就是

一种创新性尝试，需要转变思维方式，调整自身

战略，影响周边地区形势变化的节奏。中国经

济总量超过日本并不代表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

国，我们不应因排名超过日本而庆幸。中国需

要理性客观面对崛起的现实，承认中国与世界

一流强国的现实差距，尤其是在军事、科学技术

等领域。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大国崛起的标志，

经济崛起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的基础，因此，

发展依然是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避免重

蹈 20 世纪末日本 经 济 崛 起 引 发 美 日 关 系“漂

流”的覆辙，中国应继续贯彻“韬光养晦”的发展

理念，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谨记“韬光养晦”。
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应充分发挥对外宣传导向，

以更加 务 实 的 姿 态 处 理 中 国 与 周 边 国 家 的 关

系。通过不间断的意识灌输弱化“中国威胁”的

声音，拉长规避矛盾的战线，赢取更多的战略发

展时间和空间。
( 二) 转变思维模式，增强机遇意识，灵活处

理中日关系

日本是一个惯于随强者为伍的国家，虽是经

济强国却丧失了振翅的羽翼，在安全上依赖美国

的保护。而中日历史积怨、民族情绪延续至今，

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滋生了日本的战略焦虑情

绪，日本急需强化日美同盟关系，遏制中国崛起

的势头。同时，日本也是善于抓住机遇的国家，

抓住美国全球战略东移的机会调整对华政策，不

惜牺牲中日战略互惠，激化中日矛盾，引发东海

主权领土争端，其目的是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
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愿望。日本

试图借中美博弈之际，利用自身的地缘战略优势

来实现美日同盟关系的转型。从对日本的认识

上看，我们以往对日本的认知大多仍停留在纠缠

的中日关系，而忽视了借鉴日本抓住机遇调整对

外政策具备的洞察力与实施力。因此，中国应灵

活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抓住

战略机遇期，提升对势态的敏感度，实现稳扎稳

打，步步为营。
( 三) 认清局势，利用美日同盟困境间隙加速

自身发展

美国对日政策是影响中日关系起伏的关键

因素，也是中美两国在亚太权力地位争夺的折

射。日本过于接近中国而排斥美国和过于强调

日美同盟而敌视中国都是不现实的。今后，中日

关系既不应唱高调而期望过高，也不因摩擦而失

去理性，要正视有竞争也有合作才是两国关系的

新模式。［16］中美关系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

点。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正在经历守成大国的

种种阻挠，依据权力转移理论，中美作为崛起国

与霸权国有可能陷入“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
的“修昔底德陷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国

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但守成大国

为护持其主导地位、降低战略成本，正在上演选

择集结亚太盟友遏制中国崛起，对亚太权力的平

稳再分配及权力转移设置障碍。奥巴马政府强

化美日同盟，为护持其领导地位进行战略布局，

重新定位日本的区域安全角色，联日抑华以满足

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的需求。虽然中日矛盾

升级一度令地区安全局势紧张，但美国介入中日

冲突的可能性有待考量，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极低。中国应利用美日同盟“被卷入”的困境心

态，加紧实施自身发展，待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中

日关系困局将不攻自破。
总之，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已成事实，但

这并非引发中日矛盾、分歧和竞争的根本原因。
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布局下，中日关系是

中美关系的折射，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仍然存

在大量合作、互惠与共赢的空间。因此，我们要

理性客观认识当前中日关系“矛盾多于互惠，竞

争大于合作”的特征，秉持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理

念破解中日关系难题，使中日关系朝着正确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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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Changes of China － Japan Ｒelations
after China's GDP Surpassed Japan

WU Xing
(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Jilin，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brought about the obvious promotion of the nation-
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 Especially，to 2010 China's GDP ranking beyond Japan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
my，thu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conomic strength． Since then，the right － wing forces gain ground again
depending on the security protection of Japan － US alliance and the inspiration of the eastward shift of the American global strate-
gic pivot，which in consequence brings about the rapid rise of Sino － Japanese historical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high nation-
alist moods in the two countries． By now，the Sino － Japan relations have fallen into a long － term predicament of confrontation，

changing from“cool politics，hot economy”to“cool politics，frozen politics”． However，judging from the future trend，Sino －
Japanese relationship presents a new change of more contradiction and competition than mutual benefit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rapid increas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it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re the direct forces that cause
Japan's strategic anxiety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analyzing the new features of Sino －
Japan relation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in dealing with Japan，so that more effective strategic time and
space can be won for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China － Japan relations; contradiction; competition; new Features; concepts to be up-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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