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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3/2021_2022_2007_E8_80_

83_E7_A0_94_c73_113953.htm 重点题19：从日本新首相访华看

中日关系 十九、从日本新首相选择中国作为出访的第一个国

家及中日关系的周折演变揭示当前国际关系的趋向、经济与

政治的关系、国家利益与国家职能 【考点背景透析】 中日关

系在经历了五年的政冷经热的局面之后，在日本新首相刚刚

上任之初，就给中日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一丝暖意，安倍晋三

对中国的访问表明两国人民对改善双边关系的渴望和新的世

纪里谋求和平共赢的强烈期待。 【相关资料精粹】 相关材

料1：日本新首相访华 (1)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于2006年10

月8日至9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中国的访问是安倍晋三

一周前就任首相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这也是中日两国关系

冷淡五年、高层中断互访一年多后的两国回暖关系的最新努

力。10月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安倍晋三时强调

指出，日本正确对待那段侵略历史，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中

日友好必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中日人民

友好往来。 (2)中日双方10月8日在北京发表联合新闻公报，

公报全文如下：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

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于2006年10月8日至9日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

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分别与安倍晋三首相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二、中日

双方一致认为，邦交正常化34年来，中日两国各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中日关系成



为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持

续发展，符合两国基本利益；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和两国关系

的新的庄严责任。 三、双方同意，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

，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

，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

次。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

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

高目标。 四、双方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与对话对两

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日方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

日本，中方对此表示感谢，并原则同意。双方同意通过外交

渠道进行协商。双方同意两国领导人在国际会议场合经常举

行会谈。 五、中方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将

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日方对中国走

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

国际社会带来巨大机遇给予积极评价。日方强调，日本战后

六十多年一直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今后将继续走作为和

平国家的道路。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六、双方确认，为

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应坚持对话协商，妥善

解决有关分歧；加快东海问题磋商进程，坚持共同开发大方

向，探讨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七、双方同意，在政治

、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促进各层次交流与合作。 

八、双方同意，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双

方对包括核试验问题在内朝鲜半岛最近的形势深表忧虑。双

方确认，愿与有关各方一道，根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推进六



方会谈进程，通过对话与协商，共同合作致力于实现朝鲜半

岛无核化，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双方确认，就东

亚区域合作、中日韩合作加强协调，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进

程。双方赞成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

愿就此加强对话。 九、日方对安倍晋三首相访华期间中方给

予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相关材料2：对安倍访华的分

析与中日关系的前景展望 (1)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改善两国关系

的压力，都有改善两国关系的客观必要性。中国已经规划下

了本世纪发展进步的宏伟蓝图。这一蓝图的实现客观上要求

中国必须紧紧以国内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中心，外交必须

服务于这个中心。就是说，必须推行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

日本是对中国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国家之一，如何尽可能

缩小其负面影响、争取其正面影响的最大化一直是中国外交

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日本虽然近十几年在发展中落在了中

国后面，并导致了国民心态上的不平衡，但是日本的政治家

却必须走在民众的前面率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维护本国基本

利益；而最近几年来日本搭中国经济发展“便车”所带来的

巨大利益也使得日本国内响起了改善日中关系的强烈呼声，

同时日本国内对小泉迎合民众民族情绪的亚洲外交政策损害

日本根本利益的批判和反思也促成了日本政治家借着首相更

替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行动。 (2)这次安倍晋三对中国的正式

访问虽然有助于中日关系的初步回暖，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看

，中日关系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还将曲折徘徊一

段时间。这在根本上是由于以下原因：首先日本国内民族情

绪的大方向依然是民族主义的、对中国的崛起心里失衡、抱

有深深的戒备、敌意。这就决定了日本政治家要推行对中友



好政策势必会面临民族情绪的反弹；其次日.本政客中削弱中

国、裂解中国的敌对心理依然长期存在，特别是还有一个对

中国虎视眈眈的盟友美国的怂恿和相互利用。日本的这一阴

暗战略心理就使得它必然会不断利用中国的内部问题和外部

环境大做文章、进行破坏。日本所谓历史观问题、参拜问题

、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历史上或将要产生的问题等等

，无非是上述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外在表现而已。

日本人如果不能尽早放弃敌视、裂解中国的心理，如果不能

正视中国的崛起，中日关系的根本好转就只能是个美好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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