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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6_9C_E8_80_83_E7_c73_115382.htm 第四题 开始走出困境

的中日关系 背景材料 1.日美对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不测事态时

的合作的规定是：日本在提供自卫队以及民间设施、为美军

运输战争物资、后勤服务等方面与美国军队进行合作；日美

在收集情报、警戒监视、扫雷等方面进行合作。 2.日本大国

战略就是傍大款。日本人从几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失

败以后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一定不能挑战世界上的霸主，

一定要紧跟着霸主才能给自己留下发展的空间，于是就有了

傍大款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跟美国人站在一起才有好处。 3.

小泉上台以来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使

日本外交陷入孤立，招致日政界有识之士和民众的忧虑和抨

击。但小泉及其身边的右翼政客却文过饰非，否认外交孤立

现实，称“世界上拿靖国神社说事的只有中韩两国”。 4.胡

锦涛主席在会见日本日中友好七团体负责人时提出，中日双

方应致力于建设“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

展”的十六字方针。胡锦涛会见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时提出

发展中日关系四点意见：首先，要加强政治互信；第二，要

深化互利合作；第三，要扩大人员交往；第四，要加强两国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构筑全方位、宽领

域、多层次的中日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新格局。 >思考角度1.冷

战结束后的日本大国战略。 【答案要点】 谋求建立由日、美

、欧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要修改以至抛弃日本的和平宪法

，加强和发展军事力量，走军事大国道路。以日美安全合作



为基础，企图建立世界政治中的日美关系，形成包括美国、

日本、台湾地区、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以西方民主价值观

为基础的“亚洲北约”，围堵遏制中国和中国争夺所谓的亚

洲主导权，与美国共同主导亚太格局。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

，争取“入常”。 2.日美安全合作及其“亚洲北约构想”。 

【答案要点】 （1）日美安全合作。 日美加强安全合作是一

个军事同盟，它的主要目标是：联合反恐，对朝施压，制约

中国，威慑俄罗斯，主宰亚太。 ①日本方面主要考虑的因素

如下：第一，“背靠大树好乘凉”，希望通过对美示好，换

取美国对自己的保护与支持。第二，防范崛起的中国对日本

未来可能造成的冲击。第三，日本可以以支援美国为由，借

机发展自己的力量，包括情报搜集能力、武器研发能力、科

技水平等。 ②美国是将日本作为亚太地区驻军的指挥中心，

主要遏制中国，还可以挟制日本；同时以日本为跳板控制亚

太地区，包括在台海局势中掌握战略主动，最终目的是为了

实现其全球霸权主义战略。 ③美日军事合作不断加深，是基

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造成的。美日安全

合作性质的变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带来的影响：

使台湾局势更加复杂，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权争端的形势

更加复杂，美国和日本也是介入南海争端最积极的国家。 

（2）“亚洲北约构想”。 ①“亚洲北约”的全称是NAATO

，意思就是“北美亚洲公约组织”，它将具有类似北约那样

的组织结构，这是美国和日本一些新保守主义学者提出的构

想，把原来的美日韩“铁三角联盟”同美日和美澳新南锚北

锚“铁杆联盟”串连起来，以日本为基点，经南亚诸国，直

通印度，进而与北约遥相呼应，甚至形成某种联合。 ②“亚



洲北约”的提出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的产物，违背了和平、发

展与合作的时代主题，违背了多极化的国际趋势，注定是不

能成功的；表明了以美国为主导建立单极世界的霸权主义思

想仍然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以中国为假想敌，会使逐步

走向成熟的美中关系受到伤害，这不仅对中国不利，更会对

美国造成相当大的战略损失。 3.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

答案要点】 （1）日本政府领导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美化

侵略，拒绝对日本历史上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日本政府一

再篡改历史教科书，歪曲事实，甚至把日本鼓吹为亚洲的解

放者。 （2）中日历史问题的形成原因： ①日本国内政治的

右倾化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②日本的政府领导人利用日本国

内政治右倾化激起的民族主义，进行恶意炒作，捞取选票起

了恶劣的作用； ③美国政府的庇护和纵容也是中日问题形成

的重要原因。 （3）中国政府关于中日友好和中日关系中历

史问题的基本主张：中国政府主张要坚持《中日联合声明》

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即“以史为鉴

，反省侵略，反省罪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再发生

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前

提，是中国政府关于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的基本主张。 （4）

安倍晋三访问中国的外交成果： ①中日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

关系发展的政治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健康发展达成

一致； ②中日双方对改善和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达成了新

的共识； ③再次确认了坚持中日之间三个政治文件精神，就

历史、台湾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 ④中日双方都同意加强领

导人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以带动中日友好合作全面发展。 （5

）胡锦涛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四点建议： ①遵守三个基本文



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立足全局，发展相互关系； 

②加强在地区及国际问题上的合作； ③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

信赖； ④发展共同利益，促进经济交流。 4.东亚一体化进程

中的日本外交。 【答案要点】 日本坚持冷战思维，对中日关

系定位存在严重误区，一方面，在经济上与中国发展经贸合

作，利用“中国因素”助推日本经济增长，也不得不承认中

国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外交、军事、

国防战略及其亚洲和全球战略中，又公开把中国视为潜在威

胁、战略竞争对手和“假想敌”，千方百计联合美国，遏制

中国和平发展，鼓吹各种“中国威胁论”，分化中国与周边

国家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和中国争夺所谓亚洲特别是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并且担心中美合作会影响日本

在中美日大国关系中的国际地位。 5.朝核六方会谈中的“日

本不和谐音”。 【答案要点】 日本在朝核六方会谈中的“不

谐和音”主要有两点： （１）再三提出朝日双边关系中的“

绑架事件”等双边问题干扰六方会谈的多边关系进程； （２

）对朝核政策更倾向于制裁、威胁等一些激化矛盾的措施，

往往成为六方会谈中的“麻烦制造者”。 来源

：www.examda.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