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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政经分离”

是野田重大战略误判

在野田政府看来，“政经分离”是中日关系的
大局，即无论中日政治对立如何激烈，都不能影
响稳定的经济关系，政治与经济应该泾渭分明。
这才是中日关系的常态。

诚然，中日恢复邦交40年来，中日政治关系
确实存在起伏波动。尤其2001年小泉执政后，中
日政治关系可谓一波三折，而经济关系持续稳定
扩大，成为维护中日整体关系稳定的基础。但野
田政府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日经济关系的
扩大，恰是政治关系不断取得发展的结果。40年
的中日关系，正是在双方不断发现矛盾、化解矛
盾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中日首脑互访会谈、中
日高层经济对话、各级别的事务磋商，以及国际、
地区多边舞台的合作与协商机制，如“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等，无一例外都是中日建立政治互信
的基本机制。自田中角荣以来的日本老一代政治
家更是将建立领导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摆

在重要位置，作为维护和推进双边关系，适时处
理矛盾的关键抓手。

冷战结束后，首脑外交早已成为各国处理国
际关系的最重要方式。金融危机后诞生的“G20峰
会”更是世界克服危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主
要平台。政治与经济的紧密联系、基于政治互信
的经济依存关系，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
系的共识。实际上，自去年年底以来，正是在中日
首脑外交引领下，在政治互信基础上，中日才达
成了扩大包括金融货币合作的多领域合作共识。

在中日关系中，“政经分离”的逻辑从来未曾
成立，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也从未被认可。

对华政治逆流

缩小日本参与全球竞争空间

善于玩弄战术的日本决策者忽略了一个重要
的战略命题，即在全球大竞争的时代，决定未来的、
富有战略意义的市场，在中国一方，而非日本。中国
现存的多层次的富有潜力的大市场及其“准入证”，
将决定日本能否获得参与全球大竞争的资格。

据日本的研究机构调查，到2030年，全球“环

境型”城市建设的市场规模将超过30万亿美元，
其中，与环境相关的服务市场规模就高达10万亿
美元。中国“十二五”计划也将环境友好型城市建
设(生态城)列为战略支柱，中国海量的节能环保
市场及其关乎下一代基础技术早已引起包括日
本的发达国家企业垂涎欲滴。

但在现行的WTO体制下，环境产业的贸易
投资规则并未形成，联合国气候签约国大会也未
能达成相关的准入规则，与环保相关的国际贸
易、投资只能依靠双边政府通过谈判，达成共识，
形成具体规则。显然，日本民主党政权无视中国
主权、刻意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做法，无法构建
双边政治谈判的条件。中日环保合作的可能空间
无疑被野田政府堵死了。

面对WTO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僵局，
在投资规则、人员移动规则，乃至新型基础软件、
下一代移动电话、环保、节能等新兴市场的准入
条件等领域，短期内尚难实现世界统一的规则和
标准。政府间的双边协定，依然是维护这种新兴
市场有序、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此，能否及时
获得具有深层潜力的中国市场“准入证”，成为决
定日本未来全球竞争胜负的关键。显然，日本对
华的政治逆流不利于日本企业开拓中国未来战

略市场。

中国市场是日本企业利润之源

在日本看来，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
给日本扩张海外市场和战略权益带来了天赐良
机。危机后，在政府支持下，日本企业军团，利用
日元升值条件，全球征战，从战略并购，到资源能
源权益获取，乃至战略市场控制，一路高歌。由
此，日本企业的全球战略意识和国家战略意识上
升，日本大产业的总代表经团联会长公开声言

“日本企业要承担国家责任”。一时间，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乍起，领土领海扩张意识升
温，主导亚洲秩序的意识重新抬头。

在中日关系上，日本同样做出了战略误判。
在日本看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
意味着其优势不再，而收入、地区差距更将成为
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技术阻隔、投资分散，
瓦解中国实力，成为其对华经济政策选择。但日
本忽略了一个基本规律，即“每一级差距的消除，
都意味着需求势能的释放”。中国经济和社会中
的“差距”呈梯次存在，这正预示着中国具备深度
改革开放的空间和释放巨大的市场需求的能力。

眼下，近27亿人口的广义东亚市场快速发
展，高铁、港湾，以及智能电网、风光热新能源等
决定下一代基础技术的市场规模巨大。全球大竞
争的形势下，美欧早已对亚洲市场虎视眈眈，而
日本“政经分离”的理念，不注重构建政治互信，
显得过于自负。

■二论日本“购岛闹剧”

野田押宝中日政经分离大错特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 刘军红

据新华社平壤９月１７日电 朝中社１７日发
表评论说，《朝日平壤宣言》签订已经１０年，但是
日本当局抱着“核、导弹和绑架”问题不放，致使
朝日关系发展成为比宣言签署时更为恶化的敌
对关系。

评论表示，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朝日领导人签署
的《朝日平壤宣言》全面阐述了朝日改善关系的
目标、原则和基本途径。朝鲜政府坚持履行《朝
日平壤宣言》的立场目前和今后都不会改变，日
本当局必须放弃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对朝敌视政
策。如果日本当局继续抱着“核、导弹和绑架”问
题不放，朝日关系“到任何时候”也无法改善。

朝鲜批评日本当局

破坏朝日关系改善

脏日本野田政府无视和平合作的时代正义，实施所谓钓鱼岛
“国有化”，不惜践踏日本企业利益和百姓福祉，直接反映出其对当
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对大国处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缺乏常识。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日方不应采取
躲避或掩盖责任的态度，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
非法“购岛”的行径举国一致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6日
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对中国境内持续反日
示威深感失望，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针
对日本机构和人员的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中国政府已通过各种形式向日方
表明立场，中国人民也表达了强烈义愤。日方是
否能够正视中方的严正立场，是否能够正视中
国人民的正义呼声，采取正确态度和做法，这将
关系到事态的发展。我愿再次重申，日方应立即
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回到通过
对话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

在回答有关中国渔船赴钓鱼岛海域及是否
会有渔政船随行的问题时，洪磊说中国渔政部
门将在该海域对中国渔民正常的生产活动进行
管理并提供必要的服务。

中国外交部：

日方不应采取

躲避或掩盖责任的态度

据新华社东京９月１７日电 正在日本访问的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１７日先后与日本外相玄叶
光一郎、防卫大臣森本敏举行会谈，呼吁强化美
日同盟，并希望日中两国冷静且建设性解决“尖
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议。

在与玄叶光一郎的会谈中，帕内塔说，为了
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和繁荣，现在正是应该强化
美日关系的时期。玄叶表示，日美安保体制是维
护日本安全和亚太地区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今
后要继续深化日美关系，日本将以大局观冷静处
理日中关系。

在与森本敏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帕

内塔说，美日有必要重新认识同盟的作用、责任、
能力，在信息安全、宇宙开发、网络安全、导弹防
卫等方面深化同盟关系，并暗示今后有可能对美
日安保合作大纲进行修订。

帕内塔同时说，ＭＶ－２２“鱼鹰”倾转旋翼机
在日部署对于日本开展防卫至关重要，美方将努
力确保该战机安全性能。森本则表示，日美今后
将通过各种共同军事演习来强化动态防御能力。

帕内塔指出，美国对“尖阁诸岛”（即中国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不持立场。美
国对日中在此问题上的对立感到担忧。期待双方
通过外交手段冷静、和平、建设性地解决争议。

美防长呼吁强化美日同盟
称美对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不持立场，暗示或修订美日安保合作大纲

本报综合消息 据凤凰卫视报道，伊朗革
命卫队总司令贾法里9月16号承认有伊朗部队
在盟友叙利亚境内，以提供非军事的援助，他警
告如果叙利亚遇袭，伊朗会提供军事支援，这是
伊朗首次承认派驻了部队到叙利亚。

贾法里宣布伊朗已经自行生产出了代号为
“沙哈德129型”无人侦察机，这种无人机可携带
导弹，并执行24小时不间断飞行任务。贾法里同
时强调，如果以色列胆敢攻击伊朗，以色列将片
瓦不留。

贾法里还表示，如果联合国不能阻止以色
列对伊朗的进攻，那么伊朗也将不再遵守《核不
扩散条约》的承诺。

伊朗首次承认在叙驻军

叙利亚若遇袭将支援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应国务委员兼国
防部长梁光烈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于9月17
日至20日访华。这是帕内塔首次以国防部长身份
访华，此访也是年内中美两军最重要的高层交往
之一。此间专家认为，这对于两军增信释疑、减少
误判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说：“帕内塔
此访是对今年梁光烈访美的回访，也是今年以来
两军防务合作交流的重要举措，对于两军增信释

疑、维护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表示，国际金

融危机之后，中美关系更加重要。军事交流是两国
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保持军队的沟通，有助于防
止突发性问题出现时误判导致的各种危机。

据悉，访华期间，帕内塔将与梁光烈举行会谈
并共见记者，参观军事院校并发表演讲。双方将讨
论两国两军关系、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除
北京外，帕内塔还将赴青岛参观访问。

专家称美防长访华利于两军减少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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