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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以研究日本对华政策为核心的学术专著。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在广泛地参阅大量文献资料、档案文书及中外有关论著的
基础上，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教及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多角
度的分析研究；从而论证日本对华政策的形成、发展、特征，以及通过对中日之间思想文化、科学技
术的交流史的研究，阐明它对中日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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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二次大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战争、美化战争罪恶的“皇国史观”宜
传仍有增无减，作为代表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会”，至今尚未公开承认侵略战争的罪行。
本来1994年村山首相访华之前，曾动议让国会作出“不战决议”，三党联合政府也曾达成过一个“协
议”，可是遭国会内右翼势力反对，致使村山首相只好两手空空来华访问，只能表达个人的见解和看
法。
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左右今日之日本政治的核心集团，对五十多年前发生的侵略历史和罪恶行为不肯正
视吗?如果再结合半个世纪来的“日本修宪”活动，突破军费开支限额，军事势力大大增强，以及向海
外派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的种种事实来看，这不正说明日本政治日趋右倾化吗，能不使人们对日本
产生“不信任感或者说疑心”吗，能不“担心日本扩军备战，会使军国主义复活”吗?!    片山潜不仅
是日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活动
家、东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历
尽千辛万苦，立下了丰功伟绩。
他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为千千万万贫穷而痛苦的，不满不平的人们说话。
正如片山潜作为自己终生座右铭的格言所反映的那样：“人民是沉默闭口而不敢言的，我将为这些，
沉默者来说话，我将为这些小人物来向大人物说话；我将为弱者来向强者说话。
⋯⋯我要做人民的喉舌，要在我嘴上带以箝口具也是没有用的；即使我嘴里冒着淋漓的鲜血，我的话
也是不会停止的”。
片山潜的毕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并且用自己的言行实现了他的诺言。
因此，他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特别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片山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是中日近代友好的开拓者之一。
他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相处；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为动员与号召国际无产阶
级和日本人民支持中国的革命，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他正是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向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始
终一贯地，最勇敢、最坚决地给予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以有力支持和声援。
正如中共中央在纪念片山潜诞生一百周年的贺电中所表达的那样：“片山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
友。
他始终以极大热情，讴歌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关怀中国革命运动，并且在其参加共产国际工作
的活动中，一再向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大声疾呼，支持中国的革命。
我们对中日两国这种友谊，感到无限珍贵，对片山潜同志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无限敬意”。
我们正是怀着如此无限崇敬心情撰写此文，以示缅怀这位奋不顾身的，同国际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日本
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伟大英雄人物，学习他那彻底的革命精神，颂扬他不朽的丰功伟绩。
    第二节  片山潜的伟大一生    为了深入地研究片山潜与中国的关系，有必要先研究一下片山潜的伟大
的一生，从而更加深刻而清晰地弄清片山潜与中国人民和革命事业血肉相连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伟大历史人物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马克思教导我们：“每一个社会时代都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人
物来。
”    1998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问日本，并与小渊首相举行重要会谈，并受到日本天皇接见
。
最后，中日双方于26日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宜言。
    《中日联合宣言》重申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确认上述文件今后仍
将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
其具体内容：第一，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日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双方宜布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
第二，日方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第三，双方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及《
联合国宪章》的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四，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
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30年来中日关系发展，首先在经济贸易领域有极大的发展与进步。
如：中日贸易额，30年前不过11亿美元，1999年则增加到662亿美元。
    据日方估算；从1979年度至1998年度，日本给予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总额约超过2.48万亿日元。
2000年中日贸易有望达800亿美元。
日本的实际对华援助从12.2597亿美元，增到1999年累计为144.7869亿美元，其中日元贷款占总额的70％
。
实际上，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最大投资国和贸易国，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贸易国。
虽然在两国经贸交往中是平等互惠的，但日本对华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积极实惠作用，因此，
应当对日方的援助表示感谢。
    1998年11月26日，发表《中日两国联合新闻公报》，主要内容有如下要点：    第一，日本对华日元贷
款，第四期对华贷款中向中方28个项目提供约3900亿日元贷款。
第二，根据《中日面向21世纪的环境合作的联合公报》，进一步加强该领域合作。
第三，继续在农业领域特别是可持续农业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同时在灾后重建、植树造林保护及预防
洪水对策方面合作。
第四，中日签署《中日关于进一步发展青少年交流的框架合作计划》，一致同意从1999年起到2003年
争取实现1.5万人规模的青少年交流。
第五，日方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诚恳对待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承担责任并尽快
采取实际步骤销毁这些遗弃化学武器。
第六，中日双方确认，中日两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参加国，将继续信守在上述条约中承担
的义务，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及有关国际合作。
    总之，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8年11月访问日本时达成了33项协议，这些通目的具体落实，对促进中
国社会的经济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总理朱镕基2000年10月12~17日访问日本从某种意义说，就是具体溶实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
与小渊首相达成的33项协议。
这些协议，除信息技术外，还涉及到北京—上海高速铁路建设、能源、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等很多
领域里的具体内容落实和实施方案与计划。
    除此之外，朱总理向日方提出中方愿在以下一些优先和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强与日方的合作：    第一
，拓展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合作。
说明我们已颁布了20项促进西部开发的统一政策，包括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
合作。
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开发的一个重点。
希望日方发挥环保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为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环境整治做出贡献。
    第二，深化双方技术和投资合作。
中日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及其产业化领域的合作，扩大科技人员的交流。
日本作为世界的技术大国，具有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优势；中国在这方面拥有很大市场。
希望日方抓住这一互利互惠的机遇，加大对华技术转让和投资，积极参与用高新科技对中国企业进行
的改组改造。
中日还应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开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领域。
东盟和中、日、韩合作机制已经启动，并取得初步成果。
《东西合作联合声明》，确定了东西合作的重点方向是加强经贸、金融、科技、人力资源、文化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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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领域的合作。
中日同为本地区大国。
中国重视日本在地区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
愿在东西合作框架下，与日本加强协调，推动东西合作在重点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为亚洲崛起做出
应有的贡献。
    朱总理此次访日与日本民众直接对话，对话进行了50分钟，日本市民就他们广泛关心的事情进行提
问，问题包括中日关系、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看法、如何看待历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促
进中日经贸合作、台湾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
朱镕基在对话结束前特别强调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应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
《中日联合宣言》三个重要文件基础上，共同努力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让两国人
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这将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之福，也是亚洲人民之福、世界人民之福。
    (二)日本企业加速移师中国    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企业加速移师中国的步伐。
    日本松下电器于2002年1月宣布：年产600万台、目前全球最大的空调用压缩机生产基地在中国广州
正式投产。
为了集中兵力把握住全球经济中心移向亚洲中国的契机，松下已关闭了在美国的压缩机生产工厂，把
原在美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机种等全部移入中国——松下万宝(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生产。
    日本富士施乐公司今年初也宣布：基于对中国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强烈信心，决定关闭在日本的一家
产量达15万至20万台的打印机工厂并将其移师中国，同时在深圳富士施乐成立产品研发技术中心。
其产量可增到25万，成为富士施乐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
据日本共同社2002年2月调查：日本全国700家制造公司中，约有百余家已经或计划将生产线移到海外
，中国占了其中四成，位列第一。
    日本企业之所以移师中国是经济利益驱使的，是别无选择。
用上海松下微波炉公司经理的话说：“如不移师中国，不降低成本，松下的名字很可能从中国微波炉
市场上消失。
”东芝的一位负责人也说：“移师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同类厂家的冲击，这些产
品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也不逊色，为降低生产成本，东芝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到中国去办
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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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
金”资助，由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
    该书是以研究日本对华政策为核心的学术专著。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在广泛地参阅大量文献资料、档案文书及中外有关论著的
基础上，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教及社会思想等方面历史与现实，进行多角度
的分析研究；从而论证日本对华政策的形成、发展、特征，以及通过对中日之间思想文化、科学技术
的交流史的研究，阐明它对中日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参加本书写作的是一批多年从事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博士
等学者。
为了研究。
此题，作者们曾先后访问过日本，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各方面的资料。
    作者名单及撰写部分：    刘天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教授(主编、其余章节由本人撰写)；    赵
自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前所长(第十三、十四章)；    俞焕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前副
院长(第十一章)；    赵  军  滞日中国访问学者，教授、博士(第二草)；    孙  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
究所党委书记(第十二章第二节)；    高  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第十五章)；    徐
建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第十三、十四章)；    丁英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
员(第十六章）    该书的出版应感谢“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科院出版基金”和“人民出版社”的
支持。
此外还应感谢同志们的齐心合力的努力，才有今日之成果问世。
    撰写本书，尽管作者主观上做了努力，但是由于涉及方面较广，又是合作之产品，加之水平有限，
难免有错误或不当之处，诚恳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刘天纯                                                      2003年10月3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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