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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政治与东亚区域化:全球化、区域化与中日关系》将把全球化条件下，东亚区域化以及中国、日
本以及中日关系处于何种状态，产生了怎样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何在，作为研究的主题
。
《全球政治与东亚区域化:全球化、区域化与中日关系》围绕国际政治、东亚、高等学校、中日关系进
行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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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日之间在文化上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使得中日文化有较
多的共同之处。
不过，即使如此，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依然存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受美国自由主义
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大，中国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两国在文化上
的原有差异，这种差异也依然会引起一定的分歧和冲突，只不过这种分歧和冲突不会有中美之间的文
化冲突那样大。
 再次，对国家利益的虚幻认知也会妨碍构建和谐的中日美关系。
毫无疑问，国家有着自己客观的利益，但是，引导人们行动的则是人们对利益的认识和感知，而能否
客观合理地认识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人、任何一国的国民，都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之中，都会受洞穴假象的欺
骗，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由此看到的世界图景都打有他所处的"洞穴"的烙印，受其洞穴视角的局限，
尤其在涉及国与国利益关系问题上就更是如此。
人们感受最深的是当下的和自己最直接相关的利害，人们对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感受较弱、认识较难
，也很难设身处地地体验别人的感受，特别在文化差异巨大、交往关系又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就更是如
此。
这样一个多少有点令人沮丧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的国家利益观念，也是构成许多国际冲突
和难以解决这些冲突的重要原因。
从现实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日美三国都存在着这种因洞穴假象而造成的利益幻象。
例如，美国对世界永久领导地位（也即霸权）的追求，对绝对军事优势地位的保持，对推销自己价值
观的热情等；又如，中国对GDP增长的过分重视，对环境代价的过分忽视，对贸易顺差的过分钟爱等
；再如，日本对历史问题的不够自觉，对美国战略的过分追随，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等等。
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国家利益的幻象，都有可能使得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被放大，冲突的解
决更困难。
当然，一国的国民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是存在分歧的，而这种认识也常受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利害关系等影响，并且国家决策者的判断和决定又可能受社会政治结构的约束、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
舆论的影响，等等。
不过，这些情况的存在只是增加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而没有减少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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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政治与东亚区域化:全球化、区域化与中日关系》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公益与
全球治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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