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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析了冷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思想的发展规律与形成原因，以战后日本外交思想的演变为分析基础
，展现了冷战后日本外交思想的历史发展轨迹，重点研究“脱亚入欧”与“亚洲主义”的历史意义与
现实作用，阐述了冷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思想形成的文化基础与现实发展因素。
    本书涉及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横向比较与纵向研究相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与当代最新政策动态资料相补充等方法，精炼出日本
对华外交思想的历史传承特征与现代性发展特征，重点阐述冷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思想形成的文化基础
与现实发展因素，尽力挖掘出日本对华战略中的“模糊”要素，更加明确地凸显其战略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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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法学博士。
现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美关系、日本外交思想。
专著有《双面影人——近代日本对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该书获得第四届中国孙平化日本学研究著
作类作品奖）《亚洲主义中的脱亚论》（日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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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 思想篇　　第一章 维度：冷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　　冷战后，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
，崛起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但问题是，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否永远是和平性质的，是否会引发摩擦和冲突。
在此背景下，各国出现了针对中国崛起的种种不同议论以及不同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东亚均势格局被打破，中日力量对比逐步发生了相对逆转的迹象。
为此，日本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例如，日本加强了从经济强国到政治强国的发展步骤，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三种对华战略分析，即
积极层面的“中国机遇论”，消极层面的“中国威胁论”，中间层面的“竞争共存论”等等。
对于日本来说，难以给中国战略定位，“承认中国的崛起”还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成为日本对华战
略论证的焦点。
　　另一方面，冷战后，日本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崛起。
第一次崛起，出现在近代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日本作为现代国际政治秩序
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地位，在东亚地区成功地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实现近代化的国家。
第二次崛起，始于战后美国主导下的民主改革，日本通过50年左右的和平发展，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强国。
第三次崛起，则引发于冷战后国际局势的调整，日本开始了以政治大国为发展指针的“普通国家”的
道路。
　　近年来，中日两国作为东亚两个均在不断崛起上升中的国家，经济关系进一步紧密，但政治关系
方面经历了很多波折。
在安倍首相“破冰之旅”、温家宝总理“融冰之旅”，福田首相“迎春之旅”、胡锦涛主席“暖春之
旅”之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终于得到确立与发展。
但是，从长期来看，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中日关系的发展依然需要克服一些潜在的、脆
弱的、不乐观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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