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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王泰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1969～1973)，奉外交部和新华社联合派遣，以《北京日报》记者
身份常驻日本，接受双重领导，身兼两种业务。
《王泰平文存：中日建交前后在东京》忠实地记述了作者40多年前的亲为、亲历及所见、所闻、所学
、所感。

《王泰平文存：中日建交前后在东京》包括三部分内容：一为记述作者在记者任内印象深刻之事，尤
其是遵照周总理和外交部领导的指示，为中日建交进行活动的情况，以及建交前后重大事件和建交过
程的采访录；二为尘封的日记，揭秘了作者在记者任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细节；三为链接的内容
，为后期所写与记者生涯密切相关之人和事。
这些资料不仅能给今人和后人提供一份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那段特殊历史的证言，也为研究彼时
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国情、民情、社情以及人物提供一些鲜活的史料，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的日本、中国
和中日关系提供了考证资料，对观察和分析当今的日本、中国和中日关系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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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泰平，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副秘书长、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理事、中日友好日语学院名誉院长、外交笔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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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田中访华前后 日中问题成为内政问题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改变了历届自民党政
权长期推行的“向美国一边倒”政策，实行以日美合作为基轴的“自主多边外交”，取得了引人注目
的成就。
 1972年9月，田中访华，同中国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自主多边外交”最典型的实践和最赫
然的成果。
 田中政权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其面临的内外形势推动的结果。
田中上台后仅用84天时间就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当然也显示了他的政策决断力和行动力。
 日本经过60年代的高速发展，至7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经济大国，其主要经济指标均
居世界前列。
随着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产生奉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的要求。
打开日中关系，对日本展开“自主多边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平正芳在就任田中内阁外相后，就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同佐藤政府有何不同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
新政府决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他说：“日本过去的外交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认为同美国一致就不会错。
今后即使有险阻，也要由自己来判断。
”这番话清楚表明，田中内阁十分明白，其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之举意味着开辟日本外交的新时代。
 田中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在他的前任佐藤荣作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后，做出的顺应时势和民
心的历史性选择。
 佐藤政府1964年11月上台以后，追随美国，并继承自民党历届政府的衣钵，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
经济上捞取实惠、反华而不断绝往来的政策，即佐藤上台伊始就声称的“政经分离”政策。
 20世纪70年代，这项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从1970年中国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到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以及同年在第26届联大
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佐藤政府的意料，使其处于被动、孤立
的境地。
 为缓和国内外压力，稳定政局，佐藤政府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顽固坚持其反华的基本立场；另一方
面不断玩弄新花招。
 佐藤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并宣称，会议的议题要扩大
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并通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地或通过第三国造成
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以制造舆论，欺骗视听。
在东京，佐藤派员与中国驻日人员秘密接触、试探。
在枝节问题上，提出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如提出同中国搞邮政协定、气象协定、简化我常驻日本人员
去日本的签证手续、使用特惠关税，等等，企图在不解决两国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应付时局，缓解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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