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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 2008 年後中國與日本兩國的政治、經濟關係。1990 年代中

期以來，中日兩國出現經濟關係持續高速開展，而政治關係冷淡的結構性矛盾現

象。然而，2008 年金融風暴的發生，嚴重衝擊日本經濟，中國卻仍維持高經濟成

長率，且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日的國家能力與國際地位皆發生了

劇烈變化。本文藉由結構現實主義與互賴理論為研究途徑，並以「政冷經熱」概

念加以補充，嘗試結合「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釣魚臺主權爭議」、「參拜靖國神

社」、「中日經貿概況」、「中日韓 FTA」與「稀土」等中日間雙邊關係多項議題的

現實情勢，探討 2008 年以來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變化。研究發現：2008 年以

來，中日因釣魚臺主權爭議激化、衝突頻率增加及層級增強，並於參拜靖國神社

問題中日雙方亦無法取得共識，且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建構受到侷限，進而導致

中日經貿總額連年呈現負增長、中日韓 FTA 談判進程延宕、稀土之爭危機懸而

未決。顯示中日關係「政冷」導致「經冷」，結構性因素影響大於經濟互賴因素

的影響。  

 

 

關鍵字：中日關係、政冷經熱、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釣魚臺主權爭議、靖國神社、  

中日韓 FTA、稀土、政冷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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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後的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變化中的「政冷經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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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中國與日本是彼此最重要的亞洲鄰國，中日兩國能否和睦往來，不僅直接關

係到兩國的國家利益，對亞洲乃至國際社會的穩定也具有重要的影響。中日雙方

自建交以來，積極開展雙邊合作，卻仍然是衝突不斷，但也始終維持「鬥而不破」

的格局。然而，21 世紀以來， 2001 年的九一一事件與 2008 年美國次級房貸問

題，進而引發一連串金融危機，使得國際政治經濟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 

 

2008 年金融風暴重創美國經濟－根據日本瑞穗證券公司的調查顯示，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中，美國損失高達 4.4 兆美元－1 更衝擊全球經濟，其中又以與

美國關係緊密的日本受創最為嚴重，2 GDP 衰退 12.7%。相反地，正當美國與全

球其他經濟體皆為經濟衰退所苦，中國 2009 年的經濟成長率卻仍達 8.7%，更在

2010 年超越日本，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3 中國綜合國力與在國際事務上的

發言權不斷上升。 

 

以新現實主義詮釋，其代表學者 Kenneth Waltz 利用國際體系和權力分配的

                                                      
1 張弘遠，「全球金融風暴下的中國角色與定位」，展望與探索，第 6 卷第 12 期（2008 年 12

月），頁 8。 
2「日本 GDP 衰退 12.7% 金融海嘯受創最重」，中國評論新聞網，2009 年 2 月 17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8/9/3/10088930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

0889304。 
3 Handel Jones (韓德爾．瓊斯)著，陳儀譯，Chinamerica 看中美競合關係如何改變世界（台

北：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出版公司，2010 年 12 月），頁 26~2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8/9/3/10088930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89304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8/9/3/10088930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8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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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作為分析國家對外行為的基礎，Kenneth Waltz 並引用經濟學概念，主張國

際體系如同經濟市場，是由重視自身利益的單元（國家）共同行動所形成，而各

單元（國家）能力的不同將影響權力分配的架構，及其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國

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對國家意圖判定的不確定性，使得國家關注與他國的「相對

獲益」（relative gains）情況，而不僅僅是自身的「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s)。因

此，當國家能力與權力分配發生變化時，國際政治結構就會改變，結構變化又會

導致國家行為的改變，進而引發衝突。4 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2008 年後，

中國與日本的衝突是否會因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而激化、雙邊關係走向「破局」？ 

 

  而另一方面，Robert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提出的互賴理論則認為，在區域

統合和跨國合作的現象日益蓬勃的現今，必須重新檢視國家利益侷限在軍事、政

治領域的觀點，且「合作」與「依賴」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要特徵，國家之間的相

互影響，將使得國家在進行決策時，必須要同時考慮外來的力量。因此，好打發

展中國家這張牌的中國5，是否會因為經貿交流、國內發展等因素，繼續深化與日

本的合作，進而在政治層面讓步？本研究即嘗試探討 2008 年之後，中國與日本

在國力以及國際地位有所消長的情況下，雙方的政經關係。 

 

 

二、研究目的 

在上述的研究動機下，本研究嘗試達到以下目的：第一，審視現今國際關係

理論的主流－「新現實主義」與「互賴理論」，並引用劉江永於《中國與日本：

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係》一書中所提到的「政冷經熱」的概念與指標，加以

                                                      
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9), pp.79~124. 

5 「中國還算是發展中國家嗎？」，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 年 7 月 30 日，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730/c30iht-edrfd/zh-hant/。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730/c30iht-edrfd/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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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討論中國與日本的結構性矛盾。 

 

第二，透過 2008 年後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釣魚臺主權爭議」與「參拜

靖國神社」等議題，探討 2008 年至 2016 年中國與日本的政治關係。第三，透過

2008 年後「中日總體經貿關係」、「中日韓 FTA」與「稀土」等議題，探討 2008

年至 2016 年中國與日本的經濟關係。 

 

第四，探討 2008 年以來，中日間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是否會相互影

響，也就是說，假若政治關係仍然趨「冷」，是否影響經濟關係也逐漸「冷」？

抑或，「經熱」能使「政溫」或「政熱」？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國家之間的關係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醫療等面向，有官方

關係，也有民間交流，但通常最受重視且影響最大的往往是兩國之間的政治和經

貿關係。而關於中日政經關係的著作有許多，本章將整理相關的專書或論文，並

歸納為以下三類：第一，以國際關係理論，作為分析途徑；第二，針對中日兩國

關係，從兩國的國際關係層面與兩國的國內政治、經濟進行分析；第三，探討中

日兩國「政冷經熱」現象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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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關係理論分析 

現實主義從相對獲益為出發點，由於「無政府狀態」是國際政治體系不同於

國內體系的特質，國家為求生存只能訴諸自助（self-help），6 以傾全力取得與穩

固自身處於有利的地位。新現實主義主張國際體系中大國力量分配的狀況，決定

了國際政治結構的性質，因而提供體系內各國行動的機會與限制，而決策者的角

色則居於次要。7 

 

Samuel Huntington 認為日本的外交傳統是會與當時的權力大國形成扈從

（bandwagoning）關係，而非抗衡（balancing）關係，8 如同一戰以後的英日同

盟、二戰以後的美日同盟，因此當美國在亞洲的權力式微，中國躍居強權時，日

本會修正其外交政策，選擇和中國合作。Huntington 的觀點除了單純有權力轉移

的因素之外，也從文化的觀點解釋日本的結盟行動是依靠強者。 

 

 何思慎運用結構現實主義 Kenneth Waltz 的分析架構，從國際、國內和決策

者的層次分析途徑，以解釋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9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大

國的權力結構決定了國家的外交政策，因此決策者的角色並不是其討論的重點，

國內以現實主義學派研究日本對中關係與政策的論文亦不在少數，10 其中何思

慎對冷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研究尤為全方面，深入淺出。 

 

 川崎剛借用 Stephen Walt 的威脅平衡論分析近代的日本外交，他認為日本在

                                                      
6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楊智文化，2003 年），頁

130。 
7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 年 7

月），頁 22-38。 
8 Samuel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 年

9 月）。 
9 何思慎，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台北：致良出版社，2008 年）。 
10 沈家銘，21 世紀日本對中外交決策模式研究－以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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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威脅時所採取的扈從或抗衡，是以威脅對抗型、利益擴大型與霸權穩固型三

種類型政策作應對；11 然而，若同盟國與抗衡國間發生權力逆轉的想定（scenario）

時，如美國在東亞區域的霸權地位讓位予中國，則會發生利益擴大型的可能，這

也是日本會提倡和中國建立戰略互惠夥伴關係的原因。 

 

趙全勝於《大國政治與外交－美國、日本、中國與國際關係管理》一書中分

析冷戰後時代國際間大國關係的巨變，並將此國際結構的變動與重構概括為「雙

升雙降」12 ，其中便強調中國的崛起與日本的衰退。而這一結構已極大地影響了

亞太地區國家戰略的構造，且也已成為世界上其他主要組織和國家外交政策考量

的關鍵因素之一。趙全勝並從政治、經濟、戰略三個維度加以探討中日關係與前

景。從在美研究的中國學者的角度出發，帶給筆者很多啟發。 

 

 而自由主義學派則從絕對獲益為出發點，在無政府的國際結構下，國家不是

國際體系的唯一行為者，行為者之間可透過制度合作獲取共同利益。關志雄從經

濟互賴的觀點出發，認為中日雙方從比較利益法則進行垂直分工與經貿互補，那

麼中國對日本而言，不是威脅而是機遇，13 日本國內興起的「中國機遇論」便是

基於此典範而立論的。 

 

金熙德藉由 Joseph Nye 和 Robert Keohane 提出的互賴理論以解釋中日關係，

中日雙方在經貿、社會的往來，都會影響到彼此國家的行為與決策，而互賴也須

考量到敏感性（sensitivity）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中日兩國彼此在經濟上的

                                                      
11 川崎剛，「同盟締結理論と近代日本外交－脅威の均衡論の検制」，国際政治，第 154 期，

（東京：2008 年 12 月），頁 115-127。 

    12 「雙升」係指美國霸權的確立與中國的復興、崛起；而「雙降」則指俄羅斯的衰落與日本的

衰退。參考自 趙全勝，大國政治與外交－美國、日本、中國與國際關係管理（台北：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12 月）。 
13 關志雄，「反駁中國威脅論」，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2001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010910ntyu.html。 

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010910nty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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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賴日益加深，日本依賴中國出口與進口的比重，近年來已超過中國依賴日本的

比重。另外在能源資源上，以及東海問題上更存在著敏感性與相互依賴。14 從小

泉到鳩山政府，關於東海議題的能源開發一直是日本對中外交政策著重的焦點。 

 

 國際關係主流學派的觀點較不重視外交決策者與國內政治在國家對外行為

的影響力。以下另就中日兩國的雙邊與國內議題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二、 國際關係與國內層面 

古川万太郎編寫中日無邦交時期的中日關係，從日本國內政治動向探討當時

的日本政治與中日關係的動態。15 在研究日中無邦交時期的日中關係時，可以較

適當地掌握當時的脈絡，故是不可欠缺的研究。安藤正士、小竹一彰蒐集戰後中

日關係的基本資料，並解釋其背景與意義。16 

田中明彥、添谷芳秀的著作皆是從國際關係的脈絡下分析中日兩國關係。17

田中從國際建制的概念出發，描述戰後中日政經關係的演變、發展。添谷關注當

時的國際環境和中日兩國的制度，分析當時的中日關係。兩位學者的研究讓讀者

發現，戰後中日兩國關係收到國際環境的約束，而且日本對外援助的擴大也受到

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 

 

中西寬、小林道彥在 21 世紀的現今，擺脫意識形態、道德與倫理的桎梏，

以歷史能動性的視角，18 討論 20 世紀的日中關係，提供多極化下、政經關係混

                                                      
14 金熙德，21 世紀的中日關係（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年 7 月）。 
15 古川万太郎，日中戰後關係史（東京：原書房，1981 年）。 
16 安藤正士、小竹一彰編，原典中國現代化史 第 8 卷 中日關係（東京：岩波書店，1994   

年）。 

17 田中明彥，日中関係 1945-90（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1991 年）。 

   添谷秀芳，日本外交と中国 1945-1972（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1998 年）。 

18 中西寬、小林道彥編，歴史のしつこくを越えて 20 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東京：千倉

書房，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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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的中日兩國一個歷史的借鏡。 

 

張暄、吳學文等人則是依照時間序列，詳細地敘述中日間的政治、經濟、文

化等交流的紀錄，而且特別是從中國的官方立場來詮釋中日兩國的關係。19 劉建

平從中日兩國「歷史問題」的角度出發，認為狹義的中日關係之「戰後」是到實

現政府間談判而發表《中日政府聯合聲明》、達成正常邦交化的 1972 年。20 對歷

史問題研究重新下了時間的定義，且劉建平認為由於所謂的「歷史問題」一再導

致中日兩國政治關係的僵局，所以歷史「和解」意義的「戰後」並未結束，甚至

政治「議和」意義的「戰後」也存在需要反思的問題。而這樣「不正常」的結構，

也導致中日關係在政治經濟「分離」與「不可分」的原則中徘徊。 

 

蔣立峰以中日兩國近、現代史為第一講，認為以史為鑑，中日兩國需擺脫「弱

肉強食」的競爭模式，21 分析後冷戰時代特性與國際環境格局，並建議中日兩國

二十一世紀的友好相處之道：須靠兩國人民之力，建立良好夥伴關係，而非形成

「次冷戰關係」。 

 

金熙德探討 1980 年代以來，日本進入各領域的轉型，外交領域則從「經濟

立國」戰略轉為「政治大國戰略」，22 而因著冷戰終結的國際背景，開始謀求「大

國外交」而非「中小國家外交」。中日關係則在經歷了 1990 年代兩國政治摩擦的

激化與日本經濟蕭條後，落實了雙邊「夥伴關係」， 並以新的方式磨合。金熙德

對於冷戰後日本對華的戰略背景脈絡做了詳盡的說明。 

                                                      
19 張暄編，當代中日關係四十年（1949-1989）（北京：時事出版社，1993 年）；吳學文、林連

德、徐之先，當代中日關係（1949-1994）（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 年）。 
20 劉建平，戰後中日關係：「不正常」的歷史的過程與結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 年 9 月）。 
21 蔣立峰主編，中日關係三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1 月）。 
22 金熙德等著，再生還是衰落：21 世紀日本的抉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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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永從近代日本的亞洲觀的變遷為起點探討中日關係，重點回顧了中日邦

交正常化談判中包含臺灣問題等若干重要問題的解決過程，並共計以二十講闡述

關於中日關係的各個層面，其中包括：日本對華經濟合作政策(ODA)、中日政治

關係、中日經貿關係、中日歷史問題等，並倡議「海陸和合論」23 －中日共建東

亞共同體的地緣戰略理念，以發展中日經濟乃至政治領域更高程度的合作與相互

依存。 

 

黃大慧從日本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等政治家的大國主義思想、無核化政策、

美日同盟與日本於聯合國之外交表現等議題分析日本「大國化」之趨勢，並認為

中日兩國已形成「強強型」格局，24 日本將調整對華戰略，與中國進行多方合作，

與此同時也將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對中國進行牽制與防範。而中國應積極實現「戰

略軟著陸」的課題，與日本達成戰略互惠的關係。 

 

宋鎮照、蔡育岱、楊鈞池等人分析金融風暴的結構性因素，並分別探討中國

與日本在金融風暴之後的經濟困境。另外，他們從中國的貿易互動的總體結構得

出：中國已經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繫，當世界經濟反轉，中國同樣也必須分擔全球

經濟的苦果，25 例如：日本經濟的衝擊，導致終端市場的消費者消失，也會連帶

影響位處製造端的中國。宋鎮照等人加入 2008 年金融風暴的因素，探討中日兩

國的互賴關係，啟發筆者形塑研究之動機。 

 

廉德瑰則分析日本的對外關係－包含日俄、日朝、日歐、日印、日非與日本

及東南亞的關係－認為日本不僅懷有大國志向更有大國化的行為，而針對中日關

                                                      
23 劉江永，中日關係二十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7 月）。 
24 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5 月）。 
25 宋鎮照、蔡育岱、楊鈞池等，全球金融大海嘯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變動中的亞太國家

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金融的發展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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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他透過臺灣問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與釣魚臺爭端等問題進行討論，並引用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的話：「日中兩國是不能搬家的『永遠的鄰居』」，26 認為中日

兩國在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相對衰落、國際強化合作之際，更應深化合作與共治

關係。 

 

 前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透過三次任職於北京日本大使館的經驗，討論在金

融風暴之後，世界的風貌已截然不同，要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皆發生巨

變的中國打交道，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改善歷史問題，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軟實力」，

從日本社會散發魅力、避免國民間的對立，才能「等身大」的相互了解，27 促進

兩國可預測的合作關係，進而追求日本國家利益。宮本雄二以實務經驗為背景，

討論中日關係，對讀者而言，更具現實感。然而，上述文獻提供中日兩國在金融

風暴之後的合作方針，鮮少就後金融風暴時代中日兩國政經關係現況進行梳理。 

 

 

三、 中日兩國的「政冷經熱」現象 

吳寄南、陳鴻斌探討中日兩國歷史、政治等問題，使得兩國發展到達「瓶頸」；

28然而，中日在經貿交流上，兩國之間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都日益擴大，並認

為中國應該正確認識日本的經濟實力，以經貿合作穩定政治關係。 

 

而金熙德認為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中日關係出現「政冷經熱」的局面，

對「兩國間經濟關係的加深有利於政治關係的加強」的國際關係理論命題提出了

挑戰，他認為中日潛在分歧是客觀存在的，應形成一套完善的「摩擦管理」的體

系和措施，採取「政經分離」的方式，29 分別解決具體問題。 

                                                      
26 廉德瑰，「大國」日本與中日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9 月）。 
27 宮本雄二著，林錚顗譯，日本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新北市：八旗文化，2012 年 11 月）。 
28 吳寄南、陳鴻斌，中日關係「瓶頸」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 年 8 月）。 
29 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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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紹奎、林昶引用《洛杉磯時報》2006 年 4 月 17 日的文章寫道：「在政治

寒風中，中國與日本的經濟關係紅紅火火」，然而，自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

靖國神社之後，兩國的交往趨於「對話範圍狹窄化」、「經濟技術問題政治化」、

「現實問題歷史化」、「歷史問題現實化」。30 

 

劉江永於《中國與日本：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係》一書中，以「政冷經

熱」的概念分析中日關係，就「政冷經熱」的概念與研究的方法論進行梳理，並

就影響中日兩國政經關係之國內、外因素如日本對華 ODA、釣魚臺等問題進行

討論，可提供研究中日「政冷經熱」關係的讀者，相當完善的背景知識。31 

 

  上述文獻對中日「政冷經熱」現象與因素充分地說明，然而，分析的時間卻

都在金融風暴之前，對於後金融風暴時代便沒有相關的文獻著墨，這也成為本研

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分析中日關係的文章與專書非常豐富，而在中日政治關係研究中，最廣泛運

用的途徑是新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主張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國家重視相對

                                                      
30 馮紹奎、林昶著，中日關係報告（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 年 4 月）。 
31 劉江永，中國與日本：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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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益，強調經濟的政治性作用，透過經濟實力增長取得政治權力，以獲取國家的

生存與安全。而經濟層面較廣泛使用的則是「複合相互依賴」 (complex 

interdependence)分析模式的互賴理論，因此本文以此二理論為基礎，加入「政冷

經熱」的概念，嘗試詮釋 2008 年後的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 

 

 「政冷經熱」的概念係指中日兩國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逆向發展的結構性矛

盾現象，主要表現在中日兩國經貿關係持續發展，而政治關係則摩擦不斷，趨於

冷淡。衡量經貿關係冷熱的指標之一，是看雙邊貿易額是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

率，還是增幅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以及雙方在直接投資領域合作的狀況。從

中國的角度來看：32 在貿易領域，假設中日雙邊貿易額年增長率大致等同或超過

中國當年外貿總額的較高增幅，可以認定為「熱」；那麼，中日貿易增幅下降，

低於中國外貿總額的平均增幅，但仍可維持在相當於中國外貿平均增幅一半左右

的程度，可以稱為「溫」；低於中國外貿平均增幅的一半則可以認為是「涼」；出

現停滯或負增長則為「冷」。 

 

  而政治層面的指標則是中日兩國領導人是否保持經常互訪，高層會晤後的結

果如何，33 兩國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中的衝突是減少、緩解了？還是增加、加劇了？

都可以作為衡量兩國政治關係冷熱的重要標誌。 

 

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互動的表現，從理論上來說，便是以下四種型

態：政冷經熱、政熱經冷、政冷經冷與政熱經熱。「政冷經熱」是一個相對的概

念：政治關係「冷」，不代表政治方面沒有交往、改善或合作；經濟關係「熱」

不等於經濟領域沒有矛盾摩擦和競爭。34 一般政經關係的互動會有其中一個領

                                                      
32 劉江永，中國與日本：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係，頁 2。 
33 劉江永，中國與日本：變化中的「政冷經熱」關係，頁 2。 
34 劉江永，「中日關係再思考－以『矛盾論』的觀點看當前的中日關係」，發表於中日中青年學

者「面向 21 世紀的中日關係」研討會（北京：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199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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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關係影響和制約另一領域；然而，中日的政經關係卻是兩大領域相互的雙向

影響，因此形成了「政冷經熱」的複雜局面。此種的局面未來將有三種演變趨勢：

一是「政冷經熱」長期化；二是「政冷」導致「經熱」降溫；最後則是「經熱」

促使「政冷」升溫。 

 

 

二、 研究設計 

本文透過探討中日兩國「政治」與「經濟」領域的「冷」、「熱」關係，藉以

瞭解中日兩國政治與經濟領域的互動、中日兩國關係，乃至預測中日兩國關係未

來的發展。政治與經濟領域的互動型態可分為四類：政冷經冷（以下稱為 A 型）、

政熱經冷（以下稱為 B 型）、政冷經熱（以下稱為 C 型）與政熱經熱（以下稱為

D 型）（參表 1-1）。本研究將結合中日兩國政經發展情勢，觀察政治關係領域與

經濟關係領域互動型態的走勢，並探討每一時期中日關係的變化是受到結構因素

的影響抑或是互賴因素的影響。 

 

      表 1-1 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互動之型態 

 

     政治  

經濟 
冷 熱 

冷 政冷經冷(Ａ) 政熱經冷(Ｂ) 

熱 政冷經熱(Ｃ) 政熱經熱(Ｄ)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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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歷史／比較研究法 

英國歷史學家 Arnold Joseph Toynbee 指出，當必須在兩個或多個事件間，建

構出一種關係時，需要採取一種提綱挈領式的觀點，這便需要採用歷史／比較研

究的方式。35 也就是說，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是對相同事物的不同方面或同一性

質事物的不同種類，透過比較而找出其中的共同點或差異點，來深入認識事物本

質的一種方法。 

 

比較研究的過程通常有四個步驟：敘述（description）、解釋（interpretation）、

並列（juxtaposition）與比較（comparison）。本研究將運用歷史／比較研究法，探

討 2008 年至 2016 年的中日政經關係，透過「釣魚臺主權爭議」、「稀土」等議題

進行解釋與比較，探究中日之間是否仍維持「政冷經熱」的現象。 

 

（二）文獻研究法 

文獻研究法是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合證明的方法，其主要目的

在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未來。」。36 本研究目的著重於 2008 年後的中日

政經關係，將透過中日官方發表的經貿數據，中日高層互動、相關新聞、發表的

談話內容，中日關係研究的期刊、論文與專書等，進行系統化的整理。 

 

 

 

 

 

                                                      
35 Arnold Joseph Toynbee 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台北市：遠流出版社，民國 73 年），頁 91-

96。 
36 葉志誠、葉立程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市：商鼎文化，2008 年），頁 13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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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一） 時間範圍 

中日關係的「政冷經熱」現象，在明末清初的時期就曾發生過，當時政府之

間關係不睦，海上貿易卻仍有往來；然而，21 世紀中日關係的「政冷經熱」現象

則始於 1990 年代中期，並在 2005 年 10 月日本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激化與

延續。而本研究以 2008 年作為研究起始點，原因如下：第一，2008 年金融風暴

的發生，導致國際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中國並進而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二，2008 年北京舉辦夏季奧運會，加速中國與國際接軌；37

第三，2007 年 12 月，日本外務大臣高村正彥與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共同簽署

了日本對華最後一批六項共 463億日元貸款的協議書，從而結束了日本對華ODA

（政府開發援助）的有償援助部分，38 由於日本對華 ODA 的另外兩個部分，即

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金額有限，推測今後也將逐漸消失，所以此舉即代表日本對

華 ODA 就此打上句號；最後，則是因為 2008 年胡錦濤訪日時，簽訂《中日關於

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而研究的時間區間訂於 2008 年至 2016 年

之原因為，本文經貿總體概況比較數據皆以年度同比增長率為參考資料，因此截

至本研究完稿之際，尚無法納入 2017 年進行討論。 

 

（二） 內涵範圍 

中日兩國不論是官方或民間交流，尤以政治與經濟領域為兩國關係的重中之

                                                      
37 王強，「奧運留給中國什麼？」，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 年 8 月 3 日，

https://cn.nytimes.com/sports/20120803/cc03wangqiang/zh-hant/。 
38 杜進，「日本經濟外交與對華政策的轉變－關於終止對華 ODA 決策過程的分析」，日本外交 

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6

月），頁 239。 

https://cn.nytimes.com/sports/20120803/cc03wangqiang/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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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本文討論中日兩國經濟時，以雙邊貿易額與總體經貿關係為主；而政治領域

則限定在政治高層互動為主。 

 

 

二、 研究限制 

本文主要目的為討論 2008 年後的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透過文獻分析比較

相關論文、專書與新聞等進行研究，而此些資料來自各政府機關或相關組織、學

者的二手資料，無法實際訪談學者，甚或相關決策者。第二，2008 年距今仍不足

十年，能加以比較、探討的年限較短，尚待持續觀察。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計五章，各章內容編排如下：第一章為導論，提出研究動機與目的、

回顧相關文獻，闡述本研究將運用之研究途徑與方法，並提出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為「政冷經熱」概念之意涵，本章首先會就中日關係結構性矛盾－「政

冷經熱」概念進行爬梳，並就「新現實主義」與「互賴理論」兩個國際關係理論

進行探討與審視，最後會就 1991 年至 2007 年的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進行簡要地

梳理。 

 

 第三章為中日關係中的「政冷」（2008 年-2016 年），本章將會從中國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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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略互惠關係」、「釣魚臺主權爭議」與「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三議題著手探

討中日的政治關係。 

 

第四章為中日關係中的「經熱」（2008 年-2016 年），本章將就 2008 年至 2016

年中日兩國經貿交流概況、「中日韓 FTA」與「稀土」等議題，探討 2008 年後，

中日經濟關係。 

 

 第五章為結論，本章將針對 2008 年後中日兩國在國際地位改變之後，雙方

是否仍維持「政冷經熱」的關係作出結論，並加以闡述「政冷」與「經熱」是否

相互影響，最後提出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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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冷經熱」概念之意涵 

 

 

 自 1990 年代開始，中日的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出現背道而馳的發展趨勢。

政治的邏輯和經濟的邏輯都在各自的系統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出現所謂雙邊

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對此，迄今的國際關係理論似乎並未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本章將就「政冷經熱」的現象與概念進行討論，並探討國際關係主流理論－「新

現實主義」、「互賴理論」，與其詮釋中日關係的侷限性，最後再爬梳 1991 年至

2007 年中日「政冷經熱」的關係。 

 

 

第一節  「政冷經熱」概念的提出 

 

 

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關係，是由相對獨立的多種交流領域構成的複雜體系，

其中以政治關係、經濟關係、安全關係與文化關係等最為重要。而政治關係領

域，是由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民族獨立以及確定敵友關係，以及對國際秩序

的態度等國際政治邏輯所主導的，在以「主權國家」及其互動為基礎的國際關

係體系中，政治關係是其他關係的基礎；39 經濟關係的領域，則是政治邏輯和

以市場原理為核心的經濟邏輯競爭的領域。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是相

互獨立，但卻又相互影響的。 

 

而就探討中日兩國的「政冷經熱」係指中國與日本兩國政治關係與經濟關

係逆向發展的結構性矛盾現象，主要特徵為中日兩國經貿關係持續發展，而政

                                                      
39 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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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關係則摩擦不斷、大起大落的局面。中日關係的發展，從抗日戰爭的「政冷

經冷」，經過了中日建交的「政熱經熱」，而「政冷經熱」的概念，是用來描述

1990 年代中期之後，與節節高升的日中貿易關係相對，以各種意識形態問題為

基礎（包括：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慰安婦、ODA、臺灣問題等）所帶來的雙

方政治高層停止接觸的情形，40 具體而言：中國的日本問題專家們以「政冷經

熱」這一概念描述中日關係的新特點始於 1995 年至 1996 年左右。 

 

 

一、中日「政冷經熱」現象的根源 

 

 後冷戰時代，特別是 1995 年之後，影響中日關係的各項條件的變化，導致

中日之間「政冷經熱」的複雜局面：首先，國際環境的劇烈變動。1991 年底，蘇

聯以驚人的速度解體，美國聯合中國的戰略基礎隨之消失，並開始將中國視為意

識形態與戰略上的潛在對手，日本學界對「中國威脅」的思路也甚囂塵上。在此

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再定義」，擴大同盟防衛的範圍，並將日本的角色由「專

守防衛」改變為「聯合出擊」，此舉旨在針對臺灣問題，41 干涉中國內政。 

 

 其二，中日戰略態勢的改變。冷戰結束後，日本在外交安保上，仍受美日、

日中、美中關係的影響，其中日中關係又相當程度地受到美中關係的影響。2003

年 6 月 6 日日本國會通過「有事關連法案」，42 訂定一旦日本周邊有事，日本如

何組成與美軍聯合作戰部隊，並欲從政治上建立能應付戰事的國家體制，中國認

為日本希望藉此機會突破「和平憲法」的精神與法律體系，走向政治大國與軍事

強國。 

                                                      
40 金熙德，「中日政冷經熱現象探析」，日本學刊（北京），2004 年第 5 期（2004 年），頁 8。  
41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

來（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 7 月），頁 49。 
42 何思慎，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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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日國內條件的變化。中國自 1992 年至 2000 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達

10.2%，同期日本經濟陷入蕭條，平均經濟成長率僅有 0.75%，而美國的平均經

濟成長率也僅達 3.15%。此外，中日兩國老一代政治家之間的交流日漸減弱，而

新一代的領導階層之間尚未鞏固關係，且因全球化的進程，使得民間交流頻繁，

出現多元而複雜的互動。 

 

 

二、中國與日本學者對「政冷經熱」的看法 

（一）日本學者對中日政冷經熱的看法 

就日本學界而言，討論「中國威脅」乃是伴隨著後冷戰結構下中日關係的互

賴與不確定性，一方面是高度緊張關係，另一方面又充滿了緊密的經濟互賴。對

此，常以「政冷經熱」一詞描述。43 而日本學者對中日關係「政冷經熱」的看法

如下： 

 

第一，否定中日關係「政冷」的看法。直到 2005 年初，日本政府在公開場

合仍不承認中日政治關係冷淡，認為除了中日雙邊高層互訪中斷以外，政治關係

還算不錯，因為兩國首腦在多邊場合中仍有接觸，其他級別互訪不斷。日本前外

相川口順子便認為：「中日關係除了政治與經濟外，還有許多領域，因此不能把

中日關係簡單地看作是『政冷經熱』」，44 並強調歷史問題不會成為改善中日關

係的障礙。這些說法並非建立在客觀的事實基礎上，掩蓋中日政治關係中矛盾的

問題。時任自民黨幹事長的安倍晉三也曾說道：「中國不該將政治問題波及經濟，

若不把政治與經濟分離，就不能建立穩定的中日關係。」45 。 

                                                      
43 邵軒磊，「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5 卷第 3 期

（民國 101 年 9 月），頁 86。 
44 「第 11 次「亞洲未來」討論會，發言者建議加速建立共同體」，日本經濟新聞，2005 年 5 月

26 日。 
45 「安倍晉三促使中國政經分離」，日本經濟新聞網，2005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nikkei.co.jp/news/seiji/20050803AT1E0300A03072005.html。 

http://www.nikkei.co.jp/news/seiji/20050803AT1E0300A03072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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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承認中日關係「政冷」，但強調兩國在經濟方面已形成相互依存結構。

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認為，即使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有競爭，但相互補充

的經濟關係正在結構化。46 而東京大學教授田中明彥指出：「如何處理中日之間

政治方面冷淡關係的問題，是一個懸案」47，例如：除了歷史問題，在東海資源

與中國海軍等的動向，中日在政治方面繼續發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中國國內的

「反日」氣氛仍會持續。以更長遠的觀點看，應重視各種領域中，人員之間的交

流。 

 

第三，認為必須正視中日關係「政冷」的現實，並採取措施使其改善，以防

影響「經熱」。隨著「政冷」形勢發展，日本部份學者與政治家開始擔心會影響

「經熱」，日本眾議院長河野洋平便明確對中日「政冷」表示擔憂，48 擔心「政

冷」會扯「經熱」的後腿。日本國益委員會資深顧問出口治明等人認為，許多人

說中日政治經濟要分開談，其實中日關係「政經分離是幻想」49 ，從過往的案例

中也很難找到，但日本將來的繁榮將有賴於中國，從安全的角度考量，與鄰國保

持良好關係也是重要的。 

 

（二）中國學者對中日政冷經熱的看法 

第一，承認 21 世紀初中日「政冷」，而不認為有「經熱」。理由如下：一

是中日經濟關係確實有長足發展，但相對於中日兩國巨大的經濟合作潛力而言，

並沒有發展到應有的水準，以「經熱」形容當今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仍有不適切

之處；其二，被概括為「政冷經熱」的中日兩國政治與經濟關係發展的不平衡，

最終要趨向於平衡的方向發展，既可能形成「政熱經熱」的積極平衡，亦可能出

現「政冷經冷」的消極平衡；其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兩國經濟關係之「熱」

                                                      
46 小島朋之，「從不同的日中歷史認知開始謀求『理解』」，產經新聞，2004 年 2 月 4 日。 
47 田中明彥，「促進東亞地區合作」，日本經濟新聞，2005 年 1 月 7 日。 
48 「河野洋平談話，中日『政冷』堪憂」，世界月刊，2005 年第一期，頁 40。 
49 「出口治明：中日關係之我見」，世界周報，2005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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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大的可變性與流動性。假若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平衡地發展，中日經貿關

係完全可能發展地更好。然而，中日政治關係的冷淡與摩擦，正導致兩國國內針

對對方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強烈，很可能從根本上傷害兩國的經貿關係，50 影響

中日經濟關係的正常發展。 

 

第二，認為「政冷經熱」是兩國內外形勢變化使然。中日「政冷經熱」現象，

是政治關係的「負面影響」和經濟關係的「正面影響」相互作用的一種複雜交錯

的局面。根源在於戰後日本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其一是蘇聯解體後，美國開始將

中國視為意識形態與戰略上的潛在敵對對象，而日本的思路也與之契合，並在臺

灣問題上構成了軍事干預與威脅；其二是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蕭條，中國則進入了

經濟起飛期，且日本走向軍政大國的意圖也越趨強烈，中日相互競爭與戒備心理

形成了惡性循環；其三是中日國內條件的變化，中國的政治、經濟穩定繁榮，而

日本卻出現相反方向的變化，且日本各主要政黨意在強化美日同盟，維護中日關

係的基本原則的意識變得淡薄；其四，日本決策層挑戰中日關係底線，特別是

2001 年以來，小泉首相連續四年參拜靖國神社，已成為中日「政冷經熱」的主要

根源；其五為日本政、官、財、學界缺乏抵制作用，民主黨的政策旗幟也不夠鮮

明，使得在野勢力對於小泉的對華政策未能發揮有效的牽制作用，且產經省大臣

接連由對華強硬派把持。 

 

第三，認為「政冷經熱」客觀地描述了 21 世紀初中日關係的現狀，這種現

象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政治關係與經貿關係發展的不平衡，政治關係

可說是陷入僵局，而經濟關係發展局勢仍是好的；第二，中央交流與地方交流不

平衡，兩國高層互訪缺乏，而中日之間的地方交流卻非常活躍；第三，兩國在多

邊與雙邊合作關係不平衡，中日在雙邊之間不斷產生政治摩擦，而在多邊關係中

                                                      
50 馮昭奎，「三論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關係新思維與輿論（上海：NICCS 出版，2003 年 12

月 8 日），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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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值得肯定與積極的一面。中國學者認為中日關係「政冷經熱」的主要原因，

其一是日本欲追隨美國，積極朝向軍政大國的邁進；其二是政治與經濟關係的發

展邏輯與原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隨著中國市場開放，中日雙方經濟合作的領域

也越來越廣泛，這是經濟全球化不可逆的潮流；其三是中日雙方的媒體宣傳失真，

51 對「政冷」的局面推波助瀾。 

  

許多學者認為中日「政冷經熱」現象可能常態化；而另一些學者則根據政經

互動的基本原理認為「政冷經熱」局面是不會持久的：長遠來看，不是「政冷」

導致「經冷」，就是「政熱」促成「經熱」，這個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需要研

究的是，為何中日關係即使「政冷經熱」已存在許久，仍未出現「全熱」或「全

冷」的現象，其原因乃是實際狀況遠比簡單的理論演繹複雜得多。而這也是本研

究嘗試進一步探討的。 

 

 

 

 

第二節  新現實主義的審視與思考 

 

 

新現實主義被廣泛運用於討論國際間的權力分配、國際體系的運作與國家對

外關係，2008 年以來，國際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與日本的國家能力與國際

地位也因此有所升降，本節將對新現實主義進行審視，了解其詮釋中國與日本兩

國關係的適用性與侷限性。 

                                                      
51 張旺棟，「『政冷經熱』局面的中日關係－中日關係座談會紀要」，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北

京），2004 年第三期，第 1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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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現實主義的背景與核心概念 

在國際政治學的領域中，現實主義學派的「權力政治」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雖然經過二次世界大戰及後冷戰時期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挑戰，現實主義

仍然是國際政治的主流。儘管現實主義學派中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 Realism）、

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及新古典現實主

義（Neoclassical Realism）對權力的定義、手段、目的的詮釋有所不同，但是「權

力政治」始終是現實主義學派的主軸。 

 

Thomas Hobbes 在《巨靈》（Leviathan）一書中認為人們所處的自然狀態與叢

林一樣，52 毫無安全可言，而國家在不安全的國際社會和個人在自然社會沒有兩

樣，必須對外擴張和保護自己，國家為求名利而不擇手段。人們為免除恐怖無助

的狀態，同意建立公共權力，對內制止互相迫害，對外防禦敵人入侵，這種公權

力，就是把眾人的權力交付一個人或一個集團，讓它成為最高、無限與永久的力

量。國家的權力因此成為最大的權力，所謂的「巨靈」於是出現。Hobbes 對於自

然狀態的解釋讓國際社會了解國家為什麼如此的好戰與貪婪，道德規範既然不能

達到約束的效果，只有使用權力或其他權力，以權力制衡權力就是最好的說明。

此一「無政府狀態」（anarchy）概念對現實主義影響深遠。 

 

古典現實主義在二次大戰後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但在 1960 年代「行為主

義學派」興起，提出若干觀點解釋國際社會出現的新現象，使古典現實主義的論

述遭到挑戰，引發學界的論戰，在這種情況下，現實主義學者在古典現實主義的

基礎上，融合了行為主義的結構與系統觀等新方法論，對古典現實主義提出修正

與補充，對體系結構、權力分配、安全認知與國家利益等觀念提出完整的理論體

系，重新詮釋現實主義，一般稱之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結構現實主義

                                                      
52 Kenneth W. Hompson，王孟德譯，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 年），

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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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Realism），其中以學者 Kenneth Waltz 最具代表性。 

 

Waltz 在 1959 年出版的《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一書中，

首先提出解析國際政治現象的三個層次：個人、國家及國際體系，個人層次著重

於人性和人類的行為，認為改善人的心理及道德才能消除戰爭的發生。國家層次

著重國家內部因素，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等決定了該國參與國

際政治的屬性。國際體系層次則屏除個人及國家內部因素，純粹從國際體系的觀

點來解析國際現象，其基本的假設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在 1979 年 Waltz

的《國際體系理論解析》（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對於國際體系理論

有完整詳細的論述，也構成了新現實主義主要的理論架構。 

 

Waltz 認為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根本的差異在於「無政府狀態」和「層級節

制」，國內政治是「有政府的政治」，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的政治」。53 國際社會

存在「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必須以自助（self-help）來保障國家

安全。他認為如果將國家目標、國家政策和國家行為作為唯一或主要的研究對象，

會退步到陳述事實的階段，而陳述事實無法以邏輯推理出一般性的原則，54 當然

更稱不上是理論。國家制定政策時，所考慮的不只是國家間的互動關係，還包括

整個國際情勢，國際情勢的改變往往會直接引起國家的改變，同時每個國家都為

自身的獨立與生存堅持到底，使得沒有任何國家能將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轉變成

層級節制的型態，所以國際關係不能從內向外解釋（inside-out explanations），55 

而須從國際體系層次分析著手。 

 

而體系結構在解釋國際現象時，扮演規範的角色，使得國家行為無法超過某

                                                      
5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80-101. 
54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65. 
55 鄭瑞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44 卷 1 期（民國 94 年 2 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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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限度，也可以解釋及預測現象的延續性，因為結構經常能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

間，即使結構沒有發生變化，它本身還是屬於動態的，改變了構成員的行為和原

本可能發生的結果。從結構的觀點出發，系統理論解釋的是系統「間」的變化，

不是系統「內」的變化。「結構」是一種控制性因素，可以限制構成員的行為和

互動，但卻是無形的、潛在的限制條件，無法經由肉眼觀察。 

 

一個系統包括兩個部份：結構及構成員，結構不包含構成員的特性（社經制

度、意識形態等）和互動（國家間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互動等），互動屬於

構成員的層次，構成員的相對地位及關係則屬於系統層次的變數。Waltz 認為在

討論國際政治結構時，不須考慮國家目標、政府型態等構成員層次的問題，而是

要考慮構成員（國家）的相對地位（即構成員的地位分配）、能力及權力分配狀

況。「構成員的地位分配」即是結構的定義，56 只有在相對地位發生變化時才會

改變。Waltz 認為無政府狀態造成國家之間的平等和相互協調，因此國際政治不

須和國內政治一樣考慮功能分工問題，但卻必須考慮構成員的能力問題。每個國

家能力的不相等，決定其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及對結構的影響，所以當國家能力

及地位分配發生變化的時候，國際政治的結構就會改變。57 國家間權力分配狀況

的改變造成系統結構的變化，結構變化導致國家行為和結果的改變。 

 

另外，Waltz 認為系統結構的影響來自於系統構成員的社會化及構成員間的

相互競爭，58 在一個競爭的社會中，「理性」往往左右系統的發展方向，在市場

機制中競爭使得構成員不約而同採取最成功也最能被社會接受的行為。社會化和

競爭所形成的規範促成系統結構的運作，在沒有人為的操縱情況下，構成員彼此

之間能逐漸相互適應，即使構成員的特性和互動關係有所差異，不同的結構也可

                                                      
5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80. 
5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93. 
58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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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相同的後果，系統結構可能影響成員所具有的特性和互動關係，所以系統

本身就是系統最好的解釋，也是了解系統的最佳途徑。 

 

Waltz 認為權力平衡理論來自它對國家所做的假設：國家是一個團結的整體，

它的政策至少要能維持本身的生存；最好能主宰整個世界。為了達成此目標，國

家動員所能掌握的資源，採取合理的行動。而國家可以動員的資源不外乎來自兩

個方面：一是國內資源：增加國內資源方法大致有發展經濟、擴張軍力和採取適

當策略等幾種；另一則是國外資源：增加國外資源的方法則包含增加盟邦的數量、

加強同盟的實力或削弱敵對同盟實力等等。權力平衡的另一個假設是要有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國家存在於一個自力救濟系統當中。59 沒有更高的權威可以阻止弱

肉強食的情況發生。權力平衡探討國家行為受到那些限制，並預測所發生的結果

和權力平衡狀態的發生。 

 

Waltz 的權力平衡理論並未假設國家的行動一定合乎理性，它只是說如果國

家無法做到這點便可能遭到淘汰。權力平衡理論也不假設國家有必要不斷擴張權

力，但國家有若干權力是它參加這個系統的條件之一。權力平衡所要解釋的是國

家行為的結果，由於這種結果是許多國家的行為所造成，因此也不一定符合某個

國家的企圖。有些國家想要維持平衡，但也有些國家想要破壞平衡。 

 

權力平衡所要解釋的是未經事先協調的國家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國家利益和

國家動機只是理論假設，不是理論所要解釋的對象。權力平衡所要解釋的是加諸

所有國家身上的限制。面對這些限制國家一定會採取對策，權力平衡無法解釋他

們為何採取那些對策。因為決定國家對策的因素除了國際系統的限制外，還包括

各國本身的特性。權力平衡理論告訴我們國家行為會導致權力平衡，國家有時候

                                                      
5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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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聯合起來平衡某一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威脅，但有時候會投靠實力較強的一方藉

以壯大自己的聲勢，這得視系統結構而定。在無政府狀態中安全問題永遠是最重

要的考慮。權力只是種手段，不是目的；因此國家往往加入實力較強的國家同盟

以求自保。 

 

 

二、 新現實主義的特色 

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並無不同，其基本主張為：國家是國

際社會主要成員，且國家是理性單一的實體（Unitary Entity），在國際社會為無政

府的狀態（anarchy）下，國家企求的目標是相同的並相互衝突的，而國家對外影

響力主要建立在國家的物質能力基礎上─特別是軍事力量，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

系運作與國家對外關係。 

新現實主義引用經濟學概念，說明體系結構的形成與作用、強調權力的工具

性而不是目的性、重視權力平衡的結果而非過程，都是有別於古典現實主義的特

色： 

（一）引用經濟學說明體系結構的形成與作用 

Waltz 認為國際政治的體系，就像經濟市場一樣，是由重視自身利益的單元

共同行動而形成的。結構產生於國家的共存局面，沒有一個國家有意參與塑造制

約自己和其他國家的結構，國際政治的體系就像經濟的市場一樣，從根源上來說

是個人主義的，是自發產生的。在這兩種體系中，結構都是由其單元的共同行動

形成的，新現實主義的「國際結構─國家行為」是「市場結構─公司行為」的一種

理論外化（或應用），60 這種「市場結構／國際結構─公司／國家」的理論顯示：

古典現實主義是從行為者的行為（單元功能）推斷國際關係的性質，Waltz 是從

國際政治的構造（系統功能）推論出國際關係的性質，古典現實主義是從國家行

                                                      
60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民國 88 年），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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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論國際結構，61 新現實主義是從國際結構推論國家行為。 

 

（二）強調權力的工具性而不是目的性 

古典現實主義把權力視為國家追求的主要目標，即目的本身，新現實主義把

權力看作是手段，國家最終的是通過權力獲取安全，對一個國家而言，權力有一

個適當的大小，太大或太小都會產生危險，權力太小，就會遭受別國的攻擊，權

力太大，則會刺激一個冒險擴張，也會刺激別國增加軍備並與其他國家結盟抵制

強國，造成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權力是種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總是力

圖擁有適度的權力，在國際政治中，一國的安全是最為重要的目的，權力只是一

種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 

 

（三）重視權力平衡的結果而非過程 

Waltz 極為重視權力平衡，他認為「如果有任何具有特徵的國際政治理論的

話，那就是權力平衡。」62 ，Waltz 的權力平衡概念源自於古典現實主義，但又

有別於古典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當二個以上國家均尋求權力時，每一個

國家都會試圖維持或推翻現狀，這種情況必然地將導致幾個權力對峙的形勢─這

種形勢叫做權力平衡─也將導致各國採取政策以維持權力平衡。Waltz 則認為權

力平衡所要解釋的是「結果」（result），權力平衡會一再重覆的形成，而且雖然這

個結果是由許多國家的行為所造成的，但並不一定符合每個國家的意圖，換言之，

權力平衡是國際體系必然形成的最後現象，整個國際政治結構不論某些個別國家

權力的消或長，也不論這些國家的意願如何，仍然會形成平衡的狀態。63 當權力

分配改變時，體系結構雖然也會改變，但改變的結果是形成及維持另一個新的權

力平衡，也就是說體系結構的改變由原來的權力平衡改變成另一個權力平衡狀態。 

                                                      
61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頁 264。 
62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17. 
63 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政治－體系變遷與美中台（台北：時英出版社，2002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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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現實主義探討中日關係之限制 

（一） 缺乏歷史感 

王逸舟認為缺少歷史感是新現實主義最嚴重的一個問題，64他認為在 Waltz

的國際政治結構中，無法看見歷史的變化與進步，也看不到歷史上的國家與現在

的國家的區別，更見不到歷史上的國際體系與當代國際體系的不同，儘管 Waltz

強調的是不同時期不同體系的「結構一般性」，但這種「結構一般性」事實上仍

然是歷史的產物，離開歷史過程，「結構」就成了「無本之木」了。另外，西方

學者 Richard K. Ashley 認為新現實主義借用社會學的結構概念，忽略了歷史部

分，等於把國際政治思想的臍帶切斷，Waltz 的國際政治理論有了社會學的理論

架構，卻沒有歷史的內涵。例如：導致中日政治關係冷淡的根本原因為「參拜靖

國神社」、「慰安婦」等等問題，若忽略中日關係間「歷史問題」的因素，將無從

了解何以「經熱」無法影響「政冷」。 

 

（二） 忽略單元的能動性 

中國大陸學者蘇常和以及信強認為新現實主義常常過分強調結構的自主性

存在，強調其對系統化及單元行為的強大約束力而忽視了單元的能動性，65也無

法解釋個體之間的獨特差異。同時新現實主義是一種靜態和保守的現實主義理論，

因為一方面新現實主義把結構中的無政府狀態預設為國際政治不變的特性，另一

方面新現實主義抽掉了結構轉換和系統進程中單元互動的因素，Waltz 的新現實

主義理論對系統進程的因素排除，關注的只是特定結構下國家行為的基本原則，

而不能對結構轉換進程中國家的國際行為變化做出比較。中日關係的「政冷經熱」

現象便在在衝擊著新現實主義的論點：2008 年之後，國際社會的格局究竟為「兩

強並立」或「一超多強」，學者們對此眾說紛紜，此種變化中的局勢，與在此結

                                                      
64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頁 266。 
65 蘇常和、信強，「一種國際政治的理論－結構現實主義評介」，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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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下，中日此種亦敵亦友互動模式的獨特性，都是新現實主義所無法解釋。 

 

 

 

 

第三節  互賴理論的審視與思考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體系呈現兩極對立，然至 1960 年代末期，東、西方

意識形態的對立逐漸緩和，國際政治產生了變化；同時，由於科技與資訊的進

步，以及國際間的經貿往來日益蓬勃，不但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也影響了

國際戰略。本節將討論互賴理論，並審視其探討中國與日本關係的適用性與局

限性。 

 

 

一、 互賴理論的背景 

國際間權力分配逐漸多元化，先前由大國主宰的權力平衡政策無法應付日趨

複雜的國際現象，且伴隨科技與文明而來的環境和生態問題，使得各國政府無法

再自行生存與解決，因此互賴理論興起。信仰傳統權力平衡理論 Henry Kissinger，

在歷經國際經濟動盪、糧食短缺與石油危機之後，於 1975 年發表「國際事務的

傳統議程（agenda）－即列強的權力均衡及國家安全－再也無法解釋我們的危機

或可能的遭遇……現在我們正邁入一個新紀元。國際關係的舊模式正在解體，過

去的口號失去指導作用，解決問題的老辦法也不靈了，全球在經濟、傳播及人類

共同的渴望，已成為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66 。 

                                                      
66 參 Henry Kissinger1975 年 1 月 24 日於洛杉磯的演講，題為”A New National Partnership ’ News 

Release,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Office of Media Service’ ” ,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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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賴」的觀點在 18 世紀的西方即已出現，然而，作為一個國際政治學的

理論則是始於 1976 年，Edward L. Morse 提出關於美蘇戰略上與工業國家間的互

賴的闡釋，並經由 Joseph Nye 和 Robert Keohane 等學者發揚。依賴理論的對象

從單純的工業國家間的經濟互賴，發展至國際體系間包括政治、外交等方面在內

的「複合相互依賴」。理論的焦點也從跨國主義、相互依賴，延伸至國際建制

（regimes）的討論67 。 

 

 

二、 互賴理論的核心概念 

後冷戰時期以來，互賴理論成為西方國家研究國際關係的主流意識，全球化

的發展，促使現今已超過 160 個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68 許多機會與挑

戰成為學者研究的問題。69 Robert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 1977 年出版《權力

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一書，對於依賴理論進行建構與闡述，同時也強調「敏感性」（sensitivity）

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 

 

Richard Cooper 從經濟面的「敏感性」定義互賴，他指出：「當一國的經濟對

國外的經濟發展存有『敏感性』，則兩國就存在『互賴』」，70 與兩國之間貿易數

量的多寡，並無絕對的關係。而他認為因為敏感性的存在，一個國家在決定單方

面地放棄遵守國際規範之前，已準備好接受其他國家的負面反應。 

 

Kenneth Waltz 則以「脆弱性」定義互賴，他認為互賴隱含了「相互」(mutual)

                                                      
67 丁永康，「相互依存理論興起的背景及其發展過程」，東亞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1997 年 7

月），頁 87-97。 
68 參考自 WTO 官方網站：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69 Christiane Gu’eret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 The John Peters Humphrey Model 

United Nations, 2002, http://www.stthomasu.ca/new/jphmun/english/background.htm.  
70 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6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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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因此若兩國（或以上）彼此依賴對方提供的貨品或勞務，他們之間可以

說就是存在互賴的關係。71 此定義可使我們了解互賴關係的強弱具有重大的政

治意義，在數量上，若兩國彼此需要的貨品與勞務越多，則互賴關係越強；而在

質量上，若兩國彼此需要的貨品與勞務種類越重要，則互賴關係越強。且互賴主

要發生在地位平等的成員之間，兩國間權力差距越大，互賴的程度則越低。 

 

而最為廣泛被引用的則是 Robert Keohane 與 Joseph Nye 對互賴的定義。

Keohane 與 Nye 將國際體系的「互賴」定義為：「國家之間或者國際行為者之間

的相互影響為特徵的情形」72 ，並說明經由貨幣、商品、人員、資訊所形成的「交

往」，必須產生「影響」，使交往者受到制約及付出代價，才存在「互賴」的意義。

「制約」是指互賴關係對當事國往來產生某種約束，讓兩國都必須重視現有的關

係，且以此決定外交決策的方向；而所謂「代價」係指互賴關係的維持可使當事

國得到利益，而終止這項關係則必須付出成本。也就是說，當互賴關係成立之後，

兩國之間便有某種程度的互相牽制，對於彼此的外交決策與作為也更容易受到影

響，Keohane 與 Nye 則稱之為「脆弱性」與「敏感性」。 

 

Keohane 與 Nye 延伸「互賴」的定義，提出「複合相互依賴」，「複合相互依

賴」有以下三個特徵73 ： 

（一）各行為者(actors)的多渠道聯繫(multiple channels) 

國際體系內具有各種不同層次、相異規模、數量龐大的行為者，且彼此之間越來

越緊密連結：包括政府菁英之間的正式聯繫或對外部門的正式關係、非政府菁英

之間的非正式聯繫，其中新的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企業、非政府性國際組織，

                                                      
71 Kenneth Waltz, “ The Myth of Interdependence” ,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ed. C. Kindleberg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72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ongman 3rd ed., 2001), p.7. 
73 Robert Keohane 與 Joseph Nye 著，門洪華譯，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第三

版）（北京：北京大學，2002 年），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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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種形式的國際組織的角色日益重要與更具影響力，透過非正式渠道影響著

政府決策、國民經濟、國際市場與國家間關係。 

 

（二）議題之間無等級之分 (absence of hierarchy among issues) 

國家間相互連結的議程包含了許多沒有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的議題，需強調的是

軍事安全並非始終是國家間的首要問題，國內事務與對外事務的區別也逐漸難以

劃分清楚。 

 

（三）軍事不再扮演主要角色(minor role of military force) 

在多元化的工業國家之間，當合作的互賴普遍存在時，一國政府對他國政府動用

武力機率變小，且武力往往不是一種適當的手段。 

 

 

三、 互賴理論探討中日關係之限制 

現實主義學者以 Jean Jacques Rousseau 的論述作為哲學基礎，Rousseau 認為

互賴會產生猜疑與矛盾，接著國家間產生不平等的依賴關係，而非對稱的互賴，

而不平等為不安全的來源，也成為世界衝突的主因。Rousseau 雖然也同意商業活

動帶來財富，但卻也認為將為世界帶來更多危險。74 而從各學者的論證可歸納出：

「互賴將增加戰爭的可能性，或與戰爭發生無直接相關」。Robert Gilpin 指出，互

賴導致不安全，因為貿易將產生重要戰略物資供應的不確定性，不安全的升高將

增加軍事衝突的可能性。75 而這可以從中日的能源之爭中得到證實。 

 

另一方面，Barry Buzan 認為互賴對於戰爭並無明顯的影響，因為戰爭發生

                                                      
74 Stanley Hoffmann, “Rousseau on War and Peace”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57(June 

1963), pp. 317-333. 
75 Robert Gilpi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Econ-

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ed. Klaus Knorr and Frank N. Trager ( Lawrenc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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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同時具有政治及軍事戰略上的考量，例如：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強權

國家外，各國並沒有一致地減少使用武力，而到目前為止，強權之間未發生戰爭，

不是因為互賴，而是因為軍事嚇阻。76 因此，自由主義的經濟必須有效運作至一

定程度，且必須大幅超過政治制度的運作程度，才能高過政治層面的影響力；然

而，在這高度破碎的國際體系當中，政治與戰略因素仍然比經濟因素更具影響力，

尤其當衝突越發嚴重時，經濟因素將會因安全利益而被犧牲。這可以從中日兩國

之間許多政治摩擦導致經貿總額成長驟然降低得到例證，1996 年因 1995 年中國

核試爆與日本右翼團體登上釣魚臺等問題，中日經貿總額的成長率降為 4%，與

上一年同比增長率相差 16%，2005 年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致經貿總額成長

率由前一年度的 25.7%，降至 9.9%。 

 

政經領域的互動的影響方式有兩類，其一是政經領域相互促進的「正影響」，

其二是相互排斥的「負影響」，但是，中日兩國「政冷經熱」的現實，是政治關

係的「負影響」與經濟關係的「正影響」相互影響、作用的一種複雜交錯的局面，

這樣的現象對「兩國間經濟關係的加深，有利於政治關係的加強」的國際關係理

論命題，亦形成了挑戰。與此相關的一個理論問題是，「在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中，

究竟是誰決定誰？」是哪些具體的關鍵要素在中日政治、經濟關係中發揮決定性

的作用。在一般的情況下，這個問題似乎並不太難於回答，可以根據一般事實進

行歸納或按照迄今的一些權威學說加以演繹。然而，中日兩國關係在經濟和政治

兩大領域出現逆向發展的矛盾時，用某一種單一理論去詮釋，或許都會出現漏洞

或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悖論。 

 

其原因在於，中日兩國之間這種經濟與政治關係背道而馳的發展趨勢提出了

一個新的命題：政治與經濟在一定條件下和某一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內可能出現

                                                      
76 Barry Buza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 Inte-

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38 (Autumn 1984): 59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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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似乎「誰也決定不了誰」的局面。政治的邏輯和經濟的邏輯都在各自的系統

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出現所謂雙邊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 

 

 

 

 

第四節  「政冷經熱」背景下的中日關係（1991 年-2007 年） 

 

 

21 世紀中日的「政冷經熱」現象始於 1990 年代，時因冷戰結束，國際社會

變化甚劇， 從日本方面來看，冷戰的結束，使以「大國意識」為主的「新民族

主義」思潮日益活躍，弱化了自民黨政權存在理由的支柱，亦使得「五五年體制」

崩潰；而經濟方面，自 1990 年代起，泡沫經濟的破裂，使日本經濟大倒退，更

開始了「失落的二十年」。然而，中國則是在 1990 年代熬過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

風波，更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對內進行改革，對外開放，經濟大幅成長，經

濟實力的增長使得中國得以加強其軍事力量，使許多學者擔憂中國可能意圖運用

非和平的手段來改變現狀，而以新興強國的立場要求重建國際秩序，「中國威脅」

的聲浪更因而逐漸在國際上興起；中國在政治領域，則因蘇聯的瓦解，積極建設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際與國內許多結構性的變動，也進而影響兩國之間的

政治與經濟關係，以下將分別討論 1991 年-2007 年中日的政治與經濟關係。 

 

 

一、1991 年-2007 年的「政冷」 

 蘇聯解體後，以美蘇兩極對抗為主體的冷戰時期宣告結束。而隨著蘇聯、美

國軍事勢力相繼撤出，亞太地區出現了權力的真空。就在亞太安全形勢變化急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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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身為世界僅存少數共產政權之一的中國，非但沒有因蘇聯的衝擊，步上蘇

聯的後塵走入歷史的盡頭，反而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取得眾所矚目的經濟

建設發展，並加快軍事現代化的腳步，將其戰略視野和軍事影響擴展到整個亞太

地區。尤其自 1989 年以來，中國的國防預算激增、積極購置先進武器、擴充軍

備、加強對南海的控制等等，著實令亞太各國忐忑不安，感到強大的壓力，是以

「中國威脅論」77 一提出即引起國際社會極大的反應。中國擁有廣大的領土、豐

富的資源及眾多的人口，早在冷戰時期便積極發展現代武器，擁有彈道飛彈及核

子武器，且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因此，中國在先天上原本就已經具有

為人稱羨的大國條件。然而，在共產制度的統治下，中國的國內經濟一直開展不

起來，無法提供發展超級強權的基礎，因此，中國充其量只被視為「二級強權」

(second-ranking power)。78 但自從 1979 年中國展開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成長，

並以此為基礎，加強軍事力量以及政治影響力，中國的日益壯大，開始帶給西方

國家強大壓力。許多學者相信，中國的強大會對世界、或至少是亞洲的安全造成

威脅。 

 

 日本早在 1980 年代末就體認到，冷戰即將結束，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正面 

臨深刻的變化，日本應重新思考其在國際間之新的定位及角色。1990 年 5 月，

日本前外務省事務次官栗山尚一於日本外務省的宣傳雜誌《外交論壇》上，發表 

一篇題為＜動盪的 90 年代與日本外交的新開展＞的文章，栗山在文中提出了令

人注目的「5：5：3 理論」，對日本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和可能發揮的作用

                                                      
77 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大約是在 1992 年美國從菲律賓軍事基地撒軍時開始出現。當時美國費城

亞洲部主任 Ross H. Munro 在《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季刊上發表一篇名為「在亞洲真正

的危險來自中國」(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的文章，文中指出隨著蘇聯的解體及

美國自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及蘇比克灣海軍基地撤軍，使中共首次在亞洲地區面臨沒有嚴

重威脅或敵手的局面，且中共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並積極自前蘇聯取得先進武器，在軍

事上急遽擴張，將顯著提高中共干預遠超過中共大陸領土以外地區的軍事能力，將對美國的

經濟利益及安全利益形成重大的衝擊。因此，門羅以為在後冷戰時期的今日，亞洲真正的危

險是來自於中共。參考自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 Policy Review, No. 62 (Fall 1992), pp. 10-16. 
78 Denny Roy, “Hegemony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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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極為坦率而大膽的分析。栗山指出，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於 1988 年已達到了 

20 兆美元的規模，其中美、歐各占 5 兆美元，日本則占 3 兆美元，三經濟體的

總和幾乎占了世界經濟總額的三分之二。而且美歐日三方共享自由、民主主義、

人權等基本價值觀念，又同是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國家，而這些基本價值觀和政

治經濟體制是推動世界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重大力量。79 因此，若要建立國際新秩

序，就離不開美歐日「5：5：3」的合作格局。冷戰結束後，世界局勢發生劇烈

的變化，更促使日本思考其未來在國際政治上的角色及定位。 

 

1991 年，宮澤喜一擔任首相，此時政治大國的論調再度盛行。80 尤其是在

1990 年波斯灣戰爭中，日本雖然提供了高達 130 億美元的軍費，但卻因受制於

和平憲法的規定，無法派兵海外，最後落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譏諷為只出錢、

不出人的「支票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81 宮澤首相遂於 1992 年 6 月，主

導通過了《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案》(PKO 法案)，為派遣自衛隊赴海外參

與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提供了法源依據。此外，宮澤首相也致力於與東亞各國

共同建立亞太區域安全體系，意欲介入亞太地區紛爭之解決，在維持區域安全方

面扮演積極的角色。為此，他提出了所謂的「宮澤主義」。82 日本有意藉冷戰後

國際政治地位重組的機會，於外交上深化其政治大國的戰略。日本擬以其強大的

經濟力量，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各國合作，進而提升其於國際政治中的地位。

日本的對外經濟關係已改變原先單純的經濟目的，納入了日本的政治大國戰略軌

                                                      
79 樊勇明、談春蘭，日本的大國夢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 年 6 月)，頁 7-8。 
80 日本的政治大國口期是於 1982 年 11 月，由當時擔任日本首相和自民黨總裁的中曾根康弘

首次提出的。1983 年 7 月 23 日，中曾根發表講演時宣稱，他的執政目標是要在世界政治中

加強日本的發言權，除了增加作為經濟大國的份量，更要加增強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份量。

此說法一出，立刻引起在野黨與亞洲國家的警惕，美國亦私下對政治大國的論調表示疑慮。

為此，中曾根只好改以「國際國家」來替代原本的政治大國。兩者雖然名稱不同，但是實際

上並無二致，只是「國際國家」比起「政治大國」含蓄些，較不易與人軍國主義的聯想。 
81 Courtney Purring ton, “Tokyo’s Policy Responses during the Gulf War and the Impact of the Iraqi 

Shock on Japan”, Pacific Affairs (Summer 1992), p. 169. 
82「宮澤主義」，其主要原則如下：1. 日本和東亞各國協力共同建構一個亞太區域安全體系。2. 

在美國撤軍和中南半島非共化後，日本將更增進和東南亞各國相互依存的關係。3. 和東協

各國共同探討開發中南半島的計畫。4. 強調日本絕對沒有重建軍備的意願。參考自金榮

勇，「一九九○年代日本的亞太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6 期 (1993 年 6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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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83 冷戰結束以後，日本對外經濟援助的政治色彩加強，不僅用來維持經濟利

益，也憑藉它參與和影響地區事務，1989 年，日本首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援

助國，並連續數年居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宮澤首相為擺脫「賠罪外交」，建立戰後亞洲的新秩序，並取得

亞洲國家的信任，藉中日邦交二十週年積極安排明仁天皇訪華，這是中日關係史

上首次日本天皇訪華。其後細川護熙首相、羽田孜首相任期較短，但其外交政策

基本上皆延續宮澤內閣的政策。 

 

1994 年村山富市當選內閣總理大臣，作為社會黨出身的首相，村山富市積

極推動中日關係發展，中日兩國高層在村山內閣的一年半中利用多邊機制舉行了

七次會談，84 交流次數大大超越以往。村山首相更於二戰五十周年時，參觀位於

盧溝橋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並於同年發表「村山談話」（又稱「815 談

話」）：「日本在過去不太遙遠的一個時期內，國策錯誤，走上了戰爭道路，使國

民陷入了存亡危機。由於進行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

造成了巨大損害與痛苦。為避免將來重犯這樣的錯誤，我要面對這一無可懷疑的

歷史事實，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日本在反省過去的基礎上，

應該排除自以為是的民族主義，並作為有責任的國際社會的一員，促進國際之間

的協調，推廣和平理念和民主主義」85 。這是過去日本首相對戰爭問題最明確的

表態，之後也常被引用，成了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聲明的基調。但從「村山談話」

之後，中日關係並沒有如期望的方向發展，1995 年 8 月 29 日，日本政府抗議中

國進行核試爆，宣布凍結對中國的政府貸款援助。 

                                                      
83 柯玉枝，「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外交：從『內向經濟』至『政經並行』」，問題與研究， 

第 39 卷第 5 期 (2000 年 5 月)，頁 80。 
84 王新生主編，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政治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11 月），頁 201。 
85 「村山富市內閣總理大臣談話」，日本國駐華大使館 日中關係重要文獻集，1995 年 8 月 15

日，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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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橋本龍太郎繼任首相，對日中交往亦相當重視，並在與中國國家主

席江澤民會晤時，就歷史問題、釣魚臺問題與臺灣問題等，做出有利於日中關係

的表態，更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然而，1996 年，日本右翼團體成員連續

四次登上釣魚島，引發中國民間的保釣運動。橋本首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與

1997 年日美簽署《日美防衛新指針》，對日中關係皆產生負面影響。 

 

 1998 年小淵惠三繼任首相，其任內中日兩國高層互訪仍頻繁，江澤民並以

第一位中國國家元首訪日之姿，與小淵首相進行會談，並取得日本向中國提供

3,900 億日圓貸款的承諾。森喜郎首相因小淵首相的逝世匆促就任，任期間雖仍

積極推動日中交流，但於 2001 年發給李登輝前總統日本簽證，並於卸任後的 2003

年與 2006 年兩度訪臺，引起中國強烈不滿。 

 

 2001 年小泉純一郎就任日本首相，於其任內六次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高

層互訪多次戛然而止，政治關係迅速變冷。除了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中日之間問

題層出不窮：第一，教科書問題，2004 年日本編纂新版歷史教科書，通過否認侵

略歷史的內容。第二，釣魚臺問題，2003 年日本「讀賣新聞」頭版報導，日本政

府自 2002 年起，與聲稱擁有釣魚臺所有權的日本國民簽訂租約，並以每年 2,256

萬日圓租下釣魚臺及其附近的小島，並宣稱堅決抵禦侵犯的外國軍隊、扣押「非

法」入侵者。日本政府更接管日本右翼團體在釣魚臺上設立的燈塔，且表示有 18

名日本國民設籍於釣魚臺，並有 122 人的籍貫為沖之鳥島。86 第三，東海領海劃

界問題，2004 年日本東京新聞的記者和一名大學教授從上空對爭議海域及春曉

油氣田附近進行考察，其後，日本主要媒體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等，皆報導中國

的開採行動超越東海海域中間線、侵犯日本海洋權益，而中國則堅決表示，中方

從未承認過所謂的「中間線」，也不可能承認。 

                                                      
86 王新生主編，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政治卷，頁 221-2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8F%B3%E7%BF%BC%E5%9B%A2%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93%E9%B1%BC%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9%87%A3%E9%81%8B%E5%8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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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泉首相任內發生了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傷人事件、日本右翼團體襲擊

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日本外交官自殺事件、中國民眾反日遊行與李登輝訪日事

件等等，都在在重創了原已冷淡的中日政治關係。 

 

然而，2006 年安倍晉三上任，將中國安排為上任後第一個訪問的國家，這也

是睽違五年之後，日本首相第一次出訪中國，被稱為是「破冰之旅」。2006 年中

國超越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國，而在區域事務上，重開北韓核武議題的

六方會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議題都需要中國的協助，這是安倍上任後

立刻訪問中國的主因。87 此次訪問，中日雙方達成共識，將繼續遵守《中日聯合

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與《中日聯合宣言》，並加強領導人之間的交流與

對話，以帶動全面性的合作。其後，兩國的領導人與高層往來不斷，2007 年中國

總理溫家寶訪日，被稱為「融冰之旅」，同年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亦訪日，這是

中國國防部長時隔九年後訪日。但中日兩國友好的基礎仍不穩固，安倍首相與外

務大臣麻生太郎自 2006 年起推行「價值觀外交」。「價值觀外交」倡議創造自由

與繁榮之弧，此為強調與和日本同樣具有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

濟等基本價值的國家強化合作的外交政策。麻生太郎任外相期間，出版過《自由

與繁榮之弧》一書，揭示日本外交應推進的方向和遠景，主張應在國際上爭取同

屬追求自由、民主的價值同盟。這項構想被外界認為隱含有聯合自由民主制度的

國家，以抗衡、牽制、圍堵中國之意涵。88 2007 年日本更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

省，又準備修改憲法使日本能成為「正常」的國家。 

 

後冷戰時期，各國都在根據已變化的國際形勢調整自己的對外政策，中日

關係亦是如此。在時代轉換的過程中，中日對於對方在冷戰後的戰略意圖、發

                                                      
87 古森義久，日本に挑む中国―いまそこにある危機とは何か(東京：PHP 研究所，2007 年)，

頁 3-4。 

88 伊奈久喜，「小泉外交とはなんだつたこか：ポスト冷戦後の日本が直面する 外交課題」，

外交フォーラム（東京），220 期（2006 年），頁 12-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8%88%87%E7%B9%81%E6%A6%AE%E4%B9%8B%E5%BC%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8%88%87%E7%B9%81%E6%A6%AE%E4%B9%8B%E5%BC%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6%B2%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A0%B4%E7%B6%93%E6%B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A0%B4%E7%B6%93%E6%B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A4%96%E4%BA%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B0%91%E4%B8%BB%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4%E5%A0%B5%E6%94%BF%E7%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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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缺乏共識：日本害怕中國強大以後會在亞太地區建立起排除日本影響的

霸權，那時日本要實現政治大國夢將舉步維艱，故日本企圖透過強化美日軍事

同盟對付中國的威脅；中國也對日本保持著警惕，擔心日本國內右傾化，重蹈

過去軍事大國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關係正進入一個相互試探對方戰略

意圖的時期，長期看來，自 1991 年至 2007 年政治關係趨向冷淡。 

 

 

二、1991 年-2007 年的「經熱」 

 在冷戰大背景下，亞太地區形成了對中封鎖的「日美臺體制」，形成了中日

間在政治上難有突破性進展的濫觴。但與此同時，日本國內還存在強烈要求對中

國進行民間交往的人士和團體，為了美國、中國、臺灣與日本國民之間的平衡，

以及未來日本對中關係發展等多重利益的要求，「政經分離」政策作為一種權宜

之計應運而生。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曾對中方解釋道，「不論對方是否為共產黨國

家，只要對方不把政治問題帶到貿易中來，也就是說，在『政經分離』的原則基

礎上，日本就與之開展貿易活動。這並不悖離我國作為自由主義國家的立場，我

們將與中國增進友好親善關係。」89 ，而中國則採取了「以民促官」、「民間先行」

的對日政策。這使得中國與日本在正式建交前，經濟領域已先於政治領域有長足

的發展。 

 

 中日經貿關係是中日關係的重要領域之一，更是中日關係的基礎。在經濟全

球化的今天，中日之間雙邊的經濟交往已經與世界經濟和區域經濟融為一體，兩

國之間的經濟依存度很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這也是何以

在「政冷」的情況下，經濟的熱度可持續存在。 

 

                                                      
89 大平正芳回想録刊行會編著，大平正芳回想録（東京：鹿島出版會，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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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邊貿易概況 

 1972 年中日建交，當年度中日貿易總額為 11 億美元，之後雙方貿易關係

呈現急速發展，進入 1990 年代以後其發展尤為快速，至 1999 年的中日貿易總

額已達 662 億美元，是建交時的 60 倍（參表 2-1）。 

  

表 2-1 中日貿易額及其變化（中國）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0-1997 年資料引自兩岸統計月報，第 100 期 (2000 年 12 月)， 

http://www.chinabiz.org.tw/maz/Eco-Month/； 

      1998-2007 年資料參考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自 1993 年起，日本已連續 11 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則是日

本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90 2004 年以後，歐盟和美國分別上升為中

                                                      
90 張季風主編，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經濟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年別 自日進口 對日出口 貿易總額 增長率

1990 75.88 90.11 165.99 /

1991 100.32 102.19 202.51 22.0%

1992 136.83 116.79 253.62 25.2%

1993 232.53 157.79 390.32 53.9%

1994 263.21 215.73 478.94 22.7%

1995 290.05 284.62 574.67 20.0%

1996 291.84 308.74 600.58 4.5%

1997 250.38 285.30 535.68 -10.8%

1998 282.75 296.60 579.35 8.2%

1999 337.63 324.11 661.74 14.2%

2000 415.10 416.54 831.64 25.7%

2001 427.97 449.58 877.55 5.5%

2002 534.66 484.34 1,019.00 16.1%

2003 741.48 594.09 1,335.57 31.1%

2004 943.27 735.09 1,678.36 25.7%

2005 1,004.08 839.86 1,843.94 9.9%

2006 1,156.73 916.23 2,072.96 12.4%

2007 1,339.42 1,020.09 2,358.51 13.8%

http://www.chinabiz.org.tw/maz/Eco-Month/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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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第一大與第二大貿易夥伴，而日本則下降為第三大。相反地，2007 年中國則

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1990 年代以來，中日的雙邊貿易額僅有 1997 年的雙邊貿易額比上一年減少，

主要是因為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所致，而其他年份都是逐年遞增的，甚至在

1991 年至 1995 年，增幅皆超過 20%。而 2000 年中日貿易迅速增長，雙邊貿易

額超過 831 億美元，與上一年同比增加 25.7%。2001 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入世）後，中日貿易的增長速度更是明顯加快，2001 年中日貿易額為 877.55

億美元，僅比去年增加 5.1%，而中國入世後，2002 年中日貿易額增長率便迅速

上升至 16.1%，貿易總額也突破了 1,000 億美元，上達 1,019 億美元。不僅如此，

2003 年與 2004 年較上一年更分別增長了 31.1%、25.7%之多（參圖 2-1）。 

 

圖 2-1 中日貿易總額增長率 

 

資料來源：1990 年-1997 年資料引自兩岸統計月報，第 100 期 (2000 年 12 月)，     

http://www.chinabiz.org.tw/maz/Eco-Month/； 

         1998 年-2007 年資料參考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圖。 

                                                      
11 月），頁 7。 

http://www.chinabiz.org.tw/maz/Eco-Month/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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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006 年中日貿易額突破 2,000 億美元大關，達 2,072.96 億美元，2007

年中日貿易額達 2,358.51 億美元，同比增長 13.8%，其中中國對日出口 1,020.7

億美元，中國自日進口 1,339.42 億美元，2007 年日本繼歐盟與美國之後，為中

國第三大貿易夥伴。 

 

據日本統計，1978 年日中雙邊貿易額為 51 億美元，2007 年則達 2367.04 億

美元，為 1978 年的 46 倍以上。2007 年日中貿易額同比增長 12.0%，其中日本對

中國出口為 1,090.60 億美元，自中國進口為 1,276.44 億美元（參表 2-2）。 

 

表 2-2 日中貿易額及其變化（日本）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rch/index.htm。 

  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年別 自中進口 對中出口 貿易總額 增長率

1990 112.61 61.30 181.41 /

1991 142.16 85.93 228.09 25.7%

1992 169.53 119.49 289.02 26.7%

1993 205.65 172.73 378.38 30.9%

1994 275.66 186.82 462.48 22.2%

1995 359.22 219.31 578.53 25.1%

1996 405.41 218.92 624.33 7.9%

1997 420.61 217.87 638.48 2.3%

1998 388.55 200.20 568.76 -10.9%

1999 435.76 236.94 672.70 18.3%

2000 553.00 304.30 857.30 27.4%

2001 581.04 310.90 891.94 4.0%

2002 616.92 398.66 1,015.58 13.9%

2003 751.93 572.19 1,324.12 30.4%

2004 942.27 738.18 1,680.45 26.9%

2005 1,091.05 803.40 1,894.45 12.7%

2006 1,185.16 928.52 2,113.68 11.6%

2007 1,276.44 1,090.60 2,367.04 12.0%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rc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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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貿易額在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於 2001 年占日本外貿總額中的

11.8%，比例首次超過 10%（參表 2-3），並自中國入世後連年高速增長（參圖 2-

2）。日中貿易額在日本外貿總額所占的比重由 1991 年的 4.1%，上升至 2007 年

的 17.7%。2007 年日美貿易總額為 2,142 億美元，中國以雙邊貿易總額 2,367.04

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 

 

 

表 2-3 日中貿易額占日本外貿總額比例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rch/index.htm。 

       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1991 228.09 5,551.92 4.1%

1992 289.02 5,780.40 5.0%

1993 378.38 6,006.03 6.3%

1994 462.48 6,702.61 6.9%

1995 578.53 7,817.97 7.4%

1996 624.33 7,613.78 8.2%

1997 638.48 7,600.95 8.4%

1998 568.76 6,613.49 8.6%

1999 672.70 7,392.31 9.1%

2000 857.30 8,659.60 9.9%

2001 891.94 7,562.53 11.8%

2002 1,015.58 7,526.94 13.5%

2003 1,324.12 8,513.90 15.6%

2004 1,680.45 10,197.08 16.5%

2005 1,894.45 11,168.53 17.0%

2006 2,113.68 12,265.84 17.2%

2007 2,367.04 13,338.19 17.7%

日中貿易額占日

本外貿總額比例
年別 日中貿易總額 日本外貿總額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rc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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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日中貿易總額增長率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rch/index.htm。 

     作者依據網站資料自行製圖。 

 

 

而日中貿易占日本貿易總額的比例日漸增高，代表著雙方經貿依存度更為加

深。日本長期以來之所以持續擴大對中共的經貿關係，除了雙方經濟尚佳時期的

自然因素之外，至少可歸納為下列幾點因素：91 

 

（1）日本產官學界有不少人認為支援中國發展經濟和擴大經貿關係，可以促使

中國經濟繼續成長。而中國的成長與繁榮，有助於中國內部政治、社會的穩定，

進而有助於亞太和世界和平與發展。  

（2）中日經貿結構上存在著互補性，擴大發展雙方經貿關係的話，在共存共榮

和互惠互利的目標下，有助於雙方經濟的長期發展。  

（3）日本企業界鑑於內外經濟情勢和全球經營策略的需要，加上看到中國龐大

市場的魅力，認為有必要擴大發展雙方經貿關係。  

                                                      
91 陳伯志，「日本與中共貿易發展近況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2 期 (2000 年 2 

月)，頁 87。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rc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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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隨著中國不斷改善投資環境和加強經貿管理法制化、規範化，以及外貿權

的下放（1998 年開始），自然吸引了日資等外商不斷前往投資。  

（5）中日雙方市場的擴大對外開放，自然有助於雙方貿易的擴大。  

（6）日本自 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訪問中國時，簽訂了第一次對中國日圓

借款以後，已先後貸予中國四次日圓貸款。鉅額的日圓借款（總額高達二兆五八

○九億日圓）和其他資金挹注於中國，加上日資企業的不斷投資，除了少數因經

營不善而撤退的企業之外，可以說日本的政府與民間已對中國投資了大把的金錢

和心力。因此，雙方的經貿依存關係已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只有繼續擴大友好

經貿關係才能維繫雙方之利益。 

 

（二）日本對華直接投資 

  1978 年以來，由於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利用優惠措施吸引外資，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十四大決議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加上日本企

業看上中國大陸市場潛力及基於其全球經營策略之需要等因素，以及在日本政府

對中國經援政策的誘導下，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92 截至

2007 年底，日本對華投資累計項目數為 39,688 個，實際到位金額為 617.2 億美

元（參表 2-4）。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經歷三個高點：第一次是在 1980 年代初、中

期對經濟特區的投資；第二次是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投資範圍涵蓋整

個中國沿海一帶；第三次則是 2000 年之後，其背景因素為中國入世、申奧成功

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 

 

 

 

 

                                                      
92 陳伯志，「日本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近況之分析：一九九四年至二○○○年」，中國大陸研

究，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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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有以下六個特點：93 

（1）直接投資增長率雖有高低，但在對華投資國別和地區中始終處於重要地位。

截至 2007 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雖大幅減少，但仍居於外資投資中國的第 4 位，

包含 Honda、Toyota 與 Nissan 等大型跨國公司皆於中國投資。 

（2）日本對華投資在日本海外投資中占重要地位。2003 年-2005 年蟬聯第二位，

                                                      
93 張季風主編，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經濟卷，頁 14-18。 

年別 項目數 增長率(%)
合同資金

(億美元)
增長率(%)

實際利用資金

(億美元)
增長率(%)

1979-1985 211 / 12.3 / 8.3 /

1986 94 / 2.1 / 2.0 /

1987 113 / 3.0 / 2.2 /

1988 237 / 2.8 / 5.2 /

1989 294 / 4.4 / 3.4 /

1990 341 / 4.6 / 5.0 /

1991 599 75.7% 8.1 76.1% 5.3 6.0%

1992 1,805 201.3% 21.7 167.9% 7.1 34.0%

1993 3,488 93.2% 29.6 36.4% 13.2 85.9%

1994 3,018 -13.5% 44.4 50.0% 20.8 57.6%

1995 2,946 -2.4% 75.9 70.9% 31.1 49.5%

1996 1,742 -40.9% 51.3 -32.4% 36.8 18.3%

1997 1,402 -19.5% 34.0 -33.7% 43.3 17.7%

1998 1,188 -15.3% 27.0 -20.6% 31.6 -27.0%

1999 1,167 -1.8% 25.9 -4.1% 29.7 -6.0%

2000 1,614 38.3% 36.8 42.1% 29.2 -1.7%

2001 2,019 25.1% 54.2 47.3% 43.5 49.0%

2002 2,745 36.0% 53.0 -2.2% 41.9 -3.7%

2003 3,254 18.5% 79.6 50.2% 50.5 20.5%

2004 3,454 6.1% 91.2 14.6% 54.5 7.9%

2005 3,269 -5.4% 119.2 30.7% 65.3 19.8%

2006 2,590 -20.8% 99.1 -16.9% 46.0 -29.6%

2007 1,974 -23.8% / / 35.9 -22.0%

http://ww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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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則位居第三位。 

（3）多數在華日資企業效益良好。日本開發金融研究所所作的關於 2003 年度海

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指出，日資企業對中國投資的滿意度高於歐洲、北美和南美

地區。94 

（4）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以製造業為主的局面開始發生變化。擴大包含金融、

保險、證券業等。 

（5）投資區域仍以沿海為主。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與北京為直接投資的三

大據點。 

（6）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項目規模與歐美國家相比，平均單項數額較小。其主

因除了日本經濟蕭條之外，中國大陸優惠政策的調整、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中國

地方政府的亂收費用，以及中國尚未形成符合國際慣例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投資

環境有待改善等因素，都會影響日本企業的投資。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正在發展經濟改革的中國之影響，不外乎是提供資本、

創造就業、外貿擴張、提高技術、促進人才發展與提高中國大陸企業的管理水準

等等正面影響，而對日本的發展主要有兩個影響：95 其一，對日本實施「脫歐返

亞」戰略具有保證作用。日本經濟長期處於既依賴歐美，又受制歐美的複雜關係

之中。近年來，由於日本與歐美貿易摩擦加劇和歐美經濟蕭條等原因，致使日本

在歐美的經濟活動受挫。其次，日本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對於日本經濟走出困

境提供了條件，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不僅擴大其世界市場，並且獲得了相對

穩定的、比本國高的利潤，96 這對解決其國內經濟矛盾和走出經濟困境是有利的。 

 

                                                      
94 參考自 日本開發金融研究所報 2001 年 7 期、 2002 年 7 期、 2003 年 9 期。 
95 麻彥春、米鳳春，「中日兩國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發展」，現代日本經濟，第 110 卷第 2 期 

(2000 年 2 月)，頁 27。 
96 董立延，「九十年代日本對華直接資新格局初探」，社會科學戰線（吉林），1996 年第 2 期 

(1996 年 2 月)，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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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關係，是由相對獨立的多種交流領域構成的複雜體系，其

中以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最為重要。而後冷戰時代以來，中國與日本的政治關係

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互動的表現形態為「政冷經熱」。「政冷經熱」係指中日兩國

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逆向發展的結構性矛盾現象，主要特徵為中日兩國經貿關係

持續高度發展，而政治關係則摩擦不斷、大起大落的局面。這個結構性矛盾現象

無疑帶給現有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學派的挑戰。 

 

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對行為體的影響，在國際政治體系中無政府狀態

及國家行為體這二個要素是不變的，變動的是體系內各別行為體力量分布的不

同，當行為體的相對地位及能力產生變化時，行為體間的互動亦會產生變化，

進而影響體系的結構變化，因此成為「中國威脅」的理論依據。然而，新現實

主義缺乏歷史感與忽略行為體的能動性，使得其無法詮釋中日「亦敵亦友」、

「政冷經熱」的矛盾關係。 

 

而互賴理論認為國家之間或者國際行為者之間的經貿、人員等交流，使兩國

之間存有某種程度的互相牽制，且會對於彼此的外交決策與作為受到影響，

Keohane 與 Nye 稱之為「脆弱性」與「敏感性」。然而，在這高度破碎的國際體

系當中，政治與戰略因素仍然比經濟因素更具影響力，這可以從中日的「經熱」

無法改變「政冷」現象中得到佐證；且互賴導致不安全，因為貿易將產生重要戰

略物資供應的不確定性，不安全的升高將增加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而這得以從中

日的能源之爭中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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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冷戰時代，中日的「政冷經熱」現象始於 1995 年，在「中國威脅論」與

日本「大國化」的戰略思維下，中國因改革開放，為求經濟成長，而接受了「政

經分離」的矛盾發展。中日的經貿總額持續性地高度增長，入世後增長率曾高達

31.3%（2003 年），2007 年較上一年度的同比增長率亦高達 13.8%，日本對華直

接投資至 2007 年為止，累計項目數為 39,688 個，實際到位金額為 617.2 億美元，

並位居日本海外直接投資中的第三位。然而，中日的政治關係卻不如經濟關係穩

定，「宮澤主義」的提出、中國的核試爆、釣魚臺之爭、小泉首相連續四年參拜

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等等問題，使得中日政治關係一度降到冰點，甚至對「經

熱」產生負面影響，直至 2006 年安倍晉三首相訪華，企圖「破冰」，政治關係才

似乎稍稍回溫。 

 

 以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的互動型態加以探討，1991 年至 2007 年的

中日關係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1991 年至 1994 年「政熱經熱」階段： 

後冷戰時代，國際體系重新建構，雖然日本的大國戰略興起，極欲重新建立

亞洲新秩序，但仍透過維持經濟利益與經濟實力的方式，以影響區域乃至國際性

事務，宮澤首相任內更積極安排明仁天皇訪華，村山首相任內與中國交流次數大

幅超越以往，其「村山談話」被認為是日本首相針對戰爭問題最明確的表態，亦

成為之後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聲明的基調；經濟上，兩國經貿增長率與日本對華

投資金額連續出現兩位數的高增長率，1993 年中日貿易額的同比增長率高達

53.9%，日本對華投資的同比增長率更高達 85.9%，此時期的中日關係可說是「政

熱經熱」，經濟互賴因素在中日關係的作用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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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5 年至 1996 年「政冷經熱」階段： 

1995 年與 1996 年因中國進行核試爆、日本右翼團體四次登釣魚臺與橋本首

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等議題，皆使得中日政治關係趨於「冷淡」；然而，與此同

時，兩國的經貿總額與日本對華投資金額仍維持高增長，日中貿易額占日本外貿

總額比例也持續增長，此二年結構因素影響中日政治關係，政治關係惡化，而互

賴因素仍持續在中日經濟關係發揮正面的作用，簡言之，中日關係呈現「政冷經

熱」的矛盾現象。 

 

三、1997 年至 1998 年「政冷經冷」階段： 

此階段因亞洲金融風暴，導致中日貿易額同比增長率下滑，甚至出現負增長；

政治上日美簽署《日美防衛新指針》，中日關係明顯受到結構因素影響，形成「政

冷經冷」。 

 

四、1999 年至 2007 年「政冷經熱」階段： 

前一階段中日兩國因亞洲金融風暴的外部因素，使得中日經濟關係趨於「冷

淡」，而自 1999 年逐漸回溫，並自中國入世後，中日貿易額的增長速度更是明顯

加快；然而，森喜郎首相任內發給李登輝前總統日本簽證，以及小泉首相任內教

科書、釣魚臺、六度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使得中日政治關係降至冰點。雖然安

倍首相上任後重新開啟兩國領導人的互訪，但是其推行「價值觀外交」與修改憲

法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企圖，使得中日本不穩固的友好基礎，再受重創。 

 

 此一階段結構因素影響著中日的政治關係，中日兩國在政治層面互不妥協，

但因中日雙方都急欲發展與鞏固經濟實力，使得互賴因素也強烈地影響著中日的

經濟關係，形成「政經分離」的互動模式，以及維持長時間的「政冷經熱」的結

構性矛盾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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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1991 年-2007 年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互動型態變化 

 

     政治  

經濟 
冷 熱 

冷 政冷經冷(Ａ) 政熱經冷(Ｂ) 

熱 政冷經熱(Ｃ) 政熱經熱(Ｄ) 

1991 年-2007 年

政經關係變化 

D→C→A→C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綜上所述，1991 年至 2007 年中日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的互動型

態，其變化為 1991 年-1994 年「政熱經熱」轉變至 1995 年-1996 年「政冷經

熱」，而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使得中日關係短暫出現「政冷經冷」，最後

1999 年-2007 年則長時間維持「政冷經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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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日關係中的「政冷」（2008 年-2016 年） 

 

 

2006 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將中國安排為上任後第一個訪問的國家，

進行「破冰之旅」；2007 年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日，被稱為「融冰之旅」，中日政治

關係似乎已逐漸回溫。2008 年，中日雙方發表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

係的聯合聲明》，並將「戰略互惠關係」寫入正式文件中。本章將從中日兩國政

治高層的互動，探討中日戰略互惠的虛實，並就釣魚臺主權爭議與參拜靖國神社

的議題進行討論，以了解 2008 年至 2016 年中日的政治關係。 

 

 

第一節 戰略互惠關係 

 

 

1991 年冷戰結束後，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避開了如蘇聯政權垮臺的

情形，而規劃更長遠的新國際戰略「戰略夥伴關係」，日本學者又有「新安全保

障觀」的說法。97 在中國與各國「戰略夥伴關係」的佈局中，中日關係因日本前

首相小泉純一郎六次參拜靖國神社，而延宕了發展。Kenneth B. Pyle 認為這是因

為日本在冷戰後，無法快速找到轉型的議題，抓住新的制度結構。98 2005 年 3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最後一天的記者會上，表示對日關係

改善的條件在於恢復元首交流、日中友好的戰略研究與妥善解決歷史問題，在中

                                                      
97 阿南友亮，「戦略的互恵関係の模索と東シナ海問題 2006–08」，高原明生、服部龍二撰，

日中関係史 1972 - 2012 I 政治（東京 : 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頁446。 

98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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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關係低盪時，首次表明戰略關係的可能。中方認為正因為中日關係不穩定才必

須進行戰略對話，99 但是日方則認為戰略對話是用來表示有共同價值觀和戰略

觀的盟國而言，因此以總和政策對話稱之。100 本節將就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提

出與其虛實進行討論，藉此了解中日兩國的政治關係。 

 

 

一、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提出 

中日關係的改善直至 2006 年 9 月 26 日，小泉純一郎卸任、安倍晉三首相上

任後，才獲得契機。安倍第一次組閣在外交上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與中國、韓國保

持友好關係，安倍首相上任後不到兩週，即於同年 10 月 8 日訪中與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會談，雙方協議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安倍此行，奠定日後雙方高層

互訪的交流管道。中國長遠目標是力邀日本共同成為東亞國際組織的夥伴，「戰

略互惠關係」正好是一個啟動器，用以達到中日互惠雙贏。安倍認為中日關係應

該以「政經分離」為原則，中日關係在政治面的摩擦必定會持續，但是經濟方面

仍可以持續交往，雙方可以在 WTO 的框架下進行互惠的經濟活動。101 劉江永

認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精神是強調中日兩國將全面發展在雙邊、地區及

國際等各層次的互利合作，共同為兩國、亞洲及世界作出貢獻。102 在此過程中

相互獲得利益，並擴大共同利益，推動兩國關係發展到新的高度。 

 

    2007 年 1 月第七次的總合政策對話後，日本同意中國所使用的戰略對話一 

詞，103 2007 年 4 月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日進行融冰之旅期間，雙方再度

                                                      
99 毛里和子著，徐顯芬譯，中日關係—從戰後走向新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頁 208。 

100 谷內正太郎、高橋昌之，外交の戦略と志―前外務事務次官谷內正太郎は語る(東京：産経

新聞社，2009 年)，頁 34。 

101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東京：文藝春秋出版社，2016年），頁152。 

102
 劉江永，中日關係二十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26。 

103 石原忠浩，「日中簽署第四公報後的日中關係與台灣」，戰略安全研析，第 38 期(200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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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戰略互惠關係的相關內容。2007 年 9 月 26 日，日本自民黨福田康夫內閣成

立，福田首相仍持續自民黨的外交路線，尤其是在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上，更是有

重要的進展。2007 年 11 月中國解放軍海軍的驅逐艦「深圳號」訪日，這是中國

的軍艦首次訪問日本，而 12 月 27 日至 30 日福田首相訪問中國，雙方一致贊同

讓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中國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也分別與福田

首相見面，大規模提升接待的層次，此行被稱為「迎春之旅」。 

 

2008 年 5 月 6 日至 10 日，胡錦濤訪日展開「暖春之旅」，這是中國國家元

首時隔 10 年後再次訪日，也拜訪了日本明仁天皇，有全面落實中日戰略互惠關

係之意。5 月 7 日，雙方重申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聯合聲明》、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 年 11 月 26 日《中日建立友好夥伴關係的聯合

宣言》三個文件的各項原則，以及 2006 年 10 月 8 日、2007 年 4 月 11 日《中日

聯合新聞公報》的共識，雙方簽署《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

正式將戰略互惠關係寫入文件當中，並達成多達七十項的共識。胡錦濤強調戰略

的互惠關係並不僅於領導人、政府間，而要廣泛的推動到國民層次。104  

 

 

二、中日戰略互惠的虛實 

    中日友好的勢態因菅直人內閣上任調整了對中國的政策方向，而因此有了變

化，菅首相表示：「日本的外交支柱是加強美日關係，重視聯合國，同時加強與

亞洲各國的關係。」105 。另因 2010 年 9 月 7 日，在釣魚臺附近，中國漁船與日

本的保安廳巡邏船發生碰撞，菅政權開始加強對中國的防範。106 其後 2012 年野

                                                      
月)，頁 45-48。 

104 李中邦，日本影響兩岸關係的know-how ──官民兩手相互為用與國際政治謀略（台北：海

峽學術出版社，2009年），頁152-153。 

105 浅野一弘，民主党政権下の日本政治(東京：同文館出版，2011 年)，頁 16。 
106 孫承，「菅直人內閣的對外政策與中日關係」，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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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佳彥首相任內，又因將釣魚臺列嶼國有化，中日雙方展開長達兩年的對峙關係。

菅直人與野田佳彥持續擴大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同時，又與美方軍事合作對中外

交展開「圍合」（congagement）。107 

 

    2012 年 12 月 26 日，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中日關係持續對立與僵持，安

倍改變第一次組閣時對中國的友好外交，態度轉為強硬，推行「戰略外交」新政

策，試圖重新強化在亞太戰略外交的布局，108 這體現在安倍第一次上任時最先

訪問的是中國，而第二次則是訪問中國的周邊國家，且並非親中的中國鄰國，包

括東南亞四國，蒙古、俄羅斯等國，此舉無非是確保能源以獲取安全，進而鞏固

日本的「經濟安全」，如此才得以抗衡中國。2013 年 2 月 21 日安倍訪美，並就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朝核問題與日中釣魚臺列嶼等問題與美國展開對話，企圖以具體行動向美

國表態「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意味民主黨時期的「親中遠美」政策暫時

偃旗息鼓，109 並呼應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 所推動的「再平衡」(rebalance)，

以維持其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關鍵地位。中國新華社認為，安倍此次的訪美為「借

力之旅」；110 產經新聞更不諱言地指出，安倍此行目的為遏制中國。111 

 

2013 年中日兩國展開軍事對峙，同年年底的 12 月 26 日，安倍參拜了靖國

神社，而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國也將釣魚臺列嶼納入中國的防空識別區，以

                                                      
（2011 年 3 月），頁 53。 

107 沈家銘，「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發展與對我國外交的啟示」，東亞論壇，476期（2012年6

月），頁61。 

108 宋鎮照、翁俊桔、蔡相偉，「日本安倍晉三政府的亞太區域政經發展策略研析：安全 / 發

展 vs. 政治 / 經濟之雙重應用」，趙全勝主編，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華人學

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年），頁390。 

109 何思慎，「安倍內閣的對外政策及其對亞太局勢之意涵」，趙全勝主編，日本外交研究與中

日關係─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 年），頁 333。 
110 「日本要『回』到何處？」，新華網，2013 年 2 月 2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2/23/c_124379555.htm。 
111 何思慎，「安倍內閣的對外政策及其對亞太局勢之意涵」，頁 334。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2/23/c_1243795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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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日本將釣魚臺列嶼國有化。112 2014 年 7 月 1 日，日方又提出解禁集體自衛

權的議題，日本眾議院於 2015 年 7 月通過安保關連法案，9 月在參議院進行最

後的朝野協商，並於 2016 年 3 月 29 日正式實施。113 

 

然而，中日雙方持續的緊張關係因 2014 年 11 月在中國召開的 APEC 峰會，

開啟了緩解的契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會面，目的在於

終結雙方的對立關係。在開會之前中日雙方達成「四點共識」，114 但中日戰略互

惠關係是否能就此順利地進行，仍受外界質疑，何思慎便指出，安倍內閣在對中

政策上應會回歸現實的國家利益，採「政經分離」方式，努力讓雙邊關係重回其

2006 年訪中時所宣誓之「戰略互惠關係」，但日中在東亞海洋利益的糾葛中，以

經濟合作為導向的「戰略互惠關係」建構將會受到局限。115 

 

習安會後，日本政府又隨即在 11 月 21 日內閣會議中強調釣魚臺不存在主權

爭議，116 等同於否定了中日雙方四點共識之一：所謂的日方承認有釣魚臺主權

認知上的爭議一項。2014 年 11 月 21 日，日本進一步拒絕出席中國所舉辦的第

五屆香山論壇會議，此會議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所舉辦，屬半官方級的軍事論壇

會議。2015 年 9 月 3 日，中國舉辦抗戰七十年的閱兵儀式，中國邀請日本安倍

首相，安倍首相拒絕出席，顯示雙方關係仍在低谷尚未回溫。換言之，日本並不

                                                      
112 「領有の歴史と中国の干渉 尖閣問題の基礎知識」，中央公論（東京），2014年第2号

（2014年1月），頁118。 

113 「日本正式實施新安保法 解禁集體自衛權」，BBC 中文網，2016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3/160328_japan_defence_law。 
114  第一、雙方確認將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續發展兩國「戰略互惠」關

係；第二、雙方將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係的政治障礙達

成共識；第三、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台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

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控管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第四、雙方同意利

用各種雙邊及多邊管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建構政治互信。 

   參考自木春山，「中日 4 點原則共識體現相互妥協」，大公網（香港），2014 年 11 月 8 日，

http://news.takungpao.com.hk/world/exclusive/2014-11/2818608.html。 
115 何思慎，「安倍內閣的對外政策及其對亞太局勢之意涵」，頁 336。 

116「日推翻四點共識挑釁釣島主權」，旺報（台北），2014年11月22日，第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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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與中國有太多軍事層級的接觸，以避免內部民族主義者的反彈，或是受到美

國的關切。在 2015 年秋季以後，因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填海造陸」活動白熱化，

持續讓南海佔領島嶼走向「軍事化」方向，因此日本調整南海政策，間接反對中

國在南沙的「填海造陸」舉動之外，也開始強化與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安全與

軍事合作關係。2016 年 2 月 29 日，菲律賓與日本簽署「防衛裝備暨技術轉移協

定」，允許日本向菲律賓轉移防衛武器與技術，這表示日本除了直接批判中國在

南海的軍事化，加速區域衝突與不穩定之外，直接與相關主權爭議國家提供防衛

性力量，某種程度是師法美國鼓勵相關國家自我加強防衛力量的措施，另一方面，

也是日本對中國戰略積極性與主動性的展現。綜上所述，日本在對中戰略的選擇

上，並非真實與中國互惠，而是與中國針鋒相對，117 起碼中國是這麼認知的。 

 

    長久以來，中日之間戰略互惠關係機制雖已建立，但兩國各自可能因執政目

標的改變，而隨時加以封鎖，抑或隨時撤開管制。從日方的角度來看，戰略互惠

關係的架構起於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的努力，之後經歷福田內閣、麻生內閣與鳩

山內閣，基本上日中關係都是在「友好外交」的道路上行進，但是自從日本將釣

魚臺列嶼進行國有化後，日本不論是民主黨的野田政權或是其後自民黨執政的第

二次安倍政權，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對中國的外交改弦易轍，進入了「僵持外

交」的階段。不過，中日雙方仍不時透過「戰略互惠關係」之鑰，企圖解開雙方

階段性僵持的枷鎖。 

 

  

                                                      
117 董立文，「中日由『冷和』走向『冷戰』？」，台北論壇，2013 年 10 月 3 日， 

http://140.119.184.164/view/100.php。 

http://140.119.184.164/view/10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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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釣魚臺主權爭議 

 

 

一、 釣漁臺列嶼概況與中日歷史問題 

  釣魚臺列嶼，中共官方文書稱「釣魚島」；日本稱尖閣群島（尖閣諸島せん

かくしょとう／Senkaku Islands）。釣魚臺列嶼位於位在臺灣東北方，由 5 個小島

及 3 個礁岩所組成，從西至東依序為釣魚臺、飛瀨、北小島、沖北巖、南小島、

沖南巖、黃尾嶼、赤尾嶼等，總面積約 6.16 平方公里。 

 

圖 3-1  釣魚臺位置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海岸巡防署，http://www.cg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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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釣魚臺列嶼諸島嶼位置圖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 

 

  釣魚臺列嶼位於大陸棚上，由於大陸棚岸流與黑潮在附近海域會合，形成一 

大規模的漩渦，使海底豐富之有機物不斷向上補充，浮游生物大量繁殖，進而 

吸引魚群攝食，因而形成一重要漁場。1968 年 10 月，在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

委員會（United Nations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簡稱亞經

會 ECAFE）的「聯合探勘亞洲離岸地區礦產資源協調委員會」（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的

贊助下，由美、日、韓、臺等國地質學者 12 名，在東海及黃海進行為期 6 週的

地球物理探勘。據初步研究及探勘的結果，認為在這個地區內的海底，特別是釣

魚臺列嶼附近海底，蘊含豐富的石油礦藏。1968 年 6 月，日本又進行大規模探

勘，認為油礦在釣魚臺與赤尾嶼之間。118 有一日本政府的探勘報告估計，在釣

魚臺附近海域的石油約 150 億噸，即 1,095 億桶之多。這個數字已經超過整個中

國石油儲量的估計，119 由此可知，釣魚臺列嶼的海底礁層很可能為當今世界上

蘊藏石油量最豐、最大的地區之一。 

 

                                                      
118 丘宏達，「從國際法觀點論釣魚台列嶼問題」，釣魚台列嶼問題與資料彙編（台北：中國國民

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1972 年 4 月），頁 97。 
119 馬英九，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台北：正中書局，1986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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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臺問題是在於日本對外擴張為背景所產生的歷史問題，是甲午戰爭的直

接產物，戰後由於美國的介入，而成為中日之間如鯁在喉的領土爭議。中日之間

釣魚臺問題最早可以追朔到 1592 年、1597 年豐城秀吉入侵朝鮮，企圖定都北京，

霸佔琉球。歷史上的大轉折發生在 1840 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衰落，以及 1868 年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崛起，日本的強盛，也使豐城秀吉向亞洲鄰國擴張的霸權思想，

成為日本走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和侵略計畫。日本在 1872 年併吞

琉球後繼續向外擴張，1884 年日本首次發現釣魚臺，並宣稱這些無人島嶼並無

清國統治的痕跡，當然亦無日本統治的跡證。120 1894 年 5 月，沖繩縣知事還報

告日本內務省，沒有古代文獻和口頭傳說佐證這些島嶼屬於日本。1894 年 7 月，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而後清國戰敗，同年 12 月 27 日，日本內務大臣野村靖發密

文給外務大臣陸奧宗商討佔有釣魚臺，理由是因為中日此時形勢力量已懸殊。121

於是，日本便於 1895 年 4 月 17 日簽署《馬關條約》時，清廷被迫將「臺灣全島

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其中自然包含釣魚臺。122 

 

 

二、 戰後中日在釣魚臺主權之爭議 

（一）中日主張釣魚臺主權的歷史法理 

中國與日本，這兩個隔海相望的國家，不論是從文化還是地緣的角度來看，

關係一直都十分密切，其競合關係也一直主導著東亞的局勢。由於釣魚臺主權問

題，碰觸到了中日雙方的主要利益，所以不管是中國亦或日本，都相當堅持自己

的主張。除了是雙邊在歷史上造成的糾紛之外，由於雙方都宣稱對該島享有主權

而互不相讓。1938 年，日本外務省曾經把佔有釣魚臺列島作為日本按照「先佔原

                                                      
120 宇佐美滋，「尖閣列島問題」，程家瑞編，釣魚台列嶼之法律地位（台北：東吳大學法學院，

1998 年），頁 340。 

121 丘宏達，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問題論集（台北：台灣商務，2004 年），頁 56。  

122 中外條約彙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 年），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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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佔領「無主地」的一個國際法案例。佐藤榮作首相亦宣稱「尖閣列島的領有

權歸日本，沒有必要與任何國家協商」。1972 年 3 月，日本外務省發表《關於尖

閣列島領有權問題的基本見解》，認為釣魚臺隸屬於日本的原因如下： 

第一， 日本明治政府於明治十八年（1885 年）後透過沖繩縣當局等各種方式

進行現場調查，發現其為無人島，並確認沒有清國統治痕跡，於是明治二十八年

（1895 年）1 月 14 日決定在當地設立標樁，正式納入日本領土。不包含根據 1895

年《馬關條約》規定割讓的臺灣及澎湖列島在內。 

 

第二， 《舊金山和約》未將尖閣列島包括在該合約第二條日本應放棄的領

土之中，而是根據第三條置於美國行政管理之下，包括在 1971 年 6 月 17 日簽署

的日美《歸還沖繩協定》之中。 

 

第三， 中國根據《舊金山和約》第三條處於美國行政地區內，並未提出任

何異議，因而表明中國並未認為尖閣列島是臺灣的一部分，是直至 1970 年出現

東海大陸棚石油開發動向後，中國才將尖閣列島領有權作為爭議問題。 

 

林田富認為，從上述種種歷史事實來觀察，日本是趁甲午戰爭戰勝之機強行

從清政府手中奪走釣魚臺，而伊藤博文內閣所謂的「今昔情況已殊」指的當然是

甲午戰爭的勝利。但是，日本政府乘著戰爭的勝利，決議將釣魚臺劃歸於沖繩縣

管轄，這完全屬於戰爭狀態下之單方行為，而且是日本的內政行為，事實上對當

時的中國而言根本不具任何法律效力。123 關於中方對於日本在釣魚臺的認知，

也提出了下列幾點主要反駁：124 

第一，在日本竊取之前，釣魚臺並非所謂的「無主地」，日本以「無主地」為藉

                                                      
123 林田富，再論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 年），頁 205。 

124 劉江永，「中日圍繞釣魚台爭議與安全保障」，趙全勝主編，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

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 年），頁 4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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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佔有釣魚臺的前提根本不存在。1968 年至 1969 年多次發生中蘇邊界衝突，日

本派人秘密登島，塗抹掉中國人留下的痕跡，建立起石垣市的標樁。 

  

第二， 根據 1943 年《開羅宣言》和 1945 年《波茨坦公告》，日本將包括

釣魚臺列島在內的臺灣及所有附屬島嶼歸還中國，但是，美國卻於 1972 年稱把釣

魚臺歸還給日本，利用兩岸分裂而於臺灣駐軍，同時控制釣魚臺列島，《舊金山和

約》並沒有中國的參與。 

 

最後，1971 年 6 月 17 日簽署的日美《歸還沖繩協定》把釣魚臺列島歸劃沖

繩範圍，這立即遭到中方反對，1971 年 12 月 30 日，中國外交部就釣魚臺發表

聲明，主張強調釣魚臺自古即為中國故有領土，並抗議美、日簽訂的沖繩歸還協

定。125 而日本則是在 1972 年 3 月 8 日才第一次將尖閣列島領有權問題發表《基

本見解》。 

 

    綜上所述，釣魚臺爭議問題成為影響雙邊關係發展的一個長期、複雜又難解

的負面因素。由於考慮到中日關係長期正常的發展，日本政府開始在 1970 年代

後期，對釣魚臺問題採取相對慎重的態度。1978 年中日兩國簽定了《中日友好和

平條約》，中國即提議將釣魚臺爭議暫時擱置、共同開發，此一提案也為日方所

接受。此一暫定方案確實使得中日兩國對於釣魚臺主權的爭議暫時平靜下來，然

而隨著冷戰結束後，此一問題又再度浮出檯面。 

 

（二）後冷戰時代中日釣魚臺主權爭議 

    1992 年 2 月，中國公布《領海及毗連區法》，將釣魚臺列為領土範圍，意味

                                                      
125 林田富，前引文，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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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將打破鄧小平在 1970 年代與日方達成擱置爭議之默契。126 除了釣魚臺這一傳

統爭議之外，近年來中日雙方在釣魚臺所屬之東海海域的糾紛也急速增加。1990

年代後期以降，中日雙方積極競逐海洋權益的結果，不但衍生出新的爭議—東海

專屬經濟海域（EEZ）劃界，也再度炒熱已被擱置的爭議—釣魚臺主權歸屬。 

 

日本於 1996 年 7 月公布實施《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將釣魚臺列嶼

周邊海域劃入其經濟海域範圍，即增強對釣魚臺海域之巡邏，並強硬驅趕或查扣

在該海域作業的臺灣籍漁船。日本海上保安廳公務船於 2005 年 6 月，與臺灣籍

漁民間爆發海上漁事衝突，並且於 2008 年 6 月 10 日在釣魚臺海域撞沉臺灣籍海

釣船「聯合號」事件，即是日本強化對釣魚臺主權的實際控制。此外，日本海上

保安廳於 2010 年 9 月 7 日在釣魚臺周邊海域，逮捕大陸籍漁船「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事件，演變成中日之間的外交博弈。127 此一事件也激起雙方國內民族主

義情緒的反彈，各自舉行抗議示威遊行，增加彼此間的互不信任以及憎惡感。 

 

    2012 年 4 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利用中國陷入與菲律賓、越南在南海

問題上對立之際，拋出收購釣魚臺議題，導致爭議持續升溫。同年 7 月 7 日，野

田首相表明將收購釣魚臺並予以「國有化」，引發中國當局強烈反彈，使得中日

關係陷入「政冷經冷」的局面。中國軍方隨即在當天宣布在東海舉行軍事演習，

對日警告的意味極為濃厚。當野田內閣會議於 9 月 10 日決定實施「國有化」政

策後，中國外交部立即宣布，將釣魚臺列為測定領海範圍之一，正面挑戰日本的

管轄權。128 在釣魚臺爭議日漸升溫過程中，第二次組閣的安倍首相針對中國在

                                                      
126 野中氏，「領有権問題棚上げ合意あった」，NHK-NEWSWEB（日本），2013年6月4日，

http://www3.nhk.or.jp/news/html/20130604/ k10015048921000.html。  

127
「陸釣魚臺巡航 8艘日艦擺陣對嗆」，聯合報（台北），2010年9月29日，

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N1/5877566.shtml。  

128 「外交政策--中國領海基線或挑起更大沖突」，大公網（香港），2012年9月19日，http:// 

www.takungpao.com.hk/sy/2012-09/19/content_1127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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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臺議題的挑戰，在軍事方面提出強化日美同盟防衛合作、重新制定於 2010

年版防衛計畫大綱、增加防衛預算等對抗措施。2013 年，中國海軍艦艇曾於 1 月

間先後兩次以火控雷達鎖定日本自衛隊機艦事件，更是讓緊張關係呈現一觸即發

的狀態，129 中日關係似乎已到了全面崩潰的狀態，再進一步便是擦槍走火。然

而，在 2014 年下半年兩國關係逐漸出現了一些變化，11 月 7 日，中日兩國達成

了四點原則共識。習近平與安倍首相在 APEC 期間經歷了 2 年來的首次會面，這

次見面是在兩國關係陷入僵局，釣魚臺形勢依舊緊張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頗受

國際關注。2015 年 1 月 13 日，日本防衛相中谷元提出開通兩國軍方聯絡電話熱

線的建議，該熱線將消除兩國間不信任，有助於建立諒解和互信。130 然而，上

述機制的建立或有可能降低兩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但對於兩國關係的改善難以

發揮顯著作用。在 2016 年國際焦點集中到因仲裁案而風波不斷的南海區域，以

及層級逐漸升高且飛彈試射不斷的北韓時，東海區域中日衝突的可能性也逐漸升

高。中國軍機和海警艦艇進出爭議區域（包括釣魚臺列島）的頻率和層級漸強，

131 日本自衛隊緊急升空和出動圍繞與驅逐中方船隻和軍機，132 導致中日外交關

係又再次陷入低潮。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和日本雙方關係仍難以改善，

雙方在海權實力的競逐不會停止，欲大幅改善外交關係則就更難上加難。 

 

    釣魚臺爭議不僅只是領土主權之爭，更牽涉到中日雙方是否確保自身今後經

濟持續發展所需之資源獲得，然而國家能力的增長亦作為獲取資源的工具。李英

明對此指出，北京與東京之間的釣魚臺之爭，表面上是主權之爭，實際上是「誰

                                                      
129 “China and Japan Lock on” , The Economist, Feb 26 2013 , http://www.economist.com/news/   

asia/21571466-dangerous-dance-around-disputed-islets-becoming-ever-more-worrying-locked。 

130  「 中 日 就 海 上 聯 絡 機 制 達 成 共 識  將 建 熱 線 」， 中 國 評 論 網  （ 香 港 ）

http://hk.crntt.com/doc/1035/7/3/5/10357351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573514&mdat

e=0114093752。 

131 「中國軍機 5 月來多次靠近釣魚台 日保持警惕」，上報新聞網（台北），2016 年 08 月 14 日，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261。 
132 「日本將派軍艦驅趕釣魚島巡航中方船隻」，BBC 中文網，2016 年 1 月 12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1/160112_japan_china_island。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26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8 
 

才是亞洲領袖」之爭。133 中日海權發展相互碰撞情形，必然惡化雙方的「安全

困境」，雙方能否發展出合作雙贏的機制，將關係到今後中日能否走出目前的「安

全困境」。一直以來，中日在釣魚臺主權爭議的兩個極端目標，即主權歸我與擱

置爭議兩端，從日本購島風波開始，中國也不惜打破擱置爭議的默契，實質進入

軍事戰備的狀態，其目的是迫使日本重回釣魚臺主權爭議的起點。韓國高麗大學

教授徐鎮英也認為，日本宣布釣魚臺國有化之舉，打破了現有的平衡，著實給了

中國介入的機會。134 對中日雙方而言，除非再度擱置爭議，否則雙方都不會輕

易做出妥協。 

 

 

 

 

第三節 參拜靖國神社問題 

 

 

一、靖國神社的建立與緣起 

    靖國神社原名為「東京招魂社」，是為紀念為明治天皇恢復權力而戰死的軍

人而設立，隨著明治時代日本國家神道的建立和對外侵略擴張的需要，1879 年 6

月，日本明治政府把「東京招魂社」更名為「靖國神社」。以天皇的名義發布文

告，將戰死的軍人美化為「軍神」，在靖國神社安置神位，並舉行定期的祭祀和

參拜。因此靖國神社的地位日漸上升，成為日本核心神社之一。靖國神社内供奉

                                                      
133 李英明，「美陸日…獅俯視一山二虎鬥」，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2 年 9 月 12 日， 

http://www.npf.org.tw/1/11348。 

134 「韓專家看釣島 日本失策中國獲利 將趨平靜」，中廣新聞網，2012 年 10 月 5 日，

https://tw.news.yahoo.com/-101601534.html。 

http://www.npf.org.tw/1/11348
https://tw.news.yahoo.com/-101601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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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50 多萬名日本近代以來歷次戰爭之中陣亡的軍人，包括二戰戰犯。135 從安

撫忠靈的「招魂」，到安邦治國的「靖國」，使其政治色彩與政治地位登上顛峰。

靖國神社的教義，源於日本民間的「御靈信仰」，透過祭祀來安撫冤魂以免帶給

人們帶來災難，但出於統治階級的需要，靖國神社的性質已由安魂變為表彰效忠

天皇的所謂「忠節」。 

 

 

二、 中日於靖國神社問題之爭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聯合國佔領，美軍總司令部頒布廢除日本國

家神道，實行政教分離的命令，靖國神社遂成為獨立的宗教法人。因此，靖國

神社原為日本供奉為國捐軀及對國家有重大貢獻者，相當於各國的忠烈祠，但

因 1978 年以東條英機、廣田弘毅為首的十四名二次大戰甲級戰犯入祀後，便

引發了一些爭議。136 不過，靖國神社真正成為中日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爭議

事件，當從 1985 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正式參拜開始，137 在此之

前日本的首相及其他政治人物都有過參拜靖國神社的紀錄，但為免引發爭議，

都宣稱是以私人身份參拜，而中曾根首相是第一位宣稱以首相身份於 8 月 15 日

終戰紀念日進行正式參拜的日本領袖。此一舉動便立刻引發了中國的反彈，中

國外交部以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為理由，

對日本正式抗議，這是中國首次公開對日本首相等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所做

出的外交回應。138 為了平息中國等亞洲鄰國的不滿，中曾根首相隨後表示承認

                                                      
135 劉江永，「從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國神社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北京），2005年第5

期， 頁55-61。 

136 劉毅，「靖國神社面面觀」，胡春惠、宋成有主編，東北亞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討論 

會論文選集，（台北：正中書局，2003年），頁336-340。 

137 古森義久，「終わりなき『靖国』批判」，日中友好のまぼろし（東京，小学館，2002

年），頁 260。 

138 翟新，「戰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評析」，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 年第4期，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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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發動了侵略戰爭，並承諾之後將不再至靖國神社參拜。此一表態雖然暫時

平息了中國的憤怒，卻未使靖國神社問題告一段落。 

 

    1996 年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再度以首相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動，又

將靖國神社問題帶入冷戰後時期的中日關係。2001 年小泉純一郎首相的上臺將

此一歷史問題又帶進了 21 世紀。2001 年 5 月，小泉首相在國會宣稱要以首相

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他並不認為參拜靖國神社是違反憲法的，並表示認為參拜

靖國神社就會導致戰爭的這種觀念，是建立在誤解和偏見基礎上。139 在將近五

年半的任期中，小泉首相總共連續六次參拜了靖國神社，成為日本歷史上唯一

一位上任後每年都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連年的參拜引發中方的強烈抗議與譴

責，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更已被中方視為影響當代中日政治關係的

主要問題。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村岡久平提到：「實現日中兩國領袖互訪對發展

日中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但數年來一直未能實現的原因，就是小泉首相一再參

拜靖國神社」。140 而中國外交部更是直言「中日兩國政治關係的正常發展無法

迴避歷史，兩國政治關係出現困難的癥結就是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141 

 

    2015 年是二戰結束的七十週年，在 8 月 14 日這一天，安倍發表了「內閣總

理大臣談話」，即被稱作「安倍談話」。談話的篇幅長達三千字以上，涵蓋對戰爭

的回顧與反思，對日本未來的國家走向的期望，以及施政方針等內容。此談話大

抵尊重「村山談話」精神，並且將「侵略」、「殖民統治」、「道歉」、「（痛切）反

省」等四組關鍵字寫在其中，不過並沒有表達清楚是為了什麼道歉、向誰道歉，

具體內容則很難讓中國信服安倍是否真的正視了歷史問題。在對話中，他還間接

                                                      
139 張海鵬，「論當代中日關係中的歷史認識問題 兼評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發表引起的

『外交新思考』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1期，頁16。 

140 張海鵬，前引文，頁 9-10。 
141

 「外交部：中日政治關係困難的癥結在靖國神社問題」，人民網，2004年11月23日，  

http://japan.people.com.cn/GB/35469/35473/3008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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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了牽制中國之意，將中國視為「國際秩序挑戰者」，他提到在爭端解決方面，

應該尊重法治、使用和平與外交的方式而非實力。在經濟方面，安倍以「區域經

濟集團化」為名，透露對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和施行「一帶一路」

戰略規劃的質疑。安倍還指出堅持自由、民主與人權基本價值，與擁有共同價值

的國家合作，並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的口號。這些談話對於中國而言必然不被

認為是在「道歉」和「反省」，而事實上是在聯合美國及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制

衡中國，提高政治地位與國際影響力以「奪回亞洲」。 

 

    此事件與談話與靖國神社的參拜具有深刻地關聯性，中國對於此事之所以如

此不滿，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靖國神社也普遍被視為日本缺

乏為戰爭贖罪、不願和解的象徵。日本首相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雖被日方

解釋為一種自我反省、為紀念和平而追悼戰死者的意義，但在中方的眼裡，參拜

靖國神社卻像是在頌揚發動侵略戰爭的甲級戰犯的功績，142 同時也象徵日本國

家神道和軍國主義文化的產物，143 亦為日本宣揚對外擴張侵略的場所，而代表

政府的首相與內閣官員的參拜行為，更是象徵著日本這整個國家軍國主義的復活。 

 

 2016 年，安倍首相雖未至靖國神社參拜，出於避免引發日中、日韓關係矛盾

的考量，因為同年 5 月日本還將舉辦西方 7 國（G7）峰會，但安倍仍然向靖國神

社供奉名為「真榊」的祭品，並由日本首相助理衛藤晟一進行參拜，此外，日本

約 90 名國會議員也一同集體參拜靖國神社，144 再度受到中國譴責與批評，矛盾

持續深化。 

                                                      
142

 Masaru Tamamoto,“How Japan Imagines China and Sees Itself”, World Policy Journal, Winter 

2005, p. 60. 

143 劉江永，「日本戰略走向與中日關係前景」，外交學院學報（北京），2005年第3期，頁

89。  

144 「日本約 90 名國會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BBC 中文網，2016 年 4 月 22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4/160422_japan_shrine_yasukuni_protests。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4/160422_japan_shrine_yasukuni_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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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2006 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破冰之旅」、2007 年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融

冰之旅」，以及 2007 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迎春之旅」，都被認為是中日關係

回溫、友好的表現，以彌補日本小泉首相時期降到冰點的中日關係。2008 年，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暖春之旅中，中日雙方簽署《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

係的聯合聲明》，正式將戰略互惠關係寫入文件當中，並達成多達七十項的共識。

但在戰略互惠關係的框架之下，中日關係並未持續加溫。2010 年，在釣魚臺附

近，中國漁船與日本的保安廳巡邏船發生碰撞，日本首相菅直人開始加強對中國

的防範。2012 年野田佳彥首相任內，又因釣魚臺國有化議題，中日關係對峙，

2013 年，中國也將釣魚臺列嶼納入中國的防空識別區，戰略互惠關係形同虛設。 

 

 在此背景之下，安倍展開第二次任期，迥異於安倍第一次任期時的態度，2012

年底，安倍上任之後便開展訪問中國周邊非親中的鄰國，且於隔年 2 月訪美，與

Obama 就 TPP、朝核問題與日中釣魚臺列嶼等議題與美國展開對話，企圖向美

國強調日本在美國亞太戰略的關鍵性，並且遏制中國，與中國抗衡。 

 

 2013 年，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並在其任內解禁集體自衛權，這無疑讓外界認

為中日的戰略互惠關係僅侷限於經濟領域，「政經分離」的原則始終在中日關係

之間運作。「戰略互惠關係」僅是中日兩國企圖解開雙方階段性僵持枷鎖的暫時

解藥。 

 

 釣魚臺因海底石油儲量豐富及其戰略地位，近代以來便是中日角逐主權之地。

1938 年日本外務省認為可以「先佔原則」佔領「無主地」的國際法，將釣魚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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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納入日本領土，且佐藤榮作首相亦曾宣稱「尖閣列島的領有權歸日本，沒有必

要與任何國家協商」。然而，中國卻不如此認為，中國主張一來釣魚臺並非「無

主地」，再者，甲午戰後，清政府將臺灣、澎湖、釣魚臺等島割讓給日本，那麼

二戰結束後，本應將包括釣魚臺列島在內的臺灣及所有附屬島嶼歸還中國。由此，

釣魚臺爭議問題便成為影響雙邊關係發展的一個長期、複雜又難解的負面因素。

1978 年中日兩國簽定《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暫時將釣魚臺爭議擱置，但因 1992

年，中國公布《領海及毗連區法》，將釣魚臺列為領土範圍，又日本於 1996 年公

布實施《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將釣魚臺列嶼周邊海域劃入其經濟海域

範圍，意味著中日雙方打破 1970 年代擱置爭議之默契。 

 

 2012 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拋出收購釣魚臺議題，導致爭議升溫，同年

7 月，野田首相表明將收購釣魚臺並予以「國有化」，引發中國強烈反彈，使得中

日關係陷入「政冷經冷」的局面。第二次組閣的安倍首相針對中國在釣魚臺議題

的挑戰，在軍事方面提出強化日美同盟防衛合作、重新制定於 2010 年版防衛計

畫大綱、增加防衛預算等對抗措施。2013 年，中國海軍艦艇曾於 1 月間先後兩

次以火控雷達鎖定日本自衛隊機艦事件，更是讓緊張關係呈現一觸即發的狀態。

直至 2016 年，中國軍機和海警艦艇進出爭議區域，包括釣魚臺列島的頻率和層

級漸強；而日本自衛隊緊急升空和出動圍繞與驅逐中方船隻和軍機，導致中日政

治關係又再次陷入低潮。 

 

 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引起爭議的濫觴乃是中曾根康弘以日本首相身份正式參

拜供奉有十四名二次大戰戰犯的靖國神社，這被中國認為是讚頌侵略戰爭、軍國

主義的一種展現，而遭受強烈譴責。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在小泉純一郎任內因其

連續四年參拜六次而激化。2015 年是二戰結束的七十週年，8 月 14 日，安倍發

表了「內閣總理大臣談話」，雖然在談話中涵蓋對戰爭的回顧與反思，並大抵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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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村山談話」精神，並且將「侵略」、「殖民統治」、「道歉」、「（痛切）反省」

等四組關鍵字寫在其中，不過並沒有表達清楚是為了什麼道歉、向誰道歉，具體

內容則很難讓中國信服安倍是否真的正視了歷史問題。此外，2016 年 4 月，約

90 名日本國會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都為中日關係持續帶來負面影響。 

 

    領土、歷史、能源與安全等政治問題皆對中日關係造成衝擊，而雙方日

益加深的安全互疑，以及從民間出現、由下到上的彼此嫌惡，更動搖了中日關係

的根基，利益衝突越演越烈，對中日整體關係的發展造成嚴重的損害。過去中日

雙方的政治衝突與摩擦事件，透過戰略互惠與領袖互訪等交流，不但沒有獲得有

效管控，反而越演越烈，雙方的競爭與互相作為假想敵的態勢越來越明顯。綜上

所述，中日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依舊使中日關係存在著不安定因素。2008 年抵制

北京奧運引發的日本駐北京使館被砸事件，2010 年中國漁船船長被扣事件與

2012 年釣魚臺「國有化」事件等，中國各大城市的反日示威抗議遊行，也幾乎成

為中日關係常態性的問題。「政經分離」原則是中日關係的顯著特徵，在許多衝

突糾結中，憑藉這一原則，中日經濟交流持續進行，得以維持一種複雜的相互依

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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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日關係中的「經熱」（2008 年-2016 年） 

 

 

 進入 21 世紀以來，中日關係複雜多變，曲折坎坷，但在競爭與合作、挑戰

與機遇並存的格局中，基本上維持著戰略互惠的關係。2008 年金融風暴的發生，

讓原本已蕭條的日本經濟，更遭受嚴重的衝擊，GDP 呈負增長、股市暴跌、失業

率攀升等等，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在惡化；145 然而，中國 2008 年的經濟增長

率仍超過 7.8%，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驅動力。2008 年日本政府亦結束了對華

ODA（政府開發援助）的有償援助部分，中國與日本的經濟結構與地位都發生了

變化。本章將就中日兩國 2008 年-2016 年的雙邊經貿概況進行梳理，並探討在區

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下，中日韓 FTA 的進程與中日關係對中日韓 FTA 的影響，最

後再就中日兩國之間的稀土之爭進行討論。 

 

 

第一節 中日經貿概況 

 

 

中日兩國自 1972 年實現邦交正常化、1978 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以後，雙邊經貿關係迅速發展。1981 年中日總體貿易額超過 100 億美元，2002

年超過 1,000 億美元，2006 年中日總體貿易額更突破 2,000 億美元大關。本節

將透過中日兩國總體貿易概況與雙方直接投資額，梳理 2008 年後的中日經濟關

係。 

 

                                                      
145 GDP 增長率從 2007 年的 1.9%，降至 2008 年第 4 季為-12.1%；2007 年股市平均股指數為

16011.39 點， 2008 年 12 月跌至 8463.62，跌幅近一半；而失業率則從 3.8%上升至 4.3%。參考

自日本經濟新聞（東京），2009 年 3 月 16 日，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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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邊貿易概況 

中國入世後，中日貿易額連年呈現高速增長，2008 年中日總體貿易額達到

2667.82 億美元，同比增長 13.1%（參表 4-1），雖較 2007 年增長率降低 0.7%，

但日本仍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統計，2008

年日中雙邊貿易額為 2663.97 億美元，同比增長為 12.5%，其中日本自中國進口

為 1423.37 億美元，對中國出口為 1240.35 億美元（參表 4-2），且中國繼 2007 年

之後，2008 年仍為日本貿易夥伴的第一位。 

 

表 4-1 中日貿易額及其變化（2008-2016）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表 4-2 日中貿易額及其變化（2008-2016）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JETRO，https://www.jetro.go.jp/。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年別 自日進口 對日出口 貿易總額 增長率

2007 1,339.42 1,020.09 2,358.51 13.8%

2008 1,506.50 1,161.32 2,667.82 13.1%

2009 1,309.15 978.68 2,287.83 -14.2%

2010 1,767.36 1,210.43 2,977.79 30.2%

2011 1,945.64 1,482.70 3,428.34 15.1%

2012 1778,34 1,516.22 3,294.56 -3.9%

2013 1,622.45 1,501.32 3,123.77 -5.2%

2014 1,629.97 1,494.42 3,124.39 0.0%

2015 1,429.87 1,356.71 2,786.58 -10.8%

2016 1,455.55 1,292.45 2,748.00 -1.4%

年別 自中進口 對中出口 貿易總額 增長率

2007 1,276.44 1,090.60 2,367.04 12.0%

2008 1,423.37 1,240.35 2,663.72 12.5%

2009 1,225.45 1,096.30 2,321.75 -12.8%

2010 1,528.01 1,490.86 3,018.87 30.0%

2011 1,834.87 1,614.67 3,449.54 14.3%

2012 1,890.19 1,446.86 3,337.05 -3.3%

2013 1,821.92 1,298.51 3,120.43 -6.5%

2014 1,820.71 1,271.05 3,091.76 -0.9%

2015 1,606.74 1,092.66 2,699.40 -12.7%

2016 1,564.44 1,138.74 2,703.18 0.1%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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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際金融風暴重創世界經濟，中日雙邊貿易也未能倖免，2008 年前三

個季度，中國對日出口增長高達 16%，而自日進口更是高達 19%，146 但第四季

開始出現下降趨勢，11 月份中國自日進口出現近 45 個月首次負增長，12 月份自

日進口額更下降 15.3%。2009 年中日總體貿易額更出現自 1997 年之後未有的負

增長－中國統計中日貿易額為-14.2%，日本統計日中貿易額則為-12.8%，且 2009

年的「毒餃子事件」亦加劇中國對日出口的難度。但在 2009 年，中國超過美國

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 

 

2010 年日本 GDP 為 54,742 億美元，較中國的 58,786 億美元少了 4,044 億

美元，這意味著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147 中國與日本經濟實

力的變化，也促使雙方的經濟依賴關係進一步變化，具體來看是日本對中國的經

濟依賴度加大，從中日的經貿合作亦可看出此趨勢。2010 年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資料顯示，中日雙邊總體貿易額增長率高達 30.2%，而據 JETRO 的資料，日中

貿易總額的增長率則為 30.0%。日本繼續居歐盟、美國之後，為中國第三大貿易

夥伴，而中國作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與第一大進口來源國的

地位更加鞏固，對中國出口額占日本出口總額的 19.4%，高於對美出口 4%（參

表 4-3）。 

表 4-3 2010 年日本出口國排行 

 

    資料來源：JETRO，https://www.jetro.go.jp/。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146 張季風，「2008~2009 年日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現狀、問題與展望」，日本經濟藍皮書日

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研究報告（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5。 
147 張季風，「2010~2011 年日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現狀、問題與展望」，日本經濟藍皮書日

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研究報告（20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17。 

名次 經濟體名稱 出口額所占比例

1 中國 19.44%

2 美國 15.41%

3 韓國 8.09%

4 台灣 6.81%

5 香港 5.49%

6 泰國 4.44%

7 新加坡 3.28%

8 德國 2.64%

9 馬來西亞 2.29%

10 荷蘭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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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根據 JETRO 資料顯示，日中貿易額創下 3,449.54 億美元的歷史最

高紀錄，相當於 2000 年兩國貿易額的 4 倍，如果與 1990 年的總體貿易額 181.41

億美元相比，增幅更超過 19 倍。對日本而言，對中國貿易位居第一，在其整個

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為 20.6%（參表 4-4），對中出口和自中進口在其對外出口和

對外進口中分別占 19.7%和 21.5%，中國也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地和進口地。148 而

從貿易收支來看，根據日方統計，日方為 219.3 億美元的逆差，為上一年的 5.9

倍，其主要原因則是 2011 年 311 地震災後重建所需，149 從中國進口大幅增加。 

 

表 4-4 日中貿易額占日本外貿總額比例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JETRO，https://www.jetro.go.jp/。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2012 年是日本經濟內憂外患的一年：國內處於災後重建階段，且受到福島

核災的影響，電力不足的情況持續，使企業經營受困；而國際局勢則是，金融風

暴的衝擊尚未完全擺脫之際，歐債危機卻接踵而來，全球經濟萎縮，日圓急速升

                                                      
148 徐梅，「經濟視域下的中日關係」，日本學刊（北京），2013 年第 3 期（2013 年 5 月），頁 42。 
149 張季風，「2011~2012 年日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現狀、問題與展望」，日本經濟藍皮書日本

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研究報告（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15。 

2007 2,367.04 13,338.19 17.7%

2008 2,663.72 15,320.04 17.4%

2009 2,321.75 11,330.39 20.5%

2010 3,018.87 14,584.72 20.7%

2011 3,449.54 16,738.63 20.6%

2012 3,337.05 16,899.19 19.7%

2013 3,120.43 15,580.94 20.0%

2014 3,091.76 15,113.73 20.5%

2015 2,699.40 12,734.10 21.2%

2016 2,703.18 12,515.99 21.6%

年別 日中貿易總額 日本外貿總額
日中貿易額占日

本外貿總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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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本企業出口嚴重受挫。而在此背景之下，日本「購買」釣魚臺事件，導致

中日關係急劇惡化，對中日貿易造成雙重的重創，中日貿易額為 3,294.56億美元，

與 2011 年相比呈現負增長，同比增長率為-3.9%。這是 1991 年以來，繼 1998 年、

2009 年後第三次負增長，前兩次的負增長皆因國際性金融危機所致，而因外部

環境因素與中日關係惡化交互影響導致的負增長實屬首次。據日方統計，2012 年，

中日貿易額為 3,337.05 億美元，同比下降 3.3%。其中，雖然日本自中國進口增

長 3.0%，但明顯低於日本對外貿易的總體增幅；150 日本對中國出口則下降了

10.4%，尤其是一般機械、汽車等產品的出口降幅較大；151 日本對中國貿易收支

出現 442. 5 億美元的赤字。  

 

另外，除了汽車產業之外，旅遊業受到的波及也相當慘重。日本明確提出「觀

光立國」戰略，將旅遊業作為未來日本經濟發展的一大支柱產業，近年來，至日

本觀光人次的統計中，中國所占比重以年均 1%的速度上升，中國人成為日本觀

光產業的重要客源。2011 年，中國赴日旅遊人次所占比重從 2004 年的 10%上升

到 16.8%；在日觀光的消費額中，中國遊客消費占 24.1%。152 2012 年 1－8 月，

中國赴日旅遊人次同比增長 74.3%。但是，日本宣佈「購買」釣魚臺以後，中日

關係惡化，導致國民間的友好度降低，至對方國家旅遊的意願明顯減弱，9 月中

國赴日旅遊人次同比僅增長 9. 8%。在中國的十一黃金週假期期間，赴日旅遊人

次大幅減少，同比下降 33.1%。之後直至 2013 年 1 月，中國每月赴日旅遊人次

的降幅都在 30%以上。153 另據日本共同社發佈的消息，9 月至 11 月間，日航和

全日空公司的中日航線共計有 6. 25 萬個團體預約座位被取消。154 

 

                                                      
150 2012 年日本總體貿易增長率為 0.96%，而自全球進口的貿易額同比增長 4.16%。 
151 徐梅，「經濟視域下的中日關係」，日本學刊（北京），頁 42。 
152 日本國土交通省觀光廳「平成 2 4 年版觀光白皮書」，2012 年 7 月， 

   http://wwwwp.mlit.go.jp/hausyo。 
153 日本政府觀光局，http://www.jnto.go. jp /jpn。 
154 徐梅，「經濟視域下的中日關係」，日本學刊（北京），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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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日雙邊貿易依然呈現-5.2%與-6.5%的負增長情形，除了受到釣魚臺

國有化爭議的影響，也因年底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使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

中國雖仍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但第一大出口國的地位重新為美國所取代，

「政冷」導致「經冷」的趨勢已日益明顯。2014 年中日關係稍有改善，中日經貿

總額為零增長，儘管仍然不好，但降幅已減低，且日中貿易總額仍占日本外貿總

額的 20.5%。 

 

然而，2015 年中日貿易額為 2786.58 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10.8%，而據日

本統計，日中貿易額為 2699.40 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12.7%。2016 年中日貿易

額為 2,748 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1.4%，日方統計貿易額則為 2,703.18 億美元，

同比增長率為-0.1%，雖降幅縮小，且中日貿易基數較大，要長期持續高速增長

本屬不易，但不可諱言，中日政經結構性矛盾問題，仍持續影響著中日經貿關係，

非經濟性因素對經貿關係的影響漸趨顯著。 

 

 

二、日本與中國相互直接投資 

2008 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實際到位資金為 36.52 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 1.8%，

是繼 2006 年-29.6%之後，稍微回溫（參表 4-5）。截至 2008 年底，日本對華直接

投資累計項目數為 41,162 個，累積實際到位金額為 653.8 億美元。而何以日本對

華直接投資持續呈現低迷的情況，除了金融風暴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之外，中國投

資環境的改變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例如：實行兩稅合一、廢除對外資的優惠稅收

政策、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以及人民幣升值等等，導致外資企業成本上升，投

資預期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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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變化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7-2015 年參考自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2016 年參考自「中國與海外的資金來往正在變少」，日經中文網， 

                 2017 年 2 月 10 日，http://cn.nikkei.com/china/ceconomy/23652-2017-02-10-

09- 02-42.html。作者依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近年來，中國企業開始實行「走出去」戰略，對日本也進行直接投資，改變

了過去單向日本對華投資的局面，2007 年中國對日投資金額為 0.39 億美元，而

2008 年同比增長了 51.3%，總額為 0.59 億美元（參表 4-6）。 

 

表 4-6 中國對日直接投資變化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作者據網站統計資料自行製表。 

年別 直接投資金額 增長率 年別 直接投資金額 增長率

1997 43.26 / 2007 35.89 -21.9%

1998 34.00 -21.4% 2008 36.52 1.8%

1999 29.73 -12.6% 2009 41.05 12.4%

2000 29.16 -1.9% 2010 40.84 -0.5%

2001 43.48 49.1% 2011 63.30 55.0%

2002 41.90 -3.6% 2012 73.52 16.1%

2003 50.54 20.6% 2013 70.58 -4.0%

2004 54.52 7.9% 2014 43.25 -38.7%

2005 65.30 19.8% 2015 31.95 -26.1%

2006 45.98 -29.6% 2016 31 -3.0%

年別 直接投資金額 增長率

2007 0.39 /

2008 0.59 51.3%

2009 0.84 42.4%

2010 3.38 302.4%

2011 1.49 -55.9%

2012 2.11 41.6%

2013 4.34 105.7%

2014 3.94 -9.2%

2015 2.40 -39.1%

2016 /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http://cn.nikkei.com/china/ceconomy/23652-2017-02-10-09-%2002-42.html
http://cn.nikkei.com/china/ceconomy/23652-2017-02-10-09-%2002-42.html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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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日本對華投資金額為 41.05 億美元，同比增長了 12.4%，是繼 2006

年同比增長-29.6%之後，首次正增長，雖為正增長，但對華投資低迷的情況並未

改變，日本政府針對中國投資環境的變化，認為應分散投資風險，鼓勵企業採取

「中國加一」的投資方式，155 因此使得對華投資的減少，而對印度、東協會員

國的投資增加。而 2009年中國對日直接投資金額為 0.84億美元，同比增長 42.4%。 

 

 2010 年日本對華投資金額為 40.84 億美元，同比增長為-0.5%，日本對中國

投資額為中國外資投資的第四位，次於香港、臺灣與新加坡。同年，中國對日投

資金額為 3.38 億美元，同比增長 302.4%，增長如此快速的主因為中國積極對日

本企業進行併購，於 2010 年一年間併購案件高達 37 件，超越美國，居於首位，

其中，山東如意科技集團併購日本 RENOWN 公司 41.2%的股權，156是中國首次

併購東京證交所主板上市的企業。 

 

 2011 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金額為 63.30 億美元，同比增長高達 55.0%，而中

國當年度實際吸引外資增長率為 9.72%，明顯遠高於總體增幅，投資名次亦上升

一位，僅次於香港與臺灣。然而，2011 年中國對日投資卻呈現-55.9%的負增長，

主要是受到 311 大地震、海嘯及福島核災的影響。 

 

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實際到位金額在 2012 年創下 73.52

億美元的新高，同比增長 16.1%，在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實際到位金額中所占比重

為 6.6%，相當於 2000 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 2.5 倍，更比 1991 年的 5.3 億美元

投資增長了 13 倍以上，在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國家中居於首位。日本是中國最大

的外資來源國，2012 年因日幣持續升值，達到 1 美元兌 70 日圓的高點，對日本

                                                      
155 張季風，「2009~2010 年日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現狀、問題與展望」，頁 17。 
156 呂克儉，「2010 年中日經貿關係回顧與展望」，日本經濟藍皮書日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研

究報告（20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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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投資也有正面的影響。然而，雖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 2012 年創下新

高，但投資往往存在一定的滯後性，隨著中日關係的惡化，已出現日本企業對華

投資意願降低的跡象，例如：豐田公司推遲實施在華擴大的投資計畫，神戶制鋼

公司於 2012 年 12 月底取消了一個在華投資項目。157 

 

根據日本國際協力銀行 2012 年 11 月進行的「日本製造業企業海外業務發展

調查」結果，158 超過半數的企業表示將重新審視、慎重考慮在華業務，這個結

果與該機構同年 7 月的調查結果相比，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意願降低。另外，接

受調查的日本汽車企業普遍表示，受日中關係惡化影響，2012 年在華銷售業績

下降，其中多數企業認為，即便半年後也難以恢復到爭端發生前的水準。 

 

 2013 年日本對華投資金額為 70.58 億美元，同比增長為-4.0%，與 2011 年的

55.0%、2012 年的 16.1%的增長率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2013 年的負增長主要

就是受到釣魚臺爭端的負面影響。而中國對日的直接投資雖亦受到釣魚臺事件的

影響，但因日本災後重建的展開，中國對日的直接投資金額仍提高為 4.34 億美

元。另一方面，因釣魚臺爭端的影響，除了中日總體貿易受到衝擊，金融合作亦

受挫，正式啟動的中日韓 FTA 談判也因此無法獲得實質的進展，中日政治關係

的惡化已全面影響到經濟的合作。 

 

 2014 年政治關係雖稍有緩解，但因投資慣性，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金額大幅

下降至 43.25 億美元，增長率為-38.7%，中國對日投資亦下降-9.2%，僅 3.94 億

美元；2015 年日本對華投資金額持續下降 26.1%，中國對日投資同比下降 39.1%；

但 2015 年中國對外投資金額已成為世界第二位，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159 2016

                                                      
157 徐梅，「經濟視域下的中日關係」，日本學刊（北京），頁 43。 

158 国際協力銀行企画室調查課，「2012 年度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企業展開に関する調査報

告」，2012 年 12 月，頁 74。 
159 「CCG 發佈報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鳳凰國際智庫，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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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對華投資金額為 31 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3.0%，已倒退至 1995 年的水

準（1995 年為 31.1 億美元）。造成日本對華投資連年下降的原因有三：160 （一）

日幣貶值而人民幣升值，提高日本企業投資成本；（二）中國經濟成長減速，但

勞動力、土地等成本不斷上升，使得許多企業持觀望態度；（三）中國本土企業

成長，使得中國市場競爭漸趨激烈。 

 

根據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調查，被調查的日本企業中，有 96.4%擔憂中國

未來經濟的走向，有 82.7%的日本企業擔憂中日政治關係未來的走向，161 但日

本企業界仍希望透過日中經濟合作，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62 中國也認為，

政治關係長期冷淡將難免影響經貿關係的順利發展，亦不贊同把經濟問題政治

化和盲目抵制日貨，但實際情況的發展軌跡仍然呈現：中日政治關係惡化－國

民感情惡化－中日貿易（尤其是中國自日本進口）下降－日本對華投資份額減

少－日本經濟下滑－日方重新設法修復日中政治關係－中日貿易回升／因政治

關係惡化而持續下滑。 

 

  

                                                      
月 2 日，http://pit.ifeng.com/a/20161202/50353800_0.shtml。 

160 張季風，「2015~2016 年日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現狀、問題與展望」，日本經濟藍皮書日

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研究報告（201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頁 1-

30。 

161 国際協力銀行企画室調查課，「2015 年度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企業展開に関する調査報

告」，2015 年 12 月。 
162 「中日關係緊張 日商盼政經分離」，中時電子報，2014 年 7 月 24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724004769-260409。 

http://pit.ifeng.com/a/20161202/50353800_0.s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724004769-26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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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日韓 FTA 

 

 

長期以來，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整體脈絡與趨勢發展，大致可歸類為由東亞

主義及亞太主義兩大軸心彼此拉扯而形塑的各項機制。163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即是孕育、發展，以及實踐「亞太

主義」（Asia-Pacificism）的重要機制與場域；164 另一方面，東亞主義（East-

Asianism）在意識型態上，較為接近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 Nations）

的不干涉內政原則，一般認為東協是發展與實踐東亞主義的重要機制。165 然而，

近年來國際情勢的急遽變遷，如全球金融海嘯、朝核危機、福島核災等一連串重

大國際事件，一再重創亞太諸國政經合作的基礎，並突顯出既有國際建制在因應

突發危機時的不足。在各方期盼下，旨在協調中日韓三國對外政經合作政策之中

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應運而生。 

 

 

一、 中日韓 FTA 發展概要 

（一）亞太主義與 APEC 

 亞太主義在地理意涵上代表美國勢力在東亞區域活動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根

據 Mie Oba 的研究，「亞洲—太平洋」的概念首先來自日本以及澳洲的學術界，

兩國的經濟學家，均極力主張建立一個「亞洲－太平洋」國家之間的對話平臺。

166 在日澳希望建立區域認同的趨使下，兩國政府試圖在區域內建立各式的區域

                                                      
163 廖舜右，「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對峙下的東協加八」，政治學報，第 51 期(2011 年 6 月)，頁 

29-51。 
164 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2001 年 6 月)，

頁 203。 
165 宋興洲，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2005 年)，頁 60-75。 
166 伍貽康、張幼文主編，三足鼎立？全球競爭體系中的歐美亞太經濟區（上海：上海社會科 學

出版社，2001 年），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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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例如：1967 年的太平洋盆地經濟理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1968 年的太平洋貿易及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PAFTAD）、1980 年的太平洋經濟合作理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迄 1989 年 APEC 成立後，亞太地區終於建立官

方的經濟合作機制。 

 

 1989 年 11 月 6 日，亞太共計 12 國的外交、經濟部長在澳洲坎培拉召開

APEC 第一屆部長級會議，167 宣告了 APEC 的正式成立。然而，對於 APEC 的

運作方式，成員國之間有不同的意見：東協國家堅持 APEC 應當維持一個鬆散、 

以共識為基礎的組織；已開發國家則傾向建立一個緊密結合、以規則為基礎的組

織。168 1991 年 APEC 的「漢城宣言」，除了強調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重要意義， 

應遵守 WTO 原則，減少成員國間商品、服務貿易及投資等領域的壁壘外，亦鼓

勵商品、服務、資金及技術的流通，以發展和加強開放性的多邊貿易體制。169 

  

 1997 年的亞洲金融風暴，卻宣告了 APEC 在東亞經濟整合階段性的挫敗。

170 絕大多數東亞國家均在此波金融風暴中嚴重受創，但是 APEC 卻未能對此提

出有效對策。Shalendra D. Sharma 也認為 APEC 最大的敗筆在於 1997 年 11 月溫

哥華領袖會議中，未能支持日本所提出的「亞洲貨幣基金」（Asian Monetary Fund, 

AMF）提案， 反而為 IMF 在協助東亞國家因應金融危機的各項作為予以背書。

171 此些舉措加深東亞國家對 APEC 的疏離感，而西方國家及 IMF 等國際機構亦

未能積極給予東亞國家必要的協助，均促使東亞國家開始正視建立一個真正屬於

                                                      
167 12 個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澳洲、紐西蘭、汶萊、印尼、韓國、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

泰國及加拿大。 
168 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論叢，第 24 期（民國 94 年 6 月），頁 16。 
169 伍貽康、張幼文主編，三足鼎立？全球競爭體系中的歐美亞太經濟區，頁 262-63。 
170 Claude Barfiel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Rise of Asian Regionalism＂, presented for  

Wester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Vancouver, Canada: June 29, 2004), p.20. 
171 Shalendra D. Sharma, “Beyond ASEAN and APEC: Towards a New Asia—Pacific Economic 

Regionalism＂, East Asian Review , Vol. 14, No. 3(Autumn 2002),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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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國家的合作機制的必要性，不再依賴 G7、IMF、世界銀行等西方世界的多邊

金融援助機制。 

 

（二）東亞主義與東協加三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後，東協國家深信強化與周邊國家，特別是與中日韓

等國家之間緊密合作的必要性，因而積極地展開東亞區域整合的行動。1997 年

11 月 APEC 溫哥華會議未能對亞洲金融風暴有效處理後，同年 12 月的東協高峰

會中首度邀請中日韓三國領導人參加共同會商，之後此一「東協加三」的會晤機

制漸趨成形。 

 

 1998 年 13 國領袖再度會晤，商議亞洲國家的紓困機制與恢復區域經濟的對

策，會中並同意中國所提出「舉辦東亞副財長暨央行總裁會議」的建議，同時在

韓國總統金大中提議下，成立「東亞展望小組」，作為以東亞為基礎的區域合作

路徑圖。1999 年馬尼拉的東協加三高峰會中，進一步發表「東亞合作聯合聲明」

（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172 提出彼此在貿易投資、貨幣金融、

人力資源、科技、社會文化及政治安全等多方面合作，並確立東協加三系列外交、

金融與經濟部長會議機制。 

 

2000 年高峰會中，東亞自由貿易區的構想開始浮現。2001 年汶萊會中，「東

亞展望小組」提出「邁向東亞共同體」（Towards an East Asia Community）的報告， 

其主要建議包括：將建立東亞共同體作為東亞合作的長期目標；建立東亞自由貿 

易和投資區；加強東亞地區的金融合作；推動東亞經濟和政治的制度性發展；由 

「十加三」框架向東亞機制過渡；加強政治合作以及社會、文化、教育合作等。

而 2005 年 12 月 14 日首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計東協 10 國、

                                                      
172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報告，「東協與大陸及日韓加強經貿整合對我國產業之影響」，中華民國

工商協進會委託，民國 94 年 12 月，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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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及澳洲、紐西蘭、印度等 16 國參加，並於會後發表「吉隆坡宣言」（Kuala 

Lumpur Declaration），表示 EAS 作為一個對話論壇，未來將致力於廣泛討論有關

彼此共同利益與關切的戰略、政治、經濟議題，以促進東亞的和平、穩定與經濟

繁榮。但 EAS 成員間存在不同權力的角力，如東協主體性的維繫、中國的崛起、

日本爭取大國地位，以及韓、澳、紐、印度等的東亞戰略及經貿利益佈局等，都

是未來 EAS 建制化且常態化後，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三）中日韓高峰會 

 「中日韓高峰會」機制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三國在東協十加三框架內的互

動。1999 年 11 月於菲律賓舉行東協與中日韓（十加三）領導人會議期間，時任

中國總理的朱鎔基、日本首相小淵惠三、南韓總統金大中舉行早餐會，並就區域

政治與經濟重大議題交換意見。自此，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每年在出席十加三等領

導人系列會議期間皆舉行此一會議，由而啟動了三國在東協十加三框架內的合作。

2003 年舉行的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中國總理溫家寶與日韓領導人

共同簽署且發表了《中日韓推進三國合作聯合宣言》，首次就三國合作發表共同

文件，初步確定了三國合作的原則和領域，並決定成立由三國外長參與的「三方

委員會」（Three-Party Committee）， 負責協調、規劃三國合作內容。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際，三國於日本福岡舉行首次十加三框架外的領導

人高峰會，進一步商討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共同研擬因應之道。中日韓作為亞

洲三個主要的經濟體，其經貿影響力自不在話下，但由於政治因素與歷史遺緒的

制約，173 長期推遲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建立。2011 年 5 月，第四次「中日韓高峰

會」於日本東京開幕，中國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菅直人與南韓總統李明博皆出

席會議，共同就彼此關切之區域合作議題進行討論。此次會議適逢日本福島核災

                                                      
173 Takashi Terada, “Forming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A Site for Japan-China Power Struggles”,   

Japanese Studies, Vol.26, No.1 (2006), p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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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元債信危機等國際重大事件，與會者共同針對災害管理與核子安全、自由貿

易協定、食品與能源安全、陸海聯運及海關合作、環境永續發展、人文交流等合

作議題進行討論。三國領導人會後除於《共同宣言》中，就建立事故通報框架與

聯合演習等進行合作達成共識，並承諾於隔年(2012 年)啟動中日韓 FTA 正式談

判。 

 

 2012 年 11 月柬埔寨的經貿部長會議時，中日韓 FTA 談判正式啟動。根據

中國商務部早前公布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聯合研究報告》，中日韓 FTA

的領域和範圍將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以及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技

術性貿易壁壘、知識產權、透明度、爭端解決、產業合作、消費者安全、電子商

務、能源和礦產資源、漁業、食品、政府採購和環境等。174 

 

 然而，由於中日關係緊張，加上中國與日本兩國經濟條件不同，三邊談判進

行緩慢，反倒是中國與韓國先行一步，在 2015 年 12 月完成中韓 FTA 簽署並已

正式啟動。截至 2016 年 4 月 8 日止，中日韓於首爾進行的第十輪談判仍然未果，

雖然三國欲就作為正式啟動關稅磋商前提的「貿易自由化標準的設定」等尋找妥

協點，但未能達成一致。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方談判人員透露的消息稱：「中韓對

高層次自由化的消極態度沒有改變。」，報導中亦寫道：「中韓 FTA 於去年 12 月

生效，但自由化程度不高。而日本在去年 10 月因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完成

談判，欲以 TPP 的自由化標準主導中日韓 FTA 談判，因此想攜手韓國要求中國

接受更高的貿易自由化，但韓國方面對此一直持謹慎態度。」175 。2016 年 10 月

29 日，中日韓舉行經貿部長會議，由於三國國內經濟發展減速，加上英國脫歐等

                                                      
174 「中日韓 FTA 談判啟動」，經濟日報，2012 年 11 月 25 日， 

  https://geft.edn.udn.com/files/15-1000-1796,c119-1.php。 
175 「中日韓 FTA 第 10 輪談判無疾而終：中韓：為何一定要按照 TPP 標準？」，博聞社，2016

年 4 月 9 日，https://bowenpress.com/news/bowen_81467.html。 

https://geft.edn.udn.com/files/15-1000-1796,c119-1.php
https://bowenpress.com/news/bowen_81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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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形成當今反全球化的氛圍。中日韓三國代表於會中通過了「對抗一切貿易

保護主義行為」的《共同聲明》。176 《共同聲明》中指出，將加速推進中日韓自

由貿易協定（FTA）以及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RCEP）談判。 

 

 

二、 中日關係對中日韓 FTA 的影響 

從經濟角度出發，中日韓 FTA 有其必要性，其原因為：三國間已存在極高

的經貿依存度，尤其三國的經濟及產業結構處於互補階段，日本可提供尖端的產

業科技；中國則擁有量大且成本相對低廉的技術人力以及廣大的市場規模；韓國

則在產業應用科技方面有其擅長之處，因此三國間若構建 FTA，將可利用彼此不

同的優勢地位，創造更寬廣的市場機會。  

 

其次，2001 年中日韓三方智庫所作的研究顯示，無論中國、日本或韓國的企 

業，都認為其他兩國存在各種非關稅貿易障礙。177 因此，中日韓 FTA 的形成，

透過彼此之間貿易障礙的撤除，亦可為中日韓的企業，創造更好的投資與經營環

境。  

 

第三，再就提高集體議價能力而言，以中日韓現今在國際經貿體系中所占的

地位，如三國能整合其在各項議題上的共識，勢必能夠深切影響，甚至主導國際

經貿議題的走向。此外，中國正積極深化經貿體制的改革開放與一帶一路的戰略，

日本及韓國分別針對泡沫經濟及金融風暴後的改革作為，皆仍在持續進行中，透

過 FTA 的構建，有關各項關稅、非關稅、乃至投資障礙的排除，將能創造一個

更有利於體制改革的外部環境，確保各項措施的落實推動。  

                                                      
176 「經濟走緩 中日韓決速推 FTA」，中時電子報，2016 年 11 月 3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03000845-260303。 
177 周作珊，「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可行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2006 年），頁 83。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03000845-2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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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商務部研究院於 2003 年 5 月所作有關中日韓自由貿易區的可行性

研究，中方認為「中日韓 FTA 將是一個擁有 15 億消費者、7 萬多億美元 GDP、 

近兩萬億美元貿易總額、世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聯合起來的自由 

貿易區。」178 。這一地區將在激烈的國際競爭中處於有利地位，中日韓 FTA 將

為三國帶來更大的利益。 

 

中日關係中的經濟因素帶給中日韓 FTA 建置的正影響；然而，中日關係卻

也有其他非經濟因素對中日韓 FTA 產生負面的影響。FTA 的形塑，固然不若政

治或安全方面的合作，涉及到高度的政治敏感度，但是不可否認，政治互信對於

區域經濟合作仍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缺乏政治互信，甚至存在尖銳政治與安全

矛盾的國家之間，開展富有成效的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179 

 

 近年來，東北亞國家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依賴美國，導致各國經濟與安

全的合作空間不一致；180 另一方面，由於中日缺乏互信，中國迅速崛起讓日本

擔憂東亞合作的主導權旁落，因此雙方不僅未能攜手共同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

程，雙方的競爭反而日益激烈，從而導致東亞經濟合作主導權的缺失。中美競爭

與中日競爭並存的狀態已經成為東北亞區域經濟整合的主要障礙，以下將就中日

關係中延宕中日韓 FTA 發展的主要因素加以說明： 

 

（一）中日兩國國內因素： 

首先，中日從 FTA 中受益程度不同，根據中日韓聯合共同研究的結果顯示，

從中日韓 FTA 對三國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看，韓國受益最大，中國其次，日本

                                                      
178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從產業競合關係論中、日、韓經濟整合與對我國區域

參與之政策意涵」，民國 100 年 12 月。 
179 廉曉梅，「論中日韓自由貿易區建立的制約因素」，現代日本經濟（吉林），138 期（2004 年

6 月），頁 23-24。 
180 張慧智，「東北亞區域融合：從中韓到中日韓的可能連動」，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1（2015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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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因此，中國一直持積極主動的態度，希望通過中日韓 FTA 推進東亞經濟

一體化進程；日本則因為三國 FTA 帶來的經濟效益最小而態度不積極。 

 

其次，因中日韓三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的不同，對 FTA 的期待標準亦不同，

三國在貨物貿易的敏感產品、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給予的國民待遇以及市場准

入原則的條件等，都有不一樣的訴求。日本堅持中日韓 FTA 必須符合 TPP 的同

等標準，中日韓 FTA 不僅要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還應該包括

政府採購、知識產權、環保和技術標準等非 WTO 領域。鑒於中國目前所處的發

展階段，無論是市場開放還是法律、制度建設都難以達到日本所期望的水準，要

求中國在政府採購、知識產權、環保和技術標準等非 WTO 領域作出較高水準的

開放承諾具有相當的難度。 

 

最後，中日韓 FTA 依然會受到中日之間的政治糾紛、歷史問題及領土爭端

等因素影響，2012 年釣魚臺國有化問題，中日間持續在釣魚臺海域宣稱為捍衛

自身主權的相互對峙行動，以及 2013 年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都使得中日

韓 FTA 談判一度停擺。 

 

（二）國際外部因素： 

首先，美國的影響。FTA 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 WTO 的局限性，率先通過削

減和取消成員國之間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實現服務貿易及投資的自由化，提高

成員國經濟效率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然而，FTA 卻也常被作為一國謀求政治利

益，爭奪地區政治主導權的工具，或作為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外交手段，這大大弱

化了 FTA 作為一種經濟形式在促進各國經濟合作方面本應有的作用。181 美國與

日本、韓國的同盟關係，以及美國運用此種雙邊同盟關係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

                                                      
181 張慧智，「東北亞區域融合：從中韓到中日韓的可能連動」，頁 3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3 
 

與此同時，基於地緣政治的競爭因素，182 作為東亞地區唯一一個同時參與中日

韓 FTA、TPP、RCEP 談判的國家，日本也有意扮演區域貿易圈主導的角色。 

 

整體而言，中國認為經濟整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應本著從易到難、由小到

大的原則逐步推進，而中國對 FTA 的考量顯然不只有經貿發展，外交目標占有

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相較於中國，日本在 FTA 合作進度上進展緩慢， 背

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農業缺乏國際競爭力，農業就業人口老化與糧食自

給率偏低是產業結構上長期以來的弱點，且國內反對自由化的壓力不曾間斷。183 

FTA 起步落後的日本眼見自己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逐步流失，如何強化對東協國

家的影響力，並拉攏韓國牽制日益壯大的中國，成為當前最重要的考驗。此外，

日中兩國關係因釣魚臺主權問題一度惡化，以及北韓發起的一系列軍事挑釁迫使

日韓兩國進一步依賴美國，亦促使日本從安全保障角度出發，考慮與亞洲保持距

離，並再次開始親近美國，此些因素都使中日韓 FTA 的談判複雜而難以平衡。 

 

 

 

 

第三節 稀土之爭 

 

 

稀土是鈧、釔和鑭系元素等共 17 種化學元素的合稱，被廣泛運用在很多高

端科技產品中，例如：手機、電腦、環保型汽車，甚至軍事上，是相當重要的戰

略資源之一。進入後工業化時期，對稀土等稀有金屬需求逐步擴大，而為應對國

                                                      
182 葉長城，「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政經競合：以中日韓 FTA、中韓 FTA 與 RCEP 為中心探  

討」，全球政治評論，第五十二期（2015 年），頁 151。 
183「日本貿易政策的新變化與 FTA 戰略」，劉昌黎，2007 年， 

  http://blog.jrj.com.cn/ 7357901026,2642866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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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金融危機，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引發稀有金屬領域的全球競

爭不斷升級。 

 

 

一、中日在稀土產業鏈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的稀土產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供應量占世界的 90%以上，日本

是礦產資源極度匱乏的島國，卻是世界稀土消費大國和應用強國，其需求量居全

球首位，但進口依賴度平均在 95%以上，且進口總量的 90%來自中國。184 長期

以來，日本形成了「海外進口資源（初級產品和粗加工製品）－加工成品－高附

加價值產品出口海外」的稀有金屬產業發展模式，粗估日本稀有金屬的總體市場

規模為 25 萬億日元，透過在原材料和電子元件中添加稀有金屬創造的附加價值

約為 9 萬億日元，而應用這些材料製造電腦、遊戲機、電視機、汽車等產品後形

成的市場規模更高達 150 萬億日元，185 其中當然包含稀土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日本大型綜合稀有金屬企業的技術和加工能力首屈一指，長期掌控行業標準，

佔據產業鏈的頂端，其中高品位稀土合金的全球生産也被昭和電工、信越化學工

業、三德和中電稀土這 4 家日本企業壟斷，昭和電工透過 2 家中國的工廠和日本

工廠進行生産，年産量為 7000 噸，186 並與信越化學工業的產量各佔全球市場的

35%。 

 

有鑑於稀土之特殊性及不可或缺，日本在 1982 年以社團法人特殊金屬儲備

協會(RMA)為主體，開啟了稀土的儲備，並在 1986 年，為保證儲備制度的運行

                                                      
184 張季風，「2010~2011 年日本經濟與中日經貿關係：現狀、問題與展望」，頁 21-22。 
185 方曉霞、楊丹輝，「中日在稀有金屬領域的戰略博弈－兼評中國稀土產業政策效果」，日本問

題研究（河北），第 30 卷 5 期（2016 年 10 月），頁 2。 
186 「TDK 和昭和電工商討在華生産稀土合金磁鐵」，日經中文網，2012 年 4 月 27 日， 

  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manufacturing/2244-20120427.html。 

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manufacturing/2244-20120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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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日本對國家儲備和民間儲備進行整合，且設計儲備目標為國家儲備保障 42

天（70%），民間儲備 18 天（30%）。187 2006 年，在稀土供應緊張的形勢下，日

本發佈了《國家能源資源戰略新規劃》，將稀土列入國家戰略礦產。2004 年，日

本又設立了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該機構除

了承擔石油天然氣和稀有金屬的國家儲備職能之外，還向參與全球礦產品開發的

日本企業提供融資、資訊和技術支援，而其資源儲備本部所屬的稀有金屬儲備部

負責稀有金屬儲備制度的日常運轉，並在供應危機等緊急時刻，透過向市場拋售

儲備戰略物質，以穩定供給，保障日本產業所需。 

 

中國是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大國，在「原礦－精礦－分離產品－功能材料－

器件－終端產品」的全產業鏈中，中國在採選、冶煉、分離三個環節上具有明顯

優勢，但處於產業鏈下游且缺乏核心技術，中國幾乎沒有自主獨立的智慧財產權。

正因如此，多年來中國稀有金屬出口以原材料和初階加工產品為主，出口附加價

值低，環境污染嚴重，制約著稀土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同時，由於長期缺乏稀

土等稀有金屬資源開採、利用與保護的國家戰略，導致中國開採冶煉企業無秩序

地競爭，濫挖屢禁不止，國內儲量快速下降，導致難以掌控稀土在國際市場上的

定價權。2010 年 7 月美國能源政策分析家 Mark Humphries 向美國國會提交的

《稀土元素全球供應鏈報告》指出：中國、美國、俄羅斯與澳洲的稀土儲量分別

占世界的 36%、13%、19%與 5.5%，但中國的稀土產量占世界總量的 97%，其他

三國的產量均為零。按現有生產速度，中國的稀土儲備僅能維持 15-20 年，188 未

來可能還需要進口。2012 年，中國政府首次發佈了《中國稀土狀況與政策》白皮

書，白皮書將此前中國稀土儲量占世界三成的推測下調至 23%（儲量為 1859 萬

噸），另外白皮書亦指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超強度開採，主要礦區資源加速衰

                                                      
187 方曉霞、楊丹輝，「中日在稀有金屬領域的戰略博弈－兼評中國稀土產業政策效果」，頁 2。 
188 高烙輝，「中國稀有金屬資源的出口管制與政策校正」， 

  http://www.xzbu.com/2/view-658682.htm。 

http://www.xzbu.com/2/view-6586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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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原有礦山資源大多枯竭，包頭稀土礦主要礦區資源僅剩三分之一。對於發表

白皮書的目的，有一說是為了反駁歐美日向 WTO 提交的訴訟，但中國稀土企業

一名高階主管則認為是中國政府對稀土價格的下滑感受到危機感，189 希望以此

扭轉。 

 

 

二、中日在稀土領域的競爭 

為控管稀土的開採與出口，1990 年代末，中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形成了

以礦產權管理為核心的資源政策以及「配額加關稅」的出口數量管理模式。2010

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促使對稀土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中國不

斷提高出口關稅、縮減配額，導致供需不平衡，國際市場上稀土價格一路飆升。

此外，2010 年因中日釣魚臺撞船事件，讓中國削減稀土 30%的出口配額，直接

衝擊到日本的製造業，震撼日本經濟界，一般認為，這是中國對日本採用了經濟

制裁手段，也讓日本各界意識到依賴中國的風險。 

 

日本為因應稀土供給的危機，主動開展「資源外交」：透過 ODA 形式、人才

培養、礦山周邊基礎建設等方式，確保稀土來源的多元化。2010 年 10 月 25 日，

日本首相菅直人與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宣布兩國將加強稀土與核能

等方面的合作；同年 10 月 31 日，日本又與越南簽署協議，將以核電和對越貸款

換取稀土；而 11 月 16 日，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在東京表示，期待日本企業

參與蒙古的稀土開發。 

 

 除了積極推動資源外交之外，日本政府加快周邊海域和大陸棚的海洋金屬資

源開發，並研發稀土的回收再利用。另外，日本更將問題升高到國際層次，對於

                                                      
189 「中國發布稀土白皮書」，日經中文網，2012 年 6 月 21 日， 

  http://zh.cn.nikkei.com/china/ceconomy/2775-20120621.html。 

http://zh.cn.nikkei.com/china/ceconomy/2775-20120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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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稀土管制問題訴諸 WTO 的裁定：2012 年 3 月，日本向 WTO 提出有關中

國稀土等稀有金屬的出口管理措施的「磋商請求」，歐盟、美國、加拿大等發達

國家隨後加入訴訟。2014 年 3 月 26 日，WTO 正式發布初步裁定結果，認定中

國對稀土等稀有金屬相關產品採取的出口管理措施違規。2014 年 8 月 7 日（日

內瓦時間），WTO 上訴機構維持 WTO 專家關於中方稀土等產品的出口關稅、出

口配額措施不符合有關 WTO 規則，以及不符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裁

決，歷時兩年多的稀土案以中國最終敗訴而暫時塵埃落定。 

 

 2015 年以來，稀土行業發展環境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方面，中國於「稀土

案」敗訴後，採用傳統貿易政策，對稀土出口實施數量的控制宣告終止；另一

方面，中國進一步加強對稀土行業的整頓。然而，受全球礦產品市場行情以及

行業發展環境變化的共同影響，稀土產品價格大幅下跌，幾乎跌回 10 年前的水

準。在此情況下，日本等主要進口國對持續走低的價格，以及中國取消「關稅

加配額」的政策終結，再度做出了緊急的回應，導致出口不斷放量，行業景氣

明顯下滑。但根據日經中文網報導，即使中國遵守國際貿易規則，世界稀土價

格再次上漲的風險也難以消除，190 且日本依然再度依賴中國，中日在稀土等稀

有金屬領域的競合也將持續不斷。 

 

 

 

 

  

                                                      
190 「稀土，再度依賴中國」，日經中文網，2015 年 7 月 3 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commodity/15062-20150703.html。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commodity/15062-20150703.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8 
 

第四節 小結 

 

 

2008 年國際金融風暴，重創日本經濟，中日經貿合作也同樣受到嚴重的衝

擊，在世界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中日雙邊經貿合作長期存在的雙邊貿易高位徘

徊、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低迷等問題仍然持續。安倍首相第一次任期內，中日政治

關係的好轉並未帶來兩國所期盼的「政熱經熱」，反而因金融風暴的影響，「政熱

經涼」的現象趨於明顯。 

 

 而在日本經濟尚未從金融風暴衝擊中復甦之際，又因 2012 年釣魚臺國有化

爭端、2013 年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中日經貿總額連年呈現負增長，日本對

華直接投資也自此一路下滑，投資額甚至退回 1995 年程度，「政冷經冷」的情況

已日漸顯著。 

 

中日韓 FTA 先自前身－「中日韓高峰會」開始運行，中日韓高峰會最初並

非針對特定議題設立之獨立機制，而是以「早餐會」方式依附於東協加三的框架

之下，目的在提供三國領導人交換意見之溝通平臺。隨著對話內容與議題範疇持

續擴大，該機制逐漸成為中日韓三國協商經貿與安全合作的重要場域，並於 2008 

年正式獨立於東協加三架構而運作，並在 2012 年三國正式啟動中日韓 FTA 的談

判，中日韓 FTA 的出現將重塑東北亞的政經結構，對東亞區域整合亦具有決定

性的影響，而由亞太格局的角度而言，更可能牽動美中全球權力均衡的對峙。然

而，截至 2016 年第十輪談判為止，中日韓 FTA 仍無法正式啟動，其原因除了美

國因素之外，中日在亞洲政經地位的競合與中日歷史問題、釣魚臺主權爭議等問

題，都在在牽制著中日韓 FTA 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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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日的稀土之爭乃是近年來中日關係的一新焦點。稀土是高端科技商

品與軍事武器製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具有高度的戰略價值。中國是稀土的出產大

國，而日本則是稀土進口的大國與應用強國，且進口量中的 90%來自中國。2010 

年因中日釣魚臺撞船事件，中國對日本採用了經濟制裁手段－削減稀土 30%的

出口配額，直接衝擊到日本的製造業，震撼日本經濟界。日本一方面積極展開「資

源外交」，以確保稀土來源；另一方面，也將中國管制稀土出口問題向 WTO 提

出磋商請求，歷經兩年多的裁定過程，最終雖以中國敗訴暫時得到解決，但日本

對於中國稀土資源的過度依賴，將使得中日在稀土等稀有金屬領域的競合危機難

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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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從「政冷經熱」的概念出發，嘗試探討中國與日本自 2008 年以來的

政治、經濟關係，以及中日政治關係與中日經濟關係兩個領域的互動。 

 

 許多學者以新現實主義概念探討中日關係，新現實主義主張在國際體系無政

府狀態下，當行為體的相對地位及能力產生變化時，行為體間的互動亦會產生變

化，進而影響體系的結構變化。新現實主義的立論卻無法詮釋 1990 年代中期以

來，中日能力與國際地位有所消長的情況下，中日經濟關係仍然持續快速發展、

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 

 

那麼，若從互賴理論的角度出發，互賴理論則主張國家之間或者國際行為者

之間的經貿、人員等交流，使兩國之間存有某種程度的互相牽制，且會對於彼此

的外交決策與作為受到影響。然而，1995 年以來，與中日友好的經濟關係背道而

馳，中日的政治關係大起大落，這樣的現象無疑對互賴理論形成了挑戰。對於中

日兩國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逆向發展的結構性矛盾現象，中日許多學者以「政冷

經熱」的概念稱之，並嘗試以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的「冷」與「熱」，對中日關

係進行討論。 

 

 

一、2008 年-2016 年中日政治關係 

在歷經日本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融冰之旅」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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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之後，2008 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暖春之旅」中，

中日雙方簽署《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原以為迎來「遲

來的春天」的中日政治關係，卻在 2010 年在釣魚臺附近，中國漁船與日本的保

安廳巡邏船碰撞事件；2012 年日本野田首相，提出釣魚臺國有化議題；2013 年，

安倍參拜靖國神社；2016 年，90 名日本國會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等爭議之後，

中日政治關係降至前所未有的冰點。 

 

 此外，日本安倍首相於二次上任後，其外交戰略不同於第一次任期，積極深

化「美日同盟」，強調日本於美國「再平衡」戰略中的關鍵地位，更積極參與 TPP，

與非親中亞洲國家交流，在在顯示出抗衡中國之意。 

 

 近年來，因領土主權爭議問題，中日針鋒相對，軍事衝突一觸即發：2013 年，

中國海軍艦艇曾於 1 月間，先後兩次以火控雷達鎖定日本自衛隊機艦事件；2016

年，中國軍機和海警艦艇進出爭議區域，包括釣魚臺列島的頻率和層級漸強；而

日本自衛隊緊急升空和出動圍繞與驅逐中方船隻和軍機，導致中日政治關係更加

陷入低潮。2016 年，日本正式實施解禁集體自衛權，朝「正常」國家邁進，更加

深中日政治互信的惡化。 

 

 

二、2008 年-2016 年中日經濟關係 

2008 年國際金融風暴，重創日本經濟，中日經貿合作也同樣受到嚴重的衝

擊，2009 年的中日經貿總額的增長率為-14.2%。而在日本經濟尚未從金融風暴衝

擊中復甦之際，又因 2012 年釣魚臺國有化爭端、2013 年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等問

題，中日經貿總額連年呈現負增長，2012 年至 2016 年同比增長率分別是-3.9%、

-5.2%、0%、-10.8%與-1.4%。而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額也自 2013 年一路下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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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6 年投資額的同比增長率各是-4.0%、-38.7、-26.1%、-3.0%，其中 2014、

2015 年出現兩位數的負增長率，2016 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金額甚至退回 1995 年

程度。 

 

 而中日的領土爭議與歷史問題也嚴重影響到中日韓FTA的談判。中日韓FTA

的談判自 2012 年正式啟動，截至 2016 年第十輪談判為止，仍然無明顯的進展，

連就作為正式啟動關稅磋商前提的「貿易自由化標準的設定」等議題，都未能達

成共識。除了中日兩國國內因素的負面影響之外，美國牽制，以及中國與日本都

想在東亞區域貿易圈中扮演主導的角色，皆使得中日經濟關係，乃至東亞區域經

濟無法更上一階。 

 

 除了中日韓 FTA 的延宕，中日關係的另一焦點「稀土」，也因釣魚臺主權爭

議等政治問題，而糾紛不斷。日本是稀土應用的強國，但其稀土原料皆須來自進

口，而其中進口量的 90%皆來自中國，2010 年因釣魚臺撞船事件，讓中國削減

稀土 30%的出口配額，震驚日本各界，這使得日本一狀告上 WTO，雖然最終裁

定為中國敗訴，但是只要日本持續依賴中國的稀土資源，在政治關係不穩定的情

況下，稀土之爭的危機都將持續存在。 

 

 

三、「政冷」導致「經冷」 

如第一章所述，針對中日兩國關係的「冷」與「熱」，在政治層面的指標是

中日兩國領導人是否保持經常互訪，高層會晤後的結果如何，兩國在政治和安全

領域中的衝突是減少、緩解了？還是增加、加劇了？ 

 

從本研究可以得知，即便中日具有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但是仍然衝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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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 2010 年中日釣魚臺撞船事件與 2012 年釣魚臺國有化事件之後，中日領導

人已中斷互訪，不僅雙邊首腦會晤中斷，其他高層的官方合作機制也幾乎停擺，

包括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日高層經濟對話等，連部長級以上的政府官員也鮮有

正式來往，僅在如 APEC、G7 等多邊外交的經貿平臺中進行會晤。包含 2014 年

11 月 21 日，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所舉辦的第五屆香山論壇會議，以及 2015 年 9

月 3 日，中國舉辦抗戰七十年的閱兵儀式，安倍首相皆拒絕出席，這可以說是，

日本並不希望與中國有太多政治、軍事層級的接觸，以避免內部民族主義者的反

彈，或是受到美國的關切。顯示雙方關係處在低谷。 

 

而在經貿領域，中日雙邊貿易額與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年增長率連年出現停滯

或負增長，且中日韓 FTA 亦無所獲，稀土更成為中日競爭的新焦點，可以明顯

判斷「政冷」導致「經冷」的現象已日漸顯著。 

 

將 2008 年至 2016 年中國與日本兩國的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的互

動現勢加以討論，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2008 年-2009 年「政熱經熱」階段： 

2006 年安倍首相第一次內閣成立，首要目標即是改善與中國的關係，2008

年繼安倍與溫家寶互訪之後，胡錦濤出訪日本展開「暖春之旅」，並簽署了《中

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經濟上，雖然 2008 年第四季開始，

全球經濟已受到金融風暴影響，一片蕭條，但 2008 年中日貿易總額較 2007 年的

同比增長率仍維持兩位數的高增長率，互賴因素牽制了中日雙方持續維持僵化的

政治關係，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2009 年日本因金融風暴的外部因素，受創嚴重，連帶影響中日貿易總額呈

現兩位數的負增長；然而，日本對華投資額仍然維持兩位數的高增長率，且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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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投資也連續兩年以 51.3%、42.4%的高增長率，日中貿易額占日本外貿總額

的比例也首次超過 20%，表示中日雙方持續深化合作，互賴因素的影響大於結構

因素的影響。 

 

二、2010 年-2011 年「政冷經熱」階段：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締結，並無法持續在中日政治關係領域發揮正面影響，

2010 年菅直人首相上任，其改以重視聯合國，並加強美日關係，改變了對中國的

戰略方向，且釣魚臺撞船事件，進而使得中國管制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中日政治

關係頓時趨向「冷淡」；相對地，此階段全球正從金融風暴中慢慢復甦，中日總

體貿易額又開始呈現兩位數的高增長率，且 2010 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日本第一

大貿易夥伴，2011 年日本 311 地震的災後重建，亦仰賴中國進口物資。中日政治

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呈現背道而馳的矛盾發展。 

 

三、2012 年-2016 年「政冷經冷」階段： 

2012 年因日本企圖將釣魚臺國有化問題，使得原本已冷淡的中日政治關係，

更加雪上加霜，且更進一步影響中日雙邊經貿交流，2012 年開始，中日總體貿易

額與日本對華投資額連年呈現負增長。2012 年 12 月安倍第二次組閣，其並未如

第一次改善與中國關係，反而向美國靠攏，強化美日關係，參與 TPP，並積極與

美國開展包括釣魚臺主權等議題的對話，再加上歷史問題與參拜靖國神社問題，

中日政治關係再次降至冰點，連帶地經濟關係也因結構因素趨向「冷淡」：中日

韓 FTA 談判進程延宕、稀土危機不斷。此階段結構因素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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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2008 年-2016 年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互動型態變化 

 

     政治  

經濟 
冷 熱 

冷 政冷經冷(Ａ) 政熱經冷(Ｂ) 

熱 政冷經熱(Ｃ) 政熱經熱(Ｄ) 

2008 年-2016 年

政經關係變化 

D→C→A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綜上所述，2008 年至 2016 年中日政治關係領域與經濟關係領域的互動型態，

其變化為 2008 年-2009 年「政熱經熱」，轉變至 2010 年-2011 年「政冷經熱」，而

2012 年則首次因兩國關係而導致經濟趨向「冷淡」，進而長時間維持「政冷經冷」。 

 

 

 

 

第二節 未來展望 

 

 

理論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互信」與「經濟互利」兩者應該是

相互一致的，但在現實中，經濟互利卻未必能夠促成政治互信。尤有甚者，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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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雙方的政治關係惡化到一種程度，進而反過來對經濟關係造成嚴重衝擊。因

此，中日兩國最應予以關注的，就是如何避免中日政治與經濟關係陷入這種惡性

循環。 

 

    中國、日本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兩國人口和經濟規模占全球五分

之一左右，出口占全球出口的 13.6%，因而雙邊政治與經濟關係發展的走勢如何，

對世界與地區的穩定影響甚鉅。中日兩國之間諸如歷史問題、領土爭議等政治的

衝突與摩擦，導致兩國經濟關係嚴重萎縮、陷入低盪，在在顯示兩國政治與經濟

關係的脆弱性。在中國與日本兩國因諸多政治因素而關係日益惡化的當下，雙方

不論在軍事、外交或經濟場域上的對抗局勢也越演越烈。 

 

然而，美國在 Donald Trump 政府上任後，對於前任總統 Obama 的「重返亞

洲」政策改弦易轍，並且退出 TPP，顯示美日雙方建構的同盟關係將逐漸崩解。

面對 Trump 的亞太政策的不可測因素，使得日韓等美國傳統盟友對於川普的對

外政策感到不安，擔心未來美國可能減少對盟友的安全承諾。隨著美日同盟關係

的弱化，亦象徵著美日對中國的「新圍堵」政策的弱化，日本將逐漸孤立。日本

應調整其在亞洲的戰略，正視與中國之間的競合，雖如芒刺在背，也當「求同存

異」。 

 

中國與日本需認識到摩擦必然會發生的同時，將其衝擊與傷害降到最小限度，

此外，也應意識到亞洲經濟的發展和區域一體化的形勢，客觀上是需要中日兩國

加強合作，在亞洲地區，目前進入談判階段的中日韓 FTA 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鑒於中日兩國在

亞洲地區的經貿地位，無論哪一種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式，如果沒有中日兩國的參

與和合作，都談不上是成功的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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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深度的制度性合作，需要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基礎上。當前，在中

日政治關係冷淡的情況下，中日韓 FTA 談判能夠啟動，本身就表明了各國都深

知加強合作的重要性，它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但是，今後能否順利推進談判，

並最終達成協定，還需要建立在良好政治氛圍的基礎上。中日兩個大國之間當保

持穩定的政治關係，增進互信，坦誠合作，為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打下

良好的政治基礎，不僅如此，在應對金融危機、資訊化、氣候與環境、自然災害

等地區性問題上，兩國也有必要加強協商與合作。 

  

由於中日兩國的產業和貿易體系與全球市場緊密關聯，世界經濟的發展也需

要穩定的中日關係。在美國經濟尚穩定復甦、歐洲經濟仍受債務危機困擾的情況

下，如果中日關係持續惡化，也會成為全球經濟新的風險因素。因此，中日兩國

需跳脫中日範圍，從大亞洲甚至全球視野思考當前的中日關係。 

 

在全球多數國家國內外政治與經濟發展不穩定的今日，中日攜手合作不僅可

為世界或區域帶來穩定的局勢，包括朝核危機的和平解決、促進區域的經濟成長

等。因此，在如今中國崛起與日本衰弱的時期，中日兩國關係在面臨全新的形勢

下，雙方都必須重新摸索和調整政策，建立全新階段的兩國關係。有鑑於此，2018

年為中日建交 40 周年，根據過往慣例中日雙方會共同發表聯合聲明，並因此開

展深化政治與經濟交流，以本研究所得結果筆者樂觀推測，未來幾年中日關係會

因互賴因素朝向「政熱經熱」趨勢發展，但中日關係能否發展出雙贏的合作機制，

在於雙方政府能否抑制諸多的摩擦增溫，將政治問題重新回到「擱置爭議」的原

點，並在經濟上持續展開談判與協商，以達到政治與經濟的互信互利，而避免中

日關係走向長期「政冷經冷」的困境，將是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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