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六期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出路 

 

    2015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六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成功举

办。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国际

关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军委办公厅、北京外国语大

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发行集团等机构的 20 余

位院友及相关学者齐聚北大国关学院二楼咖啡厅，积极探讨自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种种

结构性矛盾的成因，并就两国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次活动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云祥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教授主

持了本次活动。梁教授围绕“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这一主题，对中日关系自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梁老师指出，国内对于日本的看法存在“感情化、简单化”的倾向，但是作为学者应当

以事实为依据，理性客观地看待中日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日

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互之间摩擦不断，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等方面无

法达成一致，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也深受影响。这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但最主要的就

是民族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在长久的纠缠过程中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死结，这与时代的



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在梁老师看来，造成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冷战前后国际环境

的变化导致的一定程度上的“安全困境”、中日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两国的国家发展战

略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梁老师认为，在冷战前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变之下，日本对中

国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此后中国迅速崛起而日本相对衰落，两国国民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

两国的竞争愈加激烈，日本国内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安全感愈加膨胀，很多问题就凸现出来。

而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两国对于国际法及历史依据的侧重有所不同，双方各执一词，使得领

土问题长期陷入僵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正常交往，这些都造成了两国关系当中

的结构性矛盾。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呢？梁老师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首先要有一个基

本的原则，中日的基本考虑应该是中日绝不能再战，这应该是战略目标之一。在具体的落实

过程中，第一要确定绝不再战的决心并以此教育国民，不要渲染仇恨。第二是在此前提下，

建立必要的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意外的事件发生，至少要保证维持现状。第三，通过外交和

对话来解决问题，如果难以找到妥协点，要学会利用国际法律渠道来解决，学会用国际法来

解决国际争端。第四，扩大现有利益，比如经济利益、海洋保护的共同利益等等，不要过分

强调矛盾。第五，寻找新的共同利益，增强共同责任，考虑亚太地区的整体利益。最后，促



进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把中日关系纳入其中，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框架下解决问题。 

 

 

    梁老师的演讲生动幽默，同时又十分透彻地分析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演讲

后的交流环节中，与会的院友们与梁老师进行了更深一步的交流，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中日

两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得失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院友们纷纷表示此次院友沙龙使大

家受益良多，也让大家对中日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