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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 ,到佐藤

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东

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 ,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

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 ,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 ,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

肩 ,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 ,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

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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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 ,由于未能从根本上结束敌对状态 ,中日两国关系发展极不正常 ,而中日民

间贸易则是体现这种不正常的中日关系的晴雨表 。随着形势的变化 ,时而发展顺畅 ,时而进展受阻 ,甚

至发生逆转 ,反映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势 。佐藤内阁上台后 ,从池田时期“向前看”的积极政策完全

转变为追随美国 ,包围和遏制中国 ,推行“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的亲台反华政策 ,致使池田内阁时期好

不容易发展到“半官半民”阶段的中日关系
[ 1]
(第 64 页),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反而遭到严重的破

坏 ,甚至面临全面断绝的危险 。与之相对应 ,中日民间贸易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从大发展到严重受阻 ,甚

至濒临停滞的过程。中日关系和中日民间贸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倒退和逆转? 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放

在东亚冷战的整体背景下 ,分析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于 20世纪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的影响 。

一

池田内阁时期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日民间贸易也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1960年

初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日本经济报告的重点已经从强调日本经济的脆弱性转移到惊叹日本经济

发展的速度上来
[ 2]
(000224)。由于执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 ,日本出现了设备过剩和生产过剩的现象 ,产

业界要求扩大中日贸易的呼声日益增强 。在此情况下 ,首相池田强调:“日本传统上和历史上与中国大

陆有特殊关系。日中贸易水平至少应该与当前西欧国家对华贸易水平相当 。”
[ 3]
(第 31 页)日本希望能和

西欧一样使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以增进对华贸易。而此时的中国 ,由于中苏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以及国

内经济的巨大困难 ,也迫切需要拓展其它的市场 ,扩大中日贸易额。因此 ,尽管中国仍然坚持政治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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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离的原则 ,但在对日态度上却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 。

在中日都有意愿恢复两国贸易的情况下 ,1962年 9月 ,中日重开民间贸易谈判。日本国会议员松

村谦三和高崎达之助先后访问了中国 ,并与廖承志以“政经不可分”的一致意见为基础交换了“中日长期

综合贸易备忘录” ,其内容是在未来的 5年间(1963—1967年),以平均每年 3 500万英镑的规模扩大日

中贸易 ,中国以延期付款的方式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 ,卖方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资金。之后 ,中方成

立廖承志办事处 ,日方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事务所。双方同意在对方国家互设常驻的联络

机构 ,并通过这个渠道互派常驻记者。LT 办事处虽说是民间贸易机构 ,但在其背后是日本通产省和中

国外贸部 ,这就决定了其半官方性质。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由此开始恢复和迅速发展 ,并很快超过了

1958年的水平
[ 3]
(第 53 页)。

1963年 8月 20日 ,池田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的厂商“仓敷株式会社”使用输出入

银行的资金向中国大陆出口价值 2 200万美元的纺织设备 。这种被形容为“援助而非贸易”的发展趋势

使台湾感到极度不安 ,也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发表

谈话 ,警告日本不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 。在 1962年 12月 3 日举行的“日美贸易 、经济联合会”上 ,美国

总统肯尼迪也发出类似警告 , 之后 ,哈里曼提交书面通知给日本 ,表明美国不会支持日本对共产党中国

的延期付款贸易的安排。然而 ,尽管美国强烈反对 ,日本政府还是于 1963年 8月批准了使用输出入银

行贷款向中国出口纺织设备的延期付款计划 。

由此可见 ,池田时期日中民间贸易关系的高速增长势头是与日本外交自主性增强的趋势相适应的。

在佐藤上台之前及其执政初期 ,这两者都大有继续发展之势 。

196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 ,在佐藤竞选班子完成的有关未来佐藤政权内外政策的研究报告里 ,不

仅将“中国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提到了亟待解决的外交问题的首位 ,而且还具体提出了与中

国和平共处 、扩大各方面的交流 ,特别是以输出入银行为担保的经济合作 、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 、日本

为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努力 、准备派“密使”与中国接触等改善中日关系的具体举措 ,重新提出了吉田茂曾

提出的建议“为美中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 ,日本准备起桥梁作用” 。另外 ,该报告还把中共问题和台湾问

题都置于中国问题之下 ,这表明了佐藤将在“一个中国 ,两个政府”的立场上来把握中日关系[ 4]
(第 58-61

页)。1964年 5月 4日 ,时任池田内阁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的佐藤荣作 ,秘密同正在访日的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会晤 ,并表示:“如果我掌握政权 ,将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尽最大努力”
[ 5]
(第 138

页), “希望能在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下进行”
[ 6]
(第 225 页)。即使在竞选失败后 ,佐藤对日中关系仍然

表现出热心。1964年秋 ,佐藤通过自民党国会议员久野忠治在中间牵线 ,准备在缅甸首都仰光同周恩

来总理直接会晤 。

池田因患喉癌辞去自民党总裁和首相职务后 ,指定佐藤接任其职务。在上台之后第二天即 11月

10日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 ,佐藤仍强调:“中共问题是日本当前面临的外交上的基本问题 ,是赋予

佐藤内阁的重要问题 。”“别的事情办得再好 ,如果不解决日韩问题和中国问题 ,仍然会受到批评。”[ 7]
(第

66 页)佐藤的发言说明他在改善对华关系问题上依然是非常积极的 ,预备将其作为新政府的首要问题来

解决 。

但是 ,佐藤这种在对华关系上欲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短短十几天后 ,在 11月

21日召开的第 47届临时国会的政见演说中 ,他说道:“政府历来同中华民国政府维持了正常的外交关

系 ,同中国大陆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 ,与民间保持了贸易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在中共进行核试验的今

天 ,我也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方针的打算 ,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中国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我想

斟酌今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慎重而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 [ 8](第 3-4 页)在这一演说中 ,佐藤表示他将保

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 ,不仅在对华关系不会进行重大突破 ,而且还要根据国际

形势 ,慎重对待日中关系的发展。这与他之前的说法可谓大相径庭 ,原先“积极的” 、“向前看”的态度一

下子变为“慎重”和“保守” 。在发表这一演说的前一天 ,佐藤内阁拒绝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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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入境参加日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申请。彭真此行日本 ,本是日中政界高

层人士之间直接进行接触并互相沟通的绝好机会 ,但佐藤拒绝彭真入境 ,就意味着佐藤并不希望借此良

机改善日中关系 ,表明了他的对华态度 。接着 ,佐藤内阁又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继续阻挠中国

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佐藤这种在日中关系上的消极态度和阻挠日中关系发展的做法 ,理所当然受

到中国政府的抨击 , 1964年 11月 25日 , 《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 ,抨击佐藤以前改善中日关系言论

之虚伪 ,指出其破坏中日关系的事实[ 9]
(第 766-768 页)。

随着佐藤对华政策从热到冷的突变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冲击 ,中日民间贸易自然也随之受影响 。其中

产生最严重影响的是“吉田书简”对日中贸易的约束力问题。前文谈到 ,池田政府顶着美国的压力 ,于 1963

年8月批准了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向中国出口纺织设备的延期付款计划。事实上 ,使不使用输出入银行

的资金问题 ,还涉及到是否希望扩大日中贸易 ,是否希望在“政经不可分”原则下 ,通过不断积累的方式继

续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问题。因此 ,台湾当局对此十分关注和不安 ,日台关系一度因此非常紧张 ,台湾甚

至达到了撤走大使 ,要和日本断绝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地步。为了安抚台湾当局 ,美国政府开始出面警告日

本[ 10]
(118E),日本也被迫必须有所表示。因此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受池田委托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会面 ,以

书简形式保证日本不会再向中国大陆提供金融出口。尽管如此 ,在池田时期 ,池田是以私人信件来对待

“吉田书简”的 ,再加上池田很快引退 ,所以“吉田书简”并未对中日贸易产生太多不利影响。

1965年 2月 8日 ,佐藤上台后 ,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称:“吉田书简”虽然是以私人名义发出

的 ,但这与当时政府的方向并不是完全相左的 。“吉田书简”对日中贸易有约束力 ,日本政府将遵循“吉

田书简”不再向中国大陆提供金融出口的承诺[ 11](第242 页)。佐藤的这一宣称立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愤

怒 ,中国政府采取断然反击 ,随即取消了与日本公司的一系列合同并从其它谈判中退出。4月 8日 、5月

10日 , 《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文章 ,表示“中国政府对佐藤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谴责“佐藤政府必须承

担破坏日中贸易的全部责任” 。以此为开端 ,中日贸易关系迅速降温 。

二

为什么佐藤政府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态度会先热后冷 ,出现从积极到反动的突然变化 ,并导致中日民

间贸易关系的迅速降温和倒退呢? 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首先在于当时东亚的冷战局势以及美国东亚

遏制战略的调整 。

佐藤上台之后 ,面临的是中法建交 、越南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核试验 、赫鲁晓夫下台 、中苏关系紧张

等动荡的周边国际形势。其中 ,对日本外交政策带来最大影响的便是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与不断升级 ,

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东亚战略的重大调整。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和扩大 ,美国东亚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 。为了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和实施其

远东战略 ,也为了继续进行越南战争 ,美国迫切要求日本在东亚地区代替美国承担一部分以前美国在这

一地区履行的“义务”和“责任” ,代替美国部分地承担对亚洲各国的“援助” ,以便继续稳定亚洲的“自由

阵营” 。1965年 4月 ,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东南亚计划” , “希望日本在支持和鼓励亚洲开发方面起建

设性作用”[ 12]
(第 36 页)。北部湾事件后 ,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日本的一次演说中说:“使亚洲继续

成为自由而友好的地区 ,这不仅对美国有利 ,对日本更有好处” , “为了确保亚洲的安全 ,日本应以经济合

作筑成`弹性壁垒' ,为此日本要起带头作用” ,并提出了“对亚洲的经济开发要在亚洲国家的主导之下进

行”的口号 。

佐藤上台后 ,立即敏锐地把握到美国东亚战略这一调整给日本所带来的契机。日本从 1956年起开

始现代化起飞 ,经过池田内阁时期的“收入倍增计划” ,经济实力已经有了空前的增强。1964年日本国

民生产总值为 806亿美元 ,继美国 、西德 、英国 、法国之后占资本主义世界第 5位
[ 13]

(第 318 页)。随着经

济实力的增强 ,日本已经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几乎完全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发展或者保持充当小伙伴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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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
[ 14]

(第 169 页),日本希望的是不断提高内政外交中的独立自主性 ,不断提高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

中的地位和作用 ,增强日本在安保体系中的发言权 ,同时谋求加强在亚太和东南亚地区的更大的经济 、

政治影响力。美国东亚战略的这一调整正是日本实现以上目标的大好机会 。

因此 ,佐藤政府决心把握机会 ,对日本对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紧密追随并配合美国的东亚政策 ,以

期寻求自己的利益。佐藤表示:“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日本说成仅仅是亚洲的日本 ,而必须要以站在

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力量的地位 ,树立起全球观点” ,他扬言:“日本的作用在于 ,为增加世界的福利 ,要同

欧洲先进国合作解决南北问题 ,尤其要解决亚洲的安全问题 。” [ 5](第 688-691 页)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 ,在中国问题上 ,佐藤也决定谨慎从事 。他先降低调门 ,一改上台之前在对华问

题上的积极论调 ,接着不顾“参靓交代”之嫌 ,于 1965年 1月 10日率幕僚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约翰逊

进行会谈 ,就中国问题 、越南战争和亚洲局势等问题与约翰逊交换了意见。这次访美对佐藤内阁的外交

政策 ,尤其是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佐藤感到“美国比以往更加关心亚洲问题” ,并充分体会和认识

到美国“防止中共入侵邻近地区的政策” ,因此在第 48届国会上对内阁对外政策做了重大调整 。佐藤认

为 ,在美国政界普遍认为共产党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扩张 ,鲸吞东南亚的情况下 ,在中美关系因越南战争

的爆发而再度激化之际 ,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 ,莫如投其所好 ,通过为美国的侵越战争和霸权

政策提供合作 ,一方面为日益膨胀的日本经济解决市场和原料问题 ,同时增强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和日

美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提高日本在国际经济 、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因此 ,佐藤把此前信

誓旦旦准备重点解决的“中国问题” ,一下降格为“对我国来说不能急于胡乱下结论 ,必须以自主观点慎

重对待问题” ,而把“排除(亚洲)各国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缓和紧张局势 ,建设和

平环境” 作为首要的外交课题
[ 8]
(第 4 页)。在与约翰逊会谈之后 ,佐藤为了标榜“自主外交” ,虽然分别

把两国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写进了联合公报并表示要在与台湾维持所谓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 ,同中国

“根据政治和经济分开的原则 ,继续增进现存的贸易等范围内的(中日)民间接触” [ 8](第 22 页),但实际上

早已打定主意 ,决定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坚定不移”的政策 ,推行追随美国的亲台反华政策 。

三

除了政治利益的考虑之外 ,佐藤选择追随美国东亚遏制战略 ,坚定反共反华立场的一个现实前提条

件还在于: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 ,日本经济实力今非昔比 ,此时贸易对日本而言不再是个问题;同时 ,

美国的东亚遏制战略已经初步改变了日本在亚洲的贸易结构 ,东南亚取代中国成为日本在亚洲最重要

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中国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不再那么突出了 。

朝鲜战争后 ,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战略正式形成 。阻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传统贸易

往来 ,帮助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 ,并促使日本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进行整合 ,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核

心环节之一[ 15]
(第 35-42 页)。到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这一政策实施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日本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 。佐藤内阁时期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 .1%, 远远

超过了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

济大国 。同时期 ,日本的对外贸易也有迅猛的发展 ,1965年日本出口额为 85亿美元 ,但到 1970年已上

升到 200亿美元 ,继美国 、西德之后 ,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 16](第 12-19 页)。从 1965年起 ,日本的贸易

收支一直保持黑字 ,而且黑字额越来越大。日本经常收支也是自 60年代后半叶起 ,基本上一直保持着

黑字状态 。贸易对于日本而言 ,已经不再是个难题 。

在贸易对象上 ,由于美国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推动 , 60年代以来 ,日本已成为东南亚国家主要的投资

者 、贸易伙伴和援助国。日本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累积投资已经超过美国 ,在菲律宾和新

加坡居第二位。除新加坡外 ,日本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
[ 17]

(第 24-27 页) , 1965 年日本对东

南亚的出口 ,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16%,进口占进口总额的 13%[ 18]
(第 55 页)。到了 1969年 ,日本对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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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出口 ,已经占到日本对外出口总额的 27.8 %,进口则占总额的 15 .8%
[ 19]

(第 129 页)。东南亚已经日

益成为日本非常重要的资本输出市场 、商品市场及原料产地 ,而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 ,不可避免下

降了 。

与此同时 ,日本通过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 、援助 、贸易和投资 ,已经初步将东南亚纳入以它自身为

“头雁”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系之中。日本不仅对东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援助 ,而且还通过技术援助 、政策交

流来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战略。这同日本对非洲 、中东 、拉丁美洲的援助只出钱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主宰有关政策问题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也表明日本在东南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还开

始通过经济关系来为政治外交奠定基础 。1966年 ,日本外相三木武夫提出了“亚洲 ———太平洋圈”的构

想 ,旨在寻求日本在东亚地区政治 、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

因此 ,尽管中日贸易在池田内阁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但在日美关系及日本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已经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已成功地改变了战后日中贸易关系发展的自然趋势

以及日本在亚洲的贸易结构。这一现实是佐藤之所以不像之前的历任首相那样关注增加对华贸易 ,而

是追随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 ,坚定反华反共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20世纪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历程 ,是一条短暂上升后又迅速下

滑并不再升起的抛物线。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性影响的是东亚冷战格局发展和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调

整。对于佐藤个人在中日关系恶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的确 ,佐藤比其前

任在态度上更为亲美亲蒋 ,然而 ,在国际关系中 ,意识形态或某个领导人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对国际关系

的变化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也就是说 ,佐藤的反共反华态度并不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必然趋向恶化的主

要原因 ,况且 ,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从不以“感情论”来处理“中国问题”
[ 11]

(第 232 页)。

佐藤从积极到消极 、再到全面推行反华政策的逆转过程 ,反映的是由 60 年代中期东亚国际关系的

重大变化所导致日本国家对外关系的重大调整。在佐藤上台之初所制定的外交腹案中 ,就已经明确指

出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以“不改变日美 、日台关系的现状”为前提的 ,并要随时根据“美国亚洲政策的变化”

而调整
[ 4]
(第 77-78 页)。之后 ,在越南战争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激化 、中国又取得核试验成功的形势下 ,

佐藤不可能冒着损害日本根本利益之所在的日美关系的危险 ,去改善日中关系 。况且 ,对于日本而言 ,

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及不断升级所导致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 ,给日本所带来的机会和利益远远超过维

持和改善日中关系的利益 。日本政府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导致此时期日中关系和日中民间贸易

关系恶化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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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in the H ayato era , Sino-Japanese t rade relations

underw ent a sudden dissens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 at era.There w ere tw o key reasons that

caused this significant change.Since American East Asia containment st rategy had changed Japan' s

t rade st ructure in postw ar A sia , Sino-Japan trade w as no t so important as befo re for Japan'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 w ith the Vie tnam W ar breaking up and w arming up , the U nited

S tates began to look to Japan to implement i ts new posi tion in East Asia by assuming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 ies com mensurate wi th it s st reng th .Japan adjusted its foreign po licy , especially i t s

Chine se po licy according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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