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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外交看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年—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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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要】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但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

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页。二战结束后，当时的

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导致中日关系长达20余年的不正常状态。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强烈

反对日本政府的错误选择与顽固立场的同时，并没有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的不正常状态的形成而无所作为。相

反，在朝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发展中日两国，特别是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的总目标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改善

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使日本国内主张日中复交的人越来越多，也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具备了日益强大的

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终使两国实现正常化。 

        【关键词】民间外交；贸易三原则；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实非坦途，历经20余年的曲折磨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既是中日两

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也是两国人民多年努力的结果。战后中日关系的曲折变化，除了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外，

实际上受制于中日两国政府制定的相互政策。战后吉田茂、岸信介等几届日本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是导致中

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根本原因。日本政府把日台“条约”和日台“外交”关系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

上后，即使鸠山一郎、池田勇人这样比较开明，主张在中日关系上有所作为的日本政治家，也被其缚住了手

脚，迈不出关键性的步伐，直到田中角荣才把这个绞索解开。1972年9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客观而论，是由

于田中有顺应时势，顺应民心，顺应中日关系发展大潮的胆识。但是如果没有20余年中日民间外交的积累，没

有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田中即便有勇气和胆识，也难以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门。而这一切，又是与

中国政府制定的民间外交、以民促关、官民并举等正确地对日政策分不 

开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至50年代的民间经济外交（1949年－1957年） 

        1、新中国对日政策的初步形成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实现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0年6月朝鲜战争

爆发后，美国为了把日本变成其远东的反共战略基地，迅速改变了以往的对日政策，其表现之一便是决定加速

对日媾和的进程。由于美国政府的不断施压，当时日本的吉田茂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条约》，双方建

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这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反对

吉田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指出：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日台条约》的签订和日本与台湾所谓“外交关系”的建立，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国

与国之间关系的通道暂时被堵塞，在日本不废除《日台和约》，不中断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

中日之间已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外交方式来发展两国官方关系。如何打开对日外交的困难局面，成了中国外交活

动的一个难题。既然官方难以启动，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便开始决定以民间外交、人民外交的方式，去改变

中日关系的僵局，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日本人民和众多日本有识之

士纷纷要求恢复中日之间的传统友谊，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经济界的有识之士，相继成

立了三个旨在促进日中贸易的团体，即“中日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和“中日贸易协



会”。这几个团体都以发展日中贸易为己任。同时，中国政府亦开始重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1952年6月1

日，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 

        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起步和发展。1952年9月下旬，日本“前进座”歌舞伎著名

演员中村玩右卫门、一桥大学教授南博、巴商事株式会社社长樱井英雄等人组成的日本和平代表团，应以中国

为东道主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邀请，不顾吉田政府的种种阻挠到北京。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

各界人士加入到中日民间外交的行列，为中日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奔走呼

号。中日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中日双方工商业界人士代表团的互访。1953年10月，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会与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 

        50年代初，中国政府还努力妥善解决好日本侨民的安置或回国问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受到阻碍的情况

下，积极主张利用民间外交的方式，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这为以后“以民促官”方针的正式提出和实

施，为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民间往来、官方挂钩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1954年12月，一贯追随美国反华反共的日本吉田茂政府垮台，代之以奉行“自主国民外交”的鸠山一郎

上台组阁。鸠山是在反对吉田的独裁统治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的背景下上台的。因此，外交方面，他

提倡开展“自主国民外交”，表示要发展对中国、苏联的贸易与往来，并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对外政策

的基本点，以此打开对外关系的僵局。对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这一新变化，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表示欢

迎。 

        中国政府在期待和敦促日本政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的同时，更为重视两国人员来往

和经贸联系，从强化民间往来入手，以开展国民外交的方式，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

会见了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接见

的第一位日本人。1954年10月，中国派出了以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对日本

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日本派出的第一个访问团。代表团的访日，打破了中日民间交流只有日

本人士来中国，而无中国人士去日本的单向交流局面，从而使中日民间往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鸠山执政期间，是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得到发展的时期。从1955年到1957年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开始

了以争取邦交正常化为目的，不断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积累方式”，使中日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民间外

交的推动下，两国官方也开始了接触，使中日关系由民间往来向着以民促官的方向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中日渔业协定的签订。 

        5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较之50年代初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固然与鸠山政府采取了与吉田政府有所不同

的对华政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针对日本国形式和外交政策的变化，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日本

政府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前提下，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对日策，对鸠山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所起的作用给予充

分的肯定，并认为日台“和约”的废除，不一定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而是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和

结果。 

        正因为中国政府在发展中日关系上采取了灵活而真诚的态度，坚持了原则的决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的统

一，加之鸠山政府对发展中日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在鸠山执政期间，中日关系得到了较大

的发展，两国人员往来增多，经贸规模扩大，官方接触开始。 

        二、中日关系的全面断绝（1957年－1960年） 

        1、5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的逆转 

        1957年岸信介就任日本首相一职，在他的任期内，中日关系不仅未有发展，而且由于其顽固地坚持反共

反华政策，导致50年代中后期中日关系的大幅度逆转。 

        岸信介上台不久，立即展开对东南亚、南亚、台湾及美国的访问，他以自己的言行公然露骨地表现出反

共反华、敌视新中国的立场。尽管岸政府也表示要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但在涉及两国

经贸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却对中日贸易采取破坏的态度。这集中表现在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提出种种

限制刁难条件。此后，又相继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这使得50年代中期两国人民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好不容易

才积累起来的中日经济文化联系全面中断。   

        2、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努力 

        岸信介上台之后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在其反共反华政策没有根本改变

的情况下，要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不能指望岸信介政府，而只有重视政府之外的力量

来推动日本政府改变错误立场，为中日关系的修复和邦交正常化的最终实现铺平道路。 



        中国政府在宣布中断中日间的一切通商、文化联系后，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恢复和发展中日关

系，又提出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的政治三原则，这就是：（1）改变敌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态度；（2）不能继

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或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政治三原

则的提出，使中国政府对发展中日关系的立场更加明确，并使中日两国人民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迟迟未能正常

化症结所在及解决途径，因而得到了包括日本社会党在内的许多进步团体和日本有识之士的赞同，他们为恢复

中断了的中日关系作了许多努力。1959年，日本社会党不仅发表了关于打开中日关系的声明，而且由其委员

长浅沼稻次郎率领访华团来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同代表团进行了会晤。另外，日本政界

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前首相石桥湛山、松村谦三为代表，纷纷率团来华访问，为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共同

努力。 

        同时，他们敦促岸信介政府改弦易辙，拿出修复和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来，并为此采取实际行动。面对

日本各界的批评、谴责及发展中日关系的要求，岸信介政府玩弄两面手法，企图以“政经分离”方式，一面仍

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一面表示要重视日中贸易，以减少国内民主对日中关系倒退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政府多次重申，政治和经济必须同时解决，二者不可分离，而且政治必须居于优先地位。 

        三、民间经济外交的稳步发展（1960年－1970年） 

        1、贸易三原则的提出与半官半民关系的的形成 

        岸信介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日益不满。新日美安全条约

批准之日，岸内阁总辞职。新的池田内阁是在日本国民强烈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下上台的，而且，岸信

介敌视中国造成的日本国民要求政府改善日中关系的压力，使池田一上台就面临如何对待日中关系的问题。面

对日本政局转换，中国在对池田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观察的同时，对日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1960年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等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的邀请，来华考察中国

经济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在会见铃木一雄时，首次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一、政治协定；二、民间合

同；三、个别照顾”。中国关于中日贸易三原则的提出，既是对恢复和发展被岸信介破坏的中日经济交流的一

种灵活变通措施，也是对池田对华政策的试探和考验。贸易三原则的灵活方式，得到了日本经济界的广泛支

持。于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一种特殊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贸易方式——友好贸易顺势产生，成为60年代

中日贸易的两种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一种为随后产生的备忘录贸易）。友好贸易也就成为60年代中国对日本经

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日贸易的平稳发展以难以满足日本经济界对扩大对华贸易的要求，他们急切想找到新的有利于扩大对华

贸易的途径。于是，1962年6月拟定的一个扩大同中国贸易的新构想，即冈崎构想就孕育而生了。此后，经中

日双方不断磋商会谈，与同年底，正式签订了《廖承志和高?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又

称“LT协定”）。该协定是一种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协定，它的签订表明中日经贸关系由民间贸易

过渡到了民间贸易与半官方贸易并举，真正体现了中国预想的民间先行，官方挂钩的方针。 

尽管池田政府仍坚持政治上不承认中国，采取政经分离的办法处理中日关系，但池田执政后中日关系毕竟有了

新的起色，改善中日关系的时期已经慢慢成熟起来。   

        2、对日态度的强硬与贸易政治化 

        1964年11月，佐藤荣作组阁。佐藤上台后，不但没有采取改善两国关系的实际行动，反而自食其言，致

使中日关系大步后退。对于佐藤在台湾问题、LT贸易问题上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

但中国仍希望中日关系不要恶化下去，并有回旋的余地。但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佐藤政府更加唯美国马首是

瞻，在中日关系上，不断人为地制造障碍，表现出对中国的相当敌意，致使中国的对日政策也日趋强硬，中国

舆论对佐藤政府开展了猛烈的抨击和谴责。 

        针对佐藤顽固敌视中国的立场，中国进一步强化了以经济不可分原则处理中日经贸关系的方针，加上这

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国所强调的是政治挂帅，一切服从政治，使中日贸易往来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

彩。这一时期的几次备忘录贸易谈判、友好贸易的活动当然也就不只限于贸易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们已

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一项政治活动，担负起“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粉碎安保体制”等政治

课题。不过友好贸易的进一步政治化并没有影响友好贸易本身的发展，友好贸易额逐年递增。从事友好贸易的

商社和友好贸易人士，也日渐成为支持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

量。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971年－1972年） 



        1、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与日本复交运动的高涨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是改善中日关系的两支强大的推进器。这一方面使佐藤政

府的既定的反华立场走进了死胡同，另一方面促使日本国内对恢复和中国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后，中国的对日政策也开始下出现了一些调整。在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上，

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亚洲宪兵”和“奴才总管”；开始由重视民间外交转向官民并举的方针。

从这时起，中国对中日官方接触又开始重视起来。 

在中国对日政策做出调整的同时，日本国内掀起了空前强大的日中复交运动。在复交运动中，日本促进日中邦

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协、公明党等党派和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建议书等，强烈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中

国的错误外交态度，反对其玩弄“两个中国”阴谋，要求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敦促政府改弦更张，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给佐藤政府以很大的压力。在各政党、

团体开展的强大的复交运动面前，对华一向相对谨慎的财界也开始按捺不住，逐渐加入到复交运动的行列。 

        2、不以佐藤为复交对手与复交三原则 

        遭受“尼克松冲击”及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失败，佐藤政府面对日本国内不断高涨的日中

复交运动，不得不修改对华政策，表现出欲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姿态。但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问题台湾问

题上陷得太深，顽固地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在中日关系上大耍两面派手法，继续推行他的与中国人民为

敌的反华政策。中国基于佐藤的上述立场和对佐藤政治生命行将就木的判断，确立了不以佐藤为复交对手的方

针。 

        为了引导中日邦交正常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中国适时地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1）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问题未定”论和策划“台

湾独立”的阴谋。（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复交三原则”抓住了中日关系中最本

质的问题，即台湾问题。它的提出，使日本的主要政党、团体及广大国民充分认识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症结所

在，对于推动中日复交起了重要作用。 

        3、中日关系正常化 

        佐藤辞去总裁后，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呼声强大的情况下，主张尽早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上台

组阁。田中上台伊始，就一再表示充分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期已经十分成熟，他将为

此采取实际行动。对此，中国政府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中日双方就复交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为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这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新中国20余年来对日政策所产生的一个丰硕成果，也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对日

政策正确与否的最好验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本着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立场，一直致力于改善中

日关系，一直积极发展同日本人民的友好往来，并为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方针与具体

措施。日本各阶层人士和友好人士，包括政界、文化界、经济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也不断地为促进中日友好而

积极努力，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

现，标志着中日之间长期存在的不正常状态终于结束，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日复交以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日两国友好世代下去，已

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但是正如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折历程一样，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不可能都会是一

帆风顺，在两国关系中，也肯定会出现各种干扰。正因为如此，就中国方面而言，把握时机，制定切实可行的

对日政策，引导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仍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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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定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日本文件汇编》，第1集，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33－36页。 

②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交涉的核心问题集中于民间经济代表是否享有外交特权，具体还包括指纹问题，商务代

表机构的人数问题，以及悬挂国旗问题等。 

③《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谈中日贸易三原则》，《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

3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35－137页。 

④“友好贸易”是指日本友好商社和企业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有时也称为“友好商社贸易”。 

⑤《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4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90－91页。 

⑥日本有关团体也深知中日友好协会的这一项于1972年4月11日，由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

郎，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各政党委员长和代表以及西园寺公一等著名人士发起，组成促进恢复日中邦交

联络会议，以欢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日为当时的共同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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