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2年 9月 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

正常化。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

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

思。无论如何，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这 50年总体还是积极

的，有利于两国人民。 

中日关系之所以重要，因为日本是我们重要的邻国，也是我们重要

的合作伙伴。中日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伴随

着互利合作的同时，也存在复杂性、敏感性，以及很强的政治性。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 50 年，大家深有体会： 

第一，我们应该铭记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所作

出的卓越贡献。没有他们的当机立断和高瞻远瞩，中日关系不会有今

天。正是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重要、明智的决定，才换来了两国 50年

的和平相处、友好交往与深层次的合作。 

第二，正因为中日关系有其敏感性、复杂性，两国关系要有依归、

设计、安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就是两国关系最根本的依归，只有遵循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两国关系才能健康发展。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是两国关系的“定海神针”。 

第三，我们经常说，中日双方利益的融合、经济上的合作是两国关

系的压舱石。这符合事实，而且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今后，我们要把

双方在经济贸易等领域互惠互利的合作做强做大、做得更好。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落实对中日双方来说是一个新的机

遇。 

第四，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性。考虑到中日关系有其特殊性，我们需

要借助人文交流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在这一过程中，

中日双方的留学生群体、中日之间超过 250 对的友好城市都可发挥重要

作用。 

今后中日双方可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合作。 



一，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中国拥有全球最大

的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应用市场，日本则拥有强大的技术储备和丰富

的创新资源。两国在该领域合作潜能大，互补性强。应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加速由新技术向新产品的转化，推动两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中日同为能源消费大国，加强节能环保领域合作是两国的共同

利益所在。日本在节能环保、绿色循环经济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高科技领

域具备先进技术与成熟经验，两国可在技术创新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

合作。 

三是，两国应拓展医疗康养、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合作。根据中

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 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 1.9亿，占总人口的

13.5%，将为医疗康养产业带来千亿元级的生产和消费市场。日本早于

中国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医疗健康、养老产业、相关设备制造、人

才培训和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与技术。这方面的合作前景十分广

阔。 

四是，中日双方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合作也有很大潜力。无论是培育

债券市场，还是相互增持国债、本币结算等举措都有助于稳定金融市

场、储备资产的安全和规避风险，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 

五是，可鼓励两国企业携手合作拓展东南亚市场。中日与东盟各国

的合作都有良好基础。RCEP的签署和落实为强化相互合作提供了更大的

平台。中日两国企业可以积极探讨与同为 RCEP 成员的东盟十国的合

作。可以考虑的重点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电商经济、数字经济及

新能源开发，现代化农业及旅游资源开发等等。 

总之，双方合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做好了不仅有利企业发展，而

且有利于带动整个地区共同成长进步。 

公共外交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多交朋友、深交朋友、广交朋友，对

其他国家是这样，对日本更是如此。我们常讲“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两国关系的基础是民意，只有把民意基础搞好了，搞扎实了，两

国关系才可以更加健康顺利地往前推进。 



中日之间的公共外交，当务之急还是“做人的工作”。我们要发

掘、重视致力于两国友好的有识之士，继续同他们加强交往，多做各领

域人士工作。为智库、媒体、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界人士交往搭

建桥梁。民间友好工作永远在路上。 

我作为北九州华人华侨协会的理事会成员，更应该致力于中日友好

事业，需要把两国关系的“前世、今生、未来”弄弄清楚，方向要明

确，就是继续致力中日友好。二是坚持。向前辈们学习，对于认定的中

日友好事业，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将它做好。三是务实。推动更多务实交

流。交流不一定都是互相说好话，重在真诚，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四

是创新。创新手段、创新渠道、创新形式。增加青年人之间的交流，培

养新时代中日两国青年友好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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