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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年8月，民主党取代了长期垄断日本政坛的 自民党，为国内的政治改革送来一缕清新之风。鸠山政权试图 

摆脱美国对 日本的政治束缚，外交政策上强调与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合作关系，并暂时缓和了因领土争端而陷入僵局的 

日俄紧张关系。但是 ，随着鸠山政权的倒台，以及此后的民主党政权逐渐回归 “向美一边倒”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势， 

致使日俄领土争端急速升级，双边关系的维系也仅停留于经济窗口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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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日本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就因地区 

利益争端、争夺地区主导权等矛盾而产生反复的 

曲折与波动。二战后冷战格局的背景下，El俄领 

土争端的后遗症始终都无法散去，致使 El俄关系 

的发展一度陷于停滞不前的僵局。之后，由于国 

际局势的相对缓和以及二者基于扩大自身利益的 

考虑，日俄关系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2O世纪末 

期，日本对俄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经历了 “政 

经不可分”、 “扩大均衡”、 “多层次接触”等 

不同阶段 ，日俄关系也逐步转变为合作大于矛 

盾、利益优于冲突的发展阶段 。此后，日俄关系 

基本延续了缓解矛盾、扩大合作的良好态势，在 

经济合作和领土问题两个主要矛盾上展开 “斗而 

不破”的外交博弈。 

2009年8月，日本民主党取代了长期垄断日本 

政坛的自民党，为日本国内的政治改革送来一缕 

清新之风。作为民主党新政权所提倡的 “人亚政 

策”的重要一支，也是标榜民主党外交政治改革 

的显著亮点之一，改善并推动 Et俄关系的向前发 

展自然成为外交新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地区的局势发展以及此 

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提升，日本 

和俄罗斯都纷纷强化对此地区的战略关切。Et、 

俄两国作为东亚地区内的强国、大国，两国关系 

的新调整对地区局势以及地区内的双、多边关系 

的变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

、 政权 交替创造 日俄矛盾 的短暂 缓和期 

实际上，日本民主党政治胜利的前夕正逢 日 

俄两国矛盾的尖锐期，双方因为北方四岛 (指俄 

罗斯堪察加半岛与 Et本北海道之间的国后、择 

捉、齿舞、色丹等4个岛屿，俄罗斯称之为 “南千 

岛群岛”)的领土争端而深陷政治僵局。2009年 

6、7Y]间，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 

《促进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特别措施法》修正案， 

并首次将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归属之争的北方四岛 

规定为 “Et本的固有领土”。作为对 日方此举的 

强硬对抗，俄方随即停止接受Et方的人道主义物 

资支援。2009年7月7 Et，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发表 

声明说，日本将南千岛群岛规定为日本的 “固有 

领土”是 “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 。紧接着， 

2009年8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 

夫 (Sergei Mironov)访问色丹岛，并宣布俄罗 

斯对此岛的拥有权。由此，日俄领土争端彻底升 

级，两国围绕着北方领土所有权的宣誓保卫战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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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序幕，双边关系也在硝烟弥漫中遭遇骤降。但 

恰巧此时，日本民主党的登台为暂缓 日俄矛盾创 

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1)民主党的新外交战略思想暂缓了日趋 

激化的日俄矛盾。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权上台之 

后，改革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热门话题。为了有 

别于以往的 自民党政府 ，鸠山政权抛出了一系 

列新的政治理念和设想 ，意图肃清 自民党时代 

的政治陋习，并大手笔地调整 日本外交的政策 

及战略。鸠山政权外交政策的核心部分之一就是 

塑造 “紧密且对等”日美关系以及构建 “东亚共 

同体”。而且，鸠山政府在日美核密约、普天间 

基地搬迁等现实问题上做出大胆挑战，试图构建 

改造 日美关系的具体路径 ，但此举招致美国的强 

烈不适，并造成日美关系频现障碍。实际上，鸠 

山政权外交设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日本外交 

决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增强日本在地区性和国 

际性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促使日本成 

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在此背景下，对俄关系 

就成为鸠山政权外交思想的重要实践平台之一， 

也是 日本争取在东亚地 区事务 中提升发言权和领 

导力的重要着力点。换言之，在日本尝试摆脱美 

国，实行独立 自主外交实践的起步阶段 ，日本急 

需诸如俄罗斯、中国等周边强国、大国的支持， 

以抗衡无法回避的美国影响力的阻碍效应。2009 

年9月17日，鸠山由纪夫果断地选择了与俄总统梅 

德韦杰夫举行其就任首相之后的第1次首脑电话会 

议，而且 ，二者又在此后9月23日的纽约联合国 

大会以及1 1月15日的新加坡APEC峰会上举行 了首 

脑会谈。由此，鸠山政权用一段简练且实用的外 

交开场白，表明了积极改善 日俄关系的愿望与决 

心，为缓解日俄矛盾争取了必要的战略缓冲。 

(2)鸠山政权重新定位 日俄关系，提升对俄 

关系在 日本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2009年10月 

26日，鸠山由纪夫在 日本国会发表就任首相后的 

首次施政演说，强调要致力于凭借政治和经济两 

个车轮来推动日俄关系的向前发展，同时倾注全 

力解决日俄双边关系中的最大矛盾——北方领土 

问题，与俄方缔结和平条约。鸠山首相首次高调 

将俄罗斯定位为 日本在亚太地区内的重要伙伴， 

并希望强化两国的合作关系。同时，鸠山并不隐 

晦或逃避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而是积极地提议 

政治与经济的双管齐下，力求在其任期内解决缠 

绕在两国间的心结。2010年1月29日，鸠山首相在 

新一届国会中发表施政演说，再次强调了俄罗斯 

是日本在亚太地区内重要伙伴的基本定位，并表 

达了强化两国合作关系的强烈心愿。实际上，鸠 

山政权的两次表态是在向俄罗斯高调地宣传大局 

观外交的思想理念，避免 日俄关系因领土争端而 

陷入彻底的僵局。同时，鸠山首相也想方设法地 

希望改变对俄关系的立场和出发点，尝试在巩固 

并强化 日俄经贸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实现 “以经 

推政”的协商方式解决日俄领土争端。 

(3)俄罗斯顺势变调，促使日俄关系转入正 

常的发展轨道。因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2009年俄罗斯GDP出现一7．9％的大幅度衰退，2010 

年仅呈现3I8％的缓慢复原态势，一时间如何尽快 

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加速俄罗斯经济复苏的步 

伐成为俄国内的重要政治话题。此时，日本 “变 

天”的消息引起了莫斯科的足够重视。俄方对鸠 

山政权的外交战略做出敏锐的判断，并应景性地 

接受了鸠山政权抛出的橄榄枝。当然，对于向来 

都持有 “双头鹰”政策的俄罗斯而言，能够顺水 

推舟地发展日俄关系也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机遇， 

不但可以推动日俄经贸关系的有序发展，吸引大 

规模 日企及 日资参与开发俄远东地区等，同时也 

可以提升俄罗斯在东亚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最为重要的是，俄方更希望在避免谈及 El俄领土 

争端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分化并疏远日美两国在 

对俄问题上的接近立场，从而构建 日俄联合、一 

致对美的外交格局。因此，鸠山上台后的短暂 

时期内，日俄关系一改自民党时代的僵持状态， 

走出了一波 “蜜月期”的小高潮。这是因为鸠山 

内阁的 “友爱外交”，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多 

年来一直主张反美 、反基地的左派的主张 ，也 回 

应了不断高涨的关于日本应该回归亚洲的呼声。 

⋯”2009年1 1月末俄总统府官员谢尔盖·纳尔伊西 

金访 日。12月末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冈田克也成 

功访问俄罗斯。至此日俄两国的外交关系终于从 

北方四岛的不愉快中成功脱身，但是，领土争端 

的阴霾却始终无法散尽，日俄只是在暂时回避领 

土问题的险路上开辟了合作的可能性。 

二 、领 土争端 的根深 蒂 固致使 日俄关 系 回 

归扭 曲状态 

尽管在鸠山政权时代，日俄矛盾的发展势头 

得以暂时遏制，但 “纸是包不住火的”，高度敏 

感且根深蒂固的领土争端始终是 日俄两国关系中 

难以回避的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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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领土争端成为阻碍日俄关系的最大障碍 

鸠山内阁辞职之后，菅直人接手首相一职。起 

初，菅政权几乎照搬了鸠山政权在发展对俄关系上 

的战略规划，将俄罗斯仍然定位为日本在亚太地区 

的重要伙伴，希望通过政治与经济的双管齐下，解 

决 Et俄北方领土争端，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但好 

景不长，当日本在脱美路线上苦苦挣扎并最终不 

得不放弃对美关系正常化的诉求与主张时，日本又 

重新回到了美国保护伞支配下的从属地位，并致使 

Et本对俄关系的基本立场也发生重大转变。众所周 

知，美俄之间始终未能摆脱后冷战思维的斗争意识 

形态，而且近些年因格鲁吉亚战争以及美国在俄罗 

斯的家门口布置全球导弹防卫系统等事件频出，致 

使美俄矛盾始终濒临危机边缘。El本的外交战略调 

整且重新依附于美国，并高调宣称 “日美同盟关系 

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实际上就表示 El本将在所有 

的对外双边交往中优先选择发展日美关系，并且与 

美国在价值观及安全观等问题上保持同调。由此， 

俄罗斯与日本自然就结束了鸠山时代的短暂 “蜜月 

期”，Et本的对俄外交战略也由先前争取构筑反美 

盟友的统一战线，转变为与美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 

安全与稳定，遏制并防范一切潜在的威胁势力。这 

样一来，对于日本而言，俄罗斯就由朋友变为了敌 

人、由伙伴变为了对手，日俄关系重新回到经济合 

作、领土争端的扭曲状态。 

2010年l0月1日，菅直人在国会发表新施政演 

说，提出日本要与美国、韩国等亚太国家共享发展 

和繁荣，但将俄罗斯的排名位列美、韩、中、东盟 

(ASEAN)澳大利亚之后的第6位。而且，菅直人 

的此次演说一改之前几次首相施政演说的传统风 

格，主动回避了如何发展日俄关系、解决日俄北方 

领土争端的政治设想，实际上也折射出日俄两国 

领土争端进一步恶化的现实。果不其然，2010年1 1 

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四岛中的 

“国后岛”视察，一举拉开了俄高官连番视察北方 

四岛，宣誓领土所有权的序幕，日俄领土争端陷入 

急剧紧张的态势。 

显然， 日俄双方在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上展 

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宣誓战。俄方包括总统 、总 

理、部长等在内的诸多高级干部频繁对北方四岛 

展开视察之旅，而日方则以总理 、大臣为代表的 

多位阁僚级人物的空中巡视、隔海远眺等予以还 

击。可以说，双方在领土所有权的对外宣传上是 

破费周折、动足脑筋。当然，双方政治家的频繁 

露脸除了是在领土问题上捍卫国家利益的实际表 

现之外，也存在对内舆论上做好政治宣传的重要 

考虑。俄方以总统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政治家， 

希望通过在北方四岛上的诸多举动，在国内政坛 

树立强硬派的形象，并为今后的政治仕途谋求一 

定的民意基础。而反观Et本方面，由于之前在国 

会通过的法案中已明确规定 “北方四岛是 日本的 

固有领土”，实际上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日 

本对北方四岛的领土所有，因此日本政治家在北 

方四岛问题上根本没有回旋的空间、余地，空中 

视察或鸟瞰北方四岛是政府必要也是必须的应对 

措施，同时也是捍卫现有政权稳固的重要举措。 

由于日俄双方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政 

治斗争，导致鸠山政权时代日俄之间的融合气氛彻 

底消亡。201 1年1月24日，菅首相在国会上再次发 

表施政演讲，与前几次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演讲内 

容不同，此次演讲菅首相特别提到了不会改变日本 

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并要与俄方做坚持 

不懈的谈判 。由此可见，菅政权及执政的民主党 

内部已经意识到日俄北方领土问题的复杂性和艰难 

性，外交心理上也由以往急于求成的政绩创造转为 

持之以恒的长期斗争准备。此后，日俄北方领土问 

题就在双方的拉锯战中趋于缓和，虽互有攻守但都 

没能拿出解决争端的具体方案。 

2011年9月13日，新首相野田佳彦在 日本国会 

发表上台后的首次施政演讲，表示会尽一切努力 

解决 日俄间的最大矛盾——北方领土问题，并将 

作为亚太地区内的伙伴努力与俄方建立适当的关 

系。2011年11月26日，日本民主党国际局长、众 

议员渡边浩一郎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交 

关系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举行会谈，并转交了首 

相野田佳彦写给俄总理普京的亲笔信②。野田首相 

的亲笔信表达了日方希望解决北方领土争端的政 

治心愿，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野田政府重视对俄外 

交，重视日俄合作的政策愿景。 

(二 )经济合作成为维系日俄关系的主要窗口 

与领土争端导致的政治龃龉相对比，日俄经 

济合作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活跃迹象。2009年1 1 

① 【日】首相官邸网站 r第177回国会6：扫c于为菅内明缝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J，2011年1月24日．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O1101／24 

siseihousin．html。 

② 《野田致信瞢京希望深化日俄交流》，共同网，2011年11月27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1／11／20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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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 13，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联邦议会发表 

了他任内的第2次国情咨文演说。整篇演说以 “实 

现俄罗斯全面的现代化”为宗旨，明确了 “俄经 

济现代化”的具体发展方向及 目标，并着重提出 

提高能效 、发展医疗技术和制药工艺 、发展宇宙 

空间技术和电信、发展信息技术、发展核能等实 

现技术现代化的优先战略方向 。由此可见，俄 

罗斯觊觎重回国际经济强国的行列，因此发展经 

济、提高国内工业化水平成为俄重要政治目标之 
一

。 而且 ，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的 “经济现代 

化”发展目标，为新一轮日俄双边经济合作提供 

了重要契机，即日本的充足资金及高新技术是俄 

振兴国内经济所极其渴望的宝贵资源。 

在此背景下，继俄罗斯对 日实施石油出口之 

后，2009年3月俄方开始由 “萨哈林2期工程”对日 

出I=1液化天然气 (LNG：Liquefied Natural Gas)，由 

此，俄罗斯对日出口天然气约占日本年进口天然气 

总额的7．2％，对日出口石油约占日本进口石油总额 

的4％②。2010年11月13日，13俄两国围绕着俄罗斯 

的经济现代化在横滨共同召开日俄第一回合的经济 

咨询会议，日方首席代表是当时的13本驻俄大使河 

野雅治，俄方的首席代表则是总统助理阿尔卡季·德 

沃尔科维奇。俄方介绍了俄国内针对经济现代化的 
一 些具体举措、以及希望日本企业参与合作的相关 

领域，在此基础上，双方就今后合作的发展方向以 

及改善俄罗斯贸易投资环境等方面，相互交换了意 

见。之后，时隔不到一年时间，2011年9月20日，日 

俄两国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召开了第二回合的日俄 

经济咨询会议，13方的首席代表是驻俄大使原田亲 

仁，俄方的首席代表仍是总统助理阿尔卡季·德沃尔 

科维奇，而且两国重要企业及银行的主要领导都参 

加了会议的讨论，针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 

医疗、航天及通信等领域的项目合作，以及政府必 

要的扶植政策等方面交换了具体意见。此外，会议 

讨论还涉及了日俄间的金融合作，如双方企业共同 

出资参与在第三国的项目融资，以及 13本对俄的高 

新技术出口等合作项目；13本的东芝公司与俄罗斯 

动力机械公司 (发电机制造企业)也在会上签署了 

设立生产电力变压器合资公司的协定④。 

另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Et俄贸 

易在2002年之后就驶人急速攀升的快车道，从原先 

的42亿美元跃升至2008年的298亿美元，破历史最 

高纪录。但金融危机的袭来对 日俄双边贸易造成 

严重冲击，2009年日俄贸易额巨幅下跌至121亿美 

元，其中日本对俄的出口贸易额由2008年的80多亿 

美元锐减至2009年的不足20亿美元，贸易收入大幅 

衰退。另一方面，1999年之后进驻俄罗斯开展业务 

的日本企业数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稳步态势，截至 

2009年末已有406家日本企业在俄国内设立企业并 

开展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㈤。但值得注意的是，与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对俄经济合作关系形成鲜明对 

比，日本企业对于在俄发展业务的兴趣却在金融 

危机之后出现减退。据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发布的 

《2010年度关于Et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的调 

查报告》显示，被调查企业对2009年度在俄罗斯的 

销售业绩满意度评价仅为2．12(2008年度为2．23、 

2007年度为3．05)，在海外销售业绩满意程度的 

地区及国别排名跌至第10位 (2008年度为第7位、 

2007年度为第2位 )；2009年度在俄收益的满意度 

评价仅为2．15，在国别及地区的排位表中列第10 

(2008年度评价为2．26，排名第5；2007年度评价 

为3．05，排第1位 )；此外，仅有14．5％(2009年此 

数据为2 1．5％；2008年为27．6％；2007年为22．7％； 

2006年为20．2％)的企业表示未来3年内有可能在俄 

罗斯发展业务，导致俄罗斯在日企海外事业发展优 

先选择的排名降至第7位 (2009年排名第5、2008年 

为第4、2007年为第5、2006年为第6)⑨。 

由此可见，就在 日俄关系因领土争端陷入前行 

僵局的同时，经济合作成为了维系日俄外交关系的 

重要窗口。2011年1月2413，菅首相就曾在国会的 

施政演讲中，着重强调需加强日俄两国在开发资源 

及经济现代化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希望将彼此的合 

作扩大至亚太地区及国际层面。201 l~[Z2月12日， 

日本四大报刊之一的 《每日新闻》发表社论，强调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梅德韦杰夫2009年国情咨文》，2010年4月29日，http：／／ru．mofcom．gov．cn／aarticle／ddgk／ 

ddfg／201004／20100406860934．html?2712648123=1848581430。 

②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束7， 7’戟略概馥2olo)，2010年3月，第178页。 

③ 【日】日本外务省网站 r口 7， 经济近代化【：阴守6日露怒涛锫圈会箍第2回会合 冈催lz--'9~、 J，2011年9月20日，http：／／www．mofa． ．jp／mofaj， 

④ 【日】日本外务省网站 r日y·日露簧易额 推移J，http：／／www．mofa．sodp／mofaj／area／russia／keizai／pdfs／ts_boeki．pdf。 

⑤ 【日】日本国际合作银行：《扫 国裂造柴企棠 海外事檗展朗I：阴寸为调查鞭告：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资7，’／ 一 结果 (第22回)》，2010年 

12月，第9、1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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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 “领土”是对俄外交的两个轮子，而且 

不能因为经济合作上取得进展，就忽视了领土问题 

的交涉 。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对俄关系已达成 

基本共识，即 “经济”和 “领土”是对俄外交的两 

个核心问题，且二者相互关联，互为作用。经济合 

作的成果将推动领土矛盾的解决，反之，不能因为 

领土争端的牵制，而滞缓彼此的经济合作。 

201 1年2月，日本外务省公布了对俄外交的基本 

方针及具体内容，主要包涵以下诸方面： (1)构建 

Et俄作为亚太地区内重要伙伴的适当关系； (2)发 

展Et俄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合作等各方面的 

关系； (3)致力于解决日俄间的最大矛盾—— 匕方 

领土问题，与俄缔结和平条约； (4)对俄外交的具 

体实施路径包括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对俄合 

作，其最终目的是解决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并缔结 

日俄和平条约 (见表1)。由此可见，日本对俄关系 

的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即 “一切为领土”。 

表1日本对俄外交的新政策 

领域 措施 具体表现 

摸索在安全保证 

领域的新合作 

强化 实务领 域 

的 关 系 (国 

其他霪矗 法领域等) 
文化 交流 、扩 

大 (青年 )国 
民交流 

资料来源 【日】日本外务省网站 r时露外交 基本方针j，2011 

年 2月，作者翻译整理。 

三 、 日俄关 系的展望及 对东 亚地 区形 势的 

影 响 

民主党上台之后，首任鸠山政权一改自民党 

政府的传统外交路线及战略，外交重心出现向东 

亚地区转移的倾向。作用到对俄关系上，不难发 

现鸠山时代的日俄两国暂时遏制了领土争端的危 

机发生，二者之间也基本达成 “搁置争议，经济 

优先”的潜在共识。但鸠山政权的垮台及之后新 

民主党政权回归保守主义路线，致使 日俄领土争 

端超越外交警戒线，成为彼此公认的双边最大矛 

盾，并一度危及到双边的经济合作。 

(1)领土争端将长期困扰 日俄关系的正常 

发展，并对其双边的经济、政治及安全层面的战 

略合作形成掣肘。尽管Et本民主党上台后曾尝试 

凭借搁置争议的方式，加强对俄关系的改善和推 

进，但是，作为攸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土问题始 

终是Ft俄两国间无法逾越的坎，并导致日俄双方 

痛失战略互信的良好基础。日方认为由于日俄北 

方四岛的领土争端 ，俄罗斯对日的强硬态度有所 

升级，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却在于俄罗斯轻视 

了对 日外交 ，作为最为明显的表象之一就是 ， 

2010年1 1月末俄罗斯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中， 

日本的排名竟然在德国、法国、中国、印度、巴 

西 、韩国、新加坡等之后 ，重要性甚至低于同属 

东亚地区的韩国。另一方面，与经济争端、贸易 

摩擦等双边矛盾相比，领土争端的性质更为复 

杂，操作更为敏感，解决也更为艰难，并容易引 

发争端双方互为戒备的情绪上升。据 日本防卫省 

公布的数据显示，为了应对俄罗斯战机接近 日本 

领空的突发事件，日本自卫队战机紧急出动的次 

数也随之增多，2009年自卫队紧急出动次数高达 

299次，其中约66％是针对俄罗斯战机的 。2010 

年1 1月12日，俄罗斯两架图一95轰炸机环绕日本一 

周飞行 ，对Et本的国防安全构成极大挑战，并对 

13本国民的安全心理造成严重伤害，加剧了日俄 

矛盾的尖锐性和紧张度。视线转到俄罗斯，北方 

四岛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矿藏，也是俄罗斯海军 

通往太平洋的重要出海口。而且 ，从战略角度分 

析，北方四岛是俄罗斯遏制 日本并据守东方的重 

要阵地，是向东亚国家释放俄罗斯文明的重要桥 

头堡。由此，日本希望借助经济援助的手腕来利 

① 《社税：日露外相会谈 领土、信颓篥善粘9强<》，【日】《每日新朋》，2011年2月12日。 

② 【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柬7’ 了'戟略概靓2011》，2Ol1年3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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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俄罗斯，并劝服其最终放弃对北方四岛的所有 

权，根本就不具备现实的操作性和期待性。更为 

重要的是，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未必会必然导致政 

治关系的改善 。日俄领土争端的存在或许将桎梏 

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并为两国的保守派政 

治家们创造互为攻击的重要话题。 

(2)美国因素在 Et本构建东亚地区内的双 

边、多边关系发挥着重要影响。鸠山政权上台之 

后，日俄关系之所以能够迎来一段理想的蜜月 

期，与鸠山政权希望构建 “紧密且对等”的日美 

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日本欲摆脱美国的束缚，在 

地区及国际政治中阐述 日本思想，势必会招致美 

国的不快和阻截。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政策长 

期依附于美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日本国内社 

会存在一定数量的 “亲美派”，外交方向的调整 

势必会招致 国内部分政治势力的强硬反对。由 

此，无论是从外交重心转移需要定位新 目标国家 

的战略考虑也罢，还是从创造适合外交战略转移 

的政治环境也罢，俄罗斯都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重要的且合理的目标对象国。而且 ，俄罗斯的能 

源出口也的确是保障 Et本经济安全的重要生命 

线。由此判断，鸠山政权中止了北方四岛领土所 

有的强硬诉求，并顺水推舟地修复了部分 日俄关 

系中的瑕疵。但是，由于鸠山政权始终在对美政 

策上未能找到准确且满意的定位，最终导致其担 

任首相仅8个月的时间就辞官走人。新政府抛弃了 

民主党上台前竞选纲领中的部分设想，外交战略 

重新回归自民党时代的 “对美一边倒”，并且将 

“日美同盟关系视为13本外交的基轴”。此后， 

美国高调宣布 “亚太回归”战略，日本又主动成 

为美国扩张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桥头堡，与俄罗 

斯在战略态势上形成隔海对峙的状态，致使俄远 

东战略及东亚地区战略遭受推进障碍。在此背景 

下，日俄领土争端突然升级，两国的政治关系也 

几乎因此而降至冰点。美国乘此机会公开表示 

“北方四岛是 日本的领土，但不适用于日美安保 

条约”，顿时加剧了日俄双方解决领土争端的难 

度。但是，美国的双重标准也凸显出潜在的战略 

踌躇，为了避免过早地与俄在外交战场上正面交 

锋，或者说不去正面碰触俄罗斯的核心利益，美 

国巧妙地采取了 “只表明立场，不做出行动”的 

暖昧政策。由此可见，美国是摇摆 日俄关系的重 

要力量，其 “借鸡下蛋”的战略意图或许会将 日 

本长期置于遏制俄罗斯的第一线。 

(3)中国必须重视日俄关系的调整与动态， 

密切关注日俄两国围绕北方四岛领土争端的战略 

博弈，积极制定维护我领土完整及安全的必要性 

应对措施。日俄关系是东亚地区内多重双边关系 

的重要一支，并且对中日俄 、中美俄、中日美、 

日美俄等多边关系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更为重要 

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及综合国力的迅速膨 

胀，日、俄国内的保守势力想借 “中国威胁论” 

制造对华不利的局面，如日本内阁于2010年12 

月17日通过的新版 “防卫计划大纲”所反映出的 

政策调整，就将 “重点防范对象由俄罗斯转向中 

国。I2I，’甚至抛出日俄联合来遏制中国的危言耸 

听；对此中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强对 日、 

对俄的双边关系发展，用实际的战略互惠来挫败 
一 切保守主义势力的恶意企图。此外，从能源合 

作的角度来分析，俄罗斯所蕴藏的石油、天然气 

等战略性能源物资是未来东北亚地区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且 ，开拓东方外交，不 

仅是俄罗斯国际战略平衡的必需，也是其开拓外 

交回旋余地、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恢复国内经 

济、增强国家实力的必需 。因此，中国可以适度 

加大与俄经济合作的力度和深度，共同合作推动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进程。而且，与日俄关系 

相比，中俄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等涉及核心利益 

的矛盾，战略性合作的前景更为乐观，可协调的 

空间更为广阔。由此，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的 

发展将优于 日俄关系，而且随着俄经济实力以及 

在东亚地区内政治经济地位的战略性提升，中俄 

关系将逐步成长为地区内较为核心的双边关系， 

届时中俄战略合作的平台将更为宽广，合作的内 

容也将更为丰富。 

另一方面，回到日俄间的领土争端问题上。 

除了与俄罗斯存在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以外，日 

本还与韩国存在竹岛 (韩国称为 “独岛” )，与 

中国存在钓鱼岛的领土争端，可以说，日本与周 

边国家在领土问题上矛盾重重、分歧颇深，不但 

不利于日本与周边国家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有序 

发展，甚至还会威胁到地区经济一体化、政治合 

作化的制度构建。而且，与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问 

题上的进攻态势及强硬表现相比，日本对北方四 

① 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fl，第15页。 

② 刘建飞、林晓光著：《2l世纪初期的中美日战略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l0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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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领土宣誓也只能停留于形式上的空中视察或 

隔海远眺，可以说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是屡受俄方 

的打压和挫伤，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有所上升也 

是理所当然的。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的政治保 

守派势必会试图转化 日本在与俄领土争端上的不 

利局面，而加剧在与其他国家领土争端问题上的 

强硬态度，诸如加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华攻势 

等，这样一来，势必会进一步增加中日两国解决 

钓鱼岛问题的难度，并威胁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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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Japan．Hatoyama government tried to make Japan’s politics out of the shackles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emphasized the foreign policies on upgrading the cooperated relations in East-Asian region．Therefore，the tensions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over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were eased temporarily．However,with the fall of the Hatoyama regime， 

the subsequent government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returned to the stan dpoint of”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regarded as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posture．More importantly,it made the Japan—Russia territorial disputes upgrade rapidly,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re only maintained through the economi~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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