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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存两大恶性循环

中日问题研究专家、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副会长江瑞平指出，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着

“双边关系和区域合作的乖离”、“经济互利和
政治对立的悖论”两大层面的恶性循环。

江瑞平特别将中日关系放到整个东亚领
域来看，作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中日关系的阴晴冷暖对于地区局势有着
重要影响。

他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与中日实
力对比及相互依存地位发生逆转有关系。数
据显示，2013 年中国 GDP 相当于日本的 1.88
倍，而在2019年则有望达到2.58倍。

江瑞平称，尤其是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
略背景下，日本由此所体现出“经济依赖中国、
安全依赖美国”的战略态势愈发明显，而这也
间接造成了当前中日乃至东亚地区局势持续
紧张。对此，江瑞平坦言：“中日关系恶化的后
果，将是中日区域战略冲突的发生。”

如何解决当前中日双边关系的困局？江瑞
平表示，这有赖于“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国
家权益与地区责任”、“周边外交与对日关系”
和“地区构架与对美战略”四方面的良性互动。
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扎实推进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妥善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等将成为未
来时期解开当前中日困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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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11日电（记者
喻京英） 由 《健康时报》 社主
办，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的“中国儿童生长发育健康
教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
北京举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人民日报
社副社长张建星等参加了此次会
议。

据介绍，目前，中国儿童生

长发育迟缓发生率高达 9.9%，总
数居全球第二，儿童发育迟缓将
导致体格、智力发育迟缓、心血
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发生率增加，
导致未来劳动力损失，给社会和
家庭带来巨大负担。为此，与会

人员呼吁，将每年的 8 月 18 日定
为“中国儿童生长发育健康教育
日”，每年的 8月定为“中国儿童
生长发育健康教育月”，旨在唤起
全社会对矮小症等儿童生长发育
迟缓疾病的关注。

8月9日，“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大
连市举行。该研讨会规模空前，由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和中国日本史学会三大学会联合举办，吸引了200多名来自史学、经
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国内知名学者参会讨论。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冰点”，安倍公
然参拜靖国神社、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企图解禁集体自卫
权等行径，导致两国政府关系严重倒退，并影响到了经贸交流等
其他领域。

警惕日进攻性对外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日
本经济学会会长李培林在开幕式上指
出：“我们铭记历史并不是为了强化
仇恨的记忆，而是为了还历史本来面
目，从而辨明是非。”

回顾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战争，
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武寅归纳出了一种
规律：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列强
进行干涉，日本妥协并备战，随后再
度伺机侵华……日本侵华野心为何不
死？在她看来，这是由日本的国情所
决定的。“日本与中国隔海相邻，是
一个地少人多、能源短缺、灾害频发
的国家，这导致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
生存危机感及由此引发的向外扩张愿
望。这从本质上决定了日本的对外政
策是进攻性的，而不是被动等待性
的。”

武寅指出，二战结束后，国际形
势和日本政治体制都发生了变化，但
日本的基本国情、主要特点没有变，
决策机制和基本原理也没有变。这些
不变因素对于评估日本当前的政策选
择和未来走向，科学、有效地采取应
对措施，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效仿伊藤博文须悬崖勒马

“钓鱼岛从来不是古代琉球国的岛
屿，而琉球国也不能说是日本的固有领
土，因而日方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
土之说毫无根据。”在会上，清华大学当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详细介
绍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历史。他用
史料证明，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钓
鱼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 19世纪末日
本的对外侵略扩张。

“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者醉
心于效仿欧美列强君临于中国之上，开
始从朝鲜和琉球两个方向扩张，伺机一
举打败中国，成为‘东亚盟主’。 在
1879 年吞并琉球之后，日本就开始瞄准
钓鱼岛。随后，日本明治政府利用甲午
战争之机，在 《马关条约》 谈判前窃取
钓鱼岛，其后又利用 《马关条约》 殖民
统治台湾、窃占钓鱼岛50年。”

刘江永指出，东北亚正处在一个重要
的历史结点。尽管现阶段日本还难以复活
战前的军国主义，但在东亚迎来新甲午、
新甲子之际，安倍内阁再度把中国作为军
事方面的主要对手。如果他继续效仿伊藤
博文走下去，很可能使日本再度坠入战争
的深渊，因此必须悬崖勒马。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日前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
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文物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 先期研究利于追讨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
根据历史记载，唐鸿胪井刻石本是一块重逾9吨，单体10多立

方米的驼形天然石头。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使鸿胪卿
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使命完成后，崔

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旅顺都里镇，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
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刻石文字共 29字，分 3行自上而下自右

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
年五月十八日”。

1895 年，清军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方亭，护卫刻石。1908
年，日本军队将刻石、护卫亭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藏于日

本皇宫至今。
此次首选“唐鸿胪井刻石”对日追讨，是因为今年正逢刻石

建立 1300年，由于国内学者对该碑进行了大量研究，利于追讨
成功。比如学者王仁富20多年时间积极研究宣传，并在2011年

给日本皇宫写信探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安危，并得到回信确认。

■ 将赴日敦促归还

为了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
专门成立了文物追讨部，组织专业队伍，对日本所掳中国文物

进行集中追讨。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表示，中国

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通过函件方式敦促日本归还刻石，下一步
还将组织专家赴日本考察。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

归，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
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
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 年 5

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
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

自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自
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 年抗

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
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

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
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

■ 国际上有法可依

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国际法早有规定。
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战争罪及危害人类

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规定：“残害人类战争罪，
不论其犯罪日期，不适用法定时效，可以永远追究其

责任。”
对于此次追讨的难度，有关专家表示，和以往的文

物追讨难度差不多，具体操作上经验还是比较欠缺，将
会通过国内和国际对日方施压。

对日文物的追讨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清华大学国际问
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告诉记者，提出文物追讨的诉求，中国

有正当性，但能不能实现还是得看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
度，迄今为止的中日正式谈判中，对掠夺文物的归还并未提及。

中国的民间组织提出了诉求，按照程序，日本政府首先要
受理，然后再开启中日双方政府的谈判，中间会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刘江永估计，由于日本掠华文物数量众多，如果归还此
件文物必然会造成追讨的连锁反应，这种忧虑也会影响日本政

府对此件文物追讨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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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种植的8万
亩优质番茄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番茄农户们抓紧时间采收，日均收获
量1万余吨。图为农民将采摘的优质番茄装车。 杜炳勋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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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万亩番茄喜获丰收新疆万亩番茄喜获丰收

多方呼吁设立儿童健康教育日

8 月 11 日，南京海关驻南
京禄口机场办事处关员按规定
快速验放了青奥会首批比赛用
枪，这批比赛用枪由匈牙利代
表团携带入境。

图为参加青奥会的匈牙利
代表团团员 （左） 从南京禄口
机场入境时，南京海关关员对
其携带的比赛用枪进行查验。

新华社发

首批青奥会比赛用枪通关验放

8月11日，由成都军
区援建灾区的第一所板房
医院搭建完毕。该医院可
以满足接诊量 150人的需
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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