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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间渠道发展对美关系

—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 的做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①

于铁军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日本一个主要从事国际交流事业的重要的非政府组织
—

日本国

际交流中心在开展对美民间外交时所采取 的一 些做法
,

并对其工作特点进行 了总结 考

察 了这些做法对 中国所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 指出在中美关系当前的状况 以及 当今世界

全球化趋势 日益加强和
“

公 民社会
”

影响不断增大 的大背景下
,

只有大力开展 民间外

交
,

拓宽中美之 间民间交往的渠道
,

增进彼此之 间的理解
,

才能使两国之 间的协调与合

作尽可能得到维持
,

使两国之 间必然要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得到有效的控制
,

使双边

关系中的一 些突发事件得到冷静稳妥的处理
,

并进而使两国的关系具有一种
“

韧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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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 “

乒乓外交
”

曾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和中美关系坚冰的打破拉开 了序幕
,

并作

为民间外交的一段佳话而载人新中国外交的史册
。

自那以后
,

中美关系历经 年的风风雨

雨
,

发生 了诸多新变化
,

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

一方面
,

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
、

热

线对话以及在多边场合下的会晤 日益频繁
,

并对两国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另

一方面
,

相对于官方渠道的畅通
,

民间外交的重要性似乎有所下降
。

而在世界范围内
,

自

年代以来
,

特别是进人 年代以来
,

非政府组织 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
日益引起世人的瞩目

, ② 以 为核心内容的
“

公民社会
”

理论和
“

全球

治理
”

理论成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

甚至 已经对以主

① 本文为笔者参加 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于 年 月 一 日在北京举办的
“

中美关系发展趋

势
”

学术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
,

发表于此处时略有修改
。

② 关于 国际 活动的简要的介绍
,

参见入江昭 《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 增补版
,

东京大学

出版会
,

《 幻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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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 自 世纪后期以来的活动的比较详尽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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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为主要分析框架的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一定的冲击
。
①

在新的形势下
,

民间外交在对美关系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民间外交应该如何

开展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本文试图采取个案分析和比较的方法
,

首先对 日本一个主要从事

国际交流事业的重要的非政府组织 —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在开展对美民间外交时所采取的一

些做法进行介绍和分析
,

然后对这些做法对中国所可能具有的借鉴意义以及新形势下通过民

间渠道发展对美关系的重要性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一
、

个案分析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是如何开展对美工作的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 即 罗
,

简称 成立于 年
,

是 日本一个十分有名的独立和超党派的民间非赢利组织
。

就其功能来看
,

该中心是 日本国内

一个与我国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相当的组织
,

其宗旨是 推进全球知识交流
、

政策研究

及政策对话
,

加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

扩展国际共同事业
,

致力于使 日本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

项 目之开展依靠其他许多组织的合作与赞助
,

其资金主要来 自于私

人基金
、

公司捐赠以及合同研究
,

不接受政府的资助
,

但仍与政府
,

特别是外务省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

到 目前为止
,

的工作主要集中在
“

政治交流
” 、 “

全球思想网络
”

和
“

公民网络
”

三个领域
。
② 在

“

政治交流
”

领域中
,

主要的几个项 目基

本上是围绕美国来进行的
,

它们是
“

美 日国会交流项 目
” 、 “

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交流项 目
”

和
“

美 日青年政治领导人交流项 目
” 。

“

美 日国会交流项 目
”

开始于 年
,

是 日本现存最早的两国国会之间的非政府
、

超

党派的交流项 目
。

设立该项 目的起因是在 年 月在 日本召开的由美 日两国政界
、

财界
、

学界和舆论界知名人士参加的
“

下 田会议
”

正式名称为
‘

旧 美关系民间会议
”

上
,

当时

许多与会人士提出
,

美 日两国国会议员在美 日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

但他们对彼此社

会的认识却相对缺乏
。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

的前身
‘

旧本国际理解协会
”

于次年设立

了该项 目
。

在项 目实施的初期阶段
,

活动的重点主要放在对彼此国家的一般情况的介绍上
,

但随着

美 日关系逐渐走向成熟
,

项 目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加强两国在双边和全球问题上的对话方

面
。

从 年起
,

还与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合作
,

在
“

美 日国会交流项 目
”

的基础上

设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
“

关于亚太地区美 日安全关系的国会联合研究与对话项 目
” ,

旨在使

埋头于国内事务的两国国会议员了解正在发生变化的亚太地区的国际环境
,

理解美 日同盟的

重要性
,

以及诸如环境
、

移民和毒品走私等新的安全问题
。

这一项 目的参加者除了国会议员

外
,

还包括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和各领域内的专家学者
。

迄今为止
,

根据
“

美 日国会交流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

‘优犯 。。 沉犯 耐 口几肠

〔五。了啥 而 价
, ,

触 百呷 况必

匆配 议 到让。 石“ ‘衍耐 阮必。 助 。 ,

② 本节当中关于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 的材料主要来 自于该 中心 的网站 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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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

已各有 批国会议员分别访间过对方国家
,

每批人数从 人到 人不等
。

该项 目对

促进两国国会议员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
“

美 日国会交流项 目
”

的实施过程中
,

日本方面认识到
,

美国国会的工作人员在立

法和决策过程 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

因此
,

作为
“

美 日国会交流项 目
”

的补充
,

于

年开始设立
“

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交流项 目
” 。

该项 目为期一个星期
,

主要是邀请一些美

国国会的高级工作人员 包括美国参众两院的一些重量级议员的特别助理和负责国会内行

政事务的官员等 访 日
,

会见 日本的立法者和决策者
,

了解 日本的决策过程以及政治
、

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

并探讨两国在双边关系 中的共同利益
,

特别是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利

益
。

到 年 月为止
,

该项 目共举办了 期
。

“

美 日青年政治领导人交流项 目
”

是 与美国一个名为
“

美国青年政治领导人协会
”

的非政府组织于 年共同创办的一个一年一度的交流项 目
,

旨在使两国有政治前途的年

轻领导人了解彼此国家的政治和决策过程
,

加深对美 日关系的了解
。

为期两周的项 目每年夏

季在美国
,

秋季在 日本轮流举行
,

每次参观不少于两个城市
。

项 目日程表的安排相当密集
,

代表团成员在对方国家广泛接触政界 包括执政党与在野党
、

财界
、

官僚
、

学界和舆论界

人士
,

彼此沟通思想
,

交流看法
。

经过多年的积累
,

围绕该项 目逐渐在两国各领域的领导人

之间形成了一张广泛的私人关系网
,

从而也加强了两国间的关系
。

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
、

已

故前首相小渊惠三
、

以及前防卫厅长官
、

自民党干事长加藤掀一都曾经参加过这个项 目
。

美

国方面的参加者则包括前参议员
、

现任美国驻沙特大使威奇
·

福勒 和曾任

美国红十字会会长
、

现在美国政坛十分活跃的伊丽莎白
·

多尔 等人
。

“

全球思想网络
”

包括
“

政策研究
”

和
“

论坛
”

两部分
。

希望通过
“

全球思想网

络
” ,

有效地参与正在不断扩大的由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所组成的国际合作网络
,

并进而使

自身发展成为一个思想库
。

在政策研究方面
,

近年来
,

连续召开 国际会议
,

就国际关

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

会后组织出版了一系列专题论文集
,

其中专门讨论新时期美

日关系的论文集便有 《 世纪的日美同盟 》
、

《美国和 日本在亚洲
、

《亚太地区的未来与中

日美合作 》
、

《日本和美国的治理与政治变化 》
、

《美 日关系新视角 》等
,

其研究成果达到了

相当高的水准
。

论坛方面
,

与美国密切相关的有
“

加强中美 日三边关系论坛
”

以及
“

三边

委员会
”

和
“

下 田会议
”

的活动等
。

“

公民网络
”

成立于 年
,

旨在通过对会议
、

交流项 目和研究的资助
,

来推进世界

范围内非赢利部门的发展
。

近年来
,

作为该领域工作的一部分
,

通过与美国的一个非

政府组织
“

美国世界事务委员会
” ① 的合作以及美 日

“

女性领导人对话
”

项 目
,

来推进美 日两国的
“

草根组织
”

的合作
,

进一步扩大日美民间交往的辐射面
。

总的来看
,

的对美工作有这样几个特点 内容丰富
,

工作细致
,

项 目相对稳

定
,

持续性
、

计划性较强 以促进彼此理解为 目标
,

以人员交流为中心
,

注重编织人

员网络 在进行交流时注意人员的选择与层次的划分
,

重点放在美国国会
、

地方政府
、

智囊机构
、

舆论界和青年人身上
,

同时也不放弃与一些
“

草根组织
”

的接触
,

将工作深入

到美国民间 近年来开始重视与国内外一些重要的思想库合作
,

组织专家学者就美 日

①
“

美国世界事务委员会
”

在美国全国 多个主要城市设有分支机构
。

该组织通过在各地举办研讨

会和演讲会
、

向地方学校提供教材和派遣讲师等形式开展活动
,

旨在促进国际知识在美国民间的普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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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

在 日本
,

从事对美民间交流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有很多
,

仅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
。

从 的对美工作中
,

我们可以对 日本方面的一般做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

日本方

面开展民间对美外交的历史并不是很长
,

而且在 日本
,

就其传统而言
,

非政府
、

非官方的行

动像在中国一样
,

也不是很受重视
,

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自主性
、

组织性和专业性也还谈不上

十分发达
。

但 多年来的对美工作应该说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
。

正是通过像 这样

的非政府组织和 日本政府多年的苦心经营
,

日美关系的基础得以加固
,

交流渠道得以拓宽
,

尤其是在建立人员网络
、

促进国民彼此理解方面
,

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效果
,

创造出官方外交

和民间外交良性互动的局面
。

这从美国对 日政策的制订与调整
,

以及发生突发事件时两国国

民的表现当中
,

都有所体现
,

以下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

其一
,

前美国驻 日本大使迈克尔
·

阿马科斯特 曾言
,

在从事院外

活动方面
,

日本人享有对美国人的明显优势
,

他们几乎总是可 以找到有才能的 美国 帮

手来对美国的立法过程施加影响
,

使之向着对 日本有利的方向发展
。

①

其二
,

年到 年间美 日同盟的重新定义自有其时代背景和多种原因
,

但重新定

义的过程从美国方面来说
,

却是以 年春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 所组织的由

美 日两国学者参加的一个 日美关系研究会
,

以及其后傅高义的同事和朋友约瑟夫
·

奈

出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为契机而开始启动的
。
②

其三
,

刃 年 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发表了特别报告 —《美国与 日本

—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 》
,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要重视发挥 日本的作用
,

重新肯定 日本是美

国亚太政策的支柱
,

美 日同盟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中心地位
。 ③ 该报告的作者是以后来

担任小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理查德
·

阿米蒂奇
,

故该报告又被称为
“

阿米

蒂奇报告
”

为首的民主
、

共和两党著名的
“

知 日派
” ,

包括保罗
·

沃尔夫维茨
允

、

詹姆斯
·

凯利
、

库尔特
·

坎贝尔
、

迈克尔
·

格林

和约瑟夫
·

奈等人
,

基本上都是在前任或现任美国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

而又与 日本各界有密切关系的人士
。

其四
,

年 月美国潜艇撞沉 日本海洋实习船
“

爱媛号
” ,

导致 名 日本人死亡
,

事

件不可谓不严重
,

但与 年的
“

炸馆事件 ,, 与 年 月份的中美
“

撞机事件
”

对中

美关系所造成的冲击相比
,

这一突发事件对 日美关系所造成的震动却要小得多
。

探其原因
,

恐怕与这些年来日美民间交往的加强
、

媒体表现的冷静以及 日本人对美国人的认识的深化不

无关系
。

二
、

的做法对我国开展对美民间外交的启示

毋庸多言
,

中日两国国情不同
,

的一些做法拿到中国来未必合适
。

而且
,

民间外

① 参见迈克尔
·

阿马科斯特 《朋友还是对手 》 于铁军
、

孙博红译
,

袁明校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

阮 动 ,
, , 一

③ 报告之详细 内容
,

参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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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也曾经是新中国外交中的一个可圈可点之处
, ① 我国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积累

,

有些经验

恐怕也是 日本所不具备的 这些经验应该由我国从事民间外交的专业人士进行总结
。

但这

并不妨碍我们从 日本的做法当中获取某些启示
。

应该说
,

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是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的
。

首先
,

从对美外交在本国外交

中所处的地位来看
,

当前中日两国都把开展对美关系看作是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其次
,

从历史上来看
,

近百年来的 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一样
,

同是一波三折
,

既曾互为盟国
,

又曾

兵戎相见 其三
,

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应该说并不小于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

② 在 日

美关系和中美关系中
,

文化的不同对双边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均表现得相当突出 其四
,

现在

的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均涉及众多领域
,

同属一种比较典型的
“

复合型相互依存
” 。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

美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霸权国
,

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该

怎样来处理
,

历来就是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

在这方面
,

日本作为亚洲历史上第

一个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国家
,

其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的一些做法
,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
,

的教训
,

对我国应该说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事实上
,

在 日美关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与其

后中美关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

如 年代末 年代初在美国出现了
‘

旧
本威胁论

” ,

《下一次美 日战争 》成了畅销书
,

③ 而几年过后
, ‘

旧 本威胁论
”

变成了
“

中国

威胁论
” ,

畅销书也换成了 《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 》
。 ④ 正是这些相似性为我们在 日美和中美

关系之间进行 比较提供了可能
,

也使我们的比较更具针对性
,

同时也更具实际的价值
。

中美是两个大国
,

其关系错综复杂
,

涉及到各个领域
。

尽管
“ ”

事件对美国社会

震动极大
,

在一段时间内关于反恐怖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中一个压倒性的议

题
,

但从长远来看
,

中美关系中那些多年来我们已经熟知的问题
,

如台湾问题
、

人权
、

防止

核扩散
、

经贸关系
、

国内选举
、

移民
、

缉毒
、

环境保护
、

技术转让
、

知识产权
、

传染病防治

等等
,

仍将长期存在下去
,

而且不排除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现有的中美之间各种结

构性
、

制度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

或者出现新问题的可能性
。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
,

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
,

对于开展对美工作便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

义
。

在对外关系中
,

有许多工作是政府不便做
、

不愿做或者短时期内无力去完成的
。

譬如

说
,

当前中美关系中有许多间题都起源于两国国民的隔阂和互不了解
。

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

了解极其有限
,

而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极大的失真成分
。

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中

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

体会不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巨大进步
,

感受不到中

国政府为改善中国 自身的状况和推动中美关系所做出的和正在做出的艰苦努力
。

从中国这一

方面来说
,

也不是不存在问题
,

许多国民的国际化水平不高
,

一些人的对美认识存在着一定

的盲目性
,

甚至某些不健康的心理
,

当前国内有一些新闻媒体关于美国的报道也有不少情绪

① 参见鲁毅等 《外交学概论 》
,

北京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年
,

第 一 页
。

② 关于 日本和美国在文化
、

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显著差异
,

参见
,

一 百心己 , , , “

一 , ” 一

③ 乔治
·

弗里德曼
、

梅雷迪思
·

勒巴德 《下一 次美 日战争 》 何力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年
。

④ 理查德
·

伯恩斯坦
、

罗斯
·

芒 罗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 隋丽君译
,

北京 新华 出版社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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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东西
。

这一次
“ ”

事件之后的国内报道
,

如果不是政府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
,

恐
怕又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

这些都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
,

也不是单靠政府出

面便能解决的问题
,

而必须辅之以 民间的渠道
,

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长期的
、

扎实的工

作
,

努力提高国内社会的国际化水平
,

加深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

为中美关系添加相互

信任的土壤
。

在对美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务实性
、

针对性
、

计划性
、

可持续性和周密性
,

为我国开展对美民间外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

在探讨 日本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今后的工作该如何加强的问题时
,

的理事长山本正

指出
,

日本的 还应该在以下五个方面有进一步的强化 国际 应该重视 自身

的主体性
,

与官方的研究保持一定的距离
,

否则其存在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 重视

自身活动的持续性
,

以便更好地获得合作伙伴的信赖
,

这对国际 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

要 加强人才的培养
,

提高自身专业化的程度 自身组织基础之强化 超越
袂 狭隘的部门利益

,

政府
、

企业和 彼此尊重对方的 比较优势
,

构筑紧密的伙伴关系
。
①

笔者认为
,

这些建议是中肯的
,

对中国加强民间渠道的对美工作来说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

三
、

简短的结论

一个经济正在崛起
、

社会正在转型
、

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上升的中国
,

面对美国这

样一个笃信本国理念和基本价值的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
,

② 要真正做到既韬光养晦
,

又有

所作为
,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中美关系现在所处的状况以及当今世界相互依存 日益加深
、

全球化趋势 日益加强和
“

公民社会
”

的作用不断增大的大背景
,

使得仅仅重视在国家和官

方层面上开展中美关系已远远不够
。

只有大力开展民间外交
,

拓宽中美之间民间交往的渠

道
,

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
,

努力使两国的国民对对方都有一个尽可能真实的认识
,

才能使两

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尽可能得到维持
,

使两国之间必然要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得到有效的

控制
,

使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突发事件得到冷静稳妥的处理
,

并进而使两国的关系具有一种
知 “

韧性
” ,

具有良好的防冲击能力
。

在这方面
,

民间外交的作用不仅不可替代
,

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
,

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会愈加突出
。

民间外交不应该是一种迫不得已
、

一种退而求其

次的被动的选择
,

而应该是一种长远的
、

积极主动的设计
,

它是官方外交的一种补充
,

但却

不能为官方外交所替代
。

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一点有深人的认识
,

并着手详加筹划的话
,

那么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
,

中美两国之间开展民间合作与对话的议程将是无限的
。
③ 在具体的

操作层面
,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一些做法也许值得我们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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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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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本方面对美国理念的冷静分析
,

参见 〔日 〕北 冈伸一 《不要误读理念 国家美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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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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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参见王缉思主编 《高处不胜寒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 》
,

北京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