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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町村信孝“中国毕

业论”主张的报道

隰

援助之外的历史和解之路

2018 年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访华期间， 中日两国政府就

准备结束持续约 40 年的日本

政府发展援助， 并希望就新的

合作模式达成共识。 根据中日

双方最新达成的协议， 日本对

华政府开发援助的所有项目将

于 2021 年正式全部结束。实际

上 ，进入 21 世纪后 ，日本政府

便一直在考虑重新调整对华援

助的政策。

2004 年 10 月 3 日 ， 时任

外相町村信孝（1944—2015）在

参加东京都市民大会时， 发表

了一篇关于 “反思日本政府开

发援助”的主旨演讲。这是日本

政府高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

确提出逐步减少并最终中止对

华日元贷款的主张， 而对华日

元贷款正是日本对华援助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 町村的这番议

论，随后被外界称为所谓“中国

毕业论”。其大致主张是当时中

国社会经济已然崛起， 不再需

要日元贷款的支持， 故有 “毕

业”一说。 一个月后，如同是在

呼应町村信孝的主张一般，《参

议院政府开发援助调查派遣报

告书》 正式出炉。 这份报告认

为 ，进入 21 世纪后 ，中国自身

的资金筹措能力已大大提高 ，

政府与民间资本大幅增多 ，日

元贷款的必要性已不存在。 而

这份报告也成为了日本官方之

后正式提出终止对华日元贷款

的政策依据。 2005 年 4 月，中

日双方外长正式确认自 2007

年度后不再设立日本对华日元

贷款的新项目， 即在北京奥运

前终止新增日元贷款项目。 换

言之，2008 年后， 日本对华援

助项目仅以少量无偿援助和技

术援助为主， 原为主体的对华

日元贷款项目均已结束。

长 久以来，“对华日元贷款”

一直是日本对华政府开

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政府开发援助”是指由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

用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

会福利水平的经济援助， 而此

类援助的赠与比例一般都较

高，多在 25%以上。 从 1979 年

开始，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向中

国提供由日元贷款、 无偿援助

和技术援助组成的政府开发援

助。 其中，尤以日元贷款为多，

占到了对华援助总额的 90%以

上。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自

1979 年至 2016 年 ， 对华日元

贷款达到 3 兆 3165 亿日元、无

偿援助为 1576 亿日元、技术援

助为 1845 亿日元。

回溯历史 ，第一笔日本对

华日元贷款始于 1979 年 12

月 。 当时 ，时任首相大平正芳

率团访华 。 在这次访问中 ，日

方正式确认对华实施日元贷

款。 日本由此成为了第一个向

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 第一批项目提供

500 亿日元的贷款 ，年息 3%，

10 年宽限期 ，20 年内偿付 ，采

购方式上采取非捆绑方式。 在

此一年多以前 ，中日已签订了

《中日长期贸易协定 》 并就民

间金融合作交换了意见。 1978

年 8 月 ，两国正式缔结 《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 》， 双方政经交

流日趋活跃。 这都为对华日元

贷款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一年

后 ，首批贷款确认 、到位已是

水到渠成之事。 根据双方的协

商 ，这笔 500 亿元的贷款主要

用于铁路 、港运与电力基础建

设 。 而在整个协商过程中 ，双

方都极为谨慎 、低调 。 对中国

而言 ，同意接受外国政府贷款

是一大改革创举 ；而对日本来

说 ，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提供贷

款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

政治上的风险。 1972 年 9 月，

日本率先实现了对华邦交正

常化。 原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

局长孙崎享曾如此评价 ：从结

果来说 ，田中角荣夺取了尼克

松访华的果实 ，进而触怒了华

盛顿。 作为田中内阁外相的大

平正芳 ， 在 1978 年成为首相

后 ，处理对华援助问题时就显

得更谨慎 ，既要给予中国政府

开发援助 ， 但又不能得罪美

国。 因此在率先给予中国援助

的同时 ，大平正芳也一再强调

“谋求与欧美协调 ”的原则 ，也

表示 “日中关系不是排他性

的 ”， 希望打消美国方面担心

日本借援助来垄断中国市场

的担忧。

如 何看待日本政府对华开

发援助的性质及其发挥

的作用， 在中日两国都是一个

值得探究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

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徐显芬教授

在她的新书 《未走完的历史和

解之路———战后日本的战争赔

偿与对外援助》（世界知识出版

社，2018）中对此问题进行了一

番细致的考证与梳理。书中，她

一再指出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过程中， 充分照顾了中日双方

的利益，并非单方面的“慈善行

为”。 1978 年 8 月，园田直外相

曾明确指出：“日本没有对中国

提供援助这样一种傲慢的想

法。而是希望互通有无，从而对

双方都有益。 ”他的继任者大来

佐武郎也说过：“中国的经济发

展有利于日本， 而且也绝不是

单方面的贷款， 从长远有利于

我国的能源政策来看， 对华日

元贷款是互惠的， 从日本的国

家利益来说， 也是做一点事才

更好。 ”

当时， 日本方面会形成此

种认识， 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主

动放弃战争赔偿有直接关系 。

1983 年 3 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

会上， 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父

亲、 时任外相安倍晋太郎就表

示过：“日中邦交之所以能够实

现，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赔偿。作

为日本， 考虑到至今为止的历

史的经纬，并且立于反省之上，

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给予积极的

合作，是很重要的。 ”而原首相

中曾根康弘也曾对中国的领导

人说过：“对华合作，是对于由于

战争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的反

省的表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

然而， 日方的这种心理却

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

强， 中日两国在各领域呈现竞

争乃至出现实力颠倒的状态而

在悄然间发生着改变。 进入新

世纪后， 不少日本人会批评中

国对日本援助不知感恩， 而中

国人则觉得中国过往遭受的侵

略损失并不是所谓“援助”就能

弥补的。 徐显芬教授就注意到

中日两国关系在政府开发援助

问题上的敏感性与特殊性。 在

她看来， 无论是中国， 还是日

本， 在面对此问题时更多地都

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进行评判 ，

以至于出现一种异常吊诡的

“双重恩仇论”： 一方面中国虽

遭受日本长时间的侵略， 却最

终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 ，因

此中国不仅是“受害者”，还“有

恩于”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也

确实给予了中国近 40 年的政

府开发援助。 这些经济与技术

援助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在客观

上给予了极大助力， 尤其是在

改革开放初期。由此，不少日本

人就会自认“有恩于”中国。

于是乎， 双方都觉得自己

“有恩于 ”对方 ，也都期待对方

会 “报恩 ”，而这种期待一旦落

空， 就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彼此

抗拒乃至互相反感的国民感

情，在各自的社会中不断蔓延。

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侵华战

争爆发前的中日交往过程中也

有过类似的现象。 相当多早年

支持 “亚细亚主义 ”、曾同情中

国革命的日本人， 在目睹中国

反帝斗争触及日本在华利益

后， 即视之为中国对日本的所

谓 “背叛 ”，最终从 “中国通 ”沦

为了 “侵华的急先锋 ”，而其背

后也存在着与“双重恩仇论”类

似的心理结构。

另一方面， 对战后日本来

说， 政府开发援助又确实多与

战争赔偿挂钩， 甚至是一体两

面； 以至于出现用援助来代替

“谢罪”， 进而回避道德责任的

情况 。 在 1951 年 9 月举行的

“旧金山和会 ”上 ，在美国的要

求与斡旋下，英国、苏联、荷兰、

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

争赔偿， 但东南亚诸国则坚持

赔款要求 。 从 1954 年至 1959

年间， 日本先后同缅甸、 菲律

宾、印尼、南越签订了赔偿协议

的同时， 又与它们签订带有经

济援助性质的中长期贷款协

议， 所以赔偿与经济援助属于

彼此挂钩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

下， 不仅不会使有限的赔偿成

为日本的沉重负担， 相反还能

促进日本经济结构转型与对外

贸易。自 1950 年代后日本对这

些国家的重工业产品出口大幅

度上升， 同时也相当于找到了

新一批长期稳定的原料来源

地。 并且，在技术援助方面，日

本可以把已经或即将淘汰的设

备作为补偿品提供给受偿国 。

1959 年日本通产商在官方文

件中便承认： 日本的战争赔偿

产生了与海外经济合作相同的

效果， 并可借此开辟新的市场。

日本以赔偿为手段，扩大了对东

南亚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

出， 并且极大地加深了日本经

济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渗透。

而在日韩建交的过程中 ，

经济援助同样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国内经济持续萎靡、面对

北方军事压力的情况下 ，1960

年代朴正熙政府放弃追求日本

对殖民统治进行赔偿， 转而要

求日本的“经济合作”。 在 1965

年 2 月草签的《日韩基本条约》

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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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8月，园田直外相曾明确指出：“日本没有对中国提供援助这样一种傲慢的想法。 而是希望互

通有无，从而对双方都有益。 ”他的继任者大来佐武郎也说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日本，而且也绝

不是单方面的贷款，从长远有利于我国的能源政策来看，对华日元贷款是互惠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