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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除了在包装设计、书籍设计中以实体的状态呈现，为

包装或书籍增添趣味感以外，“纸机关”的形象也存在着

应用的可能性。结合数字化处理，使“纸机关”的形象成

为视觉元素，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图形图案设计、海

报设计、插画设计等方面，使中村开己作品中的“童趣”

有机会在更多媒介上呈现，给人们带来愉快。

再者，轻便、环保、价格较低的纸材，结合中村开己

设计中的机关原理，也可能运用于工业产品、公共艺术装

置等方面，实现纸艺与生活的融合，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

多便利。

中村开己的纸艺作品，通过其对机关结构的巧妙设计、

制作与玩法的创新，将情感交流与技巧相结合，为传统的

纸材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纸模型获得了新生。当前是信

息时代，数媒技术的发展不应当意味着传统材料、文化、

形式的消失。纸艺作为一种能够使人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的艺术，使人在与纸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文化

内涵与情感。在电子数据大量影响下的今天，与人接触的

实物则更为重要，实物带来的仪式感、质感等都是电子产

品与电子数据无法替代的。正是通过对传统的解读，结合

创新设计、融合情感交流，使中村开己的“纸机关”一跃

而起，以传统的形态、崭新的形式，为人们构建纸质的快

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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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日关系

◎陈艳玲
摘要：2018 年 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重大判断，意味着中日关系将迎来了机

遇也将面临新挑战。一直以来，因为领土与历

史的原因、日本战略地位摇摆不定及军事力量

不断加强的威胁、美国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

日关系发展曲折而艰辛。但在权力从西方向东

方转移；经济全球化、政治多级化、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安全威胁多元等同时并存；新兴

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以及大国

关系强调和平、合作的大环境下，中日双方对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弊端有了一定共识，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带来机会也让中日关系迎来

新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权力转移 

中日关系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

（一）权力方向转移

在国际环境上，西方国家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颓势，强

国云集的欧洲陷入了老龄化深渊。世界经济中心出现了“自西向东”

的位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力

量逐渐趋向均衡，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话语权逐步提升。从经济、贸易、

金融、工业等地区变化来看，全球权力重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

的全球号召力和软实力越来越强。

（二）多重因素比拼

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互联网、社会媒体的

加速发展，人类对生活方式、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有了

新的理解，形成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

安全威胁多元等同时并存的状态，导致各国道路、制度、理念激烈比拼。

（三）社会体制理念反思

在社会体制理念上，西方的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并不完全适配，

全球普遍在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各国根据国情建立具

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体制。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制度优越性和文化亲和力的日益

突出，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平衡失衡，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体制提供了

新的选择。

二、中日关系发展历程

中日关系从近代开始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72 年，中日战略友好时期

中日邦交趋向正常化，有赖于美国对日本外交事务的主导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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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理事会成员，对急于加入联合国的

日本具有极大诱惑性。越南战争和美苏争

霸中的失利，使美国政府中的某些“鸽派”

主张与中国扩大接触。美国需缓和中美关

系来增加对苏联施加的压力，以牵制苏联，

而美国对华的政策改变，促使日本政府在

美国之前恢复与中国的邦交。另一方面，

中国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也促进着中日两

国恢复邦交正常，使中日两国形成了战略

友好的关系。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

中日关系稳定期

20 世纪 70 年代末，日本是仅次于美

国的经济大国，而当时的中国经济仍然相

对比较落后，日本与中国巨大的经济差距，

让日本起了同情心理，希望能够帮助中国

经济走出困境以及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变得

富裕稳定，同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引起了两国国民更大规模的交往，形成了

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中日两国政治安全关

系良好的稳定期。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6年，

结构变动时期

在上一阶段，中日关系虽然处于稳

定期，但之后“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

神社问题”等不良舆论频频出现，让中国

民众对日本表现友好的同时也开始有所警

惕。另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正确决策

下，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中日经济差

距迅速缩小，中国的综合实力正在全面超

过日本。最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

国的核试验以及两国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摩

擦，都加剧了中日两国在彼此关系的基本

格局与基本目标上的不信任。这些结构性

的变化，令日本对中国从同情和赞赏转变

成了担忧甚至厌恶。但为了整个东亚地区

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两国政府都在有意

识地改善两国关系。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现状

2018 年 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

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这表示中日

关系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进入一

个新的状态。

（一）2018 年，中日关系趋向平稳

2018 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和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40 周年的重要

时机，两国总理的互访，使中日间的交流

机制得以重启。在政治方面，李克强总理

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

访问，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李克强总

理的邀约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

的互访标志着两国政府高层间的“穿梭外

交”基本恢复。在经济方面，第四次中日

两国政府高层经济对话时隔 8年重启。在

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校级军官团访问

日本，标志着中青年军官互访交流项目时

隔 6年重启。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于 10 月访华前夕宣布日本政府将终止

对华ODA援助，即肯定了中国的综合实

力与国际地位，这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了

“新时代”，今后两国关系将从“被援助者”

与“援助者”转换为携手共进的合作伙伴。

（二）2019 年，中日文化交流加深

中日双方将 2019 年定为中日青少年

交流促进年，双方举行了多个青少年交流

互访活动。如 2019 年 4 月日本参展北京

世园会，日本园平均每天要接待约 7000

名游客；2019 年 4 月第十四届“樱花二胡

音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130 多名中

日两国艺术家和日本二胡爱好参与；9月

日本东京举行“2019 中国节”等。通过中

日双方多个文化交流活动，两国民众对对

方国家的印象和中日关系的看法继续保持

回暖向好趋势。

（三）2020 年，建立“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

频繁的高层互动，稳步的经贸合作，

中日关系在 2019 年“稳扎稳打”，2020

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国际政治交流也受到影响，但仍然没有改

变中日双方改善中日关系的决心，为了进

一步改善中日关系，两国领导人在“相互

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密切沟通，友好

合作，共克时艰，携手前行”的“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上形成共识。主要事件

有：10 月中国社会科学论坛采取线下与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的“疫情下国际形

势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东京同步进行；11 月 15 日中国与日本等

15 个亚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11 月 25 日王毅访

日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中日关系以及共

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沟

通，达成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

1. 中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有

所提高

在 2020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四分

之三的中国受访者（74.7%）认为中日关

系“重要”或“比较重要”，而且认为中

日关系重要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日本是重要

邻国（69.3%）和重要贸易伙伴（50.7%），

以及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关系深厚（27.3%）。

可见，中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持

谨慎乐观态度。

2. 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处于回暖

区间，趋势却有所放缓

舆论调查结果显示，45.2% 的中国受

访者对日本总体印象持“很好”或“相

对较好”态度，与去年的 45.9% 基本持

平。22.1%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间的关

系表现为“好”或“比较好”，比去年的

34.3% 下降 12.2 个百分点。38.2% 的中国

受访者认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会“变

好”或“相对变好”，与去年的 39.2% 基

本持平，而认为会“变坏”或“相对变坏”

的比例为 9.6%，比去年的 18.6% 下降 9 个

百分点。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

于中日关系的友好程度没有信心，但对中

日关系变好持肯定态度居多。

3. 中国民众对日本军事威胁的危机感

有所缓解

舆论调查结果中，50.8% 的中国受访

者认为“存在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国

家或地区”，较去年的 55.5% 下降 4.7 个

百分点。而日本下降至第二位，比例为

47.9%，较去年的75.3%下降27.4个百分点。

37.7%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在未来两国会因

为钓鱼岛的领土纠纷问题发生军事冲突，

较去年的 48.3% 下降了 10.6%。

4. 中国民众认为美国因素是阻碍中日

关系发展的新现实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27.8% 的中国受访者

认为中美对立走势是阻碍中日关系的主要

因素，较去年的 10% 增加 17.8%，排名仅

次于“中日领土争端”。在问及为何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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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威胁时，64.9%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

日本与美国联手在军事上围堵中国。另一

方面，超过一半的中国受访者（52.1%）

认为中美博弈会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

响。同时，超过一半的中国受访者（53.5%）

认为“中日两国应将中美博弈的影响控制

在最小范围，促进中日合作”以消除美国

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关系面临

的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

关系的改善是中日两国一直所期待和乐见

的，但我们还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对日

本的两面性和美国因素的不确定性有一个

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日本影响因素

1. 日本战略地位摇摆不定，在东西之

间时进时出

日本是玩弄地缘政治的高手，在东

西之间，中美之间，喜欢两头下注、双

向博弈。在历史中，日本一直依靠着美国，

一直在美国军事保护下，但为了摆脱经

济停滞的困境，又能够主动与经济发展

快速的中国搞好关系。因此，我们既要

看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权力从

西方向东方转移，日本积极走进中国的

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随时有可能随着

大环境的变化走向另一面。

2. 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中日双方同

时抢夺世界领导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全球

战略收缩，这意味着美国在某种意义上

放弃一些领导权，而随着日本自主意识

的增强，以及日本国家再造进程的不断

深化，在世界领导权上，日本会和中国

在暗中展开激烈的争夺。因此，能否把

中日关系塑造成新型国际关系，对中日

双方都是一个考验。

3. 日本在军事上突飞猛进的威胁

冷战后，日本军事战略由专攻防卫向

主动先制方面转变，如日本防卫经费的“八

连增”。加上在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安

全条约》下，拥有了美国的军事力量的保

护，使日本在军事力量上突飞猛进，这导

致了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也导致中

日两国海洋权益争端持续不断、台湾问题

复杂化。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

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日双

方既是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关系，所以在改

善中日关系的同时，也需注意日本在军事

上的威胁。

（二）美国因素影响

美国蓄意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同中国

制造摩擦，导致日本倾向于盟友美国，以

消极姿态处理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尚待

执政的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于 2020 年

11 月在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的电话会谈中明

确表示，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

条的适用对象，给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增

加了不确定性。

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关系迎来

新机遇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中日关

系的发展事关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上，双方存在着深厚战略共识基础。

（一）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弊端

显现

随着特朗普加征关税措施的不断升

级，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危害

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全球贸易增速持续

下滑和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急剧下降。中日

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正常

的国际贸易秩序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十分重

要，若中日双方能够在共同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上达成更多共识，将对中日关系改善

有积极影响。

（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东亚地区多边经济贸易合作机制的形

成，为中日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

日本、韩国等 15 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达成

后该协定将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

之一贸易量，GDP 规模 26 万亿美元，超

过欧盟，成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

构成最多元、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

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

达成。而中日双方在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体现了中

日关系改善更进一步。

六、结语

虽然因为日本战略地位摇摆不定、军

事力量提升以及美国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中日关系发展缓慢，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大环境下，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弊端的显现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趋势让中

日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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