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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国内问题，却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日本和美国一样，是当今世界在台湾问题上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美国对台湾的介入主要反映在政治和军事领域。
中美建交至今已经30年，但美国仍在依据其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粗暴地干涉中
国内政。
相比之下，日本对台湾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
由于日本与台湾在地理上相距较近，又曾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它对台湾的影响是其
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在1972年中日两国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台湾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焦点。
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中方强调台湾是
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承诺只同台湾保持经贸领域和民间层次的交往。
这就奠定了中日关系和日台交往的基础。
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有一股势力试图突破这一限制，提升日台实质关系，成为中日问不时出现龃龉和
对立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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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后的日台关系》侧重阐述冷战结束20年来日台关系的发展，涉及到日台关系的各个主要方
面和问题。
《冷战后的日台关系》从历史的轨迹出发，认为冷战后的日台关系就其源流而言还是冷战时期日台关
系的延伸和发展。
冷战后的日台关系之所以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与中
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有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台湾各自的政治转型也给日台关系注入了若干新的内涵。
就此，作者从“人文纽带——日台关系演变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对维系日台关系有着
潜移默化影响的文化因素和人脉关系。
对日本的“台湾帮”、台湾的“日本通”进行较详细的梳理和解剖，厘清推动日台双方在冷战后相互
接近的深层原因。
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和台湾的当权者维系双边关系发展的战略意图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新世
纪日台关系走向做出初步展望。
《冷战后的日台关系》资料详尽，分析透彻，观点新颖，文笔流畅，并有《日台关系大事记》等附录
，方便广大读者尤其是专业工作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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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日本学术界在战前就有对台湾的系统研究。
其经典著作当数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矢内原忠雄所著《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岩波书店，1929年
）。
矢原从经济学者的视角，批判日本政府在台湾殖民地的许多不平等政策，指出这些经济、教育、政治
的不平等都是为巩固日本人自身的利益。
当时，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他的观点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如果同现在一些台独干将露骨吹捧日本殖民统治的言论相对照，更显其刚直不阿的品格和深邃的洞察
力。
战后，日本的台湾研究一度趋于沉寂。
不过，随着1970年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的问世，对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逐渐升温，
涌现出了一批学风严谨、成就卓著的学者。
日本学者中比较著名的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隅谷三喜男、关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石田浩以及京都大
学教授驹込武、近畿大学的近藤正己等人。
当代日本的台湾研究学者基于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对台湾总的来说持同情态度，尽管许多观点或论
证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按照其学术良知，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中肯的。
其典型代表如水野直树、藤永壮、驹込武所编《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肯定、赞美论的检证》（岩波
书店，2001年）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学者对台湾的研究逐渐由历史领域转到当代台湾政治、经济、文化与两岸关系
、日台关系方面。
东京大学教授若林正丈堪称其代表人物。
他早期研究台湾抗日运动史，以后逐渐转到当代台湾问题的研究。
其代表作有《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研文社，1985年）、《转型期的台湾——“脱内战化”的政治
》（田烟书店，1989年）、《台湾海峡的政治——民主化与“国体”的相克》（田烟书店，1991年）
、《台湾的台湾语人、中国语人、日本语人》（朝日新闻出版社，1997年）、《台湾——变化中和游
移不定的自主意识》（筑摩书店，2001年）、《台湾的政治——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战后史》（东京大
学出版会，2008年）等。
若林正丈也是1998年成立的日本台湾学会的首任理事长。
该会拥有400多名会员，足见其阵容之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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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年，《冷战后的日台关系》总算付梓出版，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
近20多年来，我在从事日本研究的同时始终对台湾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我关注台湾问题比涉足日本研究还要早一些。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国际展望》杂志编辑时就曾参与过若干有关台湾政
经动向的研究课题。
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陈琦伟教授邀集一批学者为上海电视台准备播映的“东亚经济纪实”电视系列
片撰写解说词。
卸任上海市长职务不久的汪道涵担任这部电视系列片的顾问。
其中，介绍台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这一集是由我执笔的，题目为“从海岛走向世界”。
解说词写好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视频资料而差点中途夭折。
这是祖国大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部正面介绍台湾经济发展历程的片子，也是我与台湾问题研究结缘的
开始。
此后，我陆续就日台经贸关系问题写过一些论文。
由于两岸关系尚未解冻，很多台湾的统计资料来自日文文献。
1989年至1990年，我有幸在日本著名智库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从事为期10个月的客座研究。
回沪不久，我的工作岗位由综合研究编译室调到了日本研究室，而且一做就是十六年。
有很长一段时问，我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政坛崭露头角的新生代政治家上，对他们的成长道路、政治
信仰、施政理念，包括内外政策构想和人脉关系等进行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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