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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三个方面的对立和分歧。

第一，在历史认识包括战争责任、教科书等
问题上的对立和分歧；

第二，在东海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东海资
源开发及其海空安全等方面的争议；

第三，在区域及世界性地位和作用上的主导
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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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但合理管控分歧，避免事态恶化，即实现制
度化、常态化的管理，则是双方的愿望和
共识，包括设立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机制处置东海问题。

为此，本文以系统阐述中日两国设立海洋事
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的来由、进程及发展趋
势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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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设立的背景

为论述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的来由，
必须首先介绍中日两国针对东海问题的争
议境况，因为该机制是讨论和处理包括东
海问题争议在内的重要手段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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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设立的背景

东海问题争议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主要为：

（1）潜伏期；（2）沉默期；（3）凸显期；
（4）缓和期（协商期）；（5）进展期；
（6）冲突期；（7）协调期；（8）漂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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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内容及效果

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尽管受到中
日关系的影响，但该机制的存续及运作，
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一）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内容

迄今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已举行了7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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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内容及效果

（1）2012年5月，杭州磋商会议；

（2）2014年9月，青岛磋商会议；

（3）2015年1月，横滨磋商会议；

（4）2015年12月，厦门磋商会议；

（5）2016年9月，广岛磋商会议；

（6）2017年12月，海口磋商会议；

（7）2017年6月，福冈磋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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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内容及效果

（二）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内容分析

1。机制的综合性；

2。内容的多样性；

3。形式的专业性；

4。任务的艰巨性；

5。磋商的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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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依据及关键缺陷

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的设立目的是
探讨在东海所包含的各种海洋问题，重点
解决在东海的资源开发问题，即其谈判的
依据是《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
和《中日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四点原则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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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依据及关键缺陷

（一）《中日关于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的基础和
内容

1。政治基础。《中日联合新闻公报》（2006年
10月8日、2007年4月11日），《中日关于全面
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5月
7日）。

2。主要内容。（1）《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原则
共识》：关于在东海的合作；中日关于东海共
同开发的谅解；关于日本法人依照中国法律参
加春晓油气田开发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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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依据及关键缺陷

3。基本特征。（1）临时性；（2）原则性；
（3）阶段性；（4）后续性。

4。实际效果。（1）磋商机制的短暂性；（2）
磋商内容的替换性；（3）内容理解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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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依据及关键缺陷

（二）《中日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四点原则
共识》内容及效果

1。基本内容：四点原则共识；

2。重要意义：四个方面；

3。具体效果：中日首脑会晤实现，2014年 11
月北京APEC会议，2015年4月印度尼西亚，
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再次确认了四点
原则共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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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依据及关键缺陷

（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的局限性

中日两国尽管针对东海问题达成了上述二个共识，
并克服困难持续举行了七次磋商会议，但并不
能消除中日两国在东海资源开发和钓鱼岛问题
上的对立和分歧，因为这些关键性问题并没有
纳入该磋商机制的范畴，这不仅是该磋商机制
的缺陷，也是中日两国无法在东海海空安全联
络机制上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关键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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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依据及关键缺陷

1。在东海资源开发上的对立和分歧。

（1）中国外交部2015年7月24日的《中国东
海油气田开发活动正当合法》文件；

（2）日本外务省2015年8月3日的《日本针对
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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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依据及关键缺陷

2。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立和分歧。

针对四点原则共识第三点的分歧；

针对钓鱼岛问题的不同立场，包括不存在主
权争议的日方主张，是无法进一步深化磋
商机制的重大障碍。因为在管控东海海空
安全，构筑东海海空联络机制时，就无法
克服该机制的适用范围方面的争议，从而
无法启动东海海空安全联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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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的依据及关键缺陷

对于钓鱼岛问题的二点争议内容：

第一，是否存在争议；第二，是否存在“搁
置争议”的共识。

（1）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不容否认；

（2）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搁置争议”的共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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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关系与海洋问题的关联性

海洋问题显现与中日关系具有关联性，成负
相关的特点。

（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及影响的关键问
题

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内容看，中日关系的发
展进程：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和平友好关系-
-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全面推进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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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关系与海洋问题的关联性

从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看，海洋问题无疑是
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或关键因素。这是由
海洋问题的自身特征决定的，因为其涉及
历史、敏感、复杂及感情、利益等要素。

（二）中日针对海洋争议问题的对立及努力
的效果

在中日间呈现新旧海洋问题联动情势，例如，
对南海仲裁案的日方立场及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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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关系与海洋问题的关联性

但尽管如此，双方持续努力，包括持续举行
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并产生了
一定的作用和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中日两国均有政治意愿维护东海安全；

（2）在不同的海洋机构之间以设立了联络协
调机制；

（3）海洋合作领域的广泛性和拓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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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关系与海洋问题的关联性

（三）维系中日关系的海洋因素若干应对建
议

1。努力保持高层互访和海洋事务磋商进程；

2。创设并展开实质性的中日海洋问题“二轨”
对话进程；

3。加强中日两国正面合作领域的宣传力度；

4。加强人员交流和文化互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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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日两国在区域和世界的重要性；

合理处理影响中日关系的海洋问题的必要性，
包括拓展及提升磋商机制层级；

在中日关系的特殊年份，对中日关系进行再
确认和再定位，包括创造条件为签署第五
个政治文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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