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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0 月 22 日，中國「二十大」閉幕後，習近平宣告迎來

第三屆任期。日中兩國歷來對領土及歷史認知存在重大差異，

近年更時有政治及經濟摩擦，隨著習強化權力及統治基礎，

此後日中互動模式是否隨之改變，備受關注。 

二、日本欲建立嚇阻及對話雙重機制 

近年，日本政府文書及高層發言頻觸及中國威脅，1而此

認知亦反映於首相岸田文雄之談話中。10月 3日，岸田於國

會演說稱，將藉多層次外交及強化防衛能力維護亞洲及世界

和平。2由於日本積極參與之雙（多）邊協議及「四方安全對

話」（Quad）等組織多數具「抗中」、「防中」色彩，故強化外

交及國防亦可視為其應對中國威脅之首要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推動外交及強化國防雖是岸田政權首要

任務，然其於 10月 3日演說中最先提及者卻非外交及國防，

而是宣示將致力因應高物價及實現經濟復興，3此發言內容亦

反映日本當前困境。依共同社調查，岸田政權支持率於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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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註 2。 



上旬已下降至 35%，其主因即在高物價引發之經濟疲弱。4而

岸田將經濟問題置於外交與國防之前，其目的除扭轉民調外，

更深層原因或出自經濟成長係支撐外交及國防政策之基本

要素。 

換言之，中國威脅當前，岸田政權雖欲在外交及國防政

策上有所作為，然在財政困難背景下，現階段尚難大幅提高

政府支出。而若外交及國防政策囿於財政因素限制無法形成

充分嚇阻能力，盡速重建日中衝突防範機制則成當務之急，

此亦或是日本近期頻向中國疾呼對話之主因。 

三、中國暫時擱置日本重啟對話要求 

8 月 4 日，中國多枚導彈落入日本宣稱之經濟海域，惟

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仍稱「與中國對話大門敞開」。8月 10

日，岸田於內閣改組後，重申欲與中國進行對話。9月 2日，

日本經團連會長十倉雅和於日中建交 50 周年座談會中，敦

促日中高層進行對話。10月 22日，林芳正於第 9次「富士

山對話」再次呼籲應與中國高層「進行直率對話」。5 

綜觀以上日本政要發言，無論日中關係如何演變，日本

方面均疾呼對話，然而中國似無積極回應之意。此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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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雖與楊潔篪進行會晤，惟雙方會

後以無國旗背景合影，反映中國欲淡化會晤意圖。6此外，該

次會晤係由日方代表赴中，日本迄今卻未獲中方回訪。另一

方面，此前習近平出訪中亞，除顯示中國高層並非不能在「二

十大」前夕出訪，更反映當下中國決策階層視野中，與歐美

日等西方陣營重啟對話似不具急迫性。 

四、「二十大」後中國決策者動向影響日中關係發展 

日本已確立鞏固外交及國防等政策方向，並尋求重建日

中對話機制，以降低衝突風險，惟中國決策高層具體動向迄

今尚未明朗，故習近平之態度將是「二十大」後日中關係發

展主要變因。對此，吾人宜持續密注以下動向。 

第一，在國際關係方面，宜密切關注北京當局後續於何

時、以何種形式重啟與美、日、歐等西方國家接觸。就近期

而言，即將於 11 月舉行之 20 國集團（G20）峰會或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APEC）或為近期最佳時機。 

第二，在日中關係方面，即便日中高層於上述會議實現

會晤，而此接觸是否僅止於曇花一現，其後中國高層乃至涉

外單位是否與日本方面維持互動，對兩國建立衝突防止機制

至關重要。 

第三，中國於 8月份軍演後稱對台施加軍事壓力將成「新

常態」，習近平於「二十大」工作報告亦重申不放棄以武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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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台灣問題。而若中國執意以非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未來日

本與中國對峙前線將僅有百餘公里之遙（與那國島至台灣東

岸），勢將使其戰略壓力大幅上升。 

五、結語 

在中國高層及外交人事底定之後，可能由知日派王毅擔

任對外辦公事主任，其必然欲在日中關係上「有所作為」。中

方於「二十大後」是否以更大力道對台施加軍事壓力，必將

高度影響日本對台灣事務之關注，而此亦將成為牽動日中關

係發展之關鍵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