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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记者潘洁、侯晓晨)纪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1
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中日双方友好人士、专家学者热议
条约缔结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经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弘
扬条约精神，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在开幕式上说，缔约 40
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生动诠释了一个道理：国家之
间“合则两利，斗则俱损”，邻国之间更是如此。深化友好
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始终是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的根本路径。

“中日两国只有坚持共迎挑战，共负责任，才能为地

区合作输入正能量；只有坚持共担使命，顺势而为，才能
为世界发展做出新贡献；只有坚持共赢理念，相向而行，
才能使双边关系行稳致远。”谢伏瞻说。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开幕式上指出，面对当前
逆全球化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抬头，日、中、韩三国应共
同构筑东亚共同体，以友爱精神为根本，实现从经济、贸
易、金融到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福祉、环境、能源乃至
安全保障的共同体，推动地区和平发展。

鸠山由纪夫认为，日中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各有优势，
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他赞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合作倡议，呼吁日本大力参与“一带一路”并早日加入

亚投行，深化双方互利合作。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之间四个重要政治文

件之一。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
项原则，明确了中日世代友好的大方向，进一步巩固了
中日关系长远发展的政治基础。

此次研讨会以弘扬条约精神、深化友好合作为主
题，分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经
验、缔约 40 年来的国际环境与中日关系、新形势下如
何弘扬条约精神并发展中日关系三个单元。中日双方
友好人士、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等 100 余人参加了研
讨会。

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中日专家探讨新形势下弘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

美国政府本周对其他国家频频采取经济施压
手段，相继宣布将重启对伊朗非能源领域制裁、
禁止对俄罗斯出口一切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商品
和技术，并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
一倍。

此外，美国政府还多次表示，若上述国家不
能答应美国所提条件，美国可能对其采取第二阶
段更为严厉的施压行动。美国政府如此频繁挥舞
制裁和关税大棒施压别国，已在美国国内引发广
泛批评。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的话说，美国这种
行为已向世界发出“让人不安”的信号。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动辄使用关税手
段解决外交争端，“创下了让人担忧的先例”。

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和奥
巴马特别助理的爱德华·普赖斯通过社交媒体表
示，美国消费者将为政府的关税惩罚行动付出代
价，而这些行动却无法促成问题的解决。

针对美国利用“ 232 条款”威胁提高对土耳
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
副主任丹·马哈菲告诉记者，“ 232 条款”已成
美国打着维护国家安全旗号实施贸易欺压行动的
借口，这些行动并不能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华盛顿邮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制
裁手段已取代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实践证
明，这种做法的效果无法让人满意。世界越来越
担心，美国正在过度使用这些手段，而忽视了谈
判、协商等重要的外交途径。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宣称自己
对伊朗施加制裁是为了“世界和平”的说法，文章援引美国学者丹尼尔·拉里森
的话予以驳斥：“和世界其他国家打经济战并不能证明美国希望世界和平。”

(记者朱东阳)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0 日电

频
挥
制
裁
大
棒
施
压
别
国

美
政
府
在
本
国
广
受
批
评

新华社旧金山 8 月 10 日电(记者吴晓凌)美国地平线航空公司一名机械师
10 日晚未经许可驾驶该公司一架飞机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起飞，飞行近
一小时后在机场附近坠毁。受此影响，塔科马国际机场所有航班一度暂时停飞。

地平线航空公司首席运营官康斯坦斯·冯·米伦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讲话，
确认驾驶员为该公司员工。公司首席执行官加里·贝克说，公司仍在了解相关
情况，目前回应此事为时尚早。塔科马国际机场在当晚 9时 30 分左右已恢复
正常运营。

与地平线航空公司隶属同一集团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在其推特官方账号
发文证实说，一架地平线航空公司的庞巴迪 Q400 飞机当地时间 10 日晚 8时
左右未经允许从塔科马国际机场起飞，相信飞机上没有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

事发地皮尔斯县警长办公室发布声明称，驾驶者为一名来自该县的 29 岁
男子，是航空公司的机械师。声明说，飞机在空中做特技动作亦或驾驶员飞行
技术欠佳导致飞机坠毁。飞机上没有其他乘客。声明并未说明肇事动机，但表
示“这并非恐怖事件”。

当地媒体报道说，空管人员和驾驶者的通话一直持续到晚 8时 47 分，空
管人员试图引导飞机降落在附近的军用机场，而驾驶者并未听从。驾驶者曾表
示担心油耗过快，并在坠毁前称“一个引擎好像熄火了”。两名当地目击者说，
看到一架飞机在两架美军战斗机的追逐下低空飞行，随后只有战斗机返航。

地平线航空公司是美国一家区域性航空公司，总部设在西雅图。庞巴迪
Q400 飞机为双引擎螺旋桨飞机，载客量为 76 人。

美国一航空公司机械师

未经许可驾机飞行坠毁

新华社东京 8 月 11 日电(记者沈红辉、杨汀)8 月
12 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纪念日。当
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呈现出明显改善的势
头。

分析人士指出，值此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际，双方应
不忘初心，恪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两国间四个政治
文件的原则和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指明方向，友好合作硕果累累

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
瞩，做出战略决断，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
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包括
日方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表
态，明确宣示中日两国要持久友好下去，为中日关系确
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全方位发展铺平
了道路，影响深远。在此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日
本的资金和技术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
也借此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双方逐步建立各层次政府对话机制，高层互
访频繁，政治互信加深。各类民间交流也全面铺开。中
日友好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也为地区发展
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看来，《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他说，在这一条约的指引下，双方以史为鉴、妥善处
理领土等敏感问题，相互尊重，互利互惠，使中日关系取
得长足进步。如今，中日年度贸易总额超过 3000 亿美元，
双边人员往来超过 1000 万人次。

遭遇波折，必须回归条约精神

然而 40 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绝非一帆风顺，也经
历过坎坷波折。在历史问题上，日方总有人跳出来否认
侵略历史。日本国内还有部分势力别有用心，在领土等
敏感问题上大做文章，破坏双边互信。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说，《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是在双方老一辈领导人“立足大局应对敏感问
题”的政治决断下缔结的。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紧张，
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从大局出发处理双边关系，也未能
坚持搁置争议的共识。

另外，随着中国发展壮大，日本丧失了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自信和从容，看待中国发展的心态发生变化，
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而非合作伙伴，致使两国摩擦不
断。

石井明指出，日本过去一直将中国看成“受援
国”，因此一些人无法接受中国富强起来的现实。他认
为，应重温老一代领导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
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厚望，日本要接受中国的发展，要重
新认识到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努力践行条约精神。

发扬光大，面向未来互利共赢

值得庆幸的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日关系
正在改善。展望未来，应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

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为指引，共同推动中日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
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
损”。坚持友好和共生是两国关系的唯一正确出路。
青少年代表着中日关系的未来，两国应大力开展青少
年交流。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已经开启新
征程，推动经济提质升级。新时代赋予中日经贸合作
新的空间，双方在节能环保、医疗养老、共享经济等
领域面临新机遇。双方可以对接发展战略，深化务实
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来也出现了学习中国的呼
声。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指出，在人工智能等领
域，日本离开中国的合作便无法发展。正如中国 40
年前学习日本现代化抓住发展机遇一样，日本如今也
应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向中国取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来多次表示，中日双方要化
竞争为协调，这显示了日方对华认知的积极变化。据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开始转变方针，有
意推进中日民间企业在第三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
作。

朱建荣认为，中日在“一带一路”倡议、开发第
三方市场方面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应将《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的合作共赢精神发扬光大，开拓新的
合作领域，扩大共同利益，打造一批标志性项目，实
现互利共赢。

朱建荣还指出，中日同为世界经济大国，双边关
系稳定符合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同时，中日同为
自由贸易的践行者和受益者，在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之际，双方有责任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恪守条约精神，面向未来互利共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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