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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日关系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

鞠玉华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　要］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多兴衰，始终与中日关系的冷暖密切相关。２０１２年
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频频滋事，以至发展成“９１１购岛”，使中日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十分危险境地，令在日
华侨华人忧心忡忡。中日关系骤然降温，日本社会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言论随处可见，这种状况会直接影响

到８０多万在日华侨华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因为良好的中日关系是在日华人经济发展、生活安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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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继朝鲜之后，中国人移居海外最早
的国家。１８５８年日本实行“安政开国”，政策
后，大批中国人来到各开放的港口城市———长

崎、神户、横滨、大阪、新、函馆等地从事商贸

等活动，并在人数较多的聚居地逐步形成了稳

定的华侨社会。尽管中国人移居日本历史悠

久，但近代以来由于战争及各种因素的限制，

很长时间内都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体，直至

１９７７年，老华侨华人的总数 ４６６１４人［１］。

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
日两国国情的变化，在日华人的数量急速增

加，已然成为日本社会中的第一大外国人族

群。纵观日本华侨社会的发展进程，清晰体现

出中日关系的冷暖，始终左右着日本华侨华

人①社会发展的走向。

一、改革开放后日本华侨华人

社会发展状况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

放政策的实施和日本政府对入国管理法的修改

及政策的转变，赴日本留学、研修、劳务等的人

数逐年增加，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滞留未归，或

者取得了永久居住权，或者加入了日本国籍，落

地生根，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华侨华

人”族群。

１９９０年以后，由于日本政府政策的转变和
外国人入国管理法的修改，导致留学不归、长期

务劳者、日本人配偶②、归化入籍等的人数逐年

增加。

　　自 １９８９年以来，加入日本国籍者一路攀
升，近几年更是以每年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的速度增
长，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总
数已达１２３６０２人。
　　３０年多年间，华侨及在日中国人的人数迅
速增长，占外国人总数的比例不断攀升，由

１９８０年６７％增至３２５％。从２００７年起，华侨
及在日中国人首次超过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数

量，跃居在日外国人榜首，成为在日外国人中数

量最多的“第一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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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日本法务省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日华侨、中国留学生、就学生、
研修生、日本人配偶、持有工作签证的中国人等

为６７万 ４８７９人；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人 １２万
３６０２人；不法滞在者７７００人［２］；在日华人①可

统计人口已达８０万６１８１人。
新华侨华人中，除了一部分人从事贸易和

餐饮业外，绝大多数在公司就职或从事教学与

科研领域的工作，也有些人独立创办公司，并形

成了一定规模、取得良好业绩。近年来，随着中

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华侨华人及在日中国人的

职业类别有了显著变化，他们逐渐跻身于ＩＴ、金
融、学术研究等新锐领域，在大企业和名牌大学

崭露头角。据日本法务省在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发布的２０１１年在留外国人登陆统计显示，华侨
及在日中国人从事技术、技能、知识行业者已经

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新华侨华人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赴日的留

学人员，他们大多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是一个

善于起业、勇于创业的族群。他们中的一些人

担当着重要的职务，从事着代表日本最先端科

学技术的工作，还有相当多的华侨华人承担着

日本企业对华商务、对华贸易的重任，并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中日关系与华侨华人社会

众所周知，近年来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非

常不稳定。政坛混乱，走马灯似的换人，为世界

创下“七年七相”的荒诞纪录。政局的动荡、经

济的持续低迷使右翼势力抬头，民族主义滋生，

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日本的华侨华人社会。

（一）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各项交

流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关系也日趋成熟和稳

定。２０１２年正值邦交正常化４０周年之际，这本
应是一个共同庆祝的重要年份，也应是规划、展

望未来、使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的机会。但由

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频频滋事，以至发展成

“９１１购岛”，使两国关系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更令在日华侨华人担忧。目前日本对华关系的

策略表现为：

１．在国际上
美国的东亚战略调整让日本看到了机会，

日本寄希望通过日美同盟在此轮变动中获益，

实现“主导亚洲事务”的愿望。日本强行地推

进“９１１购岛”进程，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对钓鱼
岛巡逻的措施，通过进一步提升争端的力度，让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应该维持钓鱼岛现

状”的态度不得不择二从一，形成他们军事同盟

的共同诉求，拉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制衡中国。

与此同时，日本有意图地高调插手南海问

题，从承诺向菲律宾赠送巡逻舰艇到承诺帮助

越南培养海岸警备人员，并加速与东盟诸国的

相互提携。新首相安倍晋三刚上任就明确提出

了日本外交战略，即：以日美同盟为轴心，强化

与美、日、韩、印、澳等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

作。建立与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国家构筑起信

赖关系。“日本战略外交”不仅是为了强化日

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同时，也为了强化与

这些国家的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在中国周围

拉帮结伙、制造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妄图阻止中

国的发展和对外交往。

２．在日本国内
经济的持续低迷使民族主义、保守势力膨

胀，政坛逐渐地、实质性地向“右转”。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日本众议院的大选期间，右翼分子推出“对中

国强硬牌”，用反华议题捞取政治资本，转移日本

国民中对政局动荡的迷茫和厌倦感，以期获得一

种情绪化的“积极民意”支持，达到耕耘“票田”

之目的，其选举结果是自民党轻松夺回政权，鹰

派政客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首相，而自民党内

主张和平主义或亲近中国的议员日渐凋零。

日本社会中，以“日中如果开战”、“领土领

海”为话题出版和再版的杂志和书籍②随处可

·９１·

①

②

这里的“华人”是对中国人种的泛称，包括华侨、留学生、就学生、研修生、日本人配偶、持有签证和未持签证的中国人。

西尾干二和青木直人联合撰写的《尖阁战争》、孙崎享《日本的国境问题—尖阁·竹岛·北方领土》、山田吉彦《日本的国境》、《日

本是世界上第四位海洋大国》、《日本国境的新事实—从北方四岛到尖阁列岛》、保阪正康《日本领土问题—北方四岛、竹岛、尖阁诸

岛》、《探索历史上领土问题的真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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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这些书籍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对日本

国民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制定了“和平

宪法”，永远放弃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

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然

而，近年来逐渐抬头的右翼势力和极端民族主

义势力却认为“和平宪法”已成为日本图谋扩

张的主要障碍，“修宪”之声不断出现。

３．干涉中国内政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地打着“自

由、民主、人权、法制”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在

涉疆、涉藏、涉台等问题上小动作不断。２０１２
年５月１４日，为期四天的所谓“世界维吾尔人
权会议”在东京召开，日本自民党内已经成立

“日本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４
日，日本又邀请达赖喇嘛来日本进行为期１０天
的活动①，同日本部分政治人物接触，在日本参

议院议员会馆发表反华演讲，公然将中国钓鱼

岛称作“尖阁列岛”。日本右翼公然支持达赖

反华分裂活动，并成立了跨党派的“支援西藏议

员联盟”。

４．中日关系与华侨社会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４０年间，中日关系

取得了快速发展，两国贸易额增长３４０多倍，人
员往来增长５２０多倍［３］，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

易伙伴，两国都从双边关系发展中得到了双赢

的效果。然而，日本“９１１购岛”引发的中日关
系恶化，使很多以４０周年为契机的美好设想都
被日方的错误行径破坏，双方此前筹划的纪念

活动等被推迟或取消，两国总理在东盟峰会和

亚欧首脑会议期间行如路人、两国民间敌对情

绪高涨、经贸合作大受影响。

日本政府现行的政治外交方针，不仅损害了

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日

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更会直接影响到在日华侨

华人希冀的平稳安定的工作、生活。正像池步洲

所说：“日本华侨卷入政治纷争的情况特别显著，

几乎为世界各地华侨社会所罕与其匹”［４］。

（二）经济方面

日本自上个世纪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经历

了“失去的二十年”的低谷期，从２００８年开始至
今，经济又在走下坡路。其原因有受全球经济

大环境影响而导致生产状况与经济整体形势不

佳，更有大地震、海啸和悬而未决的核辐射带来

的不利影响。

１．破产公司增多
日本帝国数据库发表的最新统计显示，

２０１２年１月到１２月间，日本全国共有１万１１２９
家公司倒产，连续６年超过１万家，总负债额为
３兆７７４２亿９４００万日元。另外，由于今后日本
谷类价格上调和燃料上涨等因素，预计倒产公

司还会有所增多［５］。

２．领取低保人数增加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

（截止 ２０１２年 ６月末）日本人口总数是 １亿
２７５５万人，领取低保的总人数是 ２１１万 ５４７７
人，占日本人口总数的 ６％；低保户总数高达
１５４万２７８４户，比２０１２年５月又增加４６８８户，
双双再创历史新高。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由

于日本的就业市场形势严峻，所以今后申请低

保的日本人还将继续增多［６］。

３．少子高龄化社会负担加重
日本社会的“少子高龄化”程度居世界第

一，从 ２００７年开始，出生率便一直在减少［７］。

人口老龄化带来支付养老金、医疗费、护理保健

费、社会福利费、社会保障费等费用不断增加，

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根据日本厚生劳动

省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７月，日本全国领取生活
保护金者已达到 ２０５４９５０人。比 ６月增加了
８９０３人，比战后混乱时期的 ２０４６６４６人（１９５１
年）还高，创过去６０年的最高记录［８］，使日本的

财政改革雪上加霜。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

以新华侨华人创办的软件开发业为例，两百来

家华人开发公司都出现业务量减少的问题，多

数为降低经营成本把研发业务转到中国。鉴于

目前日本的经济形势，从长远发展思考，在日华

侨华人的事业、工作、生活将会面临不同程度的

困难。

·０２·

① 从１９６７年到２０００年前３０多年中达赖到日本仅８次（包括两次“过境”），而２０００年以来则为１６次，几乎每年必去，仅２０１０年就３
次往返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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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关系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

政治混乱、经济低迷致使在日外国人对生

活前景感到迷茫和困惑，这种状况也不可避免

地波及到日本的华侨华人社会。历史证明，凡

是中日关系出现摩擦、冲突时，在日华侨华人的

数量都会明显下降，生存状况也会发生重大的

改变。换言之，作为中日关系“晴雨表”的日本

华侨社会，“每一次中日关系的变化，几乎都会

引起华侨社会‘量’与‘质’的巨变”［９］。

（一）中日关系的急速恶化使华侨华人忧

心忡忡

目前，日本社会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言

论随处可见，在日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变得更

加错综复杂。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在两国的各项交往

中，尽管右翼分子不断发出一些荒谬言行，但由

于没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和氛围，还是有所忌讳。

而如今他们在公开场合的露骨言论不仅不受谴

责，反而是友善言论没有市场，甚至受到攻击。受

其直接影响，日本国民的心态和情绪发生了变化。

表１ 中日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的变化（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事项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中国 有好感 １１．６ １４．５ ２４．４ ２７．３ ３２．６ ３８．３ ２８．６ ３１．８

没好感 ６２．９ ５６．９ ３６．５ ３７．６ ６５．２ ５５．９ ６５．９ ６４．５
日本 有亲近感 １５．１ １１．８ ３３．１ ２４．１ ２６．６ ２７．３ ２０．８ １５．６

无亲近感 ３７．８ ３６．４ ６６．３ ７５．６ ７３．２ ７２．０ ７８．３ ８４．５

　杨栋梁：《直面拐点：中日复交４０年的历程与现实课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ｎｅｗｓ／５３２５１０．ｈｔ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日本有７０％以上的人
对中国抱有亲切感［１０］，而据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的民意调查，对中国抱有亲切感的人下降

至１８０％［１１］。

日本“９１１购岛”风波期间，福冈等地发生
了多起中华料理店等被砸、神户市中央区的“神

户中华同文学校”遭人放火等事件。一位在日

就职的华侨说：以前在办公室中午吃饭时，关于

国内外大事的讨论非常热烈，但近日中日两国

关系的特殊时期，发现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变

化，大家的话题不再是政治，也没人问他对中日

两国关系的看法了。虽然日本上司、同事们很

“默契”地闭口不谈‘购岛’之事，但这件事在社

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办公室里却安安静静。这

种异样的沉默和氛围的变化，让他心里很别

扭［１２］。在日华侨华人中有过这种心情和遭遇

的人不占少数。

中日关系的骤然降温，使在日华侨华人的

多项计划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如果

问题长期化，日本社会的政治环境、氛围会影响

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生规划。

（二）中日关系恶化导致华侨华人的桥梁

作用难以发挥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４０年来，尽管两国政治

关系、外交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但经贸关系却

基本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２００４年，中日两国
的贸易总额达到２０５０亿美元，中国首次取代美
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２０１１年，中日贸
易总额达到 ３４００多亿美元，占日本贸易总额
的２０６％［１３］。

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双赢效果的同时，

也给在日华人提供了在中日两国经济上大显身

手的舞台。由于在日华人对两国国情比较了

解，以及拥有跨国学历，更具备双语优势，因此，

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大多数都选择就职于现在

或者未来将要与中国有关系的日本企业。日本

的一些企业也同样要想去中国发展事业，首先

要大量招收华人就业者，例如：经营便利店的日

本罗森株式会社（世界５００强）、从事服装行业
的日本著名休闲品牌（ＵＮＩＱＬＯ）优衣库公司、
从事百货商店业务的日本永旺株式会社等，每

年都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华人加入到这

些企业之中，２０１１年，松下电器、优衣库等大企
业均招收了１０００名以上（包含在外国现地的招
人）的外国人，占该企业当年新人的８０％，这其
中中国人占有比例最大［１４］。然而，近期中日关

系的恶化，致使经贸往来减少，营业额下降，导

致这些企业招收华人的计划缩减，华人在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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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交流的桥梁作用发挥的机会减少。

在旅游业方面，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以”

观光立国”为国策，并将日益崛起的中国定为其

最大市场。２０１１年度外国游客在日总支出额
的四分之一都是由消费旺盛的中国游客贡献。

日本观光厅公布“访日外国人消费动向调查”

显示：２０１１财年７至９月份，访日中国游客在日
消费总额最高，达４９１亿日元，占外国人在日消
费的２４７７％。中国游客人均消费最高，达１６
万２２４２日元，同比增加１３６％［１５］。然而，受日

本政府“９１１购岛”，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两国
的旅游团都相继取消旅行计划，赴日中国人数，

在８月还创下１９３８万人次的纪录，在１０月跌
落到了７１万人次。仅二个月时间就只剩下了
三分之一［１６］。这一情况迫使以经营中国游为

主的日本中小旅行社纷纷倒闭，在这些公司工

作的华人失业，更直接影响到华人经营的主要

面向中国人服务的旅行社、旅馆、饭店、翻译公

司的营业额，严重打击了这些华人经营的行业。

（三）中日关系恶化、经济不景气促使赴日

人员减少、归国人员增多

２００６年以来，在日人口连续增长，２０１０年
达到６８７１５６人，但２０１１年却下降到６７４８７９人，
比上一年减少１２２７７人；教授由２００６年的２５０７
人下降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２２９４人；研究人员也由
２００６年的 ９５１人逐年减少，至 ２０１１年下降为
７９０人；日本人配偶从２０１０年的５３６９７人减少
到２０１１年的５１１８４人；特别永居者的在留资格
持有者也由 ２００６年 ３０８６人减少至 ２０１１年
２５９７人；

中国留学生总数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３４４８３减少
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２７４３５人；在日本兴业的减幅最
大，由２００６年的２１５３人逐年减少，至２０１１年
仅有３８９人。

还有，截止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在东京的华
侨及中国人为１６５７７８人，受日本政府“９１１购
岛”影响，１０月１日统计降为１５９４６５人，仅三个
月就骤减了６３１３人［１７］。２０１２年９月以后新入
境中国人锐减，１１月新入境中国人与去年同期

相比减少了５２５％（３万６８２７人）［１８］。
尽管日本的外国人政策正在走向缓和，诸

如放宽留学生政策①、修改研修实习政策、引进

护理人员、柔性对应超期滞在人员、放宽入籍和

长期居住条件等等，但从目前日本社会的政治、

经济、就业等情况来看，短期内很难取得效果。

在２０１２年广州留学教育展会上，一位留学中介
的负责人说，希望去日本留学的咨询几乎降至

冰点状态。记者采访时，多数受访学生表示不

会考虑赴日本留学［１９］。

在接受外国劳动力和移民方面，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日本法务省出台了一个有关外国人在日本

就业的新制度［２０］，从２０１２年起，仿效英国、加
拿大、韩国等国的移民制度，实施“打分制”，以

促进拥有优秀技能和实际经验的外国人来日本

就业并定居，希望以此来提高日本的国际竞争

力。但目前日本大学和研究生院的留学生约

１４万人，就职者仅约６６００人，与２００７年相比减
少了３成［２１］。日本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日的

外国人能够找到稳定工作十分困难，即使找到

工作，在工资待遇问题上几乎没有和资方讨价

还价的余地。而在公司和商社就职的人，薪酬

也有所降低。如果这种局面持续发展，将会加

重影响华侨华人的生存状况。

四、结　语

中国人移居日本历史悠久，特别是改革开

放三十多年来，在日华侨华人群体表现出惊人

的“量”的增长和“质”的变化，至今已经成为在

日外国人中数量最多的“第一大族群”。有些

华人学者推测，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华侨华人群

体即可突破一百万人。然而，受２０１１年的“３１１
大地震、海啸、核污染”、２０１２年的“９１１购岛”
等天灾人祸的影响，“华人一百万”的良好愿望

不但无法实现，反而却出现了人员减少的萎缩

现象。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对在日华侨

·２２·

① 文部科学省制定了“２０２０年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３０万人”的计划；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又就２０１３年度国费外国人留学生的招生
工作发出通知：“为了提高自费外国人留学生的学习热情，２０１３年将从自费外国人留学生中选拔成绩特别优秀者，录取为公费外国
人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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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的生存状况产生着极其重要影响。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日本众议院大选中，在日华人最关心
的话题莫过于改善中日关系。日本中文导报网

调查显示，１２％的人回答期盼中日关系在大选
后能恢复到钓鱼岛“国有化”之前的水平、４０％
认为中日关系在大选后会有所改善却难以达到

以前的水平、２８％认为目前中日关系的对立冷
战将长期化、更有２０％认为中日关系只会越来
越糟［２２］。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在日华人从现

实出发，对中日关系前景的看法谨慎；从另一方

面来看，在日华人大都期盼中日关系尽早获得

改善，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都维系于中日关系

大环境。然而，日本读卖新闻社在日本全国的

舆论调查显示，认为安倍政权诞生后，日中关系

会得到改善的比例仅为２９％，认为“不可能改
善”的比例高达５９％［２３］。

当前，受欧美经济衰退以及“购岛”等事件

影响，日本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外贸出口下

滑，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

车失速，经济难寻增长动力。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日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２０１２年中日双边贸易总值
为３２９４５亿美元，下降了３９％，日本由第一下
降为我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２４］。虽然日本经

济仍旧可以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来形容，但

如果中日关系得不到改善、摩擦延续，日本经济

将不可避免进入萧条期，进而引发全面衰退。

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逐步扩充壮大，

而左翼及对华友好的势力则渐渐式微。这种状

况会直接影响到８０多万在日华侨华人的生活
环境和生活质量，因为良好的中日关系是在日

华人经济发展、生活安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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