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治家高碕达之助的对华交流之路 

 

翟新 

 

内容提要：高碕达之助是战后日本对华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两国关系极其困

难的环境下，高碕坚持展开对华交流活动，尤其是为形成中日两国备忘录贸易这一

重要经济交流通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高碕执着于发展对华关系的信念既源于非凡

的战略视野及对中国的国情及国民性的了解和理解，也得力于其笃信中国在市场和

安全方面对于日本维护国家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信念， 

关键词：高碕达之助  日本政治家  中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两国因冷战下的国际政治局势及日本政府坚持追随美

国的远东战略的影响，故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尽管如此，在两国

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日本的政界和民间一直有一批远见卓识之士，本着复交的目

标和使命，在各领域积极推进对华交流事业。政治家高碕达之助虽然置身于保守阵

营，却又是一位堪称日本方面开创对华交流事业的先驱者。他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所

做的大量奠基性工作，为两国最终恢复邦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本人也由此在中

日两国的政界及民间长期获有高度的评价。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样一位为中日关系

建功甚伟的政治人物至今尚无专文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本文将结合国

际政治过程，在主要考察高碕的对华交流活动的同时，也对其对华政策观进行分析，

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特质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前提有进一步

的认识。 

 

一、战前在华活动经历 

 

高碕达之助生涯中和中国的交接点，实起因于其产业活动。高碕 1885 年生于

日本大阪府高槻市,早在中学生时代就认定，将来能够解决日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非水产业莫属,所以中学甫一毕业，这位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少年便选择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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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世界唯一的水产专门学校，即日本农商务省所辖的水产讲习所就读
１
。四年后，

高碕从讲习所毕业，入东洋水产公司任工程师。1912 年东洋水产公司因经营不善，

高碕辞职出国，在墨西哥和美国各地修研制罐业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高碕

回日本创业，与友人创立东洋制罐公司，并自任支配人。1939 年，高碕为了寻找马

口铁的原材料，至中国东北考察，此后他和中国方面的联系也就越发增多。不久，

高碕受时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鲇川义介的邀请，在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帮忙

料理业务。随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钢铁等战略物质的调配越发困难，东洋

制罐公司乘势兼并了北海制罐和日本制罐等公司，于是基本放弃原来的业务而变成

军需工厂。1941 年，高碕把日本国内的工作交由他人经管，专注于满洲重工业公司

副总裁一职，也就是说，在中国东北的经济经营活动成了他的主要事业。满洲重工

业开发公司当时的业务是经营钢铁、煤炭、化学、机械等重工产业，故也是十足的

日本国策公司，为此一直受到日本关东军和军部的严密控制，公司内虽然也设有数

名中国副总裁，但大小权力全掌控在日本人手中。次年高碕升任总裁，在这个重要

位置上，为维持苟延残喘的日本战时经济而竭尽全力。1945 年 8 月，高碕在中国东

北迎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由以上可知，战前的高碕，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内积极

维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一名重要骨干。 

1946 年 5 月，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方面要求高碕协助当地复兴产业，高

碕以专搞经济活动、不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为条件，同意担任东北地区的产业调查

所副所长一职
２
。但不久，共产党军队撤退，国民党政府派军进驻当时高碕所在的

长春一带，于是高碕又承诺帮助国民党政府方面复兴经济，并担任东北行营与中央

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顾问。1946 年，国民党政府开始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侨民，高碕任

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机构的主任，成为统一处理东北地区日侨回国工作的日方负责人。 

在这之后，美国方面决定从日本的机器设备中拆除其中的约三成作为“中间赔

偿”，以满足各个盟国的对日赔偿要求。于是，国民政府方面打算将日本主要的钢铁

厂和发电厂设备拆至中国作为赔偿物，遂委托高碕回国对日本的机器设备情况进行

系统调查。这样，高碕奉命在 1947 年底回到日本。但稍后国共内战扩大，国民党政

府的军队纷纷南逃。这时高碕根据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关于中间赔偿已到此为止，所以没有必要再回中国的建议，便留在了日本
３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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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碕因战争期间担任过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职位，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整肃处

分。此后至 1951 年解除处分，高碕一直低调处事，有意疏远政治而只是关注实业的

发展。 

 

二、探索中日相互理解的途径 

 

1952 年，日本政府出资的全国电力开发公司成立，深受吉田茂等当时的日本政

府领导人信任的高碕被推荐为首任总裁。1954 年，高碕又以实业家的身份被邀出任

鸠山一郎内阁的经济审议厅长官。经济审议厅即是后来的经济企划厅的前身。根据

当时日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内阁成员必须是国会议员，于是高碕在 1955 年大选之际

回故乡大阪参加竞选，并以选区内得票最多当选为众议员。以后，高碕在三次鸠山

内阁中都出任阁僚，主持策划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1955 年万隆举办亚非会议，

因美国不参加，日本执政党内也有人反对与会，但最终由鸠山首相决断，组成了由

高碕任首席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这是战后高碕以政治家身分参与外交事务处理

并和中国打交道的最初机会。亚非会议期间，日本外务省因顾虑国际政治的影响，

反对高碕和中国代表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接触，但高碕则认为中日政治家的晤面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故而对此持向前看的态度。于是，在亚非会议期间，高碕如愿与周

总理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周总理赞扬高碕为中国东北的产业复兴所做的贡献，并

邀请其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这个外交姿态也为日后高碕等构建对华长期备

忘录贸易体制铺垫了基础。会谈期间，高碕通过解释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国际政治

背景，要求中方理解日方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受到美国和国际秩序高度制约的被

动地位。高碕指出：日本虽然上上下下都希望和中国大陆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我

国现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独立，还不能以自身的意志做想

做的事情”；另外，以前和台湾之间所形成的、而现在又不能简单否定的政治关系，

也对发展对华关系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４
。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显示了当时日本保守

政界普遍持有的看法：发展与大陆的关系，必须与日本已经承诺履行的旧金山条约

等文件构成的国际法体制不相抵触。当然，这也是作为保守政治阵营一员的高碕当

时的基本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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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石桥湛山任首相期间，高碕因支持该内阁大力发展对华贸易，为此得到

了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石桥之后，高碕支持岸信介组阁。第二

次岸信介内阁成立时，高碕任通产省大臣。1958 年因发生长崎国旗事件，致中日经

济及文化交流完全中断，次年高碕为解决日本的生漆原料问题，欲凭借自己和中共

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直接给周总理去信求援，但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

外相，则以现职阁僚给非邦交国领导人致函极易引发政治外交问题为由，出面加以

阻拦，于是联系工作便改成托人转达口信的方式
５
。不久，高碕辞去通产相，担任

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等职。1960 年又作为政府代表和苏联进行日

苏渔业交涉，就在这一年 10 月，高碕接受周总理的邀请，率领日本产业界人士，以

私人身份访问中国
６
。 

高碕欣然出访当时和日本尚无外交关系的中国大陆，当然主要不是为了怀旧，

而是基于他一贯高度重视中国大陆之于日本社会发展的物理价值这一对华观。就是

说，这个重视中国的基本观念辐射于这样的对华认识：日本和中国、苏联、美国等

国情不同，是一个无法靠自身的资源实现自给自足立国的国家，所以为了生存，只

有依赖国际贸易；而日本虽然在政治上选择了欧美的西方阵营，但又和中国、苏联

等东方阵营为邻，这就要求日本的政治家和实业家，必须学会和两个阵营的国家都

友好相处的本事
７
。在这里，高碕明确把日本和所有国家和平友好相处视作他为政

和从事实业的“根本信念”。可是，高碕的这个立场则被自民党内一些主张日本只需

也只有和美国友好相处才是务实的政治选择的议员讥笑为：“宛如小孩一般幼稚的议

论”和毫无现实性可言的对外理念
８
。 

高碕通过这一次对中国的实地考察，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巨

变，同时也留意到中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也在各类会谈场合向中国领导人

作了提醒和建议。对于当时中国方面批判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要求结束两国不正常

关系的呼吁，高碕则指出：两国关系的现状令人遗憾，自己作为曾签订了万隆会议

十项原则的一员也深感责任重大，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诚如周总理所言，责任

不在中国方面，而我想说明的则是，那也不属日本国民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到

底在哪里，这正是我想通过和周总理进行充分的探讨去寻求的”
９
。高碕的这个姿

态，不用说反映了刚成立不久的池田内阁在对华外交问题上的既想打开局面而又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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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节外生枝引发外交问题的微妙态度
１０

；也折射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以产业为

轴介入政治的社会哲学。 

 

三、开辟中日长期备忘录贸易的通道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日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综合贸易机制，显而易见是

一个既符合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

事业。1962 年 9 月，时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的高碕，就扩大中日贸易的具体方案，

与自民党国会议员中主张积极发展对华交流的领军人物松村谦三举行会谈，并确认

了今后以新体制展开两国贸易的原则和具体做法：第一，下月由高碕率领日本钢铁、

肥料、机械、海运、金融等业界的代表访华，展开贸易交涉；第二，高碕等访华期

间，和中国方面缔结出口钢铁、肥料、机械、农药和进口煤、大豆、玉米、中药、

铁矿石的长期易货贸易协定；第三，在做这些进出口贸易时，给予中方延期两年付

款等贸易优惠条件
１１

。 

这时的日本政府也基本上以向前看的姿态，支持以备忘录贸易体制发展对华贸

易，只是在给予中国方面延期付款和出口成套设备等方面附加了条件
１２

。但与此相

对，倒是日本经济界尤其是钢铁和肥料业界有不少人士，对建立中日备忘录贸易体

制态度消极，有的甚至拒绝参加访华团
１３

。这个动向的背后，实有美国和台湾方面

施加压力的作用。该年 9 月 26 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在日美协会讲演时指出：“日本如果坚持要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

贸易，结果也许会为其利用，最终将不利于日本。共产圈国家会要求日本做出政治

让步。日本应该省悟这个危险”；另外，美国驻东京公使在会见日本外务省次官时也

指出，日本如果一面拿着美国的资金援助，一面给予中共延期付款的贸易优惠，美

国国民必然会对此感到不满
１４

。而台湾当局则一面通过媒体展开对日批判
１５

；一

面频频对日本企业和有关机构施加压力，如台湾的粮食局局长李连春对日本三井物

产、三菱商事等的驻台机构宣称，“如果日本的硫铵业界有代表参加高碕访华团，台

方将撕毁从日本进口肥料的合同”
１６

。  

而日本政府则考虑到大陆肥料市场所具有的将来性，遂由农林大臣出面劝说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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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业界巨头，最终才得到业界承诺派出日本化肥出口振兴协会的一位中层干部参加

高碕访华团
１７

。当时，对美贸易约占了日本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的钢铁则

有四分之一是出口至美国，肥料约有八成出口至韩国和台湾，这个现状也是致使美

台方面的外交压力一定程度上在日本经济界奏效的要因
１８

。     

高碕访华团一行 33 人于 1962 年 10 月 26 日出发，11 月 12 日回国。访华期间，

高碕等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11 月 9 日，廖承志和高碕

达之助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并根据备忘录的两位签约人

的姓氏分别为“廖（Liao）”和“高碕（Takasaki）”，将中日备忘录贸易命名为“廖

高贸易”，或“LT 贸易”。中日备忘录贸易协定的内容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备

忘录，另是第一次协议事项。 

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两国民间贸易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松村谦三氏会谈

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及积累的方式加以发展；第二，双方同意

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 1963 年到 1967 年为第一个五年贸易期，在此期间平

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为 3600 万英镑；第三，中国主要对日出口煤、铁砂、大豆、

玉米、盐、锡等商品，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机械和农具、

成套设备等商品；第四，各项交易由日本当事者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

别合同；第五，各项交易以英镑及双方同意的其他货币结算；第六，日本向中国出

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则另行规定
１９

。 

    在以上交涉过程中，高碕在两个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关于日本对华出

口合成硫铵问题，在相关品目的贸易交涉中握有决定权的业界主要代表缺席的情况

下，高碕代为做出了决定，同意自 1964 年开始向大陆出口与输往台湾同样质量的合

成硫铵商品；二是在赞同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问题上，根据达成的协议内容，显

然已经突破了事前日本外务省拟定的不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进行协议的原则。即高

碕等以回应中方需求的方式，不仅同意在备忘录中明确记述自日本出口的商品中包

括成套设备，而且在协议事项中还具体规定从 1963 年至 1965 年出口的成套设备支

付总额，每年为 100 万英镑。因这个交涉结果，以致有学者认为日方的姿态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高碕个人颇具胆识的判断
２０

。 

当然，高碕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并没有超出自民党政权预定的基本方针范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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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于此之前在向自民党要人表明的“为使自己的访华不致犯错误，希望政府和自

民党能在出访之前就日中贸易的推进方式确定基本的方针”一语所示，高碕在对华

接触中是一直自觉把将两国民间贸易活动纳入自民党政权对外方针的轨道，作为所

有交涉的出发点和基本点的；而自民党政权关于这场所谓民间贸易交涉，其实也在

贸易的条件、具体品目及推进机构等问题上基于对外政策的需要作过切实的研究

２１
。就是说，高碕对华交涉中的让步毕竟是有限度的，当然在以一些非原则问题上

的灵活处理最终促成谈判，尤其是使得备忘录贸易体制得以确立这一点上，它具有

重大的意义。高碕和中方签订的两国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为期五年，自 1963 年至

1967 年为第一期，此期每年平均贸易额为三千六百万英镑。关于这个备忘录贸易体

制的重要性，高碕这样为其定位：“不仅使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日中邦交的巨大纽带”
２２

。 

高碕回国后，为了落实和实施贸易活动，经和松村等商量，作为日方的窗口，

在设于东京的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基础上，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并由

高碕出任会长。自此以后，两国贸易除了以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

会等为窗口的友好贸易以外，又有了以备忘录贸易这条新的路道。而在松村谦三集

团内部，也自然形成了在对华交涉方面松村执掌政治、高碕分管贸易的分工布局。

就是说，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无正式邦交的状况之下，由松村、高碕等和中国方面设

置的备忘录贸易体制除了在经贸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以外，还在两国高层间起着沟通

政治意思的管道功能。 

可是，就在中日备忘录贸易事业刚刚起步，尚需要高碕这样富于经验和有志于

对华友好的人士继续为其掌舵之际，七十九岁高龄的高碕却于 1964 年 2 月 24 日离

世而去。当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对高碕的家族发送了唁电。周恩来总

理在电文中指出：“高碕先生在万隆会议上同亚非各国领导人共同创立了万隆会议十

项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年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实

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必有深远的影响”；陈毅副总理的电文称：“高碕先生生前

将他的晚年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并作了重要的贡献。高碕先生的逝世是中日两国

人民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
２３

。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电文中，我们除了可以感受到

对高碕长期展开对华交流事业的高度评价以外，也可读出对逝者的钦佩和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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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高碕虽为日本保守阵营的政治家，但在两国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不仅

积极主张发展而且还努力实践对华交流事业，尤其是在为形成和维护两国备忘录贸

易这一重要交流通道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成为高碕长期坚持对华交流的信念和

思想动力的，并非完全是属于观念范畴的民族情感或伦理道义，而是既源于他本人

非凡的战略视野及对中国社会有较深入的认识，更得力于其笃信中国在市场和安全

上对于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这一对华观。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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