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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获利于两岸之间：战后日本对华非正式“议员外交”研究》以日本国会议员穿梭于两岸的活动为视
角，展开一幅别具一格的战后两岸与日本的关系史，意图借此说明战后日本对两岸外交的重大特征及
非正式“议员外交”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上，《获利于两岸之间:战后日本对华非正式"议
员外交"研究》在对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三方的资料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以问题领域为经，以历
史轨迹为纬，将外交学的“二轨外交”理论与历史学的方法有效地紧密结合，力求行文既有理论深度
，又具备历史广度。日本政府借助国会议员在两岸展开的一系列非正式外交活动，有效地帮助了日本
政府实现其在两岸同时获利的目的。这种非正式“议员外交”的模式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特征
之一，其在战后日本对华外交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正式的官方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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