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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

日本对中国“包围”外交 剑指海洋安全保障
文／张伯玉

2013年11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结束了为期一天的对老挝的访问。

至此，2012年12月26日就任日本首相以

来，安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五访东盟地

区，完成了对东盟全部十个成员国的访

问，成为日本首位访问过东盟全部成员

国的在任首相。

在日本与近邻国家关系仍然“别

扭”、特别是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情况

下，日本大力加强和提升与东盟各国的

关系。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

遍访东盟十国 

2013年１月16日至18日，安倍展

开对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正

式访问。原计划首访美国未能如愿的安

倍，在前外务省事务次官、内阁官房参

与谷内正太郎的建议下，将东南亚三国

作为首访目的地。安倍此行主要的外交

成果是与越南签订了5亿美元的日元贷

款；与泰国签订建设高铁协议；与印度

尼西亚达成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等。

2013年５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受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等日本政要参

拜靖国神社的影响被推迟。5月24日至

26日，安倍利用这一日程空当访问了缅

甸。这是自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访问缅

甸以来、时隔36年之久日本首相正式访

问缅甸。随安倍出访缅甸的有近40家企

业、团体等代表，安倍还特意出席了约

有540名日缅两国经济界人士参加的经

济会议，表示期待日本企业向缅甸提供

技术支持，期待日本企业对缅甸经济发

展做出贡献。

7月25日至27日，安倍正式访问马

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三国，这分别

是2007年8月安倍首相访问马来西亚、

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新加

坡、2006年12月安倍首相访问菲律宾以

来，时隔六年、11年半、六年半之久日

本首相再次正式访问上述三国。访问期

间，会谈议题涉及经济外交、地区和平

与繁荣以及文化交流和人际交流等各个

领域。

10月9日，安倍利用出席东盟峰会

之机顺访文莱，与文莱国王进行了约半

个小时的会谈。实际上，这是2013年安

倍与文莱国王的第二次会晤。早在今年

5月13日，安倍就曾与到访的文莱国王

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晤，并发表了首

脑会谈纪要。

11月17日，安倍结束了为期两天的

对柬埔寨和老挝的正式访问，“圆满”

完成对东盟全部十个成员国的访问。11

月18日的《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

高官透露，安倍首相之所以将柬埔寨和

老挝放在历访东盟的最后两站，是出于

对这两个国家“亲中”的认识。访问期

间，安倍分别与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

总理通辛举行会谈并发表了共同声明，

签署了保健医疗领域合作备忘录。

12月13日至15日， “着眼于未来

十年甚至二十年关系发展”的“日本-

东盟特别首脑会议” 在东京召开。安

倍早在11月17日的记者会上就意气风发

地表示：“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

够把日本与东盟的关系提升到新的层

次。”11月19日日本共同社发表了一篇

题为《日本—东盟特别峰会“友好愿

景”草案出炉》的报道。该报道指出，

“友好愿景”草案题为《关于日本-东

盟友好的中长期愿景》，提出了在“和

平与稳定”、“繁荣”、“生活品质”

以及“心连心交流”四个方面展开合作

的目标。

罗织对中国的包围网

与2006年安倍第一次就任首相后首

访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其时也是在首访

美国不便而对中国进行了所谓“破冰”

外交），七年后安倍再度上台执政，中

国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面对经济实力增强、对钓鱼岛坚决

主张主权的中国，在“遏制中国”这一

对华大战略下，日本加紧拉拢东盟各

国、野心勃勃地推进其对中国的所谓包

围外交政策。正如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

中野晃一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看出

日本的对华战略如何影响日本的东南亚

外交。”安倍不仅遍访东盟十国，还访

问了中国邻国俄罗斯和蒙古，显示出日

本正在密集地编织对中国的包围网。

对于安倍遍访东盟、密集展开对

东盟十国外交，日本各大主流媒体并不

讳言其战略意图。例如，《朝日新闻》

11月18日发表了《首相完成东盟十国行

意在从经济安保两方面牵制中国》的文

章：“出于对中国崛起的重视，除经济

合作外，首相在处理东盟外交时还看

重安保领域的合作”。并进一步明确点

题：“在日中首脑会谈无望的背景下，

日本有意推进对中国的包围外交”。

在亚太地区，美国曾经占据绝对

优势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在对同盟国

美国“转向亚洲”政策“雷声大雨点

小”、“从未变成现实”感到失望之

余，日本认为不能消极被动地等待美国

“转向亚洲”政策变成现实，而应积极

主动地替美国分担“转向亚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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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与地处海上要冲、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的东盟国家的关系成为日本实

施遏制中国战略的优先政策课题。

安倍在2013年1月18日匆忙发表的

《开放的、海洋的恩泽——日本外交新

五原则》的演讲中，其加强与东盟国家

关系之战略意图呼之欲出：以日美同

盟为基础，积极主动提升与东盟各国关

系以期增加多边外交支撑，平衡、制约

中国崛起给亚太地区力量关系带来的变

化，从而“增强日本国的抗震能力”。

推动经济增长只是“诱饵”

安倍遍访东盟各国，为加强与东盟

各国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以及

建立信赖关系，从而改变“中国崛起后

亚太地区力量失衡”的局面，将东盟经

济增长与日本经济再生的关系提升到一

个新的战略高度。

11月17日在老挝召开的记者会上，

安倍高调表示：“没有东盟的强劲增

长，就没有日本的增长。（东盟各国）

是日本经济再生不可或缺的朋友。”在

《关于日本-东盟友好的中长期愿景》

草案中，指出经济领域的“友好愿景”

是：“日本推进支援东盟各国基础设

施建设计划，并通过缩小东盟成员国

之间的经济差距来推动东盟整体经济

增长。”

实际上，日本推进支援东盟各国

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推动东盟整体经

济增长不过是个幌子。其背后隐藏着明

显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战略考

量——利用东盟遏制、抵制中国在亚

太地区的影响力。对日本来说更重要的

是，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不仅可以借助

东盟与中国展开政治、安全领域的对

抗，还可以同东盟保持经济合作、有助

于实现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

东盟计划于2015年创建经济共同

体，连通越南、泰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

性干线道路“南北经济走廊”的建设工

作也将得到推进。因此，日本势必会更

“用力”、更“深入”地参与到东盟经

济共同体的创建过程中来，以推动其与

东盟经济合作的发展。

鉴于财政原因，日本要大幅增加

政府开发援助并不容易。但是，日本政

府仍然知难而上，这是因为“对日本来

说，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无论是在

（日本）经济增长战略方面，还是在抗

衡大国中国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兜售“海洋价值观外交”

不管是2007年第一次就任首相，还

是去年的二次登基，安倍政府不变的主

旋律就是“价值观外交”。不过，与七

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安倍政府面对

的是经济实力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坚决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

权的中国。

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就任首相

后，其对东盟外交战略尤其强调的是

“海洋价值观外交”。这充分体现在

2013年初安倍准备在印度尼西亚发表

演讲因故未能进行的演讲稿中，该演

讲稿开篇即慷慨激昂地写道：“日本国

的国家利益万古不易——亚洲之海永远

是开放的、自由的、和平之海。永远贯

彻法理支配，永远是世界和人类的公共

财产。”

演说中特别强调“世界最大的

海洋势力”、“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

主义”“横跨两个海洋”、“海洋亚

洲”、“自由”、“开放”“法的支

配”、“非武力”等字样，传达出安倍

针对中国的一种自以为是的宣示：日本

要用法律和规则对抗中国在东海和南海

问题上的“武力行径”。同时，还明确

表示“仰赖海洋保持安全和繁荣的日本

外交的一个主题,是加强与海洋亚洲的

关系”。言外之意，是要建立共有“法

的支配”、基本人权等价值观的“海洋

亚洲民主国家联盟”，以包围、对抗

“大陆国家”中国。

概而言之，日本首相安倍通过兜售

“海洋价值观外交”，企图以“海洋亚

洲民主国家联盟”来遏制、对抗“大陆

国家”中国的崛起。图片来源/Imaginechina
2013年11月17日，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在访问老挝时，在
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