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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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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随着科技革命

、

产业革命蓬勃兴起

,

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

调整

,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

中美博弈长期化

。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

蔓延

,

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

。

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

成为制约各经

济体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

。

在此形势下

,

主要国家和地区从安全保障的

角度强化经济活动

,

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

近几年

,

日本不断健

全和完善经济安全政策法规

,

强化政府相关职能

,

努力提升在关键技术

、

供

应链

、

战略资源等方面的自主性

,

同时与欧美等

“

志同道合国

”

加强合作

,

促进形成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规则和秩序

,

实现日本在国际社会

“

不可或缺

”

的存在及其国家战略

。

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

会给自身

、

地区及世界带来

一些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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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度全球化

、

科技革命迅猛发展

、

国际秩序重构加快的形势下

,

政治

、

军事手段越来越难以保障国家安全

,

而需要更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达

到目的

。

日本作为资源匮乏

、

市场狭小的岛国

,

二战后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能源

、

原料等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国际市场

,

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

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

以确保国内资源的稳定供给

,

并将国内生产的工业制品

等销往海外

。

因此

, “

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思想和政策运作

,

早就贯穿于日本

的整个发展过程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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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的理论逻辑与战后政策演变

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

在全球化背景下

,

经济领域成为国际冲突

的最前线

,

各国和地区将之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

。

运用经济手段保

障国家安全的现象一直存在

, 19

世纪初拿破仑入侵英国受阻

,

法国及其盟国

采取禁止自英国进口和对英国出口食品等措施

,

成为早期实施经济安全保障

的典型事例

。

①

(

一

) “

经济安全保障

”

的定义及相关理论逻辑

关于

“

经济安全保障

”,

至今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

,

对其认识和理

解的视角也多种多样

,

包括广义与狭义

、

经济与非经济

、

国内与国际

、

主观

与客观

、

静态与动态等

。

日本学者高坂正尧就认为

,

安全保障有狭义与广义

之分

,

狭义的安全保障是指军事安全

,

而广义的安全保障则包括经济安全

。

作为海洋国家

,

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至关重要

,

必须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

②

中

国学者崔健认为

,

在有关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中

,

日本学者村山裕三的

“

二重领域

”

论最具代表性

。

③

村山将经济安全保障定义为

“

经济与安全保障

重合的领域

”,

指出

“

虽然在学术界经济与安全保障是完全分开的

,

但实际上

有很多重叠部分

,

最典型的是在科技领域

,

如半导体技术

,

它既被应用于家

电产品生产

,

也被用于高科技武器制造

”。

为保障经济安全

,

有必要将

“

安全

保障

”

与

“

经济

”

领域统一起来进行分析

。

为此

,

首先考虑跨

“

安全保障

”

与

“

经济

”

领域的技术

,

然后将政府在安全方面的需求与企业的

“

技术力

”

相结合

,

鉴于企业技术开发尚未进展到能知悉市场规模和交易情况

,

政府应

给予必要的支持

。

另外

,

需要开发政府与产业间的技术管理方法

,

引入竞争

原理便是其中之一

。

④

依据政策方向

,

中村直贵将

“

经济安全保障

”

分为三类

: “

经济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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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tatecraft)、

强化经济韧性和产业竞争力

、

强化和重构国际经济体

系

。

①

其中

, “

经济方略

”

是指借助经济手段谋求地缘政治上的国家利益

,

包

括贸易政策

、

投资政策

、

经济制裁

、

网络攻击

、

经济援助

、

财政金融政策

、

能源政策等

,

其中经济制裁较为典型

。

强化经济韧性和产业竞争力

,

旨在增

强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

,

提升自身主动性

,

也可以此对他国经济薄弱环节施

以影响

。

强化和重构国际经济体系

,

则是通过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来打

造有利于形成自身优势和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

。

这几类政策措施揭示了经济

安全保障的本质

,

即提升国家

“

经济适应变化的能力

”

以及经济体系的国际

竞争力

,

②

据此也可诠释现阶段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发展趋向

。

如何评析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

始终是一个难点

。

由于不同国家对

“

经济

安全保障

”

的理解不同

,

相关政策的性质

、

方向会存有差异

,

所以需要多维

度地认识和评价各国的政策意图

、

目标

、

效果等

。

首先

,

经济安全保障问题

很难体系化

,

而且一直存在

“

灰色地带

”。

③

例如

,

在太空

、

网络技术领域

,

军用与民用的界限就很模糊

。

其次

,

量化数值难以全面

、

准确地反映经济安

全保障政策的实效

。

以经济安全保障的典型手段

———

经济制裁为例

,

被誉为

“

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学界探讨经济制裁问题的最权威资料

”

的

《

反思经济制

裁

》

一书

,

通过对

20

世纪大量经济制裁的案件进行分析

,

得出的结论是约有

1/3

的制裁获得成功或部分成功

。

④

这一数值所反映的效果可以说并不十分理

想

,

但经济制裁手段至今仍被广泛运用

。

另外

,

经济安全保障的意涵具有动

态性

,

战后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演变也证实了这一特征

。

随着科技革命

发展

、

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加深

,

贸易及产业政策

、

体制对国家经济安全

的重要意义具有了普遍性

,

使经济安全保障的内涵也不断延伸

。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

实际上是

调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组合比例

,

即相对增加了政府

干预的成分

。

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

,

经济安全保障的范围过大

,

则意味着政

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过多

,

会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

不利于提高产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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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

。

就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

, “

政府干预并不是

完美无缺的

,

它会滋生浪费和无效率

,

这是事实

”。

①

(

二

)

战后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演变

日本是较早关注经济与安全关系

、

探讨经济安全保障问题并运用经济手

段保障安全的国家之一

。

二战后

,

日本作为战败国

,

受

“

和平宪法

”

制约

,

在制定和执行安全保障政策上需要

“

合规合法

”。

由于

“

日本的国防军备规模

远不足以凭一国之力来保卫国家安全

,

无法实现充分的国防力量配置

。

只有

与利益关系相似的国家相互依存

、

共同合作

,

才能保卫国家安全

”

②

,

以轻军

备

、

重经济

、

外交上追随美国为特征的

“

吉田路线

”

指引日本的发展方向

。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

日本实施防守型安全保障政策

,

其思路是以日美同

盟为依托

,

依靠美国的核保护和援助

,

通过

“

贸易立国

”

获取海外技术

、

资

源和市场

,

而美国是其中的主要供给方

。

这一政策和实践融入了经济安全的

意涵

。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

,

日本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

,

对外贸易收支基

本转为顺差

, 1968

年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日美贸易摩擦随之

逐渐增多

。

以

20

世纪

70

年代初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

、

石油危机爆发为契机

,

日本经济安全问题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

在国际经济体系动摇

、

世界经济陷入

低迷的情况下

,

美国的通商政策倾向从自由贸易转向

“

公正贸易

”,

要求日本

等贸易对象在享受美国市场准入条件的同时

,

对美国也实行同样的开放措施

,

以促进其出口

。

与此同时

,

日本经济增速放缓

,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公

害等问题凸现

,

国际环境对日本有利的时期已经过去

。 “

国际政治的变化令政

治性考量和经济性考量

、

政治性行为和经济性行为的关联性复活

”,

③

经济安

全保障开始成为日本讨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议题

,

内容涵盖贸易

、

金融

、

能源

、

环境等方面

,

其中能源安全保障成为重要的政策着力点

。

一方面

,

日

本开始增加官民能源储备

,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

大力发展能耗少

、

附加值高

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

另一方面

,

积极开发和利用新能源

、

可再生能源等

,

推动能源结构及来源多元化

,

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

保障霍尔

木兹海峡

、

马六甲海峡

、

巴拿马运河等海上运输要道的畅通

。

到

1985

年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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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次性能源供给中

,

石油所占比重从

1970

年的

69.9%

下降至

55.4%,

天

然气

、

核能占比则有所上升

。

①

随着日本率先走出石油危机

,

其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

。 1983

年日本

《

外交蓝皮书

》

宣称

, “

从经济方面看

,

日本已经实现了战后经济复兴

,

如今国民生产总值约

占世界的

1/10,

经济大国地位已不可动摇

。

近年来

,

各国对日本应发挥政治

作用的期待和认识越来越高

”。

②

1984

年日本

《

科技白皮书

》

分析认为

,

日本

产业的技术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

,

处于先进水平的占

41%,

其中有

12%

名列

第一

,

日本已成为技术大国

。

③

与此同时

,

日本对外经贸摩擦尤其日美摩擦愈

演愈烈

,

技术纠纷逐渐增多

,

经济与安全保障的关系也趋于加深

。

日本在

“

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

(1979—1985

年

)”

中提道

: “

日本资源能源

、

粮食的

海外依存度高

,

这些商品在世界贸易中的进口占比大

,

今后有必要关注经济

运行安全

,

完善国内供给体制

,

确保进口的稳定性和多样化等

,

同时以国际

化视野加强与世界的协调

。

经济安全已构成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的基础

。”

④

1980

年

12

月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设置

“

综合安全保障会议

”,

并强调

“

在国

防方面进一步努力的同时

,

在经济方面从经济合理性与综合安全保障的角度

制定能源

、

粮食等措施也十分重要

”。

⑤

1982

年

4

月

,

日本公布首份

《

国家经

济安全战略报告

》,

将保障经济安全作为国策之一

。

这些举措表明

,

日本日益

重视防卫力量与经济手段的相互补充

,

希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富有弹性

和远见的安全保障

。

为此

,

日本将

“

科技立国

”

战略作为保障日本中长期国

家经济安全的基础

,

通过政府开发援助

(ODA)

等经济外交手段提升国家对

外的应变能力和影响力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随着冷战结束

,

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威胁减少

,

核武器

扩散

、

恐怖袭击等新的军事威胁以及环境变迁

、

难民移民

、

跨国犯罪等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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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経済产业省资源工ネルギ

一

庁 『令和元年度工ネルギ

一

に

関

する年次报告』 (工ネルギ

一

白

书 2020)、日経印刷出版社、2020 年、106 页。

外务省 『外交青书 1983 年版』、■第 1 章 我が外交の基本的课题■、httpS: //www.mofa.go.

jp/mofaj/gaiko/bluebook/1983/S58 -contentS.htm[2021 -11 -19]。

王维之

: 《

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 《

亚太经济

》 1986

年第

1

期

,

第

21—22

页

。

■『新経済社会 7か年计画』について■、1979 年 8 月 10 日、http: //www.ipSS.go.jp/

publication/j/Shiryou/no.13/data/Shiryou/Souron/8.pdf[2021 -10 -25]。

外务省 『外交青书 1981 年版』、■第 2 章 わが外交の基本的课题■、httpS: //www.mofa.go.

jp/mofaj/gaiko/bluebook/1981/S56 -contentS.htm[2021 -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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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威胁逐渐增多

。

同时

,

经济国际化的快速发展

,

使外部风险增大

。

在美国

,

经济安全从属于军事安全的政策发生转变

, “

经济方略

”

政策论日益发挥影响

力

。 1993

年

,

克林顿政府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最高机构

“

国家经济会议

”

(NEC),

与

“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 (NSC)

处于同等规格

。 1994

年

,

美国发

布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首次将经济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大支柱

,

涉

及提高美国竞争力

、

拓展国外市场

、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NAFTA)、

亚太

经济合作

、

乌拉圭回合谈判

、

能源安全等经济议题

。

①

经济手段被越来越多地

用以保障国家安全

。

有统计显示

, 1990

年前由联合国发起的经济制裁案件仅

有

2

件

,

而之后增加到

20

多件

。

②

此时

,

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日本

,

也

将经济安全保障作为其制定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

。 1994

年日

本政府提出

“

科技创造立国

”

战略

, 1995

年日本

《

科技白皮书

》

第三章第二

节对此进行了专门阐述

,

强调科技创新是维持经济强国地位

、

保障国家利益

及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

并指出

“

从现在开始日本应该主动改革

,

如果

不这样做

,

就会阻碍日本未来的稳定发展

”。

③

可见

,

日本希望通过改革原有

制度

,

构建有利于发挥创造性的新机制

,

以确保其竞争优势

、

国家利益及安

全稳定

。

21

世纪伊始

,

美国遭受

“9·11

恐怖袭击

”,

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

各国和地区面对的重大威胁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日渐融入国际

经贸体系

, 2010

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虽然日本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

但争当

“

正常国家

”

的意愿却更加强烈

。 2013

年

12

月

,

日本

“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 (NSC)

正式启动

,

由首相

、

内阁官房

长官

、

外务大臣

、

防卫大臣组成

“

四大臣会议

”,

发挥中枢职能

,

拟定对外政

策基本方向

,

决定国家安全政策

,

并颁布了首份

“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NSS)

草案

”。 2014

年

4

月

,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

“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

实质性地

推动了日本武器装备及零部件出口

。 2015

年

9

月

,

安倍政府强行通过

“

安全

保障相关法案

”,

战后日本防守型安全保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

经济外交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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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TheWhiteHouSe, “A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Engagementand Enlargement”, HiStoricalOffice,

OfficeoftheSecretaryofDefence, July1994, pp.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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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全保障政策亦显现出主动性

,

尤其在对外经贸领域

。

早在

20

世纪

60

年

代

,

日本就提出过有关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的构想

。

随着

21

世纪全球缔结自

由贸易协定

(FTA)

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兴起

, 2002

年

10

月日本外务省首

次发布有关

FTA/EPA

①

的战略报告

,

其选择谈判对象的标准包括确保国家经

济利益

、

形成对本国有利的政治外交环境等

。

截至

2011

年

8

月

1

日

,

日本生

效的

FTA/EPA

覆盖其对外贸易的

18.2%。

②

缔结

FTA/EPA、

构建制度性的区

域经济合作机制

,

对缔约方而言

,

可扩大贸易投资规模

,

促进经济增长

,

融

入地区和国际经贸体系

,

扩大对外影响力

,

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

。

综上可见

,

日本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及政策思维有所不同

,

其

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是着眼于形势发展变化

、

基于自身状况的战略选择

,

并随

着时代变迁而调整变化

。

二

、

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动向及趋势

历史和实践表明

,

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

、

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

,

亦会给人类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

近年来

,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

、

大国

实力对比变化

、

国际秩序重构加快

、

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

,

各国所面

临的安全风险增多并以新的形式渗入

。

于是

,

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

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强化经济活动

。

(

一

)

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背景

1.

新科技革命下国家安全保障意涵延伸

随着信息化

、

数字化

、

智能化快速发展

,

产业链分工形态正在重塑

,

构

成国家生存基础的领域不再限于传统的粮食

、

资源等

,

也包括特定制造能力

、

高新技术及太空

、

网络空间等领域

,

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对象的产业范围扩大

,

国家积累财富的方式更加多样

。

与此同时

,

民用技术的国防作用日益受到重

视

,

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融合加深

,

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数字技术被越来越

多地应用于军事领域

,

经济与安全保障的结合趋于紧密

。

面对如此变化的形势

,

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安全保障的内涵

,

探讨更

—85—

①

②

日本强调缔结高质量

、

内容广泛的

FTA,

称之为

“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economic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定义

, EPA

是指

“

在特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

,

以促进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

取消国内限制及协调各种经济制度

、

加强广泛经济联系为目的的协定

”。

ジ

ユ

トロ 『世界贸易投资报告 2011 年版』、ジ

ユ

トロ海外调
查

部出版、2011 年、55 页。



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

 

高层次的国家战略构想

,

调整安全保障相关政策及体系

,

尤其从经济方面寻

求战略性地保障国家独立生存和进一步繁荣富裕

。 2020

年

4

月

,

在日本国家

安全保障局新设的

“

经济班

”

成立仪式上

,

时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提道

,

“

安全保障的内涵在向经济

、

技术等领域快速扩展

,

关于日本与世界的人员

、

物资

、

货币

、

数据移动

,

有必要从安全保障的视角合理进行制度设计

”,

①

以

便

“

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保障上

,

迅速妥善地进行前瞻性

、

战略性应对

”

②

。

2.

国际秩序变革下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加快

二战后

,

日本经历了战败后的经济复兴

、

高速增长

,

在较短时间内跃升

为世界经济强国

。

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使日本重拾自信

,

民族主义随之抬头

,

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

改变战败国形象

、

摆脱

“

战后体制

”

的声音渐长

。 1992

年日本

《

外交蓝皮书

》

首次明确提出

,

日本要发挥与自身国力相符合的领导

作用

。 1993

年

,

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撰文呼吁

,

日本应改变

“

经济一流

、

政

治三流

”

的状况

,

努力成为一个

“

正常国家

”。

此后

,

日本的这种战略诉求日

趋强烈

。

国际秩序变革是诱发国家经济与安全关系调整的一个主要因素

,

而保障

经济安全则关涉国家战略全局

。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

科技革命

、

产业革

命蓬勃兴起

,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

,

使原有国际秩序动摇

、

地缘政治

冲突加剧

。

日本国家战略进入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

,

其战略方针从战后和平

主义转向

“

积极和平主义

”,

以

“

最终实现

‘

正常国家

’

目标

,

积极参与国

际秩序构建

,

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其战后历史的蜕变

”。

为此

, “

日本调整国

内体制

,

解除安全

‘

禁区

’,

实行积极外交

、

安全战略

,

加强日美同盟

,

构建

新地缘政治联盟

,

主动参与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重构

”。

③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的暴发和持续

,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

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

日本加快推进

战略目标的实施

,

强化国家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

3.

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供应链风险凸显

供应链涉及商品开发

、

原材料和零部件筹措

、

生产

、

在库管理

、

配送

、

销售

、

消费等整个过程

,

直到商品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

。

供应链风险主要有

—95—

①

②

③

■国家安全保障局に 『経済班』设置■、NHK、2020 年 4 月 6 日、httpS: //www.nhk.or.jp/

politicS/articleS/Statement/33202.html[2021 -11 -10]。

中村直贵 ■経済安全保障—概念の再定义と一贯した政策体系の构筑に向けて—■、『立法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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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2020 年 10 月号、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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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大类

:

其一

,

自然灾害

、

传染病等环境风险

;

其二

,

恐怖袭击

、

政局不稳

等地缘政治风险

;

其三

,

经济危机

、

原材料价格波动等经济风险

;

其四

,

网

络供给

、

体系障碍等技术风险

。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大地震

,

同年下半

年泰国遭受洪灾

,

曾一度导致日本部分产业供应链断裂

,

但很快得以恢复

。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产业供应链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

病毒变异与

疫情反复造成物流不畅甚至被阻断

,

供应链紊乱

,

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生产

、

经济活动放缓

,

暴露出全球化背景下产业

、

经济对外依存的弊端

。

出于保障

经济安全

、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考虑

,

日本重新审视供应链问题

,

并着眼于促

进本国产业布局的本土化

、

区域化和分散化

,

以增强日本经济韧性和自主可

控性

。

4.

美欧主要国家纷纷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美国是较早重视经济安全保障的国家

,

日本在安全保障机构设置

、

政策

、

体系构建等方面经常效仿美国

,

其战后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演变也深受美

国影响

。

近年来

,

美国修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安全保障的法规政策

。

2017

年

12

月

,

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2018

年

8

月通过

《

国防授权法

》,

其中包括

《

出口管理改革法

》 (ECRA)、 《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

现代化法

》 (FIRRMA)。 《

国防授权法

》

规定

:

美国强化对新技术

、

支撑性基

础技术的出口管理

;

对那些有可能控制美国企业的并购

、

决议权或代理权的

获得等交易

,

必须进行事前申报

;

外国企业如果在美国对重要基础设施

、

技

术

、

敏感个人信息等进行投资

,

有义务事前申报

,

并且事后干预范围扩大

。

2021

年

2

月

,

拜登总统发布分期审查关键供应链及重点行业的行政命令

,

要

求政府各部门在百日内提交有关美国半导体

、

医药品

、

大容量蓄电池

、

稀土

等重要产品和原材料供应链风险及应对报告

,

在一年内提交有关防卫

、

信息

通信技术

、

能源

、

运输

、

农作物和粮食等基础性领域风险应对方案

。

同年

6

月

,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

《2021

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

》,

将对半导体

、

人工智

能

(AI)、 5G

通信等领域投入

2000

多亿美元补助

。

①

欧洲也是日本重点关注的地区

。 2019

年

4

月

,

欧洲投资规则生效

,

自

2020

年

10

月起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

。

到

2020

年度末

,

有

19

个欧盟成员国引

入了投资筛选制度

,

法国也将

AI、

机器人

、

半导体等领域列为投资事前审查

—06—

①

《

美参议院通过

“2021

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

”

新一轮科技与产业的

“

举国体制

”

开始构

建

》,

澎湃新闻网

, 2021

年

6

月

11

日

, httpS: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16816[2021 -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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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 2021

年

5

月

,

欧盟发布新版

《

欧盟产业战略报告

》,

分析蓄电池

、

半

导体等战略性产品和原材料对地区外的依存度

。

在欧盟

5200

个品类的进口产

品中

,

有

137

个被认定为进口依存度高

,

其中

34

个被列为难以替代产品

,

包

括能源相关原材料

、

化学品

、

医药品和原药等

。

①

可见

,

美欧主要国家在扶持本国高科技竞争焦点领域的同时

,

也在收紧

对外经贸政策

,

如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

、

加大对外资审查力度

、

减少关键产

品和原材料进口依存度等

。

在这种形势下

,

日本也积极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

并出现一些变化和动向

。

(

二

)

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动向及趋势

世界正在

“

进入一个经济与安全保障紧密结合的

‘

经济安全保障

’

时

代

”

②

。

日本最大民间经济团体

“

经团联

”

的副会长片野坂真哉指出

,

新形势

下经济外交的重要性上升

,

日本

“

有必要展开经济与政治安全一体化的外

交

”。

③

东京大学学者佐桥亮认为

, 2021

年

4

月日美举行首脑会谈后发布的联

合声明

,

可以说是

“

拜登政府对华初期外交行动的总决算

”,

其内容包括关涉

国家安全的下一代通信网络

、

供应链重组

、

量子科学合作及消除外国政府对

研究的影响等

, “

从联合声明和附件来看

,

经济安全与传统安全并列成为两大

支柱

,

这是迄今未有的现象

”, “

经济安全被迅速提上日本的政治议程

”。

④

日

本已将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保障及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

1.

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法规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并购式投资

,

是获取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

。 2017

年以

来

,

在经济安全保障的名义下

,

日本不断修改和强化其管理贸易

、

投资的基

本大法

《

外汇法

》。

例如

,

在飞机

、

武器装备

、

核相关等特定行业的基础上

,

追加了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内存等制造业

、

软件开发

、

信息处理服务等领域

;

对上述领域的外国企业在日投资加强监管

,

要求其事先向日本政府申报并接

受审查

;

提高在日投资获取股份的门槛

,

如果股权交易被认定为有可能危及

国家安全

,

日本则有权要求投资方调整或中止交易

。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

—16—

①

②

③

④

経済产业省 『令和 3 年版 通商白书』、2021 年 6 月、httpS: //www.meti.go.jp/report/tSuha

ku2021/pdf/2021_zentai.pdf[2021 -11 -11]。

■ 『経済安全保障』时代に胜つ日本■、『Voice』2020 年 6 月号、53 页。

■座谈会·対谈:世界の政治経済·安全保障环境奁俯瞰する■、『経
団

连』2020年 1月号、8页。

■バイデン政
権

『経済安全保障の时代』奁読み解く—东大佐桥亮准教授が语る米中対立の

最新事情—■、『东洋経済』2021年6月14日、httpS: //toyokeizai.net/articleS/-/433637[2021 -1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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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染病相关的药品

、

医疗器械等也被纳入管控对象

。

修改后的

《

外汇法

》

还严格限制重要敏感技术

、

军事技术的外溢

,

对非法行为加大惩罚力度

,

罚

款上限从之前的

1000

万日元提高至

3000

万日元

。

此外

,

日本在

2021

年

6

月通过了

《

土地利用规制法案

》,

基于安全保障

的考虑

,

将自卫队基地

、

核电站等周边设为

“

关注区域

”,

对外资购置

“

关注

区域

”

的土地实行严格管控

。

为防止优良植物品种流向境外

,

日本修改和完

善了

《

种苗法

》。

同时

,

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

譬如

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发布的报告

《

经济产业政策的新机轴

》

就明确指

出

,

日本

“

新的产业政策不同于传统的产业振兴和保护政策

,

也不同于相对

减少政府参与的结构改革

,

而是面向解决未来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技术领域

、

战略物资

、

规则和制度

,

聚焦于气候变化对策

、

经济安全保障

、

缩小差距等

”。

①

2.

健全完善经济安全保障职能

日本政府各部门纷纷健全和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职能

。 2019

年

6

月

,

经产

省新设

“

经济安全保障室

”,

制定和协调有关政策

。

同年

10

月

,

外务省综合

外交政策局将原来的宇宙网络攻击政策室

、

海上安全保障政策室

、

国际和平

合作室进行重组

,

新成立了安全保障政策课题室

、

宇宙海洋安全保障政策室

、

国际和平安全保障合作室

,

负责应对新时期的经济

、

技术

、

网络攻击等安全

保障课题

。

据相关媒体报道

,

文部科学省和公安调查厅也在研究设立有关经

济安全保障的新组织和新岗位

。

尤为令人关注的是

, 2020

年

4

月

,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新设

“

经济班

”,

其人员主要来自经产省

、

财务省

、

外务省

、

总务省

,

这有利于打破政府部门

间的隔离

,

促进各部门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沟通与协作

。 “

经济班

”

负责统

筹和部署与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重大政策

、

管理网络安全

、

知识产权及应对

疫情等

,

并筹划和草拟首部

《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战略

》。

日本还计划从厚生劳

动省

、

农林水产省等部门抽调人员

,

继续扩充

“

经济班

”

力量

,

进一步强化

粮食

、

海洋等安全保障

。

随着

2021

年

10

月新首相岸田文雄组阁

,

日本首次

设置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

,

再次显示了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战略意向

。

3.

大力培育和管控敏感核心技术

科学技术是重要的国家安全资产

,

也是各国经济安全保障施策的重点领

—26—

①

経済产业省 ■経済产业政策の新机轴■、2021 年 6 月 4 日、httpS: //www.meti.go.jp/Shingikai/

SankoShin/Sokai/pdf/028_02_00.pdf[2021 -1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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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面对新形势

,

日本政府积极促进高新技术研发

,

加大资金投入

。 2021

年

3

月

,

日本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了

《

第六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

(2021—2025

年

度

)》,

未来五年政府计划投入的研发经费为

30

万亿日元

,

如果加上民间研发

支出

,

总额将达到

120

万亿日元

。

①

这些研发经费将重点用于人工智能

、

量子

技术

、

宇宙开发

、

半导体

、

生物技术

、

材料科学

、 5G

通信等前沿技术

,

而这

些技术也适用于防灾防疫

、

国防

、

环境能源

、

健康医疗

、

粮食

、

农林水产等

领域

,

与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密切相关

。

被喻为

“

数字时代石油

”

的半导体芯

片成为当前日本政府扶持的重中之重

,

岸田政府高调推出

“

芯片战略

”,

试图

重振日本半导体产业

,

再现

20

世纪

80

年代的

“

高光时刻

”。

为提升军用技术研发效率

,

自

2015

年起

,

日本防卫省引入安全技术研究

促进制度

,

资助大学

、

研究机构

、

企业等研发可供军用的人工智能

、

通信等

高新技术

。

在首次应征的

109

件基础性课题中

,

东京工业大学

、

神奈川工科

大学

、

理化学研究所

、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

富士通

、

松下等九家日本机

构和企业中标

。

②

在努力培育和提升自身技术竞争力的同时

,

日本加强对敏感

技术出口及外国在日投资的监管等

,

防止技术外溢

。 2017

年

10

月

,

经产省出

台了

《

安全保障贸易关联敏感技术管理指南

(

第三版

)》,

对访日研究人员

、

留学生加强管理

。

譬如

,

在日半年以上的留学生

、

外籍教员

,

如果事先知道

将在国外提供被列为限制对象的技术

、

将技术资料带到国外

(

包括休假期间

临时回国

)、

通过技能培训等获取的属于限制对象的技术

,

均须获得日本许

可

。

③

2020

年

7

月

,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大学等机构申请国家研究资金实行

严格管理

,

要求申请者向政府报备外国资助情况

。

④

同时

,

日本也在考虑设立

有关防止高科技信息泄露制度

,

在重要敏感技术领域引入秘密研究

、

秘密特

许制度等

。

4.

产业政策强调

“

战略自主性

”

和

“

不可或缺性

”

战略物资以及能源

(

包括电力

)、

通信

、

交通

、

粮食

、

医疗

、

金融

、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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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内阁府 ■第 6 期科学技術·イノべ

一

ッ

ヨ

ン基本计画 (概要)■、2021 年 3 月 26 日、htt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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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刊

 2022

年第

1

期

等

“

战略性基础产业

”

①

的安全性和国际竞争力

,

关涉国家能否生存与独立

、

社会经济能否持续稳定运行

。

因此

,

日本政府一再强调

,

任何情况下都要尽

可能减少对他国依赖

,

增强本国优势和

“

自主性

”,

调动和发挥民间企业的活

力

,

将日本打造成为全球产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

在紧急物资

、

稀有金属

、

能源等方面

,

日本很大程度上依靠海外供给

。

以稀土为例

,

中国是世界最大稀土产地

,

长期以来日本稀土进口的对华依存

度较高

。 2006

年中国实施

“

十一五

”

规划

,

明确提出加强对稀土等稀有金属

的保护

。

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

,

日本开始有意减少对华稀土依赖

。 2009

年

7

月

,

日本经产省出台

“

稀有金属保障战略

”,

提出促进海底稀土等资源开

采

、

海外资源开发

、

回收利用

、

替代材料开发和储备等措施

。

②

为确保能源资

源的稳定供给

,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

日本积极推动海洋资源开发

,

最大限度

地利用可再生资源

,

建设高效火力发电

、

核电体系

,

完善电力设施风险应对

机制

,

并加强与资源国的关系

,

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

减碳脱碳

等

,

促进能源资源供给多元化

。

日本还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及安全保障体制

,

以确保海上物资运输的顺畅

。

供应链正常运行是产业

、

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

。 2018

年

,

中美发生贸

易摩擦后

,

双方采取的追加关税措施波及日本企业

。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

伴

,

日本对华贸易约占其对外贸易的

1/5,

汽车相关产品

、

防护用品等自中国进

口的占比更高

,

如日本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中有超过

1/3

来自中国

,

进口的口罩

中有

3/4

以上来自中国

。

③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

物流不畅

、

供应链紊乱

,

日本国内一度出现防护用品供给不足

、

一些车企减产甚至停产现象

。

中美贸

易摩擦叠加疫情

,

使日本深刻感受到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

。

于是

,

在医

药品等紧急物资

、

战略物资供给及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构筑上

,

日本开始朝

着缩短

“

链条

”、

力争掌控核心环节

、

努力提升本国

“

自主性

”

和可控能力

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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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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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美国等

“

志同道合国

”

加强协作

当代国际规则大多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和制定

。

日本将欧美等国家视

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

“

志同道合国

”。 2020

年

7

月

,

日本内阁会议讨论通过

《

经济与财政运营改革基本方针

》,

提出促进供应链多元化

,

与

“

志同道合

国

”

加强合作

,

推动形成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

,

以保障国家经济

安全

。

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

、

安全保障的基轴

,

新形势下这一政策着

力点没有改变

。

安倍二度执政时期

,

日本在导弹防御

、

弹道导弹拦截

、

F-35

战斗机等项目上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

,

在经济上与美国签署了日美贸

易协定等

。 2019

年底

,

日美等

42

个

《

瓦森纳协定

》

成员国达成一致

,

将可

用于军事目的的半导体基板制造和用于网络攻击的军事软件技术等纳为出

口管制对象

。 2021

年

4

月

,

时任首相菅义伟访美期间

,

日美首脑就关键技

术

、

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等达成协议

,

宣布将共同投资

45

亿美元加强数字领

域合作

。

不仅如此

,

日本与美国还积极推动日美印澳四国战略互动

,

试图利用这

一平台围堵和打压中国

。 2021

年

3

月

,

在由日美印澳四国组成的

“

四方安全

对话

” (QUAD)

首次举行的线上领导人峰会上

,

菅义伟点名批评中国

,

对新

出台的

《

中国海警法

》

以及涉港

、

涉疆等中国内政问题表达了关切

,

会后的

联合声明中涉及的海洋安全保障

、

自由航行

、

人权

、

法治等内容实际上也指

向了中国

。 2021

年

9

月

,

在日美印澳

“

四方安全对话

”

首次线下领导人峰会

上

,

日本与美印澳三国在网络安全

、 5G

应用

、

空间技术

、

合成生物学

、

基因

组测序和生物制造等高科技领域达成合作协议

,

呈现共同加速发展高新技术

、

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

。

日美印澳合作机制的强化态势

,

不仅导致四国与中国

的关系紧张

,

也不利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

三

、

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影响

近年来

,

日本不断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

谋求科技优势

,

维持产业竞争力

,

增强经济自主性

,

并通过与欧美等国家加强合作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

、

国际

秩序重塑

,

以提升自身的存在感

。

这些趋向会给日本带来一些影响

,

也会波

及相关国家以及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

。

其一

,

维护日本国家利益

,

加快推进国家战略

。

保障国家安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

而确保国家利益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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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目标的衡量基准

。

根据日本官方文件

①

,

日本的国家利益不仅包含

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

继承文化和传统

,

确保国民生命

、

健康

、

财产

安全以及维护和捍卫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等内容

,

也强调维护

日本的和平与安全

、

实现国家存在感

、

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

保持国际竞争

优势和较强的经济实力

,

是实现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基础

。

日本在关键

技术

、

供应链

、

对外经贸方面积极增强自主性和主动性

,

与欧美国家加强

合作

,

旨在确保本国资源的有效供给

、

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损害

、

维护经济

体系独立稳定运行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

进而实现基于日本国家利益

的国家战略

。

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

、

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

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

,

民

族主义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

安倍晋三二度执政后

,

公开提出

“

积极和平

主义

”

国家战略方针

。

日本正在为摆脱

“

战后体制

”

及其影响采取更为主动

的外交政策及对外战略

,

谋求国家独立性

。

修改

“

和平宪法

”

是新时期日本

重要的战略目标

,

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就已加快推动扩军修宪

。

在中美博弈叠

加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提速

,

日本也加快推进国家战

略调整

。

岸田文雄首相一上任就将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作为政府要务之一

,

并

试图增加国防支出

,

推动修宪进程

,

寻求在国际新秩序塑造中获取战略主

动性

。

其二

,

增强日本经济韧性

,

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

。

在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

、

军民技术融合加深

、

国家战略调整提速

、

供应

链风险凸显的背景下

,

日本通过资源配置功能调整国家安全保障对策

,

尤其

注重从经济方面寻求战略性提升风险应对能力

,

以减少外部冲击

、

保持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

。

鉴于科技竞争力是经济

、

政治

、

军事安全领域竞争的关键

,

也是引发国际摩擦的重要因素

,

日本积极促进高新技术研发的同时

,

陆续出

台了一些措施以防止敏感技术外溢

,

其目的在于保持日本在全球的技术优势

和产业竞争力

。

对于那些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源

、

供应链等要害环节

,

日本官方较具代

表性的观点认为

, “

一要储备

,

二要构筑与同盟国之间的供应链

。

尽量减少日

本与非同盟国之间的供应链依存

,

如果必须与这些国家组建供应链的话

,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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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阁官房 ■国家安全保障
戦

略 (概要)■、httpS: //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

Shou/gaiyou.html[2021 -1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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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开发相关替代品

”。

①

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增强经济自主性

、

稳定性的政策思维

,

并且已在付诸实践

。

近十年来

,

在政府政策的导向下

,

日本积极寻求稀土的替代供给

,

对中国的稀土进口依存度逐渐下降

,

目前已

不到

60%,

今后这一趋势将会持续

。

其三

,

参与和引领规则重塑

,

提升地区及国际存在感

。

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

,

可扩大国家利益空间

,

推动全球竞争版图朝着有

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转变

。

这比单纯的经济贸易增长更加重要

,

也是衡量强

国地位的一个主要标志

。

历史上每一次国际秩序的重大变革

,

都会引发有关

国际规则的激烈竞争

。

在百年变局下

,

日本对外战略

“

在倡导以规则为基础

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

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危机管理体制

、

与

‘

志同道合国

’

加强协作

,

促进经济安全保障合作

,

以此作为两个轮子

,

引领未来国际秩序

的形成

”。

②

可见

,

日本通过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

试图在国际规则及秩序重构

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

正如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所言

, “

日本对

世界运转积极发声的时刻已经到来

,

应引领亚洲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

”

③

。

2020

年

6

月

,

日本自民党成立

“

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

”,

旨在推动形成

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

,

保障国家安全

。

推进

FTA/EPA

战略

、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全球治理

,

是日本参与国际经贸

规则形成的重要表现

。

截至

2021

年

3

月

,

日本已生效和签署的

FTA/EPA

共

21

个

,

覆盖其对外贸易的

80.4%。

④

由于数字

、

绿色低碳领域日益成为各国

促进经济增长的抓手

,

也是大国争夺经贸规则主导权的焦点

, 2018

年以来日

本签署的日欧

EPA、

日美贸易协定

、 “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CPTPP)

等均涉及数字化内容

。

随着主要国家设定

“

碳中和

”

目标

,

世界经

济出现低碳化

、

脱碳化发展趋势

,

在该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的日本自然希望在

国际规则制定上有所作为

。

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就曾指出

, “

无论是与气候

变化相关联的科学技术

,

还是关于能源的技术

,

甚至整体制造业的技术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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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甘利明が语るどうする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世界経済评论』2021 年 5·6 月号、9 页。

経済产业省通商政策局·贸易経済协力局 ■コロナ危机奁踏まえた今後の対外経済政策のあ

り方について■、2020 年 5 月、httpS: //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tSuSho_boeki/pdf/007_02_

00.pdf[2021 -11 -18]。

■座谈会·対谈:世界の政治経済·安全保障环境奁俯瞰する■、 『経
団

连』2020 年 1 月号、

12 页。

外务省 ■我が国の経済连携协定 (EPA/FTA)等の取组■、httpS: //www.mofa.go.jp/mofaj/

fileS/000490260.pdf[2021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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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世界上均处于相当高水准

。

通过灵活运用这些科技能力在国际上有所表

现

,

对于今后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来说

,

是极为重要的

”。

①

其四

,

降低对华经贸依存度

,

制衡并削弱中国影响力

。

继特朗普之后

,

拜登政府对华继续实施打压和遏制政策

。 2021

年

3

月

,

美国公布

《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针

(

暂定版

)》,

将中国视为

“

唯一能够通过

经济

、

外交

、

军事

、

技术力量来持续挑战稳定

、

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竞争对

手

”。

②

作为美国盟友

,

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有追随美国的一面

。

村山裕三认为

,

拜登政权的诞生对日本来说是机遇

,

日本应将具有

“

战略不可或缺性

”

的技

术积极应用于国防领域

,

与美国等盟国及伙伴国之间构筑国防产业供应链

,

尽快引进前沿技术

,

建立一个可以抗衡中国的系统

。

③

在科技方面

,

日本出现

对华设防

、

牵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倾向

。

多摩大学规则制定战略研究所所长

国分俊史主张

,

中国以低价收购拥有高科技的日本企业

,

有损日本的安全环

境

,

有必要使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日本重要企业掌握专业知识

,

以防御外资

收购和本国技术外流

。

④

2018

年

12

月

,

日本政府对自卫队

、

中央省厅使用的

有关信息通信设备采购指导方针进行了汇总

,

将华为

、

中兴等中国产通信设

备排除在外

。

在供应链重构方面

,

日本与东盟于

2020

年

7

月达成

“

经济复苏行动计

划

”, 2021

年

4

月与澳大利亚

、

印度宣布启动

“

供应链弹性倡议

” (SCRI),

均涉及地区供应链问题

。

在

2021

年

9

月召开的日美印澳

“

四方安全对话

”

峰

会上

,

很多议题都与中国密切相关

,

如启动半导体供应链计划

、

确保半导体

及其重要部件的供应链安全

、

联手打造稀土供应链等

,

虽未明确针对中国

,

但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最大

,

很可能会弱化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地位并延缓发

展进程

。

在网络建设

、

数字经济转型等方面

,

日本还积极援助东南亚等国家

,

以防止中国将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与产业竞争优势相结合

、

对外输出

“

中国标

准

”

和

“

中国模式

”,

从而削弱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感

。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区别于美国的一面

。

日本著名外

—86—

①

②

③

④

田中明彦

: 《

危机后的世界

》,

沈艺

、

奚伶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8

年

,

第

166

页

。

■バイデン政榷 『経済安全保障の时代』奁読み解く—东大佐桥亮准教授が语る米中対立の

最新事情—■、『东洋経済』2021年6月14日、httpS: //toyokeizai.net/articleS/-/433637[2021 -10 -25]。

村山裕三 ■日本の 『

戦

略的不可欠性』奁活かせ■、『Voice』2021 年 2 月号、51 页。

國分俊史 ■安全保障経済政策の确立急务■、 『金融フ

ア

クッミり新闻』2019 年 5 月 13 日、

httpS: //www.fn -group.jp/933/[2021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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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专家船桥洋一认为

,

要促使中美竞争而不是对抗

,

现在日本与中国相

处的最佳方式是将之作为

“

普通的友人

”。

①

日本经济同友会则指出

,

在拜登

政府对华政策基础之一的

“

印太战略

”

中

,

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

,

是美

国推进该战略的重要

“

棋子

”,

也可看作是日本减弱对美依存关系的砝码

。

在

高度自由化

、

高质量的

CPTPP

中

,

日本作为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国

,

可将之作为一张对华有效的外交牌

。

②

可见

,

在对美关系上

,

日本谋求提升自

身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

在对华关系上

,

日本在极力形成战略优势的同时

,

也

因自身经贸上的

“

刚需

”

而希望中美关系

“

斗而不破

”。

其五

,

加剧大国竞争与矛盾

,

引发地区及国际局势紧张

。

由于发展军事力量受限

,

战后日本一直重视产业技术的军民融合

,

民

间企业掌握了大量可转化为军用的技术

,

日本的这些技术很多也被美国用

于国防领域

。 20

世纪

70

年代

,

日本的电子技术在国际市场便形成竞争

力

, 80

年代初其半导体存储器

DRAM

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超过美国而居世

界首位

,

到

1986

年这一份额高达约

80%,

③

其中很多民用半导体技术被美

国用于武器制造

。

目前

,

日本已经具有将国家财富

、

民用技术快速转化为军

事力量的能力

。

而且

,

其虽然是无核国家

,

但一直被称为

“

没有核弹头的核

国家

”。

鉴于上述情况

,

加之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界限变得

越来越模糊

,

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

扩大保障对象的范围

,

会导致相关政策出

现随意性倾向

,

使经济问题政治化进而引发纠纷

。

不仅如此

,

在国家经济安

全保障的名义下

,

日本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

ODA

等经济外交工具及经济制裁

等手段

,

将民用技术更多地运用于军事领域

,

增强日本的防卫力量

。

这会破

坏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

,

加剧大国军备竞赛

,

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趋于动

荡复杂

。

其六

,

有悖于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

,

影响企业效率且易形成利益

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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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船桥洋一 ■地経学の时代—米中 『新冷
戦

』と日本の

戦

略—■、2020 年 6 月 19 日、httpS: //

www5.cao.go.jp/keizai1/kokuSai_Seikei/20200619/Shiryou2.pdf[2021 -11 -18]。

経済同友会 ■强靭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确立に向けて—地経学の时代に日本が取るベき针路と

は—■、2021 年 4 月 21 日、httpS: //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pdf[2021 -

10 -27]。

西村吉雄

: 《

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

》,

侯秀娟译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 2016

年

,

第

8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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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

,

政府以安全保障名义调整政策

、

制度

,

强化对经济活动的

审查和干预

,

会扭曲市场行为

,

降低对外开放程度及经济运行效率

,

也会给

正常的科技经贸往来增添壁垒

,

弱化本国的营商环境

,

影响外资

、

人才的流

入

。

在中美竞争长期化

、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

主要国家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

形势下

,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局更加复杂

,

市场

、

技术的可获得性减弱

,

以

往那种生产中心相对集中在少数地区

、

效率优先的经营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

在产业布局中

,

成本因素的分量下降

,

而兼顾成本与产业安全的考量因素上

升

,

这对市场效率及国际经贸体系会产生负面影响

。

以安全保障为由扩大对贸易

、

投资

、

技术等的监管范围

,

强化产业

、

经

济

“

自主性

”,

实际上是推行带有保护色彩的产业政策

。

一些产品和技术成为

被限制或制裁的对象

,

相关企业也会被迫调整经营策略

,

比如

,

对于半导体

芯片等供给短缺或存在供给风险的零部件

,

需要保持一定库存和供应链多元

化

。

这会加大企业运营成本

,

最终将其转嫁给消费者

,

同时也容易形成庞大

的利益集团

,

挑战现有市场秩序和监管

。

就如经济学家加里

·

贝克

(Gary

S.Becker)

所言

, “

当经济问题必须从政治角度来做决定的时候

,

通常消费者

的利益会被忽视

,

而只顾及劳工及厂商等特殊团体的利益

”。

①

综上可见

,

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根本目的

,

在于获取国家利益

、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

无论今后日本政局如何变化

,

在大国科技竞争日益激

烈

、

国际秩序重构加速

、

中国发展势头不可阻挡

、

日本谋求国家存在感和

独立性的社会思潮升温的形势下

,

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是日本未来发展的一

大趋向

。

(

责任编辑

:

陈梦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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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里

·

贝克

、

吉蒂

·

贝克

: 《

生活中的经济学

》,

薛迪安译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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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provideSanewpoSitioningforthecurrentChina-Japan relationS.FromtheperSpective

ofEaStASiaregionalorder, itfocuSeSon themultiplelinkS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ofChina-Japan relationSand theevolution ofEaStASiaorder.Fromtheregional

perSpectiveofthecre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themiracleofgrowth and cooperation in EaStASia,

itmakeSanew obServation on thecurrentChina-Japan relationS.From theperSpectiveof

unprecedented changeSin theworld, itSyStematicallyexploreSnewopportunitieSand challengeS

broughtaboutbytheriSeofemergingmarketS, thetranSformation oftheglobalgovernanceSyStem

and rapid changeSin thebalanceofpowerbetween majorcountrieS, which giveSanewperSpective

on thecurrentChina-Japan relationS.

Japan’sStrengthening Policy ofEconomicSecurity andItsInfluenceunderthe

NewSituation XuMei

With thevigorouSriSeofthetechnologicaland induStrialrevolutionS, theinternationaleconomic

orderadjuStSprofoundly, thegeopoliticalconflictSintenSifyand the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and

theU.S.willbelong-term.Theoutbreak and Spread oftheCOVID-19 epidemicin 2020 haS

furtherpuShed totheabove-mentioned trendS.Growinguncertaintyand riSkShavebecomepotential

factorSreStrictingtheSuStained and StabledevelopmentofvariouSeconomieS.UnderthiSSituation,

majorcountrieSand regionShavebegun toStrengthen economicactivitieSfromtheperSpectiveof

Security, and Seek anewbalancebetween developmentand Security.In recentyearS, Japan

continueStoimproveeconomicSecuritypolicieS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related government

functionSand trytoenhanceitSautonomyin keytechnologieS, SupplychainSand Strategic

reSourceS.AttheSametime, Japan haS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with “democraticpartnerS” Such

aSEuropeand theU.S., contained China’SriSeand promoted thereShapingofinternationalruleS

and orderthatconformtoJapan’SintereStSin ordertorealizeJapan’S“indiSpenSable” exiStencein

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and itSnationalStrategy.Japan’SStrengtheningeconomicSecuritywill

haveSomecertain impacton itSelf, theregion and theworld.

TheChangeofJapaneseFDIManagementPolicy From thePerspectiveof

EconomicSecurity CuiJitn

FromtheperSpectiveofuSingeconomicpowertomaintain nationalSecurity, thedirectand indirect

economicpowerof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FDI) iScloSely connected with national

Security.Therefore, allcountrieSin theworld attach greatimportancetothemanagementof

FDI.Although deregulation haSbeen themain themeofJapaneSeFDImanagementpolicyforalong

time, in recentyearS, from theperSpectiveofeconomicSecuritytopreventtheleakageof

importanttechnologieS, Japan’SrelevantinStitutionaladjuStmentSin 2007, 2017 and 2019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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