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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张耀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基于争做 “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

“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

实践中。日本的 “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

流。日本 “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 “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

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

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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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西太平洋到东印度

洋，包括昔日 “边缘地带”① ［１］、“不稳定弧”以及

马六甲海峡、南海和台湾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在内

的跨两洋区域，开始被一些国家官方人士和学者称

为 “印太”（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地区，并作为一个包括

政治、经济和安全因素在内的新地缘战略概念而迅

速引起关注，日渐成为国际格局变动及大国力量关

注的重点区域。

“印太”概念强调的是在欧美等老牌国家的经

济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印太地区新兴经济体迅速发

展，并已担当了世界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引 擎”、极 有

可能赶超欧美，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和权力中心的国

际政治经济现实。“印太”首先是一个地缘政治概

念，即以印度为中心，将南亚、印度洋地区与传统

地缘政治中的 “亚太”概念结合起来，实现太平洋

与印度洋 “两洋交汇”，并将两洋地区纳入到一个统

一的地区战略框架内。如印度学者拉贾·莫汉所指

出的，在传统认知上，印度洋和太平洋相互间各自

独立， “但 是 新 的 区 域 视 角 将 二 者 连 接 为 一 个 整

体”［２］，其所指正是 “印太”。其次，“印太”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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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强调，与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心脏地带相对应的边缘地带 （南 亚 地 区）在 地 缘 政 治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并 认

为世界上潜在的权力中心包括了大西洋沿岸北美地区以及欧洲和远东的沿海地区，而印度则是另一个较小的权力中心。由于欧洲和 远

东是边缘地带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势中心，因此这两个地区的权力集中或分化 （即是否存在着一个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将会对美国

的安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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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和兴盛并不是简单的区域联合与扩大化，反映

的是地区和全球政治的某种新趋势和新动向。进入

２１世 纪 以 来，特 别 是 近 几 年 来，美 国、日 本、印

度、澳大利亚 等 国 家 的 战 略 学 者 开 始 关 注 “印 太”
概念，且迅速 转 化 为 本 国 的 战 略 理 念 以 及 政 策 实

践［３］。各种角逐力量试图利用这一概念，在新的地

缘政治区域下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基于实现 “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成为

“印太”战略理念的积极推动者，且在政策和实践

层面有所表现，其动向值得分析、关注。

一、日本外交中 “印太”
战略理念的形成与实质

　　二战后，在坚持日美基轴的基础上，为不断提

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重视亚

太”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

后，特别是最 近 几 年，随 着 国 际 与 地 区 形 势 的 变

动，日本 “重视亚太”的传统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也

发生一定变化，其重要体现就是日益重视 “印太”
这一战略意义日益重大的区域，并将其与日本国家

战略的走向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日本 “重视印

太”与过去 “重视亚太”有着历史承接性，只是相

比过去，日本在地理意义上的战略视野拓宽了，关

注重点也有所变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将印度洋—
太平洋的广大区域规整在统一的外交框架之下，逐

渐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特征。
（一）日本 “重视印太”政策的形成与目的

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日本较早对印太概念

予以重视并 将 其 引 入 官 方 政 策 宣 言 中。２００６年 安

倍第１次担任首相时，就曾在论述 “自由与繁荣之

弧”这一 “外交新理念”背景下，提及了涉及印太

概念的 内 涵，即 构 建 “日 美 澳 印”战 略 合 作 架

构［４］。按照当时安倍政府的政策规划，日本外交应

转向 “主张型外交”，其 理 念 是：在 继 续 推 进 与 东

盟合作的同时，强调日本作为民主国家的地位和特

性。为此日本致力于在亚洲和全球范围推广自由民

主价值，日本要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

观的亚洲 国 家 开 展 战 略 合 作，并 进 行 首 脑 战 略 对

话［５］。２００７年８月，安 倍 在 印 度 国 会 发 表 题 为

《两洋交汇》的演讲，指 出 “太 平 洋 和 印 度 洋 已 经

成为了自由与繁荣之海，一个超越地理界限的 ‘扩
大的亚洲’正在形成……通过日本与印度的联合，
再将美国和 澳 大 利 亚 包 括 进 来，这 一 ‘扩 大 的 亚

洲’可以形成一个 覆 盖 太 平 洋 的 庞 大 网 络”［６］。安

倍公开提倡在 “两洋交汇”之处构建一个以日本、
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合作为基础的 “扩大的

亚洲”。由此日本的印太地缘概念及战略指向初步

浮现。此后，日本的印太地缘意识逐步强化。

２０１２年 安 倍 第２次 上 台 执 政 后，更 试 图 将 印

太概念与日美同盟基轴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价

值观外交、国家海洋战略、对华包围制衡等一系列

日本外交政策相结合，形成具有系统思路与鲜明特

征的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意在打造和实施其完整

的 “政治大 国”战 略。其 时，安 倍 先 是 提 出 所 谓

“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政 策 构 想，表 示 “太 平 洋 的

稳定、和平和自由航行，与印度洋的稳定、和平和

自由航行不可分割……作为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海洋

民主国家，日本需要在捍卫两个地区的公共利益方

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此 外，安 倍 还 大 肆 渲 染 “中

国威胁论”，将 “亚洲民 主 安 全 菱 形”战 略 范 围 界

定为：由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的夏威夷连

接而成的菱形，这个菱形结构之间的互动合作可有

效保障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公海安全［７］。 “亚洲

民主安全菱形”战略构想的提出，几乎是之前 “日
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翻版和成熟版，重要的是

为日本对外战略提供了意义深远的宏观地缘框架，
为日本进一步推行其外交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可

在客观上 拉 近 与 印 度、澳 大 利 亚 和 美 国 的 战 略 关

系，为形成新 的 战 略 同 盟 网 创 造 条 件。２０１３年 至

２０１４年，安倍 在 访 问 东 南 亚 国 家、美 国 和 澳 大 利

亚期 间，先 后 提 出 “新 日 本 外 交 五 原 则”①［８］和

“外交三原则”②［９］，并明确使用 “印太”（Ｉｎｄｏ－Ｐａ－
ｃｉｆｉｃ）一词［１０］。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安倍在澳大利亚

国会两院总会上发表演讲，提出：日澳要进一步加

强合作，以将跨越太平洋、印度洋的广大区域培育

成完全开放、自由民主的场所［１１］。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美

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日本，提及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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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本外交五原则”强调在 “两洋交汇”地带充分实现人的思想、言论自由，确保海洋秩序以法制为基础，以及依托一体化网络促进

经济开放和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

“外交三原则”核心内容是：战略性外交、价值观外交和积极主动的外交。这些外交原则的主轴是紧密的日美同盟。



—太平洋”战略，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
日本外交政策对印太概念的日益重视和强化，

其背景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格局变动

的外部压力，二是日本对政治大国地位的诉求。首

先，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主要包括三个因素：其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相对衰落，由其主

导的国际体系开始受到新兴力量的挑战，权力的转

移和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开始显现，国际格局进

入了大调整和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其二是对日本来

说，美国霸权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虽然有日美同盟

作为其战略后盾，但日本意识到，国家的安全和利

益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的保障，很多问题已经很难

单独依靠美 国 来 解 决［１２］；其 三 是 中 国 的 崛 起 给 日

本造成巨大战略压力。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

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短

短数十年便迅速超过日本，并进一步扩大对日本的

领先地位，使得一向对中国居高临下的日本感到极

度不适，再加上与中国的历史和领土争议等因素，
日本执意想要通过探寻新的外交战略、特别是通过

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将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价值

观相同国家引入战略同盟，从而达到制约中国的目

的。其次，从推动日本大国地位的角度看，自近代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孕生出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

和明确的大国志向。现代日本 “大国化”国家发展

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至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定；第二阶段是

冷战后日本政治大国新战略目标的逐步确立。随着

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政治大国意识随之增强，
急欲在政治上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及战后体制对其造

成的束缚，导致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扩大，对自

我期待值 随 之 上 升。冷 战 后 日 本 经 历 了 急 剧 的 起

伏，其国际影响力受到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

挑战和自身经济陷入 “停滞的２０年”，日本代表亚

洲的能力和地位受到冲击。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日

本对外政 策 或 整 个 国 家 战 略 方 向 面 临 抉 择，陷 入

“战略贫 困”［１３］境 地，主 要 表 现 为：是 继 续 尊 重 和

遵守战后克制的和平发展路线，还是力争摆脱 “战
后体 制”成 为 “正 常 国 家”？ 是 继 续 追 求 和 确 保

“经济大国”、“民生大国”的身份，还是转向成为

政治军事大国？是选择亚洲还是选择美国？从近年

来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实践看，显然都是选择了

后者，即：日本要借助美国成为具有相应政治和军

事能力的 “正常 国 家”，即 “政 治 大 国”。 “印 太”

地缘概念为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诉求提供了机遇。
在日本看来，相比传统的同盟关系，新形式的 “友
好伙伴”关系更具有灵活性，而印太地区国家正是

日本构建全球 “友好伙伴”关系的重点对象。从安

倍主张 “东 亚 共 同 体”［１４］到 积 极 加 入 并 推 动 ＴＰＰ
谈判；从强化与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区和

国家的海 上 力 量 合 作，到 意 图 与 这 些 地 区 开 展 地

缘、经济、安 全 等 多 方 面 战 略 合 作；从 “中 国 元

素”占比大幅上升，到围绕 “中国”展开两面性应

对与利用 等，印 太 理 念 都 与 日 本 全 球 战 略 高 度 一

致。更重要的是，印太战略的地缘部分正好与中国

的一带一路中的 “海上丝绸之路”部分重叠，日本

希望用之抗衡或抵消一带一路的影响。利用印太地

缘概念可能是安倍外交的必然选择。
除政治大国目标外，日本 “重视印太”地缘外

交的战略目标还包括经济利益，旨在拉动长期低迷

的日本经济。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实

际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下降，日元升值之后错误的信

贷刺激导致泡沫经济迅速膨胀，直到泡沫破灭经济

陷入低迷不振，时好时坏。进入２１世纪第二个十

年以来，日本经济仍不乐观，“安倍经济学”几乎

已告失败，日本经济非但未走出衰退阴影，甚至有

恶化的迹象。面对严峻现实，安倍试图通过加强对

外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

来刺激和助推日本国内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在印太

地区，日本大力发展与印度、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

系，重在与中 国 争 夺 相 关 地 区 的 资 源 和 市 场。同

时，日本还加强对外投资，着力在商品销售和基础

设施建设两大领域实现突破。尤为引人注意的是，
日本将核能和高铁出口作为其经济外交的重中之重

而加以推销，如加强面向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核电

出口，大力向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推销日

本的高铁。日 本 一 方 面 意 在 通 过 强 化 对 外 经 济 关

系，利用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来助推日本国内

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旨在通过强化对外经济合作

来提升日本在海外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二）日本 “印太战略理念”的地缘政治内涵

１．与美国地区战略及应对中国战略目标“对接”

无论是奥巴马执政时期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实施，还是特 朗 普 上 台 后 强 调 的 美 国 “印 太”战

略，美国均执意鼓励其盟友日本发展自己的军事力

量，以分担美国遏制中国力量的不足。美国的意图

正中日本下怀，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日美两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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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略目标的重要交汇点之一。美国维护霸权的地

区战略与日本大国化的目标产生 “共鸣”。日本认

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领导地位，有利于日本成

为印太 “一极”，将使日本在地区事务中掌握更大

话语权、发挥更大作用。
为扩大 政 策 收 益，日 美 更 是 在 两 国 同 盟 基 础

上，将第三国纳入协 调 机 制，创 立 “日 美＋１”关

系模式，在印太地区重点打造日美澳、日美印以及

日美联合东盟部分成员国 （越南、菲律宾等）等多

组 “三边关系，”将美国 的 亚 太 同 盟 体 系 由 “轴 辐

模式”转变为 “网 状 模 式”，形 成 纵 横 交 织、覆 盖

面广而又富有弹性的合作网络。

２．与区域重点国家的战略合作

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印太战略理念，已广泛渗透

于日本对外战略体系的各个环节。日本在对外阐述

“印太一体”概念 时，明 确 地 排 斥 中 国，渲 染 “中

国威胁论”，塑 造 中 国 “海 洋 霸 权”的 国 际 形 象。
事实上，东盟国家一直是日本外交的重点之一，而

印度和澳大利亚被日本视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

国家，是日 本 在 印 太 地 区 重 要 的 对 外 战 略 合 作 伙

伴。通过拉拢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周边的印太国

家，特别是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地区的

军事安全合 作，借 助 美 国 的 同 盟 框 架，加 强 日 美

印、日美澳三边协调，日 本 试 图 以 此 来 孤 立 中 国，
对华实施 “环绕外交”。

３．经贸与安保双轨推进，安保比重日益提升

当前日本 在 对 外 经 贸 领 域 方 面 下 的 本 钱 和 力

度，可谓是其二战后外交之最。以经济合作和经济

援助为主 的 日 本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ＯＤＡ）正 是 日 本

拉拢各国，加速政治渗透、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

手段之一［１５］。在 注 重 经 贸 领 域 合 作 的 同 时，日 本

积极推进 与 印 太 国 家 的 军 事 安 保 合 作。２０１５年２
月，日本政府出台新的 《ＯＤＡ大纲》，打开了日本

对外军事援助的大门，从而使日本的ＯＤＡ发生了

质的变化。一方面，日本通过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

的方式，扩大在印度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和渗透力；另一方面，将经济援助和以 “价值观外

交”为主的日本外交战略挂钩，以遵从西方所谓自

由民主等价值观作为提供援助的基本条件。可以认

为，解禁ＯＤＡ是安倍内阁转换安保政策、推行战

略性外交以及实施积极和平主义的重要政策举措。

日本可以通过多个方面对与中国有纷争的国家提供

援助，在提高日本地区影响力的同时，起到制衡中

国的作用。

４．对规则制定权与体制构建主导权的争夺

利用日美同盟，日本将其战略性外交和美国亚

太平衡战略、印太战略理念相结合，力图和印太国

家构建多 重 安 全 网 络 机 制，扩 大 与 印 太 国 家 的 合

作、特别是在海洋方面的防务合作，从而更深入地

介入印太地区安全事务。日本试图通过拉拢印太国

家来 “封锁”所谓太平洋 “第一岛链”［１６］和南海—
印度洋航线，以增强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限制中

国海权力 量 的 发 展。再 如 ＴＰＰ，特 别 是 在 中 国 政

府提出 “一带一路”战略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 （亚投行，ＡＩＩＢ）后，日 本 加 入ＴＰＰ的 政 治

思维明显大于经济考量。在 美 国 退 出ＴＰＰ后，日

本更加强调加强 “印太”合作的重要性，与印度联

手推出 “亚 非 发 展 走 廊”计 划①，意 图 通 过 在 非

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国建设多个基础设施项目，从

而构筑起从亚太到非洲的经济走廊。以此增加与中

国 “一带一路”战略相抗衡的筹码，争夺地区话语

权和主导权。

二、日本外交中 “印太”
战略理念的政策实践

　　当今 日 本 国 家 大 战 略，可 以 形 象 地 被 概 括 为

“安倍路线”，即由 “安倍经济学” “安倍外交 学”
和 “安倍国防学”组成的综合治国方针，是一种试

图在全方位、多领域、从全要素出发改革和振兴日

本的方略。从这个国家战略的实施动向看，日本外

交中的印太 理 念 及 其 政 策 行 为 也 就 不 是 孤 立 的 存

在，而是广 泛 渗 透 到 日 本 对 外 战 略 体 系 的 各 个 领

域，与各项政策密切结合，在日美同盟基本框架的

基础上，通过对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的

外交行动中 体 现 出 来 的 一 种 综 合 的 地 缘 政 治 集 成

系统。
日本外交的印太理念及其实践分为以下三个大

项：一是安全保障方面，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联合

准盟国和伙伴国，以价值观为纽带，以海洋问题为

抓手，以防范 “中国威胁”为目标，兼顾应对多种

威胁和多样化事态，来保障日本的安全。二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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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非发展走廊”是印度总理莫迪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访日时两国共同发表的 《日印联合声明》中提出建立的。



方面，通过维护西方主导的规则和秩序，实施官方

发展援助，利用东南亚及南亚的巨大发展机遇 （即
“三件套”），拓展市场并转移产业，为拉动日本经

济积极寻求动力和良方。三是通过文化及外宣、人

文社会交流，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可以

看到的是，这三大领域的政策行为，都有明显针对

中国的部分。
（一）印太因素在 日 本 “安 全 保 障”政 策 实 践

中的体现

１．日本与印度军事安全战略合作的实践

印度是日本潜在 的 “海 洋 盟 国”，是 日 本 “价

值观外交”的主要对象。进入本世纪以来，日印在

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迅速升级。

２００３年，日本 和 印 度 间 有 关 海 洋 安 全 的 对 话

开始实施。２００５年，日 印 两 国 签 署 《日 印 在 亚 洲

新时代的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亚太

与全球的伙 伴 关 系。２００６年５月，印 度 国 防 部 长

访问日本，日印双方同意就加强双边防卫合作与交

流，特别 是 海 洋 领 域 的 交 流 达 成 共 识。２００７年，
日印两国通过 《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路线图》
的协定，宣布建立 “全 球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在

“路线图”中重点约定加强军事安全合作。从２００８
年至２０１６年，日印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并 在 安

全合作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多次进行战略对话，实

施联合军事演习及对话等。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两国签署

《日本和印度关于推进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共同声

明》和 《日本和印度在安全保障领域合作的联合宣

言》；２００９年启动旨在提升双边国防与战略关系的

日印 “２＋２”会谈机制，并于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后

两次开展 “２＋２”战略对话，主要议题都围绕防务

合作、安 理 会 改 革 与 核 合 作 等。２０１２年，日 印 实

施双边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并同时启动新的 “海上

事务对话机制”。日本以海洋安全与 “价值观外交”
为由，积极加强日印安全部门交流；２０１４年１月，
日印宣布在两国负责安全的官员间建立定期对话机

制；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安倍第三次访问印度，两国签

署了有关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情报分享等两项协

议，并确认加强在双边安全领域的合作［１７］。

２０１６年９月，安 倍 与 莫 迪 举 行 峰 会 时，安 倍

向莫迪介绍了 “自由、开放”的 “印度洋太平洋战

略”，称印度处于亚洲和非洲大陆间 “最重要的位

置”，应该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此希望

能实现其 “印太战略”与印度 “东向战略”的无缝

对接。这正是日本的整个战略布局。而印度则表示

要 加 强 同 日 本 的 海 洋 合 作［１８］。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印 度 总 理 莫 迪 在 访 日 期 间，
与安倍首相签署了日本向印度出口核能相关技术的

“日印核能协定”。另外，日、印两国还达成军售协

议，日本将向印度出售１２架ＵＳ－２反潜飞机。这

或许将成为日本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之后的首次对

外军售。日本政府在莫迪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对印

度的外交力道。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４日，日本首相安倍

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题为 “面向

自由开放且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联合声明，强调

了要强化防卫与安全保障合作，扩大日美印３国联

合海上训练，以及陆上自卫队与印度陆军联合训练

的可能性等。安倍表示，“要携手实现 ‘日印新时

代’的巨大飞跃，主导亚洲太平洋地区及世界的和

平与繁荣”［１９］。
可以看出，日印两国政治与军事安全互信程度

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日 印 关 系 体 现 出 “准 同 盟”
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２．日本与澳大利亚军事安全战略合作的实践

澳大利亚是 日 本 构 筑 “亚 洲 民 主 安 全 菱 形”、
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一环。在亚太格局变动及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之下，澳大利亚也在延伸其战略

安全空间，将传统视域中的 “亚太”向西延伸至印

度洋区域，试图构建印太 “战略弧”。
日澳之间较早建立起类似日美间的 “准同盟”

军事合作关系。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３日，时任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签署 《日澳

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之外的

国家建立安全保障体制。根据宣言：日澳两国将在

反恐、边界防卫、海事安全、救灾和打击毒品走私

等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决定建立部长 （外
长和国防部长）级 “２＋２”定期会晤机制，以加强

安全与防 务 对 话，以 进 一 步 增 强 双 方 的 互 信 与 协

调［２０］。根 据 该 宣 言，从２００７年 至２０１５年，日 澳

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间先后举行过６次 “２＋２”会

谈，其中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日澳两国签署 《军事防卫

合作协定》，规定双方在舰队相互支援、情报分享

等领域进行合作，在日本自卫队进入大洋洲海域从

事海上安保等活动时，澳大利亚军方为其提供情报

和后勤保障［２１］。其后，两国于２０１０年５月先后达

成 《获得与 交 互 支 援 协 议》和 《日 澳 信 息 安 全 协

定》，前者规定：除食物、燃料外，日本自卫 队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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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军队将 “相互提供交通工具、住所、保养

维护和医疗卫生服务”；后者主要是为两国共享军

事机密和反恐情报提供法律依据，深化日澳安全合

作［２２］。而在日澳２０１４年 和２０１５年 的 “２＋２”会

谈中，均表示出对南海问题的关切，加强双方乃至

日澳美三方共同训练等防务合作，试图联合牵制中

国。两国就联 合 干 预 地 区 安 全 事 务，特 别 是 “印

太”区域海洋安全问题达成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１７年 特 朗 普 就 任 美 国 总 统 后，美 国 相 继 退 出

ＴＰＰ、巴黎协定等国际组织，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对

外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引发了亚太盟国的不安。在日

澳的牵头下，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越南等在内

的国家正 “悄悄地”加大相关对话及合作力度，以

抵消或缓冲美国在该地区安保力量的 “弱化”［２３］。

３．日 本 与 东 南 亚 国 家 军 事 安 全 战 略 合 作 的

实践

在 “亚洲民主安全国家菱形”外交战略理念主

导下，日本重视与亚太国家发展军事合作，以图在

地区安全事务中保持、扩大影响，并带动国内安全

政策变革。日本实质性参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事务

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借反

恐、反海盗、国际维和等议题，加强了与东南亚国

家的安 全 合 作。２００３年，第１次 “日 本—东 盟 特

别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本加入 《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为日本重返亚洲扫除了制度障碍。双

方共同发表了 《东京宣言》，称将建设东亚共同体

作为基 本 目 标，并 进 一 步 深 化 东 亚 合 作［２４］。在

２００５年的东 亚 首 脑 会 议 上，日 本 终 于 实 现 了 “扩

大版东亚共同体”的夙愿，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印度拉到 “东亚共同体”的地缘范围内。２０１３年１
月访问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安倍重新确

认了与东 盟 的 关 系 是 日 本 外 交 “最 重 要 的 支 柱”，
发表了日本对东盟外交的五项原则，重新阐述了日

本对东南 亚 外 交 的 定 位 及 方 针。２０１５年 底，印 尼

成为首个与日本建立外交与防卫部长级 “２＋２”协

商机制的东盟国家，这标志着日本正积极与东盟国

家强化全方位军事合作，双方朝着建立 “准同盟”
色彩的关系迈进。

近年来，以海洋安全为切入点，日本重点加强

了与越南、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军

事合作，构建与以上国家的安全与战略伙伴关系，
在东盟国家军事 “能力建设”方面提供全面协助、
包括人员交流与培训、军用装备 （如巡逻艇）出口

与联合演习等。日本与东盟国家展开 “海洋安全合

作”，把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

作为重点对象，大力开展军事安全外交，意图加强

防务合作，以遏制中国。同时在国内武器出口政策

“打破限制”的背景下，日本正努力推进与东盟国

家在武器装备及技术方面的深度合作。
（二）印太因素在安倍 “经济外交”中的体现

安倍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外交推动外交战略的作

用。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基础设施建设、增加

投资和合作建设工业园等手段，日本刻意拉近与印

度、缅甸以及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掌握制定规

则权、主导地区经济秩序、谋取实际经贸利益的同

时，其重要目的还在于从战略态势上围堵中国，与

中国展开维系国力基础的经济实力竞争。

１．对区域双边及多边经济体制的参与和引导

为了有效参与和引导区域及多边经济体制的建

立和发展，日本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是将东

南亚作为发展双边和区域多边经济伙伴关系的优先

对象。根据２００２年发布的 《日本的ＦＴＡ （自由贸

易协定）战略》报告：构建日本的ＦＴＡ应优先考

虑东盟主要成员国，并在中长期将中国和东亚其他

国家以及大 洋 洲 国 家 考 虑 在 内。［２５］２００２年 至２０１１
年，日本先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

西亚、文 莱、菲 律 宾 和 越 南 等 国 签 订 双 边 ＥＰＡ。

２０１１年日本与印度达成了双边ＥＰＡ，２０１４年签署

《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东京宣言》，两国关系

由 “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 “特殊全球战略伙

伴关系”。同 年，日 本 与 澳 大 利 亚 签 订 双 边ＥＰＡ。
其 二 是 从 “东 亚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ＣＥＰＥＡ）发 展 到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ＲＣＥＰ），扩 大 经 济 合 作 范 围。通 过 构 建 东 亚

ＥＰＡ，意 图 将 东 盟 （ＡＳＥＡＮ）、中 国、日 本、韩

国、澳大 利 亚、新 西 兰 和 印 度 共 １６ 个 成 员 国

（ＡＳＥＡＮ＋６）包括在内，形成高质量的区域经济

协作模 式。其 三 是 通 过 参 与 超 级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Ｍｅｇａ－ＦＴＡ）争夺区 域 经 济 主 导 权。２０１３年，日

本正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谈 判，
其意图除了经济层面的考虑，还有明显的政治外交

目的。ＴＰＰ的背景之下，是日本与盟国美 国 一 道，
通过设立所谓 “高标准”和 “２１世纪贸易规则”来

主导新的亚太经济圈。但随着２０１７年特朗普上台，
美国退出ＴＰＰ，日本试图将中国排除在亚太经济圈

外的计划落空，安倍转而再提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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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概念，欲在更大范围内牵制中国。

２．通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达到经济及其他目的

面向发展中 国 家 的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ＯＤＡ）是

日本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影响的重要手段。

１９９２年由宫泽喜一内阁制定的大纲规定了ＯＤＡ的

理念及原则。２００３年小泉纯一郎内阁修 改 《ＯＤＡ
大纲》，明确 规 定 了 日 本 的 ＯＤＡ不 能 用 于 军 事 用

途和可能助长国际争端的领域。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日

本正式出台新版 《发展合作大纲》，首次提出解禁

ＯＤＡ的军事用途，允许对其他国家提供 “非军事

目的”的援助，同时扩大援助对象和范围，明确规

定ＯＡＤ的实施应与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同步。与

此前的 《ＯＤＡ大纲》相比，《发展合作大纲》下日

本的官方发展援助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军援”色

彩开始凸显。
在印太地缘理念的主导下，印度成为日元贷款

的最大受援国。日本对印度的发展援助始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后因１９９８年印度核试验暂停。但随后

不久，日本对印度ＯＤＡ项目重启，且进展非常迅

速，印度一 跃 成 为 日 本 日 元 贷 款 的 最 大 受 援 国。

２０１４年印度 首 相 莫 迪 访 问 日 本，双 方 就 构 建 “日

印全球性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发表宣言，而 ＯＤＡ
正是其中重要的构成要素。根据宣言，安倍承诺未

来五年内，通 过 包 括 ＯＤＡ在 内 的 官 民 共 同 融 资，
将向印度提 供３．５万 亿 日 元 的 经 济 援 助。２０１３年

以来，日本在向印度提供日元贷款的同时，深度参

与了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① ２０１５年，日本在印度

实施援助项 目 总 额１　９０６．５５亿 日 元，占 当 年 对 南

亚援助总额的５０％［２６］。在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４日，日

本首相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会谈中，日方承

诺将提供总额约１　９００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１１２亿

６　８００万元）的贷款，用 于 支 持 印 度 采 用 日 本 新 干

线方式的高速铁道建设等。在核电站输出方面，将

继续展开协议［２７］。
东南亚国家是日本实施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的重要对象之一。战后初期，日本以经济援助和经

济合作为 基 础，积 极 重 建 与 东 南 亚 各 国 的 经 济 联

系。在对东南亚实施ＯＤＡ的过程中，日本逐渐形

成了贸易、投资、援助 “三位一体”的对外经济合

作方式，将 ＯＤＡ与 贸 易 投 资 结 合 起 来。一 方 面，
利用ＯＤＡ，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开拓 东 南 亚

市场，确保能源和资源的供给；另一方面，积极争

取东南亚各国在政治、安全保障和国际事务中对日

本的支持。近年来，东南亚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１年，日本对东南

亚实际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年均约在３０亿美元至４２
亿美元之 间，约 占 日 本 对 外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总 额 的

２１％～３２％。２０１１年之后，日本对外ＯＤＡ出现明

显上升趋势。２０１３年 日 本 对 东 南 亚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超过９０亿美元，占比达到４７．３％。［２８］２０１５年日本

在东南亚实 施 援 助 项 目 总 额３　９４６．５５亿 日 元，其

中对南海争议的重要方越南的援助占到４８．９％［２６］。
现阶段，日本对东南亚官方发展援助的重点放在交

通、电力、通信、物流以及供水排水系统等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除基础设施建设外，日本对东南亚的

官方发展援助还包括农业和农村开发、技术和管理

人才培训、教育和医疗设施改造、医疗保健和社会

保障体制整备、消除贫困和粮食援助，以及环境问

题和灾害防治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日本对东南亚的官方发展援助还显现

出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特点，特别是向某些南海

问题有关方 提 供 各 种 名 目 的 军 事、安 全 援 助。例

如，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官方发展援助涉及海上安

全和反恐等国际事务；对菲律宾的援助涉及棉兰老

地区的和 平 进 程 与 地 区 开 发 等。２０１３年，日 本 分

别向菲律宾和越南提供巡逻艇，用于加强两国的海

岸警备力 量，以 增 强 两 国 在 南 海 与 中 国 对 抗 的 能

力。２０１４年，日本 外 务 大 臣 岸 田 文 雄 访 问 越 南 期

间与越方签署协议：日本将无偿提供约５亿日元的

资金援助，为越南购买６艘二手船并改造成海洋巡

逻船，以 加 强 其 海 上 巡 逻 能 力。同 时，还 提 供 约

３．５２亿日元的 人 才 培 养 经 费，用 于 越 南 海 岸 警 卫

队人才的培养［２９］。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安倍在菲律宾参

加ＡＰＥＣ首脑峰会期间接受当地报纸采访时表示，
“今后将通过对菲能力构筑支援、自卫队与菲海军

合作演习 等 方 式，为 地 区 稳 定 发 挥 积 极 作 用”［３０］。
日本政府新建立的防卫装备厅也将东南亚、南亚和

澳洲作为对外武器装备合作的重点，针对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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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日本积极参与印度德里—孟买间产业大动脉构想 （ＤＭＩＣ），以及 金 奈—班 加 罗 尔 间 产 业 走 廊 构 想 （ＣＢＩＣ），支 援 建 设 印 度 各 都 市

和经济圈之间的交通网络，深度开发印度经济社会；极力向印度推销新干线铁路系统；参与整备供电设施、输配电网络和供水 系 统 等

基础设施建设。



展开积极的公关活动。
日本加大对印度、东南亚等国家援助的现实背

后，是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强烈的内部诉求。日本实

施新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允许其对外援

助用于军事 相 关 用 途，是 其 强 化 “正 常 化 国 家”，
在安全政策上积极 “自我蜕变”的重要举措。日本

认为，印太区域国家在武器装备乃至整体防卫力量

建设方面，与日本有着广泛的利益交集与 “合作潜

力”，传统援助手段有望发挥新的作用。在零和战

略思维影响下，日本 把 中 国 当 成 “假 想 敌”，针 对

性地支援与中国有纷争的有关国家，在提高日本在

印太地区影响力的同时，还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
此外，日本已在事实上将作为印度洋西岸重要地区

的非洲 （至少是东非国家）纳入其印太战略对接范

围。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日本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的

政治、经济影响和援助力度，为其谋取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 事 国 席 位 争 取 支 持。２０１５年，日 本 在 非

洲实施援助 项 目 总 额１　２９８．２１亿 日 元，其 中 对 东

非国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援助分别占对非援助总

额的１３．０％和１１．７％，位 居 对 非 援 助 第 二、三 位

（当 年 日 本 对 安 哥 拉 实 施 援 助 额 占 对 非 援 助

１８．４％，位居第一）［２６］。２０１６年８月， “东京非洲

发展国际会议”首次在非洲 （肯尼亚）举办，日方

推出一系列对非洲经贸合作和援助措施。在会议期

间，日本多次试图将南海问题有关表述写入拟于会

后发表的 《内罗毕宣言》中，只是由于非洲国家的

抵制而未果。可见，日本正在有意识地将非洲与其

印太地缘战略对接，也在试图将日本关注的中日矛

盾和亚洲热点引向非洲。

３．在印太 地 区 加 大 投 资、开 拓 市 场，助 推 日

本经济增长

在印太地缘理念及整体外交战略布局下，安倍

政府正在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投资和市场开发力度，
以促进日本经济增 长。具 体 行 动 有： （１）围 绕 高

铁、公路、核电、桥梁、开发区建设等基础设施建

设，在中国 “一带一路”沿线展开对华竞争，意图

扩大市场份额、反哺日本经济的提振。（２）整顿、
统筹国内的支持机制，诸如宣布提供１　１００亿美元

援助亚洲基建项目、设立官方和半官方的投融资集

团。 （３）推动日本大举增加对东 南 亚 和 南 亚 的 投

资，在规避所谓 “中国风险”的同时，积极寻找替

代市场和利益产出地。
面对近年来经济低迷的局面，安倍对通过加强

与东盟国家、印度和南亚经济合作，刺激或助力国

内经济发展 抱 有 较 大 期 待。为 了 推 进 “安 倍 经 济

学”的增长战略，安倍外交的经济着眼点———即安

倍 “经济外交”的重心，除了兼有少部分吸引外国

投资的意 图 外，基 本 被 置 于 争 夺 能 源 资 源 和 市 场

（尤其是商品销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两大市场，这

有助于扩大日本对外投资）这两大块上。例如，访

问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主要是为了确保资源的外

交；访问东南亚各国、印度乃至中东各国，主要是

为了以 “首脑推销”开拓和争夺市场，特别是为了

开拓诸如印 度 之 类 的 大 市 场 以 及 搭 乘 印 经 济 快 车

等。正如安倍自己在纽约证交所言：几乎每个月的

外访 都 带 着 商 界 领 袖，推 销 日 本 产 品［３１］。其 中，

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是核能和高铁出口成为安倍推销

的重中之重。
（三）在印太地区开展 “文化与软实力外交”
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提高竞争力，日本进一

步加强构 建 文 化 软 实 力。同 时，安 倍 “战 略 性 外

交”强调重视人与人 之 间 的 “跨 界 交 流”。日 本 试

图以此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和战略竞争力。

１．积极推动人文交流项目

２００７年，安 倍 在 第１次 担 任 首 相 时，在 第２
次东亚峰会上宣布实施 “日本与亚太各国青少年交

流项目”（ＪＥＮＥＳＹＳ），该计划在２００７年开始的五

年内，邀请了印 太 地 区 国 家 大 约６　０００名 青 少 年 访

问日本。２０１３年１月，再 次 担 任 首 相 的 安 倍 在 访

问印度 尼 西 亚 时，宣 布 启 动 “ＪＥＮＥＳＹＳ－２．０”项

目，升级版项目更是达到３万人的规模。该项目以

推动日本经济复兴、增加访日人数、输出日本价值

观、提升 日 本 对 外 影 响 力 为 目 的。２０１３年 以 来，

ＪＥＮＥＳＹＳ－２．０得 到 了 切 实 的 推 进，仅２０１５年 一

年，就有大约３　１００名来自亚太国家的青少年访问

了日本，而日本也有６００多青少年走出国门，走进

邻国。来 自 亚 太 各 国 的 访 日 团 在 科 技、历 史、文

化、传统艺术、体育、市民社会活动、建筑等各个

领域，与日本青少年 展 开 交 流。日 本 外 务 省 指 出，
日本意在通过这种交流活动，提升亚太地区不同国

家之间人与人的理解与信任，为未来的友好合作打

下基础。同时，向 亚 太 地 区 青 少 年 宣 传 日 本 的 历

史、文化、外交、科技等理念，展现日本的强大与

魅力，并让每一位来访青少年都深刻理解并接受日

本式 “价值”，成为日本魅力的积极宣传者［３２］。

此外，日本于２０１３年与澳大利亚 推 出 新 的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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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留学项目 “新科伦坡计划”，该计划旨在支持澳

大利亚和亚洲国家之间互派留学生，增加彼此人员

的交流与合作。安倍允诺增加日本大学招收澳留学

生的名额，研究启动以日澳议员交流与日语教育推

广为内容的 “日澳 东 经１３５度 构 想”。近 年 来，日

澳人员交流频繁，以留学生与技术人才为主的交流

项目，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两国的关系。

２．提升公共外交与软实力

进入２１世纪后，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和 提 高

竞争力，日本进一步加强构建文化软实力，将日本

形象、日本魅力与日本经济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特别提出了 “日本 品 牌”战 略。安 倍 再 次 执 政 后，
在其 “战略性外交”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大力推行

“酷日本”战 略。该 战 略 旨 在 通 过 输 出 流 行 文 化、
饮食文化和地方品牌产品来 “打造日本形象，推销

日本梦想”，提 升 日 本 的 国 际 形 象 和 文 化 软 实 力。
日本相关战略计划认为，“在亚洲各国市场快速发

展的形势下，必须将推行全球化的 ‘酷日本’战略

作为日本 新 的 发 展 的 原 动 力”［３３］。利 用 日 本 技 术、
数字产业和高品质资源优势，发挥日本产业的潜在

力量，发展新文化产业，增加文化产业输出，给产

品附加文化价值，以此扩大日本的整体影响力，其

效应反过来会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１３日，日本 政 府 成 立 “日 本 之 美”综 合 项 目 恳 谈

会，安倍在首次 “日本之美”综合项目恳谈会上表

示：“文化艺术是我国软实力的根本基础。为了提

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有必要更加积极地开

展 能 够 展 示 日 本 文 化 艺 术 魅 力 的 ‘文 化 外

交’”［３４］。
近些年来，日本不遗余力地挖掘、建设和对外

推广其文化软实力资源，不仅大量输出在质量上有

口皆碑的物质产品和影视作品，而且已经开始在制

度文化层面的推介，且已收获颇丰。例如，缅甸中

央银行已于２０１６年１月开始启用央行实时电子清

算和结算 系 统，即 央 行 网 络 服 务 （ＣＢＭ　Ｎｅｔ）系

统。而该系统的原型正是日本央行的 “日银ＮＥＴ”
结算系统。下一步，新系统将会普及到缅甸的其他

银行，最终终结缅甸的手工清算和结算方式。这是

缅甸银行业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也是缅甸利用

日本政府提供的ＯＤＡ资金和技术共同开发的重要

产品。日本政府力争将日本的金融基建推向东南亚

及其他地区［３５］。而这还意味着日本将通过 “系统”
掌握缅甸的经济大数据，影响和干涉缅甸今后的经

济走向。缅甸是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地

区的重要节点国家之一，日本通过文化软实力资源

建设影响、掌控缅甸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三、日本实施 “印太”
战略理念的条件与前景

　　尽管尚 未 以 明 确 的 政 策 形 式 提 出 印 太 区 域 战

略，但日本已在事实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了印太

战略理念。尽管这一理念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甚

至前途未卜，但预计日本还会照此走下去。循着其

印太战略理念，在可见的将来，日本通过利用或扩

大印太战略继续制衡中国，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

战略目标也不会改变。
从有利因素看，较为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

资本和技术条件，仍是日本持续实施印太外交的基

本条件。日本 的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ＧＤＰ）居 世 界 第

三，远远超过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的政治精英

们也认为，日本的国力只是相对衰落而已，至少在

未来１０年内，日本在全球仍将拥有名列前茅的技

术和资 金 优 势，仍 然 是 位 列 前 三 的 世 界 大 国［３６］。
可以认为，至少在未来２０年，除经济总量有可能

被印度赶 超 外，日 本 的 国 际 地 位 不 会 发 生 质 的 变

化。因此，即使面对印度的崛起，日本尚有若干年

的战略缓冲期。
除硬实力尚存之外，日本的 “软实力”及文化

感染力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有着较深的影响，国家

形象和好感 度 在 历 年 的 国 际 调 查 中 都 居 于 世 界 前

列。① 在广大的印太地区，日本在对外援助、国际

人员交流、非传统安全外交、动漫等全球治理、大

众文化影响 力、国 际 维 和 等 方 面，有 着 较 好 的 形

象。此外，日本的工业品牌 （诸如丰田、本田和日

产汽车、三菱 商 事 株 式 会 社、松 下 等 公 司 及 其 品

牌）在印太地区及至全球范围享有盛誉，是日本软

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尽管历史问题、领土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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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过去的４０年间，日本向世界各地派遣了４万多名志愿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印太地区。

东南亚及非洲国家汽车保有量中多数是丰田等日本品牌。在非洲，尽管多数是来自迪拜的二手车，但丰田等日本车以耐用和维修 便 利

而受到非洲人喜爱。



洋权益争端问题影响了中、韩、俄等东亚国家对日

本的正面评价，但在印太其他地区，日本的声誉和

软实力尚未受到明显损伤或制约。
除了自身因素，外部环境也有有利的方面。其

一，日本与美国是结盟关系。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

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日本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

的政治和安全作用，以分担美国战略资源的不足。
特朗普执政后，其对外政策虽有摇摆，但美国同样

不会放弃日本对于遏制中国的重要作用，日美同盟

还会在制约中国的轨道上延续下去。日美同盟关系

的维系有利于日本进一步实施印太战略。其二，作

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在现存国际社会及体

系中仍居于有利地位，其对国际治理和国际规则的

制定仍有重要影响力。
从不利因素看，日本的劣势同样明显，且内外

相互对应、互为条件。从内部条件看：首先，尽管

日本经济总量虽然仍很巨大，但整体上处于国力衰

退期，发展呈现低速甚至停滞状态，财政困难。经

济与财政的力不从心使得日本难以为其印太战略大

幅增加和投入预算经费。此前，日本的对外援助就

曾因财政紧 张 而 不 得 已 缩 减。其 次，虽 然 日 本 的

“大政治”和大战略总体稳定，安倍长期执政的目

标几近实现，但 “人亡政息”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

解决，政府 和 领 导 人 频 繁 更 替 的 制 度 基 础 仍 然 存

在，外交政策局部调整和战略性投入朝令夕改的实

质难以改变［３７］。再 次，从 现 实 主 义 角 度 看，尽 管

安倍政府正在按部就班地推进修改和平宪法、推动

修改武器出口原则、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

安保法等，但反对修宪的民意基础仍然存在，制约

安倍外交政策的潜在负面因素仍然存在。
从外部环 境 看，不 利 因 素 主 要 表 现 在５个 方

面：一是在美主日从的同盟框架下，日本在大的战

略上仍然严重受制于美国，在地区合作政策以及对

华政策上，日本不可能越过日美同盟的框架和底线

去独立作为。要完成从 “非正常”国家向 “正常国

家”的过渡，日本仍需较长的时间和付出艰巨的努

力，且未必能达到目的。事实上，日本的印太战略

理念也在很 大 程 度 上 寄 生 于 美 国 的 亚 太 及 全 球 战

略，日本外交注定仍将受制于美国，来自美国战略

的不确定性也是日本外交的不确定因素。二是日本

与周边邻国始终存在着历史或现实的矛盾和摩擦。
自２０１２年再度执政以来，安倍就一直没有理顺与

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这使日本迈向印太战略的

脚步或多或少会受到牵制，日本的公信力和国际形

象亦将因此受损。三是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对亚太地

区的政策中选择了 “印太”的提法，但视其为美国

的新亚太战略仍为时尚早，其初衷可能更多在于和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区别开来，口头成分多于实

际意向。从总体看，截至目前，美国并没有实际推

动印太战略的综合表现，美国整体外交战略及亚太

战略仍在探索之中。四是印太地区国家在与大国的

战略互动中有自身 的 利 益 考 量。从 东 亚、东 南 亚、
南亚到非洲，地区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和政治互

动难以轻易动摇，不会轻易选择日美印太战略与中

国对抗。最后，中国的崛起是制约印太战略最重要

的因素。迄今，中国已是经济总量远超日本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且对日本的优势在不断加大，并快

速接近美国；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迅速增强，中国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正在扎实推进，中国新型国际

关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得到国际社

会广泛认同。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规划，到２１世纪

中期，中国将建成现代化强国。中国迈向世界强国

的趋势不可逆转。日美印太战略终将难以达到围堵

中国的目的。
鉴于日本外交战略对美国的依附性、美国实力

的相对削弱和收缩、地区国家的利益考量、特别是

中国的快速发展，日美推动印太战略的前景并不乐

观，以日本为主推动这一战略更没有现实基础。

结　语

２０１７年以 来，日 本 政 府 多 次 表 态，要 缓 和 日

中关系，加入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

国经济持续增长，而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两国差距

日益凸显的现实背景下，安倍意识到必须改善对华

关系，与中国联手，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东风，才

有可能提升日本经济增长的活力。而加入 “一带一

路”，亦是日 本 抓 住 发 展 机 遇、顺 应 国 际 新 形 势、
维持地区影响力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安倍仍

然无法脱离 “保守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继续鼓

吹 “中国威胁论”，加速 构 建 排 斥 中 国 的 “印 太 战

略”。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近期表态：继续推动

美日印澳四国的贸易、防卫合作，与提出 “一带一

路”广域经 济 区 构 想 和 加 强 海 洋 战 略 的 中 国 相 抗

衡，这凸显 出 现 阶 段 日 本 政 府 对 中 国 既 接 触 又 防

范、既利用又限制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派做法，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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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反而会进一步增

加两国之 间 的 隔 阂。中 日 两 国 均 为 世 界 主 要 经 济

体，两国关 系 的 改 善 有 助 于 推 动 区 域 一 体 化 的 发

展，有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

增信释疑，以正常心态推动两国良性互动，相向而

行，才能推动日中关系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
尽管可预见未来日本的印太战略不会对中国构

成实质性威胁，但基于战略考虑，中国仍须对日本

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做出及时评估，切实做好应对

准备。中国 的 当 务 之 急 仍 然 是 首 先 解 决 好 发 展 问

题，其次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大

方向。在此战略支点上，积极发展与地区内外各国

的政治经济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继续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发展与澳大利亚、印度

等域内中等强国的关系，增信释疑，使其成为可争

取的积极因素；继续深化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

作关系，推动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稳步推进 “一
带一路”建设，着力打造利益共享和责任分担的命

运共同体关系。只要上述战略实施得当，日美印太

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围堵自然失去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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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ｃｈｉｅｓｅ－ｊ．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１１１７７５５８．
［２０］汪诗明．澳日 关 系：由 ‘建 设 性 伙 伴 关 系’到 准 同 盟

［Ｊ］．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７ （８）：２８－２９．
［２１］屈 彩 云．日 澳 安 全 关 系 探 析 ［Ｊ］．太 平 洋 学 报，２０１１

（２）：５２．
［２２］新华网．日澳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双方称 “历史性时刻”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１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０－０５／２１／ｃ＿１２１２５２４９．ｈｔｍ．
［２３］环球网．对美国没把握！英媒猜澳日印越建 “新反华联

盟”［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６］．ｈｔｔｐ：／／ｍｉｌ．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０６／１０７８４５７７．ｈｔｍｌ．
［２４］外務省．日ＡＳＥＡＮ特別首脳会議 （新千年期における躍

動的で永続的な日本とＡＳＥＡＮ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た

めの東京宣言 （「日·ＡＳＥＡＮ東京宣言」 ［意義と概

要］）［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

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ｋａｉｄａｎ／ｓ＿ｋｏｉ／ａｓｅａｎ＿０３／ｓｅｎｇｅｎ．ｈｔｍｌ．
［２５］外務省．日本のＦＴＡ 戦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３－０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ｆｔａ／ｓｅｎｒｙａｋｕ．

ｈｔｍｌ．

·８１·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２６］ＪＩＣＡ．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２－

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ｃａ．ｇｏ．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ｎｕａｌ／２０１６／ｃ８ｈ０ｖｍ００００ａｊ２１ｏｚ－ａｔｔ／

２０１６＿ａｌｌ．ｐｄｆ．
［２７］朝日新闻．日印首脑会谈就海洋安保达成协议牵制中国

扩张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ａｈｉｃｈ－

ｉｎｅｓｅ－ｊ．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１１１７７５５８．
［２８］外 務 省．政 府 開 発 援 助 （ＯＤＡ）国 別 デ ー タ ブック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３－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

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ｓｈｉｒｙｏ／ｋｕｎｉ．ｈｔｍｌ．
［２９］外務 省．岸 田 外 務 大 臣 の ベ ト ナ ム 訪 問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３－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

ｓ＿ｓａ／ｓｅａ１／ｖｎ／ｐａｇｅ３＿０００８６０．ｈｔｍｌ．
［３０］外務省．安倍総理，インフラ開発支援と南シナ海での

平和に向けての努力に言及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２－２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ｐ ＿ｐｄ／ｉｐ／ｐａｇｅ４ ＿

００１５６６．ｈｔｍｌ．
［３１］首相官邸．ニュー ヨ ー ク 証 券 取 引 所 安 倍 内 閣 総 理 大

臣スピ ー チ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０９－２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９６ ＿ａｂ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

０９２５ｎｙｓｐｅｅｃｈ．ｈｔｍ．

［３２］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ＪＥＮＥＳＹＳ２０１５ （Ｊａ－

ｐａ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ｓ）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１２－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ｐ＿ｐｄ／ｅｐ／ｐａｇｅ２２ｅ＿０００７０１．ｈｔｍｌ．
［３３］首 相 官 邸．知 的 財 産 推 進 計 画 ２０１１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２－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

ｓｉｎｇｉ／ｔｉｔｅｋｉ２／ｋｅｔｔｅｉ／ｃｈｉｚａｉｋｅｉｋａｋｕ２０１１．ｐｄｆ．
［３４］首相官邸．「日本の美」総合プロジェクト懇談会 （第

１回）議 事 要 旨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２－０３］．ｈｔ－

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ｓｉｎｇｉ／ｎｉｈｏｎ＿ｂｉ＿ｓｏ－

ｇ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ａｉ１／ｇｉｊｉｙｏｕｓｉ．ｐｄｆ．
［３５］缅甸 《金凤凰》中文报社．缅甸银行业迈向现 代 化 重

要一步 央 行 电 子 实 时 结 算 系 统 正 式 启 用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３－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ｍｇｐｍｅｄｉａ．ｃｏｍ／

ｌｏｃａｌ／１２５８５．
［３６］神保謙，長島昭久，林芳正．新たなパワー·バランスと

日本の外交戦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ｌｏｂｉｓ．ｊｐ／１９３８－６．
［３７］田中明彦．激 動 期 の 政 治 試 さ れ る 指 導 力 ［Ｎ］．日 本

経済新聞，２０１２－０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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