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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研究

后安倍时代日本的 “印太构想”将何去何从

朱清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安倍作为日本 “印太构想”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日本 “印太构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

键性的作用。接替安倍出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延续了安倍 “印太构想”的政策理念及整体框架，同时在面

对新冠疫情冲击以及中美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使得日本的 “印太构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括

重视 “印太构想”中的经济安全因素、关注区域内国家的感受及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性作用等。

在后安倍时代，日本的 “印太构想”在坚持价值观外交及地缘竞争的基础上，将会积极拉拢东盟、英国、

法国、德国等世界主要国家介入印太事务，并将日美同盟与日本 “印太构想”进行深度捆绑，全力将印太

地区塑造成大国竞争的 “竞技场”，打造围堵中国的 “朋友圈”，使得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周边

安全环境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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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印太构想”的缘起及发展离不开日本前

首相安倍晋三的大力推动，安倍对国际安全、地区

秩序以及 “中国威胁”的认知和理解几乎全面注入

日本的 “印太构想”中，“印太构想”事实上已经成

为安倍晋三实现政治抱负、助推日本 成 为 “政 治、

军事大国”的一次重要尝试。然而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
日，创造最长执政记录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记者

招待会上宣布辞去首相职位。安倍辞 任 日 本 首 相，

不仅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同时也将对其大力

推行的 “印太构想”产生冲击，使其在后安倍时代

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菅义伟的执政表现来

看，其总体上继承了安倍 “印太构想”的主要理念

和政策主张，但在具体表述中，菅义伟对日本 “印
太构想”的阐述又与安倍主张的 “印太构想”稍有

差异。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４日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后

的记者招 待 会 上，菅 义 伟 在 回 答 记 者 提 问 时 表 示

“希望共同创造和平与繁荣的印太”［１］，该表述与安

倍倡导的 “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构想”存在较大差异。

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任之初即表现出重

视 “印太构 想”的 姿 态，可 以 预 见 在 其 执 政 期 间，

将进一步发展及充实 “印太构想”，以此全面牵制和

制衡中国。同时，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是否会像特朗

普一样重视印太地区，全面推行 “印太战略”也面

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为此，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

构想”将何去何从？日本 “印太构想”的发展和演

变对中日关系以及地区安全秩序将会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针对 这 些 问 题，本 文 将 从 日 本 “印 太 构 想”

的演进历史 入 手，对 后 安 倍 时 代 日 本 “印 太 构 想”

进行展望，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日本 “印太构想”

战略演进的各种因素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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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 “印太构想”的战略演进

日本 “印太构想”的缘起和发展是日本对于当

前国际秩序以及地缘安全形势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

程。在安倍的强力推动下，日本的 “印太构想”开

始从理念、概念向含有具体内涵的外交政策演进，
从原本只是日本积极倡导的理念发展到逐渐获得部

分国家、地区接受和认可的外交政策，是日本在其

“随美型”的亚太战 略 构 思 破 产 后，在 中 美 “一 进

一退”、中国被认为通 过 “一 带 一 路”等 举 措 主 导

亚太及印太秩序构建的现实刺激下，由传统地缘政

治思潮发酵而催生的一种地区战略［２］。尽管各方对

于 “印太构想”的理解和认知存在差异，但不可否

认的是日本在 “印太构想”概念的推广、宣传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的 “印太构想”从缘起到

发展主要经历以下阶段。
首先是萌芽期，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

９月。日本印太构想的萌芽期与安倍第一次担任日

本首相的任期相重合。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日

本政府推行 “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通

过将亚欧大陆外围的新兴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支持

与日本拥 有 “相 同 价 值 观”的 国 家 开 展 外 交。此

时，日本即意识到亚欧外围国家以及印度洋周边地

区在日 本 外 交 战 略 中 的 重 要 意 义。２００７年８月，
安倍在印 度 国 会 发 表 “两 洋 交 汇”的 演 讲，其 指

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使其成为自由与繁荣之

海，将有利于推动突破地理界限的大亚洲框架的初

步成形……日本与印度密切联系形成的 ‘大亚洲’
应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囊括其中，便可推动建立

涵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宽广网络”［３］。很明显，安

倍坚持以自由民主价值观来划分阵营的行为与其第

二次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力推的 “印太构想”在理念

方面存在着一致性，而寻求以日印合作为基础，打

造包含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四国的 “大亚

洲”，其本质则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推动四国在

横跨印 太 地 区 的 范 围 内 强 化 安 全 合 作。甚 至 在

２００７年，安 倍 提 出 构 建 日 本、美 国、印 度、澳 大

利亚四国组成的 “民主国家联盟”，由于其他三国

对该倡议分歧较大而搁浅。安倍第一任期执政不到

一年便下台，使得 “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政策理念

和主张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接任安倍出任日

本首相的福田康夫以及民主党政府对于安倍的这一

政策主张并不认可，结果使得以自由民主划线、构

建以包围中国为目的的 “自由与繁荣之弧”未能有

效推行便不了了之。安倍短暂的第一任期使其没有

时间来推进 “自由与繁荣之弧”，但从其第二任期

强力推行的 “印太构想”来看，安倍对于自由民主

价值观的倚重，以及对印度在未来牵制中国方面的

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识。“印太构想”的理念及政

策主张几乎延续和继承了 “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

值观外交，而 “自由与繁荣之弧”实际上成为日本

“印太构想”外交政策的重要启蒙。
其次为形 成 期，时 间 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到２０１６

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 倍 第 二 次 担 任 日 本 首

相，经过第一任期的历练，安倍在应对错综复杂的

国内、国际形势方面表现的尤为老到和成熟，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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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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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太战略理念［４］。安倍刚上台不久即将其首次担任

日本首相期间倡导的 “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构

想进行升级和重新 包 装，一 方 面，明 确 地 理 范 围，
将 “自由之弧”明确 为 “印 太”地 区；另 一 方 面，
在坚持价值观挂帅，强化民主自由理念在日本筛选

外交伙伴中的重要性的同时，提议构建以日美印澳

为基础的 “菱形安保体系”，打造横跨印太的安保

合作机制。安倍刚即位不久即发表英文文章，强调

通过加强与美国、印度及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间的

合作，构建 “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来抗衡中国。安

倍在文章中认为 “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

与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紧密相连，日本

作为亚洲最为古老的海洋民主国家，应在维护太平

洋及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方面发挥更大

的作用”［５］。２０１３年１月，安倍阐释 “日本外交新

的五原则”时指出 “当前美国关注的重心开始向印

度洋及太平洋交汇地区转移，应强化日美同盟在维

护两个大洋的安全与繁荣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加

强与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国家间的合作，构建横跨印

度洋和 太 平 洋 的 关 系 网 络”［６］。２月，安 倍 访 问 美

国，并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发

表名为 “日本归来”的演讲，安倍在演讲中首次明

确使用 “印太”（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这一专业术语，并将

“印太”和 “亚太”当作是一个并列的区域，强调日

本应联合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及韩国等所谓民主

国家，共同保护海洋［７］。安倍在第二任期便频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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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阐释其倡导的 “印太”概念，随着安倍 “俯瞰

地球仪”外交的推进，“印太”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

充实，开始向带有战略指向性的 “印太战略”转变。
最终 在２０１６年８月 举 行 的 日 本·非 洲 发 展 会 议

（ＴＩＣＡＤ）上，安 倍 正 式 提 出 “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战

略”，标志着作为日本新的外交战略的 “印太战略”
正式成型。

再次为确立期，时间从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２０１６年８月，安倍在日本·非洲发展会议

（ＴＩＣＡＤ）上明确 提 出 “印 太 战 略”，标 志 着 经 过

前期的萌 芽 与 构 想，日 本 的 “印 太 战 略”正 式 确

立。尽管安倍此时已经正式将 “印太战略”抛向国

际社会，但 “印太战略”的具体内容尚不明晰，安

倍在出访及参加国际会议期间对 “印太战略”内涵

的介绍也只是多 次 重 复 使 用 “自 由、开 放、和 平、
繁荣、法律支配”等词语、重视及强调从太平洋到

印度洋的地理区位及日本承担的责任，至于 “印太

战略”的框架及内容事实上还未成体系。２０１７年１
月，安倍对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及越南

进行访问之际，频繁 向 各 国 推 销 “印 太 战 略”。在

越南河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指出 “日本将

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确保从亚洲到环太平洋地区

再到印度 洋 这 一 广 袤 的 区 域 内 的 和 平 与 繁 荣。为

此，日本意识到将在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指

导下，作为地区一员承担重要的责任”［８］。２０１７年

９月，时任日本外相的河野太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发表演讲，其在演讲中提到维持国际社会的三个

原则 “一为尊重国际法及国际规则，二为尊重世界

的多样性，三为尊重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河野

进一步表示日本要推进 ‘印太战略’，首先应维持

受法律支配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其次要通过强

化地区间基础设施的连通实现经济繁荣，再次为重

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９］。河 野在哥伦比亚大

学的演讲大致描绘出了日本 “印太战略”的主要内

容。而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则进一步

明确 “印太战略”的内涵，提出支撑日本 “印太战

略”的三根支柱，分别 为 （１）法 律 支 配、航 行 自

由等基本价值观的普及和稳固，（２）通过基础设施

的连通而实现经济发展，（３）支援海上执法能力构

建等可以 实 现 和 平 与 稳 定 的 机 制［１０］。至 此，日 本

“印太战略”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印太战略”作

为日本政府谋求制衡中国，进而塑造和构建新的地

区秩序的重要抓手日益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第四为发展期，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今。为

了让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能够接受日本的 “印太战

略”，安倍在对外出访及参加国际会议期间，言必

谈 “印太”。日本尤其重视游说和拉拢美国、印度、
澳大利亚以及印太沿线国家，希望其支持及共同推

进日本的 “印太战 略”，但 从 实 际 效 果 来 看，印 太

沿线国 家 普 遍 对 日 本 的 “印 太 战 略”抱 有 警 惕 心

理，不愿意在大国间 公 开 “站 队”。尤 其 是 日 本 担

心东盟各国执行等距离外交路线，不会完全遵循日

本的 “印 太 战 略”［１１］。为 此，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
日本首相安倍在与马来西亚总理举行会谈期间，首

次将 “印太战略”改 为 “印 太 构 想”，这 使 得 原 先

过于强调竞争与对抗的 “印太战略”开始向重视协

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这预示着日本关于印太地区

的战略构想是动态调整和不断发展的，随着国际形

势及地区合作状态的发展，日本日益重视欧洲各国

在其 “印太构想”中 的 重 要 意 义。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４
日，安倍在日本国会举行演讲时表示 “在坚持日美

同盟为基轴的同时，日本应携手英国、法国、澳大

利亚、印度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实现自由开放

的印太”［１２］。该 表 述 与 以 往 相 比 更 加 强 调 多 边 合

作，更为重视 欧 洲 在 日 本 “印 太 构 想”中 的 重 要

性。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安倍在日本国会举行施政

方针演讲时表示 “在坚固的日美同盟基础上，与欧

洲、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等具有基本价值观的国

家一道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１３］。该发言在强调日

美同盟的重 要 性 的 同 时，也 为 未 来 日 本 “印 太 构

想”的发展 指 明 了 方 向，即 未 来 日 本 的 “印 太 构

想”将积极联合欧洲各国，拉拢其介入印太事务，
以牵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日本将 “印太战略”改为 “印太构想”并未改

变日本牵制中国、争夺印太地区秩序主导权的战略

意图，但名称的改变势必会为 “印太构想”增添新

的内容，也将促使日本的 “印太构想”更能适应地

缘竞争及国际合作出现的新形势与新情况。随着安

倍的辞任，以及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的上台，在面对

中美博弈以及地区秩序竞争方面出现的新态势，日

本政府势必会对 “印太构想”进行调整，后安倍时

代日本 “印太构想”的走向更加值得重视。

二、菅义伟的印太认知及

其 “印太构想”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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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菅义伟正式当选为日本第９９任首相。安倍的辞

任及菅义伟的上台，让安倍力推的 “印太构想”面

临诸多不确定性。菅义伟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记者

招待会上表示 “为了坚决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在

战略推进 ‘印太构想’的同时，也要与中国、俄罗

斯等近邻构筑稳定的关系”［１４］。而在访问印度尼西

亚期间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菅义伟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表示 “日本的 ‘印太 构 想’并 不 针 对 特 定 国 家，
只要两国有共同的认知都可以开展合作，完全没有

打造印太版北约的意思”［１５］。在１０月２６日举行的

国会演讲中，菅义 伟 表 示 “要 与 东 盟、澳 大 利 亚、
印度及欧洲等具有共同价值的国家携手建立基于法

律支配的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在此之后，菅义伟

表示 “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

地区及国 际 社 会 也 非 常 重 要”［１６］。而 菅 义 伟 在１１
月１４日关于 “和平 繁 荣 的 印 太”的 发 言，更 是 让

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担心其会改变安倍力推的 “印太

构想”。一方面，“和平繁荣的印太”与安倍一直强

调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在名称上存在差异，会让

日本国民误以为菅义伟想要修改该战略构想。另一

方面， “和平繁荣的印太”与 “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所要传递的信息也完全不同。 “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坚持价值观外交，利用自由、民主等价值观来牵制

中国，而 “和平繁荣的印太”则重视地区稳定与经

济发展，是菅义伟曾说的 “日本印太构想不针对特

定国家”的重要体现。为了避免再次引发争论，菅

义伟在此后的涉外国际场合加大了使用 “自由开放

的印太”的频率，包括在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举行的

日美首脑电话会谈中，以及在３月３０日会见印度

尼西亚外长和防长时，菅义伟都强调通过各方合作

来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重要性。实际上，安

倍全力推行的 “印太 构 想”，其 本 质 为 “价 值 观 外

交”与 “地缘政治”的混合体，通过以共同价值观

为指引，拉拢美国、印度、欧洲等国家与中国开展

地缘竞争。菅义伟关于 “和平繁荣的印太”的发言

一公布即引发日本国内舆论争论，从这可看出日本

国内尤为关注菅义伟如何继承安倍的外交遗产，十

分重视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的走向。毕竟，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日本在与中国的地

缘竞争中难以获得优势，而利用价值观外交、打价

值观牌可以联合美国、欧洲、印度等西方所谓民主

国家来共同牵制中国，一定程度上弥补中日间日益

失衡的地缘竞争。

从菅义伟执政以来关于 “印太构想”的表述来

看，其总体上延续安倍 “印太构想”的主要理念和

政策框架，但在部分领域及具体执行层面，菅义伟

的 “印太构想”又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和内涵。
第一，关注区域内国家的感受，淡化 “印太构

想”的斗争性与对抗性，突出 “印太构想”重视合

作与协调的内涵。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２日，菅义伟在日

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公开辩论会上，公开表示反对

建立 “亚洲版北约”，并 强 调 “这 可 能 会 制 造 朋 友

和敌人，日中之间存在各种难题，重要的是要灵活

使用高层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１７］。菅义伟拒绝建

立 “反华包围圈”的发言一方面为其担任日本首相

后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消除

区域内小国面临 “选边站队”的困扰，凸显 “印太

构想”在推进地区合作与协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甚至在菅义伟担任日本首相后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

领导人峰会 （１０＋３）上，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以及

打消东盟各国对日本 “印太构想”的防范心理，其

在会上都未提 “印太构想”。尽管担任日本首相后，
菅义伟在参与各项活动期间，时常将 “自由开放的

印太构想”挂在嘴边，但正如其在会见印度尼西亚

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会谈时所强调的 “自由开放

的印太”离不开各方的合作。
第二，经济安全因素在日本 “印太构想”中的

重要性日益上升，通过采取灵活的区域经贸策略，
联合美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国构筑稳定的供应链

体系，切实维护日本的经济安全。菅义伟的 “印太

构想”在淡化地缘竞争的同时，积极联合美国、澳

大利亚及印度等国打造以 “维护经济安全”为主要

内容的对华博弈框架。新冠疫情在全球大规模的扩

散不仅对全球化的发展产生冲击，同时也重创全球

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严重依赖海外供应链的日本而

言，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让日本对供应链的安全有

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新冠疫情暴发初始，为了分

散风险，防止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分依赖，时任日本

首相的安倍即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日企将在华生产

线迁回日本或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同时，日本积极

拉拢印度和澳大利亚就供应链安全议题开展合作，
在２０２０年９月，日印澳三国就强化在印太框架下

构筑 “供应链联盟”达成一致。菅义伟上任后，在

印太框架下维护日本的经济安全的议题显得尤为迫

切，首先，构筑稳固的供应链体系。菅义伟在延续

安倍执政期间推行的供应链改革政策的同时，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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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与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间的合作，进一步推

动日本 供 应 链 的 分 散 化、多 元 化；其 次，联 合 美

国、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国家，进一步扩大 “供应链

联盟”，在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举行的日美印澳四国

首脑会谈中，四国同意在高新科技领域加强合作，
强化在半导体及稀土供应链领域的协作，摆脱对中

国的依赖［１８］。再 次，采 取 灵 活 的 经 济 策 略，积 极

转变 态 度 加 入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ＲＣＥＰ）。日本在加入ＲＣＥＰ方面一直采用的是和

印度进行捆绑的战术，如果印度不参加，日本也将

放弃加入。然而，疫情的持续恶化给日本经济带来

冲击，日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市场对后疫情时代日

本经济的重要性。为此，日本不得不 “抛弃”印度，
签署该协定。最终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日本参议

院批准该协定，预示着ＲＣＥＰ已经通过日本众参两

院的批准，该协定预计将在２０２１年年底正式生效。
第三，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作用，维

护东盟在 “印太构想”中的中心地位，拉拢东盟各

国共同牵制中国。菅义伟上台后积极拉近与东盟各

国间的关系，除了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选择越南和印

度尼西亚外，菅义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东盟

在 “印太构想”中发挥中心作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
日，日本与东盟各国首脑举行视频会议，菅义伟在

会上表示 “全面支持东盟的印太展望”，并在会后

的联合声明中指出 “日本支持东盟在构建自由、开

放且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 ‘印太构想’中发挥中

心作用”［１９］。２０２１年４月，菅义伟访问美国，在日

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日本和美国

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性的作用，支持东盟

首脑峰会通过的 《印太展望》”［２０］。菅义伟重视东

盟在印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凸显在后安倍时代，
如何拉拢东盟共同推进印太框架下的国际多边合作

将是未 来 日 本 “印 太 构 想”需 要 关 注 的 重 要 议 题

之一。
此外，日美同盟在 “印太构想”中的重要性日

益显现，菅义伟和拜登对 “印太”的认知呈现 “趋
同化”的趋势。安 倍 执 政 期 间 推 行 的 “印 太 构 想”
和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推行的 “印太战略”在

战略目标、实现路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而菅义

伟和拜登在谈论 “自由开放的印太”时，更看重普

遍的价值、共同的原则以及加强与印度、东盟及澳大

利亚等国构筑印太框架下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双方

对于 “印太”的理解呈现趋同化的趋势。在２０２１年４

月１６日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双方表示 “要进一

步强化作为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基石的日美同盟”，
在发布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中，双方认为 “日美同盟

应在基于普遍的价值及共同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实现自

由开放的印太及地区经济繁荣的愿景”［２１］。

三、岸田的 “印太构想”展望及后

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的发展

　　日本的 “印太构想”经过菅义伟的诠释已经展

现出与安倍执政期间不同的内涵和特点。随着中美

大国博弈的持续推进，日本面临的战略压力也将会

进一步加大，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面临的

国际战略环境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菅义伟仅

执政一年，其关于日本 “印太构想”的诠释和理解

尚未完全反映到政策上便匆匆下台。接替菅义伟出

任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曾在安倍长期政权里连续多

年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是安倍 “印太构想”政策的

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之一，其刚上任即向外界展示

出重视 “印 太 构 想”的 姿 态。包 括，进 一 步 将 自

由、民主、人权的价值 观 嫁 接 在 “印 太 构 想”里，
重视英法、东 盟 以 及 日 美 同 盟 在 印 太 地 区 中 的 合

作，强调联合域外的欧洲各国共同实现自由开放的

印太地区。在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将如何

发展不仅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影响，同时也将

会干扰中 国 与 欧 盟 及 东 盟 各 国 间 的 政 治、外 交 关

系。为此，对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的发展

进行正确研判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的价值观

外交导向将进一步加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

观在日 本 “印 太 构 想”中 的 重 要 性 进 一 步 提 升。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８日，日本首相岸田任命原日本防卫

相中谷元担任首相辅佐官，专门处理所谓的 “人权

问题”。以 “人权”为代表 的 价 值 观 外 交 将 会 在 岸

田的对外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自从拜

登上台以来，为了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在价值观领域

的对华施压，日 本 在 干 涉 中 国 内 政、炒 作 中 国 香

港、新疆及台湾问题等方面表现的越来越高调。在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６日举行的日美２＋２会 谈 中，日 美

双方强调 “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很重要”，并对

中国香港及新疆的人权问题表示关切。在日美首脑

会谈中，更是强调将日美共享自由、民主、人权等

价值观列为推进 “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基础，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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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５２年在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中提及中国台湾问

题。尽管日本并未像美国一样利用价值观外交对中

国开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但随着拜登持续利用自

由、民主等价值观对中国进行打压，岸田政府配合

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将是大概率事件。
而在 “印太构想”已经成为日本牵制中国的战略抓

手的背景下，强化 “印太构想”的价值观导向将会

是岸田时期日本 “印太构想”的重要发展方向，同

时也成为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战略演进的

重要一环。
其次，日 本 更 为 重 视 “日 美 印 澳 四 国 安 全 机

制”，意图 将 该 合 作 机 制 打 造 成 日 本 “印 太 构 想”
从军事安保领域牵制中国的重要工具。“日美印澳

四国 安 全 对 话”最 早 由 日 本 前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于

２００７年提出，尽 管 该 对 话 机 制 自 提 出 以 来 进 展 并

不顺利，但随着日本 “印太构想”的持续推进，该

对话机制越 来 越 受 到 日 本 的 重 视。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在日本的大力推动下，四国外长在东京举行第二次

会议。此次会议是疫情期间少有的实体会议，也是

菅义伟执政后举行的首次实体高层会议。２０２１年３
月，“日美印澳四国安全机制”首次举行首脑峰会，
时隔不到半年 四 国 将 外 长 会 升 级 到 “首 脑 级 别”，
凸显日美印澳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强化全方位合作的

紧迫感。日本作为该合作机制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

者，十分看重该机制在推进日本 “印太构想”、协调

各方对华立场中的作用。一方面，日美印澳四国是

安倍原先提出的 “菱形安保体系”的重要支点，同

时也是日本推进 “印太构想”需要争取的合作伙伴；
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加强与美印澳各国间的安全合

作，以此改善日本与中国在博弈时的战略不利地位。
随着日本 “印太构想”的持续推进，中日在有关海

上安全、领土纠纷以及地区海洋秩序方面的对立将

会日益加剧。为此，日本需要升级 “日美印澳四国

安全机制”，并 将 该 机 制 打 造 成 日 本 推 行 “印 太 构

想”的重要载体，使其成为未来日美主导的防范及

遏制中国的多边安保合作机制。
再次，日本将推动 “印太构想”与英国、法国

等国家的印太政策进行对接，利用人权问题、南海

争端等地区热点拉拢更多的域外势力介入印太地区。
在安倍担任日本首相期间，积极拉拢英、法、德等

国介入印太事务即是日本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

力日益上升的重要举措之一。菅义伟上台后，不仅

忠实的执行该政策，而且还加大对英国、德国的游

说力度，鼓励其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安保合作，增强

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２日，日本

与德国签署 《情报 保 护 协 定》，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３日，
日本与德国举行首次防长外长参与的２＋２会议，德

国方面表示 “将 在 今 年 夏 天 向 印 太 地 区 派 遣 军 舰，
并计划停靠日本港口。同时，双方正就德国军舰与

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展开协调”［２２］。日德２
＋２会谈是日本继与英国、法国之后和欧洲国家间

建立的第三个会谈。岸田文雄接替菅义伟出任日本

首相后延续 前 任 首 相 重 视 欧 洲 地 区 的 政 策。２０２１
年１１月１５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法国总统马克

龙举行电话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实现 “自由开放

的印太”而 携 手 共 进［２３］。可 以 预 见，在 岸 田 执 政

期间，日本将会积极游说欧洲国家介入印太事务，
通过实现日本 “印太构想”与各国印太政策进行对

接，从而谋求强化与世界主要国家在印太地区开展

安保合作，打造牵制中国的 “朋友圈”。
此外，日美同盟在印太地区的安保合作将进一

步强化。在拜登重视盟友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将赋

予日美同盟在印太地区更为重要的使命，要求日本

承担更多的同盟责任。在该背景下，日本极力将美

国捆绑在 “印太构想”的战车上，将日本的 “印太

构想”打造 成 后 安 倍 时 代 日 美 同 盟 在 印 太 地 区 的

“行动指南”。当然，重视经济及区域经贸发展的岸

田文雄并不希望将日本的 “印太构想”塑造成专门

对抗中国的工具。中国经济及市场对于日本摆脱疫

情冲击、重新 恢 复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为

此，如何维持中日关系的稳定，让日本的 “印太构

想”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与地缘对抗之

间、在与中国的竞合关系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仍

然会是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需要认真应对

的问题。

小　结

安倍作为日本 “印太构想”的主要发起者和推

动者，在日本 “印太构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

键性的作用。安倍辞任日本首相后，引发日本社会

关于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想”去留的担忧。接

替安倍出任 日 本 首 相 的 菅 义 伟 延 续 了 安 倍 推 行 的

“印太构想”的政策理念及整体框架，同时在面对

新冠疫情冲 击 以 及 中 美 大 国 竞 争 日 益 激 烈 的 情 况

下，对日本的 “印太构想”进行了发展，包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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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构想”中的经济安全因素、关注区域内国家

的感受及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性作用等。
然而，菅义伟执政时间短暂，其关于 “印太”的诸

多理念和政策并未得到完全施行，接替其出任日本

首相的岸田 文 雄 很 有 可 能 在 延 续 安 倍 及 菅 义 伟 的

“印太政策”的基础 上，进 一 步 强 化 人 权、欧 盟 及

东盟在日本 “印太构想”中的分量。因此，在岸田

文雄执政期间，日本的 “印太构想”在坚持价值观

外交及地缘竞争的基础上，将会积极拉拢东盟、英

国、法国、德国等世界主要国家介入印太事务，并

将日美同盟与日本 “印太构想”进行深度捆绑，全

力将印太地区塑造成大国竞争的 “竞技场”，打造

围堵中国的 “朋友 圈”。基 于 此，后 安 倍 时 代 的 中

日关系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

力。一方面，以东海及南海问题为代表的领土主权

纠纷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日美恐将进一步利用

领土主权纠纷来强化日美同盟，增强日美同盟在应

对东海及南海危机中的协同能力及威慑能力；另一

方面，随着日本追随美国，积极利用中国香港、台

湾及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尝试冲击中国在

台湾、新疆等问题上的底线，恐会对中日关系的发

展产生严重威胁。当然，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

想”的顺利推进也面临诸多限制性因素。一方面，
“印太构想”内涵的扩大化及多元化使得日本 “印

太构想”的政策目标泛化，日本既想利用 “印太构

想”对中国进行战略 牵 制，又 希 望 在 “印 太 框 架”
下开展合作，既为了防止供应链对华的过分依赖而

联合日印澳三国构建 “弹性供应链计划”，又想依

赖中国经济助日本在后疫情时代实现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等。上述政策目标间如何协调、统筹将是考验

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府的一大议题，一旦拜登政府以

及后续的美国政府强化对日本的胁迫，要求其进一

步配合美国的反华战略，那么中日间的合作及经贸

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印度是否会全面

配合日本 “印太构想”的推进也存在不确定性。在

日本 “印太 构 想”中，印 度 扮 演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安倍执政期间的日印关系也得到飞速发展。然

而，安倍辞任后，短期内日本较难出现如安倍一样

强势的领导人，这使得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在

协调国内及国际各种势力、争取各方支持 “印太构

想”的推进方面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况且，印度作

为战后不 结 盟 运 动 的 发 起 者，其 对 印 太 框 架 下 的

“日美印澳”同盟化倾向一直抱有警惕心理，其对

华战略与日美也存在差异。同时，后安倍时代日本

“印太构 想”的 推 进 面 临 的 地 缘 形 势 将 更 为 复 杂，
尤其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日本是否有决心和

能力保持高度的战略活跃度依然存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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