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加紧遏华背景下

日本的战略选择

卢　昊

　　摘　要：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总体维持并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中

美日三边关系在既有走势上呈现出新的动向，其中美日同盟协调强化，中日关系趋向冷

却。中美日三边关系焦点集中于意识形态、经济技术、台湾问题、“印太战略”等领域。美

日联合遏华态势加强，但美日在具体领域的对华政策仍有差别。作为中美日中的“活跃

角色”，日本持续聚焦中美关系形势变化，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为核心目标，倾向依托美国

主导的盟友体系，但企图保持相对“灵活”立场，在国际秩序建构中着力加强“价 值 观 外

交”，加速改革国家安全战略以强化自主防卫态势。日本的战略选择将给中美日三边关

系发展乃至亚太地区形势带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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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初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意图在管控中美冲突风险的同时，

维持乃至强化对 华 战 略 竞 争 态 势，导 致 中 美 关 系 持 续 恶 化，并 由 此 驱 动

美日、中日关系发 生 变 化。美 日 联 合 遏 华 态 势 日 益 突 出，中 美 日 三 边 关

系“内部张力”趋向增强。在此背景下，日本将应对中美关系变化作为自

身对外战略首要 问 题，在 中 美 日 三 边 中 表 现 活 跃。在 意 识 形 态、地 缘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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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经济安全等领域，美日遏华态势显著升级，形势趋向复杂。在总体上

强化与美国战略 配 合 的 同 时，日 本 也 表 现 出 自 己 特 有 的、与 美 方 有 所 差

别的施策手段。这反映了日 本 在 中 美 日 三 边 关 系 中 有 着 相 对 独 立 的 战

略考量与利益诉求。

　　一、中美日关系基本形势

　　当前国际局势 下，中 美 关 系 作 为“主 要 矛 盾”，不 仅 直 接 影 响 中 美 日

三边关系中的另两组关系，即美日、中日关系，也引导国际格局及秩序重

构趋势，导致地缘政治复杂性增强。当前，中美、美日及中日关系呈现以

下基本态势。

（一）中美关系相对平稳，但美对华遏制持续深化

拜 登 政 府 上 台 后，对 华 战 略 实 质 上 延 续 了 特 朗 普 政 府 基 本 方 针。

拜 登 总 统 在２０２１年２月 初 首 个 外 交 政 策 演 讲 及４月 底 的 国 会 演 讲 中

称，中 国 是 美 国“最 严 峻 的 竞 争 对 手”。３月３日，美 国 国 务 卿 布 林 肯

在 自 己 首 个 外 交 政 策 演 讲 中 称，中 国 是“唯 一 在 经 济、外 交、军 事、科

技 上 对 美 国 构 成 挑 战 的 国 家”，并 以“３Ｃ”概 括 美 国 对 华 政 策，称 美 国

将“从 实 力 地 位 出 发 应 对 中 国”。① 同 期，拜 登 政 府 发 布《临 时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纲 要》，将 中 国 定 位 为“唯 一 有 能 力 对 稳 定 开 放 的 国 际 体 系 构

成 持 久 挑 战 的 对 手”。２０２１年４月 下 旬，美 国 参 议 院 外 交 关 系 委 员 会

通 过《２０２１年 战 略 竞 争 法 案》。该 法 案 要 求 拜 登 政 府 强 化 针 对 中 国 的

战 略 竞 争 措 施。可 见，拜 登 政 府 上 台 后 对 华 战 略 竞 争 并 未 减 弱，反 而

呈 现 纵 深 发 展 趋 势。

相比特朗普时期 中 美 关 系 的 剧 烈 震 荡，拜 登 政 府 执 政 至 今，中 美 关

系虽矛盾不断，但总体相对平稳。２０２１年９月和１１月，习近平主席与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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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总统两度通话。中美首脑否定了两国关系陷入“新冷战”的局面，表明

将防止中美关系“脱轨”。１１月，中美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 间 发 布“联 合 宣 言”，展 现 合 作 姿 态。一 方 面，相

比特朗普政府的 单 边 施 压，拜 登 政 府 更 倾 向 于 利 用 多 边 制 衡，调 动 盟 友

力量开展对华竞争，在多 领 域 组 织“制 华 同 盟”，“逐 步 但 确 实 地”挤 压 中

国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基于管控风险、避免直接冲突的考虑，拜 登 政 府

亦谋求与中方保持战略 沟 通，乃 至 开 展“有 限 合 作”。中 美 首 脑 通 话 后，

美方在国际多边场合再度提及中美合作，提出所谓“再挂钩”“持久共存”

等概念。① 但总体 上，美 国 对 华 实 施“全 领 域”遏 制 仍 是 大 趋 势。相 比 特

朗普时期，拜登执政 下 的 美 国 更 明 确 聚 焦“中 国 挑 战”，更 讲 求 体 系 性 对

华竞争，更倾向于 依 赖“基 于 共 同 价 值 观 的 盟 友”作 为 核 心 手 段。② 中 美

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方面矛盾突出。与安全密切相关的经济与科技领

域更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新战场。

（二）美日关系再度升温，同盟合作得到加强

在美国维持对华 战 略 竞 争、中 美 关 系 日 趋 复 杂 的 背 景 下，美 日 关 系

近年来总体持续强化。但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方针下，日本对美

战略信任下降。两国在经贸协定、防卫费分摊等方面矛盾公开化。而拜

登政府积极修复 与 日 本 为 首 的 亚 太 盟 国 关 系，推 动 美 日 关 系 再 度 升 温。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 日 高 层 对 话 频 次 有 所 增 加，且 会 议 气 氛 友 好。２０２１

年１月下旬，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成为首个与拜登总统进行通话的外国

首脑。岸田文雄 首 相 组 阁 后 次 日 即 与 拜 登 通 话。尽 管 岸 田 文 雄 尚 未 实

现访美，但在日方积极争取下，于２０２２年１月与拜登进行了视频通话，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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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拜登访日达成共识。① 美日外交及防务部门也保持密切磋商。拜登

政府上台一年时间内，美日“罕见地”举行了两次外交与防务“２＋２”部长

级会议。② ２０２１年下 半 年，一 度 陷 入 僵 局 的 美 日 防 卫 费 分 摊 谈 判 重 启。

经过磋商，日本基本同意增加负担驻日美军防卫费。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中旬，

美国参议院批准曾 担 任 白 宫 办 公 厅 主 任 的 拉 姆·伊 曼 纽 尔 为 美 国 驻 日

大使，填补了自２０１９年７月以来该职位的空缺。

美日高层对话中，美 方 多 次 重 申 对 日 本 的“安 全 保 护”与 战 略 支 持，

强调“让美日 关 系 成 为 同 盟 合 作 典 范”，鼓 动 日 本 在 同 盟 内 承 担 更 多 责

任，从而修复在特 朗 普 时 期 受 损 的 日 本 对 美 信 任，调 动 日 本 在 美 国 同 盟

战略中的积极性。而经历了过去美日关系不确定阶段后，日方更加急于

构建两国首脑间的“信赖关系”。２０２１年，美日通过高层对话与各层级实

务磋商，着重推动以下议 程。一 是 基 于“日 益 严 峻 的 地 区 安 全 形 势”，全

面强化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切实提升美日同盟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美

国支持日本推动国家安 全 保 障 战 略 转 型 并 强 化 自 主 防 卫 力 量。二 是 明

确以美日为主导，投 入 更 大 力 度 构 建“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地 区”，加 强 与 印

太地区乃至地区外“志 同 道 合 国 家”的 合 作，使 得 美 日 关 系 成 为“印 太 地

区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基石”。③ 三是在全球治理，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气候变化、核裁军等方面加强协调合作。④ 尽管美日在具体

议题上仍有分歧，但双方针对中国的“共同战略指向”保持稳定并得到强

化。政治对话较为有效地改善了美日双方的互信水平与战略联动。

（三）中日关系趋冷，摩擦矛盾有所增加

在中美矛盾深化、美 日 关 系 改 善 的 情 况 下，中 日 关 系 延 续 新 冠 肺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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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发以来逐 渐 下 行 的 趋 势，虽 然 未 爆 发 严 重 冲 突 或 危 机，但 矛 盾 进

一步增加。２０２１年，中日高层交流较为有限，战略对话相对停滞，各层级

实务磋商集中在经济、海洋事务层面。菅义伟政权后期尽管仍声称要构

建“稳定的日中关系”，但 日 益 倾 向 与 美 国 加 深“战 略 捆 绑”，深 化 与 其 他

“民主盟国”协 作 并 排 斥 中 国，中 日 矛 盾 持 续 上 升。岸 田 文 雄 继 任 首 相

后，中日首脑很快 实 现 通 话，重 申 切 实 践 行“互 为 合 作 伙 伴、互 不 构 成 威

胁”的政治共识，密 切 沟 通 合 作，管 控 分 歧，确 保 两 国 关 系 平 稳 过 渡。但

中日关系中 仍 存 在 显 而 易 见 的 风 险 隐 患。一 方 面，美 国 强 化 遏 华 背 景

下，日本对华政策受 美 国 战 略 牵 引，“挟 美 遏 华”以 争 取 博 弈 优 势 的 倾 向

增强；另一方面，日本对华竞争防范思维日趋主导战略决策，国内对华舆

情持续走向恶化，执政党、政界要求对华强硬的呼声日益上升，乃至逢华

必反成为“政治正确”。在２０２１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与众议院选举中，包括

岸田文雄在内的候选人大多做出对华强硬姿态，以迎合政界保守势力与

民粹主义舆论。①

作为安倍时期的外相，岸田文雄力争在继承“安倍—菅”外交路线前

提下，逐步彰显政 治 手 腕 与 自 身 政 策 特 色，对 华 政 策 上 则 维 持 协 调 合 作

与牵制防范并重的两面 策 略，并“适 时”展 现 对 华 姿 态 上 的 强 硬 乃 至“坚

决”。在当选首相后首次记者会上，岸田文雄就中日关系表示，中国是日

本重要邻国及最大贸易伙伴，“必须继续维持对话”。② 此后，其又在首次

国会施政演讲中表示，“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对两国乃至地区和国际

社会都极为重要”。同时，岸田文雄强调要在对华交涉中坚守日本利益，

“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携手”以制约中方行动。③ 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

日国会施政演讲 中，岸 田 文 雄 表 示 将 着 眼 于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五 十 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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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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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総裁選、対中国·安保に濃淡」、『朝日新聞』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１日。
「岸田内閣総理大臣 記 者 会 見」、〔日〕首 相 官 邸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４日。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１００＿ｋｉｓｈｉｄ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１００４ｋａｉｋｅｎ．ｈｔｍｌ．
「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日〕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

ジ、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１００＿ｋｉｓｈｉｄ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

１００８ｓｈｏｓｈｉｎｈｙｏｍｅｉ．ｈｔｍｌ．



力争与中国构筑“既具 建 设 性 又 稳 定 的 关 系”，同 时 继 续“坚 持 应 该 坚 持

的主张，切实呼 吁 中 国 采 取 负 责 任 行 动”，展 现 出 对 华 牵 制 姿 态。① 在 此

背景下，中日传统 意 义 上 的 政 治 安 全 矛 盾 及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难 以 化 解，而

在意识形态、经济安保、台湾问题等领域，则由于日本积极动用遏制性政

策工具、强化对华制衡而成为新的矛盾焦点。这也让中日关系未来走向

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二、中美日三边关系焦点领域及日本的角色

　　在美国对华 战 略 竞 争 长 期 化、常 态 化 且 日 趋 深 入 的 情 况 下，日 本 的

角色愈加无法忽 视，参 与 其 中 的 主 动 性 及 影 响 力 亦 不 断 提 升。当 前，美

日联动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日益聚焦于意识形态、经济技术、台湾问题、

“印太战略”等领域。总体 上，美 日 联 手 遏 华 态 势 较 为 明 显，但 日 本 在 配

合美国战略指向、运 用 自 身“战 略 资 产”制 衡 中 国 的 前 提 下，采 取 的 具 体

策略和实施力度与美国有所差别。

（一）意识形态领域

拜登政府将维护 美 国 主 导“自 由 主 义 国 际 秩 序”与 对 华 战 略 竞 争 手

段相结合，将人权作 为 对 华“价 值 观 外 交”的 核 心 议 题，积 极 渲 染 中 美 政

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差异，大肆炒作所谓的新疆、香港“人权问题”，并将其

与贸易、科技合作挂钩，联合盟友强化对华制裁。继２０１９年出台所谓“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月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所谓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并于１２月下旬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美国

还结合外交与经济手段，恶炒产业链上所谓“侵犯人权”现象，推进“人权

尽职调查”，持续 抹 黑 中 国 形 象，激 化 中 国 与 西 方 国 家 的 矛 盾。例 如，在

美国挑动下，欧盟与中国围绕人权问题的矛盾加剧，以致中欧关系震荡。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美国牵头召开“民主峰会”，聚 焦 所 谓 反 对“威 权 主 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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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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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和保护人权议题，实则打着民主旗号共同对华施压。①

在美国利用人权 等 意 识 形 态 工 具 对 华 施 压 时，日 本 亦 强 调 发 挥“价

值观外交”制衡中国的作用。特别是岸田文雄上台后，公开宣称“新时代

现实主义外交”的首要支柱就是“珍视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基于法治等

普世价值和原则”。② 岸田政府新设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由前防相中谷

元担任。自民 党 内 部 亦 成 立“外 交 人 权 问 题 项 目 组”，提 供 政 策 支 持。③

在此基础上，日本在国际场合积极响应美方，对所谓的香港、新疆及西藏

“人权问题”“深表关切”，强调将基于人 权 等“普 世 价 值”立 场“在 各 层 面

与中国交涉”。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所谓“人权决议”，恶意

诋毁中国人权状况。

需要看到，日本在 支 持 美 国 对 华 意 识 形 态 施 压 的 同 时，具 体 策 略 上

亦保留了“余地”，避免直接批评或采取实质制裁，从而激化中日矛盾，同

时保持与中方在相 关 问 题 上 的“对 话 渠 道”。尽 管 自 民 党 内 不 断 有 意 见

要求立法制裁中国，但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岸田文雄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表示，目

前暂不考虑制定日本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针对美国以“人

权问题”为由鼓动盟友 对 北 京 冬 奥 会 实 施“外 交 抵 制”，岸 田 文 雄 表 示 会

“根据本国利益独立判 断”，最 终 以“不 派 遣 政 府 代 表”方 式，派 东 京 奥 组

委主席桥本圣子等 出 席 冬 奥 会。但 日 本 强 调“人 权 外 交”并 追 随 美 国 干

涉中国内政、强化对华制衡，仍然为中日关系增加了新的对立因素。

（二）经济技术领域

拜登政府重视在 科 技、产 业 与 贸 易 等 领 域 构 建“制 华 同 盟”，以 维 护

经济安全为名，使用“强制性经济方略”的范围大幅扩大，强度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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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参院選まで火種回避 米 中·コ ロ ナ·経 済 が 関 門」、『日 本 経 済 新 聞』２０２１年１２
月２１日。
「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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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権担当補佐官に中谷氏　ポスト 新 設 対 中 国『毅 然 と 対 応』」、『読 売 新 聞』２０２１年１１
月９日。



体现为针对中国的经贸管制、投资规制及人才签证限制等。美国政府还

强调与“志同道合国家”联合，建立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①

例如，２０２１年５月中旬，美国拉拢欧、日、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大型科技

企业组建“美国半导体 联 盟”，并 力 主 以 七 国 集 团 为 核 心 打 造“技 术 十 二

国”，抢占技术及数字经贸规则制定权。６月，拜登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上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动员盟国开展基建合作，设定“高标准

国际规则”以制衡中国“一 带 一 路”倡 议。美 国 还 与 盟 国 开 展“新 尖 端 技

术相关合作”，在敏感及涉密技术领域封锁中方对外合作渠道。

作为美国主要盟 友，日 本 积 极 与 美 国 围 绕 经 济 安 保 强 化 战 略 联 动。

日美合作方面，２０２１年４月时任首相菅义伟访美与拜登总统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两国将“在 包 括 半 导 体 在 内 的 敏 感 供 应 链 方 面 加 强 合 作”，并 在

生命科学、人工智 能、太 空 技 术 等 领 域 重 点 合 作，还 宣 布 两 国 构 建“美 日

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 系”，共 同 研 发“安 全 和 开 放 的 下 一 代 通 信 网 络”。②

岸田文雄上台后，重点推进经济安保政策，在机构、政策及法制方面加紧

施策。２０２２年１月，岸田文雄与拜登视频通话，同意设立日美经济版“２

＋２”会议机制，以在供应链和技术开发方面加强合作。③ 另外，日美商议

设立限制尖端技术出口的新框架，范围涵盖半导体设备、量子密码、人工

智能等，并协调欧洲“民 主 盟 国”加 入，打 造“现 代 版 巴 统”。美 日 上 述 经

济技术合作具有 针 对 中 国 的 竞 争 性，特 别 是 以 确 保 先 进 技 术 垄 断、防 止

其流入中国为目标。

在遏制中国经济 技 术 发 展 方 面，美 日 具 有 一 致 性，但 在 具 体 策 略 上

有所差别。例如，在外资审查方面，美日基本步调一致，而在出口管制方

面，日本没有采取 类 似 美 国 的 单 边 行 动 及 实 体 清 单 做 法，而 是 依 据 既 有

国际制度参与多边出口管制。在经济政策上，日本尚未公开参与以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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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泳涛：《经济方略、经济安全政策与美日对华战略新动向》，《日本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
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ｆｉｌｅｓ／１００２０００５２．ｐｄｆ．
「対中国、日米連携探る　経済安保、深化で一致」、『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



中国为目的的集团或网络，也不像美国那样要求政府及企业全面切割与

中国企业的 供 应 链 合 作，而 是 倾 向 于 在 政 府 采 购 层 面 限 制 中 国 科 技 产

品，以及防止中国“窃 取”日 方 敏 感 技 术。这 表 明，日 本 试 图 在 美 国 要 求

对华实施经 济 技 术 封 锁 战 略 与 中 国 巨 大 的 市 场 吸 引 力 之 间 做 出 平 衡。

总体上，日本从维 护 同 盟 合 作 角 度 支 持 前 者，但 从 现 实 利 益 需 求 出 发 也

必然兼顾后者，保持对华经济与技术合作。

（三）台湾问题领域

拜登政府上台，美 国“以 台 制 华”战 略 更 趋 鲜 明。美 方 声 称“无 意 改

变台海现状”，但又大肆渲染“两 岸 军 力 失 衡”及 营 造“大 陆 武 力 攻 台”氛

围，在国际场合引发 各 方 关 注“台 海 和 平 稳 定”，同 时 谋 求 与 台 湾 强 化 实

质关系，为岛内“台独”势力撑腰。例如，２０２１年８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售

台 Ｍ１０９Ａ６自 行 火 炮 等 项 目，这 是 拜 登 政 府 首 次 宣 布 对 台 军 售。１０月

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放 言，期 望“台 湾 有 意 义 地 参 与 联 合 国 体 系”。１１

月，几名美国国会议员搭乘军机窜访台湾，另有议员提出所谓“武装台湾

法案”。２０２２年１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赖清德在“过境”旧金山期间

视频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２０２２年４月及６月，美国国会议员又接连窜

访台湾。

在美国以“切香肠”方式干涉台湾问题情况下，日本亦以更为积极的

姿态介入台海形 势，将 台 湾 问 题 作 为 牵 制 中 国 的 重 要 工 具。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岸田文雄首相在国会质询时表示，将在“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实质

关系这一以往政府方针下，力图进一步深化日台间合作”。２０２１年日 本

《防卫白 皮 书》首 次 明 确 写 入“台 湾 情 势 稳 定 对 日 本 重 要”。① ２０２１年２

月，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成立“台湾政策研讨小组”，专门应对台湾问题。

６月，日本参议院决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组织大会。岸田

文雄上台后亦对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

写ＣＰＴＰＰ）表示支持。２０２１年８月 下 旬 与１２月 下 旬，日 本 自 民 党 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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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与台湾民进党举行 所 谓“执 政 党２＋２”会 谈，谋 求 变 相 发 展 对 台 实 质 关

系。另外，日本向 台 湾 提 供 新 冠 肺 炎 疫 苗，加 强 日 台“议 员 交 流”。日 本

右翼政要纷纷鼓吹“日 台 亲 善”，要 求 制 定 日 本 版“与 台 湾 关 系 法”，甚 至

放言要“保卫台湾”及“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①

在美日联合策动下，２０２２年美日“２＋２”会议、美日首脑会谈，以及美

日共同参与 的 大 量 多 边 场 合 均 在 联 合 声 明 中 公 开 谈 及 台 湾 问 题。② 同

时，美日围绕“台海有事”议 题 积 极 进 行“军 事 准 备”，包 括 拟 定 作 战 计 划

与开展实战演习。２０２２年１月初，美日“２＋２”磋商明确加强双方军事设

施的“联合使用”，包 括 储 备 军 火 弹 药 和 共 用 飞 机 跑 道，以 支 持 日 本 强 化

在“西南诸岛”及台海一线的军事力量。③ 一些日本政要积极推动日美台

“三边战略互动”，声称基于“台海和平”与区域半导体供应链问题的重要

性，“需要让美国参与日台的安全对话”。④ 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日本政府

仍公开坚持“一中原则”，在一些问题上也试图与美方表现出立场差异⑤，

但其不断逼近中方“红线”的做法给中日关系带来巨大风险。

（四）“印太战略”领域

拜登政府维持了 特 朗 普 政 府 时 期 通 过“印 太 战 略”升 级 加 强 对 华 战

略遏制的路线，在军事、外交及经济方面同步强化该战略。美国“２０２２年

国防授权法案”中进一步增加对美军“印太司令部”及印太地区军事预算

的投入。美国全面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包括在该地区部署

高超音速陆基导弹，维持航母编队常态化巡航，继续在南海实施所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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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法制『台湾』に対応へ　存立危機事態などに備 え」、『日 本 経 済 新 聞』２０２１年４月

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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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３０日。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日米「２＋２」）（概 要）」、〔日〕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２年１
月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ｎａ／ｓｔ／ｐａｇｅ４＿００５４８３．ｈｔｍｌ．
「日米豪印、５Ｇ·半導体の技術利用に共同原則 対中国念頭」、『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１年９
月２５日。

例如，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份，对于中国大陆军 机 等 进 入 台 湾 地 区“防 空 识 别 区”，美 国 政 府 多 次

表示“强烈抗议”，而日本政府则避免直接“指责”，仅表示“期待（台海紧张）和平解决”。



行自由行动”，加强与盟友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合作与多边军演。２０２１年，

美国两次牵头召开美日印澳四边首脑会谈，巩固“四边对话机制”，并于９

月组建美英澳“印太安全联盟”（英文缩写ＡＵＫＵＳ），由美、英支持澳大利

亚建造核潜艇。① 拜 登 总 统 频 频 派 出 高 层 出 访 印 度 及 东 盟 国 家，加 强 对

印太各国的外交拉拢。１０月，拜登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涉及贸易便利

化、数字经济标准、供应链弹性、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开发等方面，企

图主导区域合作并对冲中国影响力。

在拜登政府积极强化“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本主动充当美国实施

该战略的“首要助 手”。美 日 在 高 层 对 话 中 继 续 将 双 方 围 绕 印 太 地 区 的

战略协调作为当前首要 议 题。日 本 积 极 支 持 美 国 强 化 在 印 太 地 区 的 军

事存在。自２０２１年春开始，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多次在南海实施日本版

“航行自由行动”，在中国岛礁附近航行，呼应美国海军行动。２０２１年１１

月中旬，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首次与美国海军进行反潜联合训练。日

本支持美国强化美 日 印 澳“四 边 对 话 机 制”，并 愿 主 办 四 边 首 脑 会 谈。②

日本着重强化构建日澳“准同盟”关系。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日本自卫队 军 舰

首次对澳大利亚军舰实施“武器等防护”，这也是自卫队首次对美军之外

的军事力量实施该行动。２０２２年１月，日澳首脑签署了方便部队互派及

军事物资运输的《互惠准入协定》（英文缩写ＲＡＡ）。至此，日澳防务合作

达到仅次于美 日 同 盟 的 水 平。③ 日 本 还 积 极 拉 拢 东 盟 各 国。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下旬，岸田文雄首相在线上出席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时表

示，日本支持东盟在“自由开放的印太”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希冀日本“印

太构想”与“东盟 印 太 展 望”加 强 对 接。总 体 上，美 日 围 绕 印 太 地 区 的 战

略合作，日益成为 同 盟 合 作 的 优 先 议 题 和 新 增 长 点。围 绕 利 用“印 太 战

略”制约中方行动，美日双方共识及联动正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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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社説）米英豪の新協力で地域安定を」、『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
「岸 田 外 交 よ う や く 船 出　バ イ デ ン 大 統 領 と 初 会 談」、『日 本 経 済 新 聞』２０２２年１月

２２日。
「岸田首相『新時代リアリズム外交』が始動」、『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



　　三、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战略考量

　　在美国遏华 各 焦 点 领 域，日 本 的 角 色 日 益 凸 显，在 总 体 上 强 化 与 美

国战略配合的同时，也体现出日本特有的、与美国有所差异的施策手段。

这反映了日本在中 美 日 三 边 关 系 中 有 着 特 定 利 益 诉 求 与 相 对 独 立 的 战

略考量。日本始终将应对中 美 关 系 变 化 作 为 其 外 交 战 略 及 具 体 政 策 的

核心指南，力图实 现 自 身 战 略 利 益 最 大 化。拜 登 政 府 上 台 一 年 多 来，围

绕中美日关系及日本的应对思路，日本决策层及主流战略派形成以下基

本观点。

（一）谨慎应对中美对立长期化，设法“维持现状”并拓展战略自主性

日本菅义伟内阁 时 期 外 相 茂 木 敏 充、现 任 外 相 林 芳 正 均 公 开 指 出，

日本正处于中美对 立“最 前 线”，最 大 问 题 是 如 何 把 握 迅 速 变 化 的 形 势。

日本外务省下属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指出，作为当前国际形势核心

问题，中美矛盾并未缓和，反而进一步激化，且显露出多面性和结构性特

点。中美矛盾分歧 高 度 集 中 在 印 太 地 区，在 价 值 观 即 意 识 形 态、军 事 安

全与经济安全领 域 同 步 凸 显。① 日 方 尤 其 关 注 美 国 在 半 导 体 供 应 链、出

口管制等方 面 针 对 中 国 的 政 策，以 及 在 数 据 处 理 方 面 对 中 国 的 技 术 封

锁，还有中美在台 海 地 区 的 力 量 集 结 与 持 续 对 峙 情 况。有 观 点 认 为，中

美现阶段难以构建战略互信，且下一阶段中美国内政治日程导致双方仍

会保持强硬态度。中美在意识形态及现实利益方面的对立将会长期化，

且很难化解。②

基于对拜登政府 上 台 后 中 美 对 立 将 进 一 步 长 期 化、复 杂 化 的 判 断，

日本决策层及主流战略 派 试 图 进 一 步 确 定 日 本 的 总 体 对 策。有 观 点 认

为，中美关系激化有 利 于 提 升 日 本 的“战 略 价 值”，导 致 中 美 均 会 积 极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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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戦略年次報告２０２１：価値、技術、海 洋 を 巡 る せ め ぎ 合 い：激 化 す る 米 中 競 争 と 国 際 社

会の対応」、〔日〕国際問題研究所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２年３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ｊ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ｄ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ｊｐ．ｐｄｆ．
〔日〕兼原信克等：「中国見据え日米関係は」、『毎日新聞』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



拢日本，包括更为容忍日本的行动。日本应积极利用中美关系处于困境

的“机遇”采取行 动。但 是，更 趋 主 流 的 观 点 认 为，中 美 对 立 给 日 本 带 来

的更多是不可测因素。中美关系可能趋向两种“极端结果”，即要么陷入

冷战式的敌对状态，要么 达 成 妥 协 并 在 亚 太 地 区（印 太 地 区）形 成“中 美

共治”。两种结果均会压缩日本的战略空间，制约日本的选择余地。① 因

此，促使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保持“斗而不破”的现状，并为可能不

利于日本的 结 果 预 做 准 备，应 是 日 本 对 外 战 略 的 首 要 考 量。在 日 方 看

来，日本应从维持现状、避免被动卷入冲突的总体目标出发，在中美间确

保战略自主性与“不可或缺性”。为此，日本不仅要及时把握并应对中美

关系变化，还必须在中美之外拓展战略空间，巩固并寻找更多合作者，才

能有效对冲中美矛盾给日本带来的风险。②

（二）更加依托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但亦企图保持相对“灵活”立场

日本应对中美关系复杂局面的总体方针是保持自主能动性，但在实

际操作中，日益倾 向 并 主 动 依 托 美 国 及 其 主 导 的 同 盟 及 伙 伴 关 系 体 系，

共同强化对华遏制。这一倾向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得到加强。对此，有观

点认为，日本当前 对 外 战 略 的 根 本 出 发 点 应 回 归 日 美 同 盟，并 与 拜 登 政

府建立更紧密的 利 益 关 系 与“价 值 观 纽 带”。③ 日 方 的 逻 辑 基 于 以 下 三

点。（１）秩序层面：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体系同盟网络，以及作为支撑的

“基于规则的秩序”仍是日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④ （２）安全层面：美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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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菊 池 努：「ル ー ル に 基 づ く イ ン ド 太 平 洋 の 多 極 秩 序 の 構 築」、〔日〕国 際 問 題 研

究 所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

ｐｏｓｔ－９７．ｈｔｍｌ．
〔日〕細谷雄一：「岸田政権が掲げる『新時代リアリズム外交』の意味、バランス感覚や有

利な立ち位置の 確 保 が 不 可 欠」、ＹＡＨＯＯ　ＪＡＰＡ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

ｙａｈｏｏ．ｃｏ．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３５ａ９４４８ｂ２ｂｃ５ｆｆ４９９ｅ７ｄ６３４ｃｄｄ４６０６３９ｃ１０ｂ７ｂ２ｃ？ｐａｇｅ＝１．
〔日〕田中明彦：「専制·中国との競争 民主主義国連帯で優位に」、『毎日新聞』２０２１年５
月１３日；〔日〕高原明生：「中国とバイデン米政権 競争と協力、並行の時代へ」、『毎日新

聞』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戦略年次報告２０２１：価値、技術、海 洋 を 巡 る せ め ぎ 合 い：激 化 す る 米 中 競 争 と 国 際 社

会の対応」、〔日〕国際問題研 究 所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ｉａ．
ｏｒ．ｊ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ｄ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ｊｐ．ｐｄｆ．



供的核及常规 战 略 威 慑 仍 是 日 本 免 受 周 边“军 事 大 国”及 拥 核 国 家“胁

迫”的根本依靠。① （３）国际层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关系影响，国际

形势风险加剧。考虑到拜登政府重视盟友及西方价值观，日本依靠并强

化日美同盟既具可行性，且 成 本 较 低，同 时 也 是“最 安 全 的 选 择”。总 体

上，日本仍将美国作为其战略依靠，期望利用拜登政府改善同盟关系，进

一步争取美方的“安 全 保 护”与 战 略 支 持，强 化 日 美 同 盟 威 慑 力，同 时 积

极谋求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步拓展日美合作。

日 本 依 托 同 盟 体 系，与 美 国 联 合 加 紧 对 华 遏 制，既 是 顺 应 美 方 战

略 需 求，也 是 日 本 对 华 战 略 竞 争 心 态 驱 动 的 结 果。日 本 对 中 国 日 益

提 升 的 地 区 及 国 际 影 响 力“充 满 顾 虑”，同 时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干 扰 中 国

实 现 国 家 统 一，但 日 方 同 时 主 张 维 持 对 华 协 调，以 此 作 为 在 外 交 战 略

上 保 持“灵 活 性”的 重 要 保 证。因 此，日 方 也 有 观 点 认 为，在 积 极 配 合

美 国 对 华 战 略 竞 争 的 同 时，也 要 注 意 日 本 的“特 殊 立 场”，保 持 对 华 协

调 姿 态，在 公 开 层 面 充 当 中 美 之 间 的“桥 梁”，展 示 日 本 的 道 义 形 象，

也 方 便 在 中 美 间 随 时 调 整 对 策，应 在 实 施 制 衡 手 段 同 时，设 法“规 劝”

“引 导”中 方 行 动，不 以 改 变 中 国 政 治 体 制 为 前 提，避 免 与 中 国 直 接 冲

突。② 日方也认识到，中美矛盾加深的同时，两国在经济技术领域并未完

全“脱钩”。日本在与美国共享利益与价值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亦

有深度往来。日本必须基于以上事实，制定“相对平衡且有弹性的”对华

经济与技术政策。③

（三）重点维护有利于己的国际及区域秩序，强化“价值观外交”作用

拜登政府重申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责任”，强调各盟

友间加强合作，在日方看来意味着“重大机遇”。日本可以更积极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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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兼原信克：「中国の軍拡念頭に、日本の『抑 止 力』向 上 を：外 交·安 全 保 障 問 題 で の

課題」、ｎｉｐｐｏ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ｊａ／ｉｎ－ｄｅｐｔｈ／ａ０７７０２／．
「（社 説）米 中 対 立 下 の 防 衛 白 書 抑 止 と 対 話 が 戦 略 の 両 輪」、『毎 日 新 聞』２０２１年７
月１６日。
〔日〕鈴木一人：「米中対立下での経済安保政策：日本の強み生かした長期的な戦略の構

築を」、ｎｉｐｐｏｎ、２０２１年７月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ｊａ／ｉｎ－ｄｅｐｔｈ／ｄ００７２４／．



“价值观外交”。① 日 本 国 际 论 坛 与 美 国 卡 耐 基 基 金 会 在２０２１年 中 期 的

联合报告中称，美日将在价值观，即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合作，围绕未来国

际秩序及其相关观念准则，与中国战略竞争。日本期望与美国一道成为

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引领者与倡导者，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推广其“魅力”。② 日 本 除 与 美 国 加 强 合 作 外，还 要 与 以 欧 洲 为 主 体

的其他固守西方 价 值 观 的 国 家 强 化 关 系。特 别 是，日 本 要 以“理 念 提 供

者”的身份将印太地区作为其“价值观外交”的核心平台，强化“自由开放

的印太”在价值观方面的“正统性”与“优越性”。③

对日本而言，强化“价 值 观 外 交”既 有 贯 彻 自 身 意 识 形 态 理 念 及“既

有逻辑”的考虑，更有借此有效倚重盟友力量、抬高自身地位、遏制“竞争

对手”的利益诉求。为 此，日 方 采 取 的 对 策 包 括 以 下 四 点：（１）对 涉 及 人

权等“普世价值”的国 际 议 题 主 动 干 预，在 国 际 社 会 面 前 彰 显 日 本 的“道

义立场”。④ （２）加大对核裁军、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治理议题

的参与力度，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升国际形象并争取话语权。（３）

继续推动构建“广 域 自 贸 机 制”，即 签 署 区 域 自 贸 协 定，彰 显 日 本 在 国 际

贸易与市 场 经 济 体 系 中 的“领 导 地 位”，输 出 有 利 于 日 本 的 规 则 标 准。

（４）在国际合作新 兴 领 域，如：供 应 链 维 护、数 字 经 济 标 准 及 基 础 设 施 建

设方面，主动参与 相 关 协 调 谈 判 并 提 出 解 决 方 案，在 构 建 国 际 规 则 方 面

力争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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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社説）菅·バイデン会談 問われる日本の対中戦略」、『毎日新聞』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８日。
〔日〕神 谷 万 丈 等：「日 米４リ ー ダ ー に よ る 緊 急 提 言：日 米 の 対 中 戦 略 の 基 本 原 則」、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ＦＩＲ）、２０２１年７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ｊｆｉｒ．ｏｒ．ｊｐ／ｗｐ／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１／１０／２１０７２１＿ｐｒｊ．ｐｄｆ．
〔日〕伊藤融等：「クアッド 『平時の協力』の有効性」、『外交』２０２１年５－６月号；〔日〕小原

凡司：「新しい米中関係下の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 安 全 保 障」、〔日〕国 際 問 題 研 究 所 ホ ー

ムページ、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ｐｏｓｔ－９０．ｈｔｍｌ．
〔日〕細谷雄一：「なぜ人権外交が重要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戦後日本外交の歴史

から 回 顧 す る」、ｎｉｐｐｏｎ、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ｊａ／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０７５０１／．



　　（四）以中美关系及“安全威胁”为由，重整安全战略，强化自主防卫

尽管中美均 明 确 表 示 避 免 武 力 冲 突 并 开 展 危 机 管 控，但 在 日 方 看

来，偶发武力摩擦、“灰 色 地 带”对 峙、网 络 空 间 交 锋 等 将 在 中 美 间 发 生，

且不排除升级的 可 能。过 去 一 年，日 方 高 度 关 注 朝 鲜 强 化 核 军 备、台 湾

海峡“局势紧张”、俄乌冲突等安全热点，并渲染为“安全威胁增长且空前

迫近”，由此为强化自身军事安全力量提供“合法性依据”。① 岸 田 政 府 已

决定在２０２２年年底修订《国 家 安 全 保 障 战 略》，以 及 与 之 配 套 的《防 卫

计划大纲》与《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日本主流 战 略 派 认 为，日 本 国

家安全战略需要“顺应 时 势”尽 快 做 出 调 整，其 中 应 包 括 以 下 五 点：（１）

日本应对“安全保障重大课题”，特别要对中、朝、俄进行 重 新 定 位，明 确

应对方针。（２）日本应在坚持对朝鲜半岛形势关注 的 同 时，将 台 湾 作 为

“地缘安全重点”进一 步 重 视 并 做 应 对 方 案。（３）强 调 日 本 在 依 托 日 美

同盟的同时，独立拥有足 够“遏 制 力”的 必 要 性，包 括 谋 求 具 备“对 敌 基

地攻击能力”。（４）日本应将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明确 为 国 家 安 全 战

略目标，确保并扩大日本对印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５）日 本 应 确 保

对自主防卫力量建设 的 持 续 投 入，国 防 预 算 应 提 升 至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２％以上。②

日本重整安全战略，既是中美矛盾深化背景下强化自身战略自主性

的选择，也是受 到 当 前 疫 情 冲 击 影 响 的 结 果。岸 田 政 府 沿 袭 前 任 方 针，

加速将经济安全 纳 入 国 家 安 全 保 障 战 略，推 动 经 济 安 保 立 法，将 尖 端 技

术开发、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确保基础设施安全性、专利权非公开等列为

重点领域。日方认为，疫情及中美关系恶化暴露了半导体、医药品、稀有

矿物供应链的脆弱 性，政 府 有 必 要 出 面 支 援 企 业 采 购“特 定 重 要 物 资”。

另外，对信息通信等涉及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及设备应加强监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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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社 説）米 国 主 導 の ア ジ ア 安 保　長 期 的 視 点 の 外 交 戦 略 を」、『毎 日 新 聞』２０２１年

１０月３日。
「戦略年次報告２０２１：価値、技術、海洋を巡るせめぎ合い：激化する米中競争と国際社会

の対応」、〔日〕国際問題研究所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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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防止网络攻击导致系统瘫痪及信息外泄，杜绝采用“在安全方面存在

隐患的国家的产品”。① 在与美欧合作方面，日方正加速自身体制与法制

建设，与美欧“统一规则”。但 日 方 决 策 层 亦 有 意 见 认 为，日 本 应 根 据 自

身安全利益制定 政 策 规 则，而 非 过 度 追 随 美 欧，避 免 政 府 对 企 业 活 动 的

过度干预，或采取类 似 美 国 式 的“长 臂 管 辖”政 策，影 响 日 本 的 对 外 经 济

合作。这也反映了日本在经济安全战略上的“独立思考”与利益诉求。

　　四、结语

　　在国际局势 变 动，特 别 是 美 国 加 紧 遏 华 背 景 下，中 美 日 三 边 关 系 呈

现新的态势与特 征，引 导 国 际 形 势 进 一 步 发 展。拜 登 政 府 上 台 后，美 国

调整对华战略，但战略竞争的总体方针未改，通过动员盟友、强化意识形

态差异、经济技术割裂、地缘政治围堵等一系列手段，导致中美关系更趋

复杂，中长期斗争性更强。在此情况下，日本针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

总体加强对美追 随 与 配 合 的 同 时，在 具 体 领 域 采 取 了 不 同 措 施，以 求 既

获得“借美遏华”的“战略红利”，又规避了单方面押注美方带来的战略风

险。日方认为，中 美 关 系 未 来 仍 有 很 大 变 数，需 随 时 做 好 应 变 准 备。日

方战略的根本出发 点 仍 是 在 中 美 关 系 的 不 确 定 性 环 境 下 维 持 战 略 自 主

与能动。但目前日本更倾向于借重美国的战略资源，为自身提供安全保

障与战略操作空间。基于中日间难以切割的地缘与经济关系，日本仍需

确保中日关系基本稳定，为后续操作保留余地。日本在中美间的战略选

择将对中美日三边关系发展，乃至东亚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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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甘利明：「『戦略的自立性』と『戦略的不可欠性』の確立は急務：ＤＸ社 会 を 見 据 え た

経済安保戦略」、『外交』２０２１年７－８月 号；「（社 説）半 導 体 の 供 給 不 安 世 界 の 変 化 見 据

え戦略を」、『毎日新聞』２０２１年４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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