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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卫生健康外交

王一晨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自１９９３年日本召开首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特别是在２０１６年第六届峰会首次走进非洲以

来，日本逐渐加大了在 “印太战略”视域下对非洲的战略重视。２０２０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中断了日

本原有对非洲合作议程的同时也为日本开展对非洲抗疫外交提供了重要契机。２０２１年以来，日本作为世

界卫生医疗及对外援助大国，先后举办 “全球疫苗峰会”以及 “东京营养峰会”，聚焦非洲在营养健康以

及新冠疫苗等领域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在双多边层面积极对非洲实施援助，大力开展对非洲 “卫生

健康外交”，既着眼实现自身在非洲战略意图，也为将于２０２２年召开的第八届日非峰会搭桥铺路。基于非

传统安全视角，从日本对非抗疫外交切入，以 “东京营养峰会”和新冠疫苗援助为线索，重点整理了日本

对非营养健康与疫苗外交的主要动向，试析其战略考量并研判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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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成为影响广大发展

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的同时，也间接为域外大国

介入地区事务创造了更多前提条件，因而备受国际

社会关注重视。非传统安全挑战具有典型的跨领域

特征，往往会在不同领域引发连锁反应。习近平提

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也明确强调了新冠疫情等非

传统安全对国家总体安全有着重大影响。卫生健康

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不仅是各国亟需解决

的社会民生领域挑战，还与国家政治、经济、人口

安全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日本作为世界卫生健康大

国，自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以来长期将卫

生健康领域国际援助作为缓解发展中国家非传统安

全挑战的重要外交抓手。特别是非洲作为全球发展中

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在社会民生领域长期面临复杂的

非传统安全威胁，更成为日本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向。
“国际健康外交”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力推

的日本外交亮点和特色之一，也是日本国内成熟的

实践经验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外溢和拓展区域功能性

合作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益尝试［１］。日本自

１９９３年成立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下简称

“日非峰会”）开启全面对非外交，尤其是在２０１６
年内罗毕峰会上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

卫生健康等社会民生领域合作成为日本对非援助的

重要途径。２０２０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令日本推动

２０１９年日非横滨峰会成果落实的外交议程停滞，但

非洲在卫生健康领域所面临的新挑战也为日本对非

开展援助提供了重要契机。２０２１年以来，日本先后

举行 “全球疫苗峰会”“东京营养峰会”，着眼当下

深陷疫苗赤字且长期面临营养健康等非传统安全挑

战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将卫生健康外交作为主要抓

手，在援助效果上突出长短结合，为即将于２０２２年

在突尼斯举办的第八届日非峰会搭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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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对非洲卫生健康外交基本特征

非洲经济 结 构 单 一、人 口 密 度 大、贫 困 人 口

多，尤其是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发展滞后，传染性疾

病蔓延肆虐。２０２０年 新 冠 疫 情 暴 发 令 全 球 粮 食 供

应不足愈发 恶 化，非 洲 饥 饿 人 数 增 加 了４　６００万，

增幅位居各 洲 榜 首，约２０％的 民 众 长 期 处 于 粮 食

不足的状态。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卫生健康大国，

在国内医疗卫生、营养健康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因

此日本充分利用在该领域积累的实际经验，将其作

为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要手段以及相对其

他发达国家的 “比较优势”，加大了对非洲健康外

交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更是着

力开展对非抗疫外交，着力缓解非洲所面临的非传

统安全威胁。
（一）日本在对非援助中突出 “人的安全保障”

理念

长期以来，日本将联合国针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提出的 “人的安全保障”概念打造包装为自己在双

多边层面开展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本土化理念，不

断加以宣传推广。日本始终认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援助不单单 要 着 眼 被 援 助 国 当 前 所 面 临 的 困 难 挑

战，而是要帮助受援对象建立稳定且可持续的安全

发展环境，以实现 “人 的 安 全 保 障”为 最 终 目 的。

早在２００３年，日 本 就 修 改 “对 外 援 助 大 纲”，将

“人的安全保障”列为援助基本方针，２０１５年修订

的 “开发合作大纲”中也将该概念视为指导理念。

日本还积极主导联合国设置 “人的安全保障基金”，

积极推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在该框

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医疗卫生、健康营养等方面

援助。截 至２０１９年，日 本 已 向 该 基 金 提 供 了４７８
亿日元，共在非洲、东南亚、大洋洲等９９个 国 家

开展了２５７个项目，其中非洲是该基金更长期的重

点援助地区［２］。日本主导的日非峰会平台也将实现

“人的安全保障”作为基本理念之一，在合作中突

出 “伙伴关系”与 “自助努力”相结合，重视援助

非洲人个体的安全发展能力建设［３］。
（二）日本长期以卫生健康援助作为对非合作

重要抓手

日本长期将 “卫生健康外交”作为引领推动全

球治理合作的重 要 手 段，早 在２０００年 “八 国 集 团

九州冲绳 峰 会”上 首 次 将 传 染 病 对 策 列 为 重 要 议

题，推动成立 “全球基金”为发展中国家预防治疗

艾滋病、结核 和 疟 疾 等 传 染 病 提 供 资 金，２００８年

“八国集团北海道洞爷湖峰会”时又推动各方就强

化国际健 康 系 统 达 成 共 识。２０１３年，前 首 相 安 倍

晋三开启二次执政不久，就在国际顶级医学研究期

刊 《柳叶刀》发表文章，提出了 “日本国际健康外

交战略”的构想，不但明确了将 “卫生健康”作为

长期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还将对非洲等全球发展

中国家的医疗健康援助作为该战略的重点内容［４］。
在安倍执政 下，日 本 分 别 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

举办了三届日非峰会，均将卫生健康作为峰会对非

洲援助重点，在资金提供、人员培训、制度设计等

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日本分别在２０１６年内罗毕峰

会和２０１９年横滨峰 会 上，先 后 提 出 “非 洲 粮 食 和

营养安全倡议”与 “非 洲 健 康 构 想”，聚 焦 非 洲 医

疗卫生人员技术培训及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向非洲

提供无偿 粮 食 援 助，着 眼 改 善 非 洲 各 国 营 养 健 康

状况。
（三）日本加强对非洲抗疫援助外交

２０２０年全球 新 冠 疫 情 暴 发 初 期，美 英 法 等 国

际对非合作传统大国受疫情影响严重，自顾不暇，
日本在国内疫情相对稳定后开始在国际合作上转变

思路。为保持２０１９年横滨峰会引领的日非合作良

好势头，提高在非洲整体影响力，日本加大了对非

洲的紧急 抗 疫 援 助 力 度。２０２０年，日 本 共 对 非 洲

５４国中的４８国 开 展 抗 疫 医 疗 援 助，向 其 中 的３８
国提供了合计１４５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５］。总的

来看，非洲在日本对外抗疫援助中受援国数量位居

各洲 第 一，受 援 总 金 额 仅 次 于 亚 洲，约 占 日 本

２０２０年对外抗疫紧急援助总额 的３０％。此 外，日

本还着眼改善疫情下非洲各国面临的严峻粮食危机

挑战，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展合作，向非洲

２０国提供了远 超２０１９年 规 模 的５４亿 日 元 无 偿 粮

食援助。新冠疫情令非洲发展中国家卫生健康赤字

愈发凸显，日本在２０２０年开展的抗疫援助外交颇

受非洲各国好评，也为其在２０２１年继续以健康合

作为抓手开展对非洲援助打下重要基础。

二、着眼长期挑战：日本加大

对非洲营养健康援助

　　 “全球营养峰会”是为敦促国际社会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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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世界卫

生组织２０２５年营养愿景中消除全球饥饿、改善营

养不良的目标，按惯例由夏季奥运会主办方于同年

举办 国 际 多 边 会 议。英 国、巴 西 曾 分 别 于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在举办 奥 运 会 后 举 行 全 球 营 养 峰 会，本 应

于２０２０年举办的第三届营养峰会也因新冠疫情被

迫延期至２０２１年召开。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７日至８日，

日本通过线 上 线 下 结 合 的 方 式 举 办 “２０２１东 京 营

养峰会”，首相岸田文雄出席了首日由外相林芳正

主持的峰会高级别会议并作主旨发言，次日举行的

分科会则分别由农林水产相金子原二郎、厚生劳动

相后藤茂之主持。６０余国政府首脑或部长级官员、

国际组织负责人、民间企业、学术团体、非政府组

织等各界 代 表 共１００余 人 参 会。会 议 最 终 出 台 了

《东京营养宣言》，各方就开展国际健康营养合作等

达成了重要共识。日本政府对召开峰会高度重视，

两年来，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３位首相在

不同国际场合多次为峰会宣传造势。林芳正外相还

在峰会前专门在 《柳叶刀》杂志发文，倡导日本营

养健康理念，为峰会召开预热。此次峰会是岸田首

相上台后举办的首场高级别主场外交，着眼新冠疫

情下全球营养健康等长线问题，对日本在以国际健

康合作为抓手，树立自身领导形象，加强对非洲等

发展中国家外交意义重大。
（一）注重打造 “全民健康覆盖”品牌效应

２０１５年，日 本 政 府 出 台 “和 平 健 康 基 本 方

针”，将 推 动 世 卫 组 织 提 出 的 “全 民 健 康 覆 盖

（ＵＨＣ）”作为日本开展国际健康合作的政策目标

与基本方针［６］。长期以来，日本试图将 ＵＨＣ包装

为日本提出并主导的合作倡议，并在国际双多边场

合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推广。２０２０年底到２０２１年

初，日本时任外相茂木敏充史无前例地在两个月内

两度访问非洲６国，着重强调在ＵＨＣ理念下持续

深化日非抗疫合作，而肯尼亚、塞内加尔、加纳也

被日本列为ＵＨＣ主要推进国，重点开展母子营养

保健等医疗 健 康 合 作。此 次 营 养 峰 会 共 涵 盖 “健

康”“粮食”“恢复力”等３个主要议题，同时特设

了 “落实责任说明”和 “财政资金支持”两大子议

题，在议题设置上与日本版 ＵＨＣ中 “健康” “营

养”“可持续的健康体系”等重点内容十分契合［７］，

其中 “健康”议题更明确提出以统合实现ＵＨＣ为

主要目的，此外确保 “财政资金支持”议题与日本

主要通过日 元 贷 款 向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健 康 援 助 的

ＵＨＣ模式高度一致，凸显了日本意图借峰会加速

推动ＵＨＣ成为国际共识。此前英国、巴西举办的

两届营养峰会均曾聚焦全球营养不良问题，但日本

此次采取了营养不良与营养过剩的 “双轨”讨论模

式，创造性地提出了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特性”，

既着眼改善落后地区营养水平，又宣传推广日式膳

食结构的科学性、健康性，成功吸引美英欧等更多

发达国家关 注，借 此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全 民 健 康 覆

盖”的品牌效应。日本也在最终出台的 “东京营养

宣言”中，实现了推动与会各方就ＵＨＣ成为国际

健康合作主流理念达成了一致［８］。
（二）以 “全日本”模式开展国际健康合作

“全日本 （ＡＬＬ　ＪＡＰＡＮ）”模 式 是 近 年 来 日

本开展公共外交、宣传日本社会文化等 “软实力”

的重要模式，即将日本在某一领域相关各方力量进

行统筹整合，特别是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形成联动

合力以提高开展外宣的实际效应。如近年来，日本

外务省大力推广的 “日 本 屋”，通 过 “全 日 本”模

式统筹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企业团体等各方力

量，围绕科技、文化、饮食、商品等多个领域开展

对外宣传，营建日本 形 象，是 典 型 的 “全 日 本 式”

公共外 交 案 例［９］。由 于 国 际 健 康 合 作 涉 及 多 个 领

域，日本也通 过 “全 日 本”模 式 加 大 统 筹 协 调 力

度。营养峰会前，日本外务省高层出席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所举办的正式边会，为峰

会预热。各省厅、机构、民间组织也纷纷成立专项

小组，参与峰会筹备，在会议期间就不同领域与国

外机构团体共同召开了１２０多场边会几乎覆盖了涉

及营养健康的全部领域［１０］。各中央省厅分工负责，

统筹推进国际营养合作，例如：外务省统管协调政

府对外开发援助，财务省与世界银行共同推动 “日
本信托基金”提供财政支援，厚生劳动省承担营养

政策国际交流与人员教育培训，农林水产省聚焦农

业粮食生产技术改良转移，国际协力机构通过驻外

事务所与所在国进行具体沟通对接，由民间企业团

体组成的 “营养改善事业推进平台”则专注在营养

健康领域推 广 民 间 商 业 合 作 模 式［１１］。特 别 是 日 本

成立的 “营养改善事 业 推 进 平 台”，突 出 “政 府 引

领”与 “官民协作”的特点，有超过１００家日本国

内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参与其中，与非洲等发展

中国家关联企业开展合作，着眼通过实施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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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模式改善当地营养水平。如日本酒田公司在

南非开展的蔬菜种植培育合作提高当地农民生产经

营效率，万字酱油公司在肯尼亚推广酱油酿造技术

助力当地学 校 改 善 饮 食 结 构 等 颇 受 非 洲 认 可 与 欢

迎［１２］，此举既 实 现 了 改 善 非 洲 营 养 水 平，又 有 效

推动更多日企 “走进非洲”。
（三）加大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健康援助力度

日方高度 重 视 提 高 非 洲 国 家 对 于 “２０２１东 京

营养峰会”的参与度，在全部５７个与会国中非洲

占了接近半数，共有２６国派部长级官员作为代表

参会，特别是非盟轮值主席、刚果 （金）总统齐塞

凯迪还出席了首日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在高级别会议上，岸田首相在主旨演讲中率先作出

援助承诺，宣布将在今后３年内提供超过３　０００亿

日元 （２８亿 美 元）的 政 府 开 发 援 助，以 支 援 发 展

中国家改善健康营养状况。特别是着眼当下在非洲

暴发的变 异 新 冠 病 毒 奥 密 克 戎 毒 株，承 诺 将 与 世

卫、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协调合作，为非洲提供

１　０００万剂新冠疫苗。会议期间，共有包含６６国政

府、１０个国际组织、２６家企业、５１个社会团体在

内的１８１个会议参与方作出了３９６项具体承诺，援

助资金总额高达２７０亿美元，远超前两届营养峰会

的总和，其中美国承诺出资１１０亿美元位居榜首，

日本与欧盟分别承诺２８亿美元并列第二［１３］。除资

金外，日本还承诺在理念导入和制度建设方面加大

对非洲发展中国家援助力度，持续深化双方在 “非
洲粮 食 与 营 养 安 全 倡 议 （ＩＦＮＡ）”框 架 下 合 作。

ＩＦＮＡ是日本在２０１６年 日 非 内 罗 毕 峰 会 上 提 出 的

一项 “十年合作计划”，旨在保障非洲各国粮食供

给安全，改善营养健 康 水 平，目 前 已 有 尼 日 利 亚、

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非洲１０国参与其中。日

本在峰会上强调将在该倡议框架下重点开展健康、

农业、卫生、教育等跨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对非

洲健康合作，如通过开展营养调查、推广 “母子健

康手册”、实现农产品多元化、改善农村供水条件、

普及日式饮食营养教育文化理念等，在２０２２年第

八届日非峰会召开前加速推动ＩＦＮＡ倡议在非洲落

地。此外，日方也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完善２０１９年

日非横滨峰会上提出的 “非洲健康构想”，加大对

非洲健 康 医 疗 领 域 的 项 目 投 入 力 度［１４］。２０２１年，

日本还加大力度改善苏丹、贝宁等非洲七国供水系

统以保障用水卫生，提供４３．６亿日元改善塞拉利

昂、埃及的儿童医院设施，并助力西非六国提高边

境管理能力以减少疾病传播。从整体上看，日本通

过 “官民协作”助力提高非洲基础医疗卫生能力建

设，相较单一的捐钱捐物更能深入社会基层，有利

于提高 自 身 医 疗 健 康 领 域 “软 实 力”在 非 洲 的 影

响力。
（四）强化在健康领域与国际组织对接协作

近年来，国际组织蓬勃发展，特别是新冠疫情

暴发后，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的政治与社会

双重属性愈 发 突 出。日 本 长 期 将 “联 合 国 中 心 主

义”视为外交三大支柱之一，重视在国际多边场合

提升自身影响力，成为当选次数最多、年限最长的

联合国安理 会 非 常 任 理 事 国［１５］。这 与 日 本 高 度 重

视与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通过多边平台宣介自

身对外合作成果，展现更多开放性和包容性密不可

分。日本成立日非峰会平台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非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列为共同举办方

参与对非合作议程设置，凸显日非峰会是国际对非

合作一环而非日非双边合作的属性。疫情暴发后，

日本积极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妇女

署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对非洲

国家防控疫情提供援助，改善医疗基础设施条件，

提高医护人员防护能力与医疗水平。在此次营养峰

会召开前，日本就积极推动峰会与２０２１年９月召

开的联合国粮食系统首次峰会进行捆绑对接，发表

共同声明强调两大会议的一致性、重要性，为举办

此次峰会 “拉大旗”［１６］。日本在此次峰会邀请方面

更加突出国际组织 的 重 要 地 位，与 刚 果 （金）、孟

加拉、东帝汶等出席会议的少数国家领导人相比，

联合国、粮 农 组 织、儿 童 基 金 会、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世界银行、世卫组织、非洲开发银行、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等１０余个国际组织 “一把手”悉数出

席峰会为日本站台，纷纷高度评价此次峰会的丰硕

成果以及日本开展国际健康合作的重要意义。联合

国儿童基金 会 与 非 洲 开 发 银 行 还 分 别 承 诺 了 出 资

２４亿与１３．５亿美元，用以支援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改善健康营养水平［１７］。２０２１年，日本还延 续 了 与

联合国粮 食 计 划 署 在 非 洲 的 传 统 合 作，共 向 非 洲

２５国提供了７４．７５亿 日 元 的 无 偿 粮 食 援 助，超 过

了２０２０ 年 的 ２０ 国 ５４ 亿 日 元，此 外 还 提 供 了

７１．６９亿日元的大额日元优惠贷款以援助塞内加尔

提升农业粮食技术水平。日本以促进实现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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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宣传重点举办营养峰会，

紧拉国际组织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开展三方或多方

合作，凸显其推动自身战略与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

家合作大框架不断对接融合的大趋势。

三、聚焦当下需求：日本持续

对非洲开展疫苗援助

　　长期以来，非洲卫生医疗条件落后，生活健康

水平低下，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非洲５４国新冠确诊

病例累计已超过１　０００万例，奥密克戎毒株在非洲

持续蔓延，新冠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特

别是尼日利亚近期出现的欧洲国家捐赠了１００万剂

临近过期新冠疫苗事件引发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相

似情况在非 洲 中 低 收 入 国 家 已 屡 见 不 鲜［１８］。疫 苗

是非洲应对疫情的最亟需手段，目前非洲人口新冠

疫苗接种率 约 为１７％，虽 较 之 前 有 所 上 升 但 仍 面

临接近５亿剂疫苗的缺口，接种率相对较高的国家

也在积极 推 进 加 强 针 计 划［１９］。因 此，与 欧 美 国 家

一样，日本也高度重视当下疫苗在对非洲等发展中

国家外交时的重要作用。在前期开展对非抗疫援助

外交的基础 上，２０２１年 日 本 除 通 过 举 办 营 养 峰 会

助力非洲应对健康营养等长期挑战的同时，更聚焦

非洲面临的疫苗赤字等短期问题，以疫苗援助为主

要抓手，多措并举着力提高自身在非洲的影响力。
（一）举办 “全球疫苗峰会”引领国际疫苗援助

２０２１年６月，日 本 与 “全 球 疫 苗 免 疫 联 盟

（ＧＡＶＩ）”以 视 频 方 式 联 合 举 行 全 球 疫 苗 峰 会，

时任首相菅义伟以及约４０国政府首脑或部长级官

员出席会议。ＧＡＶＩ是全球顶尖卫生合作非政府组

织，长期致 力 于 向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传 染 病 疫 苗 援

助，并在新 冠 疫 情 暴 发 后 与 世 卫 组 织 等 共 同 发 起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ＣＯＶＡＸ）”，拟向全球

９２个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新冠疫苗，其中包括４６个

非洲国家［２０］。此次疫苗峰会是２０２０年ＧＡＶＩ与英

国联合办会后的第二次全球疫苗峰会，也是日本首

次以联合主办方身份举办全球疫苗峰会。会上，日

本宣布 在 此 前 已 向ＣＯＶＡＸ提 供２亿 美 元 援 助 的

基础上再增资８亿，共提供１０亿美元用于对发展

中国家疫 苗 援 助，成 为 继 美 国 之 后 的 全 球 第 二 大

ＣＯＶＡＸ出资国。此外，日本还承诺将向其他国家

或地区提供３　０００万 剂 本 国 生 产 的 阿 斯 利 康 疫 苗。

与会各方最终达成了可在２０２１年末覆盖援助对象

国３０％人口的１８亿剂疫苗所必须的资金目标，承

诺援助额共计９６亿美元，成果大幅超越了在英国

举办的首届疫苗峰会［２１］。日本作为医疗卫生大国，

一直将国际健康合作视为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外交

的重要方向，此次紧拉国际组织，积极主办疫苗峰

会，提供资金援助，一方面有利于树立自身在国际

抗疫援助合作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也可

进一步提升与美西方的协调配合以及在国际组织中

的影响力。
（二）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

在举办 “全球疫苗峰会”后，日本逐步加大了

对国产疫苗制造的投入力度，在双多边层面向非洲

等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疫 苗 援 助 并 支 援 相 关 能 力 建

设［２２］。９月，前首相菅义伟在美国举办的 “全球新

冠峰会”上承诺将向发展中国家增加３　０００万剂疫

苗供应，合计达到６　０００万剂［２３］。日本自２０２１年

６月至１２月，已向全球２０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提

供了近３　０００万剂国产疫苗，主要覆盖东南亚、南

亚、中东以及太平洋岛国，成为仅次于美、中的全

球第三大疫 苗 援 助 国［２４］。非 洲 由 于 地 理 位 置 遥 远

且是欧洲对外疫苗援助的主要方向，日本对于非洲

的疫苗援助主要是在 “东京营养峰会”上宣布对非

提供１　０００万剂疫苗后才逐步展开。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２７日，日本通过ＣＯＶＡＸ向埃及提供了７０万剂疫

苗，是日 本 首 次 向 非 洲 大 规 模 提 供 疫 苗 援 助［２５］。

相较于疫苗捐赠，日本长期倡导的 “最后一公里”

支援项目在非洲则取得了较好效果。在农村人口占

比较大的非洲中低收入国家，对于疫苗保存、运输

的保障不到 位 也 成 为 非 洲 接 种 率 低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２０２１年下 半 年，日 本 通 过 国 际 协 力 机 构 等 双

多边渠道向全球５９国提供了１３７亿日元用以保障

疫苗接种 “最后一公里”的相关能力建设，其中主

要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在非既有援助框架向非

洲２５国提供了３０亿日元的援助，援助额及受援国

数量均居日本对外援助首位［２６］。日本主要向马里、

莫桑比克、南苏丹等非洲国家提供冷冻室、太阳能

冰箱等冷藏设备，助力各国在疫苗储存、运输基础

设施以及医护人员培训等方面能力建设，强化冷链

管理物流体 系［２７］。虽 然 日 本 对 非 洲 提 供 疫 苗 起 步

较晚，但随着其承诺对非洲援助疫苗且双多边合作

渠道日趋成熟，日本将进一步利用其优势技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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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疫苗合作。
（三）积极参与美 日 印 澳 “四 边 机 制”印 太 疫

苗战略

２０２１年，美 日 印 澳 “四 边 机 制 （ＱＵＡＤ）”

两次召开峰 会，针 对 全 球 疫 情 形 势 严 峻，建 立 了

“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就加强在印太地区疫苗合作

达成共识，并承诺向全球供给１２亿剂疫苗［２８］。日

本作为ＱＵＡＤ在印太地区重要支点，也积极参与

印太疫苗新战略，加强与美印澳在非洲等印太发展

中国家的疫苗合作。四国在 ＱＵＡＤ框架下逐步细

化分工、协调联动，形成了印度制造、美国 技 术、

日本融资、澳 大 利 亚 物 流 的 印 太 疫 苗 援 助 合 作 框

架。其中，印度作为拥有全球最大新冠疫苗生产商

的国家之一，被ＱＵＡＤ打造为印太疫苗生产中心，

一直在ＱＵＡＤ对非疫苗援助方面承担重任，目前

已向非洲４１国提供了超过２　５００万剂疫苗［２９］。而

日本则发挥其资金优势，通过国际协力机构向印度

政府提供优惠 贷 款，特 别 是 向 印 度 生 物Ｅ公 司 提

供融资，进一步提升印疫苗生产能力，确保其可在

２０２２年内生产１０亿剂疫苗提供给包括非洲在内的

印太发展中国家。日本还提供４　１００万美元的无偿

援助以及日元优惠贷款，帮助印太发展中国家购买

疫苗以及改进冷链技术，同时协助美国向南非提供

融资，助力其提高本土疫苗生产能力，力求在明年

可经由南 非 向 非 洲 整 体 提 供５亿 剂 强 生 疫 苗［３０］。

美日印澳 “四边机制”虽被外界称为印太 “北约”，

但其在聚焦军事安全合作之外，更倾向于在疫情、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区域援助，更加贴

合印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发展和安全挑战交

织的现实需求。日本则利用自身资金优势，积极与

ＱＵＡＤ进行战 略 对 接，特 别 是 与 美 印 协 调 加 大 对

非洲疫苗援助既提高了自身影响力，又加强了对中

国制衡。

四、日本对非洲开展卫生

健康外交的战略考量

　　当下，非洲疫情持续蔓延，疫苗接种率仍处于

较低水平，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风险不断走高，

同时非洲 各 国 社 会 动 荡 和 冲 突 明 显 加 剧，恐 袭 海

盗、武装盗匪肆虐，非传统安全危机在疫情和恐情

双重叠加的作用下愈发凸显。尽管非洲仍面临重重

挑战，但整体经济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改善而有

所回升，人力资源和消费市场仍具有极大潜力。与

欧美在非洲深耕多年不同，日本与非洲地理位置遥

远、历史联系稀薄，在对非外交中一直缺乏有效抓

手。新冠疫情暴发令非洲社会民生的基础设施脆弱

性进一步凸 显，为 日 本 加 强 对 非 外 交 提 供 了 “窗

口”。日本通 过 “健 康”与 “疫 苗”的 长 短 结 合，

以 “卫生健康外交”为当下对非最重要抓手，在非

洲乃至印太发展中国家谋建行之有效的 “以援助换

影响力”的战略发展模式。
（一）以营养健康援助换取更多政治筹码

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长期以来在对非合作中的

重要抓手。日本基于谋求 “政治大国”目标与实现

“安改入常”诉求，将 非 洲 所 谓 的 “大 票 仓”视 为

自己 “争常”的重要拉拢对象。日本对非洲援助达

到顶峰正是在２００６年，日 本 “争 常”失 败 后 加 大

了对非洲 “票仓”的拉拢重视。特别是在近几届日

非峰会的联合宣言中，日方均加入涉 “安改”相关

内容，其利用非洲国家作为排头兵，与联合国 “五
常”就 “安改”展开博弈的局面愈发明朗。新冠疫

情暴发后，非洲在国际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

重要，世卫、世 贸 等 多 个 组 织 出 现 非 洲 人 “一 把

手”，对日本等世界主要大国围绕国际组织开展话

语权之争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提出 “印太战略”

以构建印太秩序与地区领导力的大背景下，日本一

直视非洲为 “外交 前 线”，不 断 尝 试 将 “印 太”地

缘政治战略空间延伸至非洲大陆。在非洲亟需的卫

生健康领域开展援助，既彰显了日本作为主要大国

所推行的全 球 治 理 理 念，提 高 了 国 际 “软 实 力”，

也有利于其进一步推动 “印太战略”在非洲落地，

因此在日 非 合 作 中 “以 卫 生 健 康 援 助 促 进 政 治 支

持”的政治功能势必更加突出。
（二）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实现利益最大化

日本作为缺乏矿产资源、高度依赖制造业出口

的经济大国，保障战略资源供给和稳定出口市场是

日本对外 经 济 格 局 中 的 两 大 支 柱。非 洲 丰 富 的 石

油、天然气、矿产等自然资源储量使其成为日本海

外能源供给市场的重要备选。日本对非洲援助的开

端正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全球 “石油危机”后提高

了对非洲作为其资源备选地的重视。随着全球气候

变化改革进程加快，非洲除油气外丰富的稀有矿产

资源对日本实现清洁能源技术转型的重要性也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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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此外，非洲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较大经济

提速以及青年人口红利催生巨大消费市场和投资需

求，对日 本 推 动 企 业 “走 出 去”吸 引 巨 大。２０１９
年的日非横滨峰会被视为日非关系由单向的开发援

助向双向的 经 贸 合 作 转 变 的 重 要 转 折 点。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第二 届 “日 非 官 民 经 济 论 坛”在 肯 尼 亚 召

开，日本贸易保险、丰田、丸红、三井物产等企业

与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围绕日

企在非健康、汽车、能源、电力、保险等领域签订

了１０余份谅解备忘录，为疫情后日企进一步 “走

进非洲”打下 基 础［３１］。因 此，日 本 政 府 大 打 卫 生

健康合作的 “亲民牌”，强调民间交往对经济外交

的基础性功能，着力提升自身在非洲社会基层影响

力，为日企入非、非战略资源入日保驾护航。
（三）在第二波疫苗援助中抢占非洲市场先机

在２０２１年早期的首波国际疫苗 援 助 中，美 西

方奉行 “先己后人”原则，致全球疫苗供应紧缺和

分配严重不平衡。近来，美国强势引领 ＱＵＡＤ加

速疫苗国际援助，只为挽回此前造成的公关危机，

为重返印太搭桥铺路。非洲在印太发展中国家中面

临着最为严重的疫苗赤字，且民众一旦大批接种疫

苗，就会形成 对 疫 苗 粘 性，其 他 疫 苗 再 难 进 入 市

场。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达 喀 尔 会 议 召 开

后，日本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宣布向非洲援助１０亿

剂新冠 疫 苗，暗 指 中 国 对 非 开 展 “疫 苗 外 交”［３２］。

这也反映出，日本非常担忧中国率先打入非洲疫苗

市场，进而对其构成竞争压力。此前，大规模接种

国药疫苗的塞舌尔突然出现感染病例激增，美西方

趁机对中国援非疫苗进行质疑抨击。因此，非洲疫

苗市场逐渐成为美西方与中国竞争疫苗出口，乃至

争夺全球抗疫领导力的重要场所。日本通过召开营

养峰会高调 宣 布 向 非 洲 提 供 疫 苗 援 助，在 ＱＵＡＤ
框架下助力非洲疫苗 “最后一公里”基础能力建设

等，旨在对非洲建立疫苗援助出口供应链，确保在

非稳定的疫苗供求市场。进而可在疫苗标准设定、

疫苗护照准入等方面达成共识，设置利己规则抢占

市场先 机，以 试 图 减 少 非 洲 对 中 国 疫 苗 的 信 任

倚重。
（四）输出理念加强协调以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２０余年引领国际对非合作，

日本也长期站队美西方抹黑污蔑中国在非洲 “制造

债务陷阱”“推行新殖民主义”，视中国为在非最大

竞争对手。非洲长年受欧洲前殖民宗主国统治致其

对外来理念模式的认可接受度较高。这也为日本在

非洲输出自身价值理念和社会发展模式，打造品牌

形象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对于欧美大力倡导的所谓

“民主自由”理念，日本着力在对非卫生健康领域

提倡的 “全民健康覆盖”发展模式更接地气，符合

非洲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且在民间拥有较大市场，有

助于其从 “软实力”层面有效扩大在非影响力。同

时，日本也在２０２１年 “七国 （Ｇ７）集团康沃尔峰

会”上不断推动自身长期倡导的所谓 “高质量”基

础设施建设 合 作 与Ｇ７新 出 台 的 “全 球 基 建 计 划”

进行战略对接，与欧美合作加强 “硬实力”与中国

竞争非洲基建市场。当下，日本深知无论是在政治

影响还是经贸合作，短期内都难以与中国在非洲进

行量化竞争，而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召开令

日方深 感 压 力，认 为 需 加 强 对 非 “战 略 拉 拢”。

２０２２年８月日 非 峰 会 将 再 次 在 非 洲 国 家 举 办，在

此情况下，日本着眼深化与欧美、国际组织等在非

三方合作，不断强化对非合作抓手，明显有为日非

峰会召开 “铺路”，与中方展开影响力争夺的战略

考量。

结　语

近来，新 冠 疫 情 推 动 “世 界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加速演进，世界各主要大国在疫情背景下不断

调整对外 战 略。随 着 国 际 社 会 对 非 洲 问 题 愈 发 关

注，非洲也成为域外大国相互竞争、提高自身国际

影响力的重要 “战 场”。长 期 以 来，非 洲 被 欧 洲 视

为 “战略后院”，而日本则主要聚焦对东南亚地区

的周边外交，对非洲既没有足够重视也缺乏行之有

效的政策工具。随着日非峰会平台成立，特别是前

首相安倍晋三提出 “印太战略”，日本开始真正加

大对非重视与投入。新任首相岸田文雄长期担任安

倍内阁外相，其对非政策与安倍具有一致性、连贯

性，岸田还在２０１６年曾与日非峰会首次共同走进

非洲。面对即将在２０２２年再次在非洲召开的新一

届峰会，如何在延续安倍时期对非政策的同时做到

有所创新对岸田政权尤为重要。当下，疫情仍在非

洲蔓延，俄乌冲突深刻影响国际格局，非洲在卫生

健康领域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对

非合作的重要风向 标。日 本 将 “健 康”与 “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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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结合，以卫生健康外交为重要抓手，借缓解非

洲非传统安全挑战以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持续加

强与美欧协调联动，对冲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继

而对中方海 外 利 益 造 成 负 面 影 响。习 近 平 在２０２１
年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上提出的 “九项工程”

中 “卫生健康工程”位居各大工程之首，中非非传

统安全合作潜力巨大。因此，中国应对内加强统筹

协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推动对非援助抓手多元化

发展，以更好保障中国在非海外利益安全；对外进

一步稳固非洲对中国制度优势以及治国理政高效能

的认可信 任，以 加 强 治 国 理 政 经 验 交 流 互 鉴 为 契

机，深化中非在卫生健康领域的高水平合作。

［参　考　文　献］

［１］贺平．日本的“国 际 健 康 外 交”辨 析［Ｊ］．复 旦 国 际 关 系 评

论，２０１７（１）：３５－５６．
［２］外務省．人 間 の 安 全 保 障 日 本 の 取 組［ＥＢ／ＯＬ］．（２０２１－

１２－１０）［２０２１－１２－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

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ｂｕｎｙ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ｔｍｌ．
［３］外務 省．ＴＩＣＡＤの 背 景 に あ る 日 本 の 考 え 方［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７－１３）［２０２１－１２－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

ｊｐ／ｍｏｆａｊ／ａｆ／ａｆ１／ｐａｇｅ２２＿００２５７８．ｈｔｍｌ．
［４］ＳＨＩＮＺＯ　ＡＢＥ．Ｊａｐａ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Ｗｈｙ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Ｊ］．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３－０９－

１４）：９１５－９１６．
［５］外 務 省．外 交 青 書２０２０年 版［Ｒ］．東 京：外 務 省，２０２１：

１３５－１３６．
［６］外務省．平和と健康のための基本方針 の 決 定［ＥＢ／ＯＬ］．
（２０１６－０５－１８）［２０２１－１２－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

ｊｐ／ｍｏｆａｊ／ｉｃ／ｇｈｐ／ｐａｇｅ２２＿００２２７４．ｈｔｍｌ．
［７］日本健康医療戦略 推 進 本 部．平 和 と 健 康 の た め の 基 本

方針［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９－１１）［２０２１－１２－１８］．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ｓｉｎｇｉ／ｋｅｎｋｏｕｉｒｙｏｕ／ｓｕｉｓｉｎ／

ｓｕｉｓｉｎ＿ｄａｉ１１／ｓｉｒｙｏｕ１．ｐｄｆ．
［８］外 務 省．東 京 栄 養 宣 言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２－０７）

［２０２１－１２－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ｆｉｌｅｓ／

１００２７００７９．ｐｄｆ．
［９］ＪＡＰＡＮ　ＨＯＵＳＥ．実 施 報 告 書［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３）

［２０２１－１２－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ａｐａｎｈｏｕｓｅ．ｊｐ／ｗｈａｔ／ｒｅ－

ｐｏｒｔ．
［１０］外務省．東京栄養サ ミット２０２１イ ベ ン ト·カ レ ン ダ ー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２－０９）［２０２１－１２－２２］．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ｉｃ／ｇｈｐ／ｐａｇｅ２２＿００３７４５．ｈｔｍｌ．
［１１］外務省．東 京 栄 養 サ ミット２０２１日 本 の 取 組［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１２－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４ｇ－ｔｏｋｙｏ２０２１．ｊｐ／ｊａ－

ｐａｎ．ｐｈｐ．
［１２］栄養改善事業推進プラットフォーム．栄養改善事業推進

プラット フォー ム［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２７）［２０２１－１２

－２５］．ｈｔｔｐ：／／ｎｊｐｐｐ．ｊｐ／ｐｒｏｆｉｌｅ．
［１３］外務 省．東 京 栄 養 サ ミ ッ ト２０２１結 果 概 要［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１２）［２０２１－１２－２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ｍｏｆａｊ／ｆｉｌｅｓ／１００２７０１６１．ｐｄｆ．
［１４］外務省．Ｔｏｋｙｏ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ｎｅｘ：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１２－０８）［２０２１

－１２－２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ｆｉｌｅｓ／

１００２７００８２．ｐｄｆ．
［１５］日本経済新聞．安保理入り日本１２回狙う［Ｎ］．（２０２１－０６

－０２）［２０２１－１２－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ＧＸＺＱＯＵＡ３０１０Ｍ０Ｑ１Ａ５３０Ｃ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外務省．東京栄養サ ミット２０２１と 国 連 食 料 シ ス テ ム サ

ミット 共 同 文 書［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９－２７）［２０２１－

１２－ 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ｉｃ／ｇｈｐ／

ｐａｇｅ２３＿００３５５３．ｈｔｍｌ．
［１７］外務 省．東 京 栄 養 サ ミ ッ ト２０２１結 果 概 要［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１２）［２０２１－１２－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ｍｏｆａｊ／ｆｉｌｅｓ／１００２７０１６１．ｐｄｆ．
［１８］ＢＢＣ　Ｎｅｗｓ．Ｃｏｖｉ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Ｗｈｙ　ｉ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ｓｅ

ｉｔｓ　ｓｕｐｐｌｙ［Ｎ／ＯＬ］．（２０２１－１２－０９）［２０２１－１２－２９］．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ｎｅｗｓ／５９５８０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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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合）の結 果 概 要［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６－０３）［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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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経済産業省．第２回日 ア フ リ カ 官 民 経 済 フォー ラ ム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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