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对巴基斯坦

政府开发援助述论
①

白如纯

　　摘　要：日 本 与 巴 基 斯 坦 建 交７０年 来，向 巴 基 斯 坦 提 供 了 大 量 政 府 开 发 援 助，

政 府 开 发 援 助 在 两 国 关 系 中 扮 演 了 重 要 角 色。尤 其 是 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在 新 的 国

际 国 内 形 势 下，日 本 出 于 拓 展 政 治 经 济 利 益、分 担 所 谓 的 日 美 同 盟 责 任，以 及 平 衡 中

国 影 响 力 的 需 要，继 续 深 化 对 巴 援 助，逐 步 形 成 了 以 经 济、社 会 和 安 全 领 域 为 主，以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人 的 安 全 保 障”、构 筑 和 平 为 主 要 支 柱 的 对 巴 援 助 新 格 局，日 巴 关 系

已 经 超 越 了 简 单 的 双 边 关 系 范 畴。当 然，近 年 来 巴 基 斯 坦 在 经 济、社 会 等 领 域 取 得

的 成 果，绝 不 是 日 本 一 国 援 助 所 带 来 的，而 是 包 括 中 国 在 内 的 国 际 社 会 与 巴 基 斯 坦

共 同 努 力 的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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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是日本与巴基斯坦建交７０周年。建交７０年 来 两 国 长 期 保

持友好关系，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其间，日本向巴基

斯坦提供了大 量 政 府 开 发 援 助（ＯＤＡ），成 为 巴 基 斯 坦 的 主 要 援 助 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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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日本外 务 省 的 统 计，截 至２０１９年，日 本 对 巴 援 助 总 额 累 计 达

１１，６９０亿日元。① 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为手段，并辅以首脑外交等形式，

不断深化与巴基 斯 坦 的 双 边 关 系。日 本 对 巴 援 助 经 历 了 起 步、加 强、深

化三个渐进式发展阶段，并由于援助规模、援助内容的调整，日巴关系也

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政府致力于构筑从政治到经

济、再到安保的全 方 位 的 日 巴 关 系。通 过 不 断 深 化 对 巴 援 助，形 成 了 以

经济、社会和安全 为 主 要 领 域，以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人 的 安 全 保 障”、构 筑

和平为主要支柱的对巴援助新格局。日本重视对巴援助外交，是出于政

治和经济利益考 量，分 担 所 谓 日 美 同 盟 责 任，以 及 受 地 缘 政 治 因 素 影 响

等多重原因叠加的结果。本文以政府开发援助为切入点，在梳理日本对

巴援助历史演进 的 基 础 上，分 析 其 背 后 的 战 略 动 因，并 对 日 本 对 巴 援 助

外交的成效作一简要评价。

　　一、日本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历史演进

　　１９５１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与美、英等４８个战胜国签署了“旧金

山和约”，实现了所谓的“片面媾和”。巴基斯坦参加了对日媾和会议，并

于次年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是战后较早与日本建交的国家之一。根据

日巴关系的变化，以及援助规模、援助内容的调整等，日本对巴援助的历

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起步、加强、深化三个阶段。

（一）日巴建交与对巴援助的起步

１９５２年４月，日本与巴基斯坦正式建 立 外 交 关 系。此 后，两 国 相 继

签订了贸易、文化等协定，在经贸和文化领域展开了交流合作。１９５７年４

月，在两国建交５周年之际，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问日本，他表示“希

望借助此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② 同年５月，日本首相岸信介对巴基斯

坦进行了回访。在短短一个月内，两国就实现了首脑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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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外務省国際協力局編：「政府開発援助（ＯＤＡ）国別データ集２０２０」、外務省ホームペー

ジ、第７８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ｆｉｌｅｓ／１００２７１６１８．ｐｄｆ＃ｐａｇｅ＝７８．
「友好関係を強化 訪日するパキスタン首相語る」、『朝日新闻』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３日。



同时，政府开发援助开始在两国关系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１９５４年，日

本加入科伦坡计划①，开始对亚太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同年，日本

接收巴基斯坦研修生赴日研修，开启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历程。１９６１年

１１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访问巴基斯坦，他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对巴基斯

坦的经济和技术援助。② 是年，日本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首批贷款７２亿日

元，巴基斯坦成为 较 早 接 受 日 元 贷 款 的 国 家 之 一。③ 截 至１９７９年，日 本

共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近２，０００亿日元的贷款。

从援助形式来看，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９年，日本对巴援助主要以日元贷

款和技术援助为主。１９６８年日本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 本

主义阵营第二大 经 济 体 后，经 济 实 力 日 益 雄 厚，日 本 开 始 向 发 展 中 国 家

提供无偿资金援助。１９７０年，日本向巴基斯坦提供了２．５２亿 日 元 的 粮

食援助，这是日本 首 次 对 其 提 供 无 偿 援 助。此 后，无 偿 资 金 援 助 逐 渐 成

为日本对巴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日本累计向

巴基斯坦提供了１２０多亿日元的无偿援助，用于洪水、地震等紧急救灾以

及粮食增产等。

总体来看，从１９５２年两国建交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从技术援助到

日元贷款，再到无偿资金援助，日本对巴援助形式日益丰富，援助成为日

本加强对巴外交的重要手段，为维护日巴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其援助内容 较 为 单 一，且 早 期 的 日 元 贷 款 主 要 出 于 振 兴 日 本 出 口 的 目

的，大部分日元贷款带有附加条件，即受援国必须用来购买日本的产品。

因此，这一时期的对巴贷款绝大部分用于购买日本的成套设备、器材，以

及化肥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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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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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计划，全名为“关于亚太 地 区 合 作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科 伦 坡 计 划”，是 世 界 上 的 第

一批援助计划之一。该计划是１９５０年 由 英 联 邦 国 家 发 起 成 立 的，旨 在 通 过 以 资 金 和 技

术援助、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的国际合作，加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日 本·パ キ ス タ ン 共 同 声 明 池 田 首 相 東 南 ア 四 カ 国 訪 問」、『朝 日 新 闻』１９６１年１１
月２０日。

日元贷款的范围原先主要集中 在 南 亚 的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两 国，后 逐 步 扩 大 到 韩 国（１９６５
年）、印度尼西亚（１９６６年）以及泰国（１９６７年）等国家。



（二）首脑外交重启与对巴援助的加强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相继完成战争赔偿谈判

并签署协议，１９６５年与韩国签订《日韩基本条约》，１９７２年与中国实现邦

交正常化，日本外交重心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在１９６１年池田

勇人首相访问巴基斯坦之后，日巴首脑互访便陷入了低潮。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一度沉寂的日巴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再次趋

于活跃。１９８３年７月，巴 基 斯 坦 总 统 齐 亚·哈 克 访 问 日 本。１９８４年５

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问巴基斯坦，这是日本首相时隔２３年 再 次 访 巴。

此后，１９８７年巴总理穆罕默德·汗·居内久访问日本，日本首相海部俊

树于１９９０年进行了回访，两国首脑互访的时间间隔与六七十年代相比大

大缩短。① 首脑外交 是 使 用 最 为 频 繁 的 外 交 手 段 之 一，它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反映出两国的亲密关系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初期重启对巴首脑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对巴基斯坦重视

程度的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巴援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其一，在援助规模 方 面，由 于 这 一 时 期 正 值 日 本 对 外 援 助 进 入 扩 充

期，日本对巴援助金额进一步扩大。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巴

基斯坦的最大援助国之一。截至２０世纪末，日本累计向巴基斯坦提供了

约３８亿美元的援助。② 仅从日元贷款来看，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间，日本累

计向巴提供了约６，２３１亿 日 元 贷 款，这 一 数 字 是１９６１－１９７９年（合 计

１，９８９亿日元）的三倍多。

其二，在援助领域方面，随着日本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日元贷款

中带有附加条件的比例开始降低，推动日本对巴援助领域和援助内容逐

渐多样化、精细化，对 巴 援 助 开 始 扩 展 到 教 育、卫 生、电 力、农 业 等 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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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日巴共开展了９次首 脑 外 交，其 中，日 本 首 相 访 问 巴 基 斯 坦３次，巴 基 斯

坦总 统、总 理 访 问 日 本７次。数 据 来 源 于 巴 基 斯 坦 驻 日 本 大 使 馆 网 站。ｈｔｔｐｓ：／／ｐａｋｉ－
ｓｔａｎｅｍｂａｓｓｙｔｏｋｙｏ．ｃｏｍ／ｊ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４％ＢＡ％Ａ４％Ｅ６％Ｂ５％８１％Ｅ６％ＡＤ％Ｂ４％Ｅ５％
８Ｆ％Ｂ２％Ｅ５％Ｂ９％Ｂ４％Ｅ８％Ａ１％Ａ８．
「国別援助実績（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 の 実 績）」、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

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ｓｈｉｒｙｏ／ｊｉｓｓｅｋｉ／ｋｕｎｉ／ｊ＿９９／ｇ２－０４．ｈｔｍ．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日本还向巴基斯坦启动了小规模无偿资金援助（草根援

助）。这种援助形式虽然规模较小，但贴近民众，主要用于可使当地居民

直接受益的健康保健、传染病预防等小规模项目建设。

其三，从援助目的 看，对 巴 援 助 开 始 成 为 日 本 向 巴 基 斯 坦 施 加 政 治

压力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日本ＯＤＡ预算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对外

援助规模在整个９０年代位居世界第一。作为世界第一大援助国，日本的

对外援助开始进入政策理念的充实阶段。１９９２年，日本制定了首部《政

府开发援助大纲》，明确指出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民主化和基

本人权保障情况，并将其与对外援助直接挂钩。１９９８年５月，作 为 对 印

度进行核试 验 的 回 应，巴 基 斯 坦 在 三 天 内 先 后 进 行 了 六 次 核 试 验。对

此，日本根据《政府开发 援 助 大 纲》中“援 助 应 避 免 用 于 军 事 用 途 或 助 长

国际纷争”的原则，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新的日元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

以冻结或减少援助为手段对巴基斯坦核试验进行制裁。

总体而言，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日巴双边关系的提升，日

本对巴ＯＤＡ无论 在 援 助 规 模 还 是 援 助 范 围 方 面 都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的 发

展。同时，随着日本争 做“政 治 大 国”的 欲 望 日 趋 强 烈，日 本 援 助 巴 基 斯

坦的政治动因显著增强，服务于日本外交战略的色彩日益浓厚。

（三）日巴关系的提升与对巴援助新格局的形成

２００２年巴基斯坦总 统 穆 沙 拉 夫 访 问 日 本，２００５年 小 泉 纯 一 郎 首 相

回访巴基斯坦。２００５年，两 国 发 表 首 个 展 望 今 后 双 边 关 系 的 政 治 文 件

《日巴共同宣言》，强调双方要建立新的、广泛的、强韧的关系。① ２０１１年

２月，在两国建交即将迎来６０周年之际，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访问日

本，双方签署《关于 全 面 伙 伴 关 系 的 共 同 声 明》，表 明 了 两 国 致 力 于 全 面

加强各领域合作的态度。在２０１３年９月举行的日巴首脑会谈中，安倍晋

三首相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就构筑日巴新型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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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パキスタン関係の新たな展望－新たな、幅広い、そして強靱な関係へ向けて」、外

務省ホームペー ジ、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ｋａｉｄａｎ／ｓ＿ｋｏｉ／

ａｓｉａ＿ｅｕｒｏｐｅ＿０５／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ｋｙｏｄｏ．ｈｔｍｌ．



出进一步强化两国关系的意愿。①

在经贸领域，两国 逐 步 建 立 了 对 话 和 磋 商 机 制，其 中 投 资 贸 易 成 为

日巴合作的重点领域，两 国 相 继 建 立 了“日 巴 高 级 别 经 济 协 商 会”“日 巴

官民联合经济对话”等 高 级 别 对 话 磋 商 机 制，通 过 定 期 召 开 会 议 来 讨 论

如何改善巴基斯坦的营商环境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加强了与巴在反恐问题等安全

领域的合作，这也是日巴关系的一个显著变化。“９·１１”事件后，应对恐

怖主义已成为日巴之间 的 核 心 议 题 之 一。笔 者 统 计 了 日 本 外 务 省 发 布

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日巴举行的２９次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谈记录（见表１），

从中可以看出，反恐和经济问题是高层会谈的最主要议题。其中，与“反

恐”和“阿富汗问题”相关的议题出现频率合计达２８次。在这一背景下，

日巴之间建立了安全合作机制。２００２年３月，穆沙拉夫总 统 访 日 期 间，

日巴双方同意设立安全保障对话机制。从２００４年１月开始，两国定期召

开“日巴安全保障 对 话”会 议，就 双 边 外 交、安 全 保 障 政 策、地 区 形 势、反

恐等问题交换意见。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日巴高层会谈议题

次序 议题 出现次数 次序 议题 出现次数

１ 反恐 ２１　 ６ 阿富汗问题 ７

２ 经济合作 １８　 ７ 安理会改革 ４

３ 核不扩散 １４　 ８ 朝鲜问题 ４

４ 印巴关系 １１　 ９ 经济改革 ４

５ 民主化 ８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 外 务 省 网 站 公 布 的 日 本 与 巴 基 斯 坦 政 界 要 人 会 谈 记 录 整 理 而 成。

「過去の要人往 来·会 談」、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ａｒｅａ／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ｖｉｓｉ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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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パキスタン首脳会談（概 要）」、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ｋａｉｄａｎ／ｐａｇｅ２４＿０００１２６．ｈｔｍｌ．



　　随着日巴关系的提升与合作领域的拓展，日本对巴援助也取得了相

应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 的 安 全 保 障”、构 筑 和 平 成 为 日 本 对 巴 援

助的三大支柱。

第一，以改善基础设施为重点。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日本决定恢复对巴日

元贷款。日元贷款重启后，日本总计向巴基斯坦提供了１９个日元贷款项

目（见表２），累 计 金 额 达１，７２８亿 日 元。从 援 助 金 额 来 看，由 于 从１９９８

年开始，日本国内的财政状况日趋严峻，ＯＤＡ预算规模不断缩减，因此这

一时期的援助规模已经难以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从援助领域来

看，在这１９个贷款项目中，输电网扩充、电力领域改革、道路建设等与电

力、交通相关的项 目 占 近 六 成。可 见，对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领 域 的 援 助 已 成

为日本对巴援助的主体。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日本对巴有偿日元贷款项目

年份 项目名称 领域
援助金额

（亿日元）

２００１ 克哈特（ＫＯＨＡＴ）隧道建设计划（ＩＩ） 交通 ４０．３２

２００２ 克哈特（ＫＯＨＡＴ）隧道建设计划（ＩＩＩ） 交通 ３１．４９

２００５ 供电设备扩充计划 电力 ３８．３９

２００５ 杰纳布河下流灌溉水道整修计划 农业 １２５．２３

２００５ 紧急地震灾害复兴支援 救灾 １１２．２

２００６ 达苏－胡兹达尔输电网计划 电力 ３７．０２

２００６ 国道５５号线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第３期） 交通 １９４．５５

２００８ 国道７０号线（第１期）东西道路整修计划 交通 １５４．９２

２００８ 信德省农村振兴道路建设计划 交通 ９１．２６

２００８ 旁遮普省灌溉系统改善计划 农业 １１３．８２

２００８ 旁遮普省输电网扩充计划（第１期） 电力 １１９．４３

２０１０ 全国基础输电网扩充计划 电力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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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项目名称 领域
援助金额

（亿日元）

２０１０ 紧急进口支援融资（洪灾应对） 救灾 ５０

２０１０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农村道路修复计划（洪灾应对） 救灾 １４７

２０１１ 疟疾消除计划 保健 ４９．９３

２０１４ 电力部门改革计划 电力 ５０

２０１５ 电力部门改革计划（第２期） 电力 ５０

２０１６ 疟疾消除计划（第２阶段） 保健 ６２．９

２０１７ 伊斯兰堡·布尔汗输电网增强计划（第１阶段） 电力 ２６．６５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外务省网 站 公 布 的 日 本 对 巴 基 斯 坦 有 偿 资 金 援 助 案 件 概 要 整 理 而

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ｄａｔａ／ｇａｉｙｏｕ／ｏｄ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ｓｉ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０２．ｈｔｍｌ＃２９０１．

　　第二，强调对“人的安全保障”。“人的安全保障”是日本外交的重要

支柱和对外援助的重要理念之一。与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概念相比，

“人的安全保障”强 调 对 每 个 人 的 保 护 及 个 人 能 力 的 提 高。日 本 对 巴 基

斯坦的相关援助主要以儿童、学生、妇女、灾民等群体为对象，着 重 加 强

教育、医疗保 健、城 市 上 下 水 管 道 建 设、农 业、防 灾 减 灾 等 领 域 的 援 助。

这些援助绝大部分是以无偿资金援助、草根援助的方式进行的。与此同

时，其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日本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其中，且一般会与巴

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

第三，援助向安全层面拓展。“９·１１”事件后，反恐合作成为日巴重

点合作领域 之 一，对 巴 援 助 成 为 日 本 国 际 反 恐 对 策 的 重 要 一 环。２０１３

年，日本向巴基斯坦提供了１９．４６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支援巴基斯坦

在伊斯兰堡、拉合尔 等 地 的“机 场 安 保 强 化 计 划”，以 使 巴 基 斯 坦 国 内 机

场的安保 检 查 设 备 达 到 国 际 标 准。２０１７年，开 始 实 施 第 二 次“强 化 计

划”，将援助范围扩展至木尔坦、费萨拉巴德等其他机场，力求到２０２３年

使进入机场的所有飞机在起飞前达到国际安全标准，从而降低发生恐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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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事件的风险。① 此外，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日本向巴基斯坦提供了１９亿

日元无偿资 金 援 助，用 于 完 善 巴 境 内 主 要 内 陆 物 流 据 点 的 货 物 检 查 设

备，以增强货物检查能力。②

总 之，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日 本 继 续 强 化 与 巴 基 斯 坦 的 关 系，致 力

于 构 筑 从 政 治 到 经 济、再 到 安 全 的 全 方 位、多 层 次 的 双 边 合 作 关 系，

同 时 推 动 对 巴 援 助 不 断 深 化，形 成 了 以 经 济、社 会 和 安 全 领 域 为 主 的

对 巴 援 助 新 格 局。

　　二、日本援助巴基斯坦的战略动因

　　综上所述，日巴建交以来，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为手段，并辅以首脑

外交等形式，不断 深 化 与 巴 基 斯 坦 的 双 边 关 系。尤 其 是 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日巴关系被提 升 到 一 个 新 层 次，形 成 了 新 的 对 巴 援 助 格 局。日 本 之

所以重视对巴援 助 外 交，是 出 于 政 治 和 经 济 利 益 考 量，分 担 所 谓 的 日 美

同盟责任，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等多重原因叠加的结果。

（一）以援助换取巴基斯坦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对日支持

从国际政治 层 面 而 言，加 强 与 巴 基 斯 坦 的 双 边 关 系 对 日 本 意 义 重

大。例如，在联合国 安 理 会 改 革 等 一 些 国 际 问 题 上，日 本 需 要 巴 基 斯 坦

的支持。冷战结束后，日本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视为“政治大国”的

重要标志，并将其 作 为 重 要 外 交 战 略 目 标 加 以 推 进。在 该 问 题 上，巴 基

斯坦曾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１９９６年１月，巴基斯坦总

理贝·布托访问日 本，与 首 相 桥 本 龙 太 郎 举 行 会 谈 时 表 示“日 本 成 为 常

任理事国没有问题”③，公开表达了支持日本的立场。但出于牵 制 印 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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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日本のＯＤＡプロジェク ト パ キ ス タ ン 無 償 資 金 協 力」、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ｄａｔａ／ｇａｉｙｏｕ／ｏｄ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ｓｉ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０１．ｈｔｍｌ＃２９０９．
「パキスタンに対する無償資 金 協 力 に 関 す る 書 簡 の 交 換」、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９
年４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ｅｓｓ４＿００７３６４．ｈｔｍｌ．
「非常任理事国選挙で日本への支 持 を 表 明 橋 本 首 相 に パ キ ス タ ン 首 相」、『朝 日 新 闻』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日。



考虑，巴基斯坦逐渐转变立场并加入“咖啡俱乐部”①，反对日本、印度、德

国、巴西四国集团提出的安理会改革方案。鉴于安理会改革的长期性和

复杂性，加之印巴 关 系 的 现 状，短 期 内 巴 基 斯 坦 恐 难 以 支 持 四 国 集 团 同

时“入常”的方案。但 在 该 问 题 上，日 本 坚 持 与 巴 基 斯 坦 加 强 沟 通，试 图

制定出两国都能接受的方案。②

再如，在朝鲜核问 题 等 地 区 问 题 上，日 本 也 需 要 巴 基 斯 坦 的 支 持 和

配合。近年来在朝鲜因核试验和导弹发射遭受制裁的背景下，日本曾在

首脑会谈、外长会 谈 等 多 个 场 合 与 巴 基 斯 坦 就 朝 鲜 局 势 交 换 意 见，希 望

巴基斯坦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防止南亚国家成为朝鲜逃避制

裁的漏洞。③ 同时，日 本 政 府 将 解 决 朝 鲜 绑 架 日 本 人 问 题 作 为 一 项 外 交

课题，希望与朝鲜拥有外交关系的巴基斯坦在该问题上能发挥有利于日

方的作用。

（二）着眼于巴基斯坦的广阔市场和经济发展潜力

对于以贸易立国 的 日 本 而 言，保 障 原 材 料 的 稳 定 供 应，确 保 海 外 市

场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巴基斯坦目前人口超过２亿人，是世界上排

名靠前的人口大国。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劳动力资源丰 富。进 入２１

世纪以来，尽管巴基斯坦饱受政局不稳、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困扰，但经济

仍保持着较高速度增长，中产阶层不断扩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巴基斯坦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日本企业的对巴投资，但在日本积极推动基础设施海外输出战略的背

景下，巴基斯坦的 基 础 设 施 现 状 对 日 本 而 言 也 可 视 为 巨 大 的 投 资 商 机。

可以说，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庞大需求与日本经济增长战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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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咖啡俱乐部”，正式名称为“团结谋共识”阵营（ＵＦＣ），由意大利、韩国、墨西哥、巴 基 斯 坦

等国发起成立，因为早期各加盟国代表经常到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处边喝咖啡边讨论

反对增加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事宜而得名。该组织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建议增加非 常 任

理事国席位，与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四国集团意见存在较大分歧。

２０００年后，日本在日巴首脑会谈以及外 长 会 谈 中 多 次 提 及 安 理 会 改 革 问 题，谋 求 得 到 巴

基斯坦的支持，但巴方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这一立场尚未发生改变。
「日·パキスタン 外 相 会 談」、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ｓ＿ｓａ／ｓｗ／ｐｋ／ｐａｇｅ１１＿００００７２．ｈｔｍｌ．



在契合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英语是巴基斯坦的通用语言之一，巴基

斯坦拥有较多精通英语的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为外资进入巴基斯坦

提供一定的智力 支 撑。从 地 理 位 置 看，巴 基 斯 坦 位 于 亚 洲 中 心 位 置，邻

近资源丰富的中亚和中东地区，背靠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拥有作为生

产销售基地的巨 大 潜 力。因 此，从 经 济 层 面 看，抢 占 巴 基 斯 坦 的 消 费 市

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市场是日本加强对巴援助的重要经济动因。

（三）分担日美同盟的责任，日本对巴安全领域援助成为重点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对巴援助也是日本所谓分担同盟责任

的重要方式之一。冷战期间，尤其是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后，

日本快速作出反 应，在 发 达 国 家 中 率 先 提 出 要 加 大 对 巴 基 斯 坦 的 援 助。

针对涌入巴基斯坦的大量阿富汗难民，１９８０年１月，日本决定向其提供

１０亿日元的救援物资。① 日本的举动旨在依靠经济实力从侧面配合美国

对苏战略，在南亚地区构筑防止苏联扩张的战略防线。

“９·１１”事件 发 生 后，与 阿 富 汗 毗 邻 的 巴 基 斯 坦 成 为 美 国 打 击 恐 怖

主义的前沿阵地，日本的对巴援助表现为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在

此背景下，日本为 了 向 美 国 以 及 国 际 社 会 展 现 其 反 对 恐 怖 主 义、致 力 于

地区和平的鲜明 态 度，着 重 加 强 与 巴 基 斯 坦 在 安 全 领 域 的 合 作，遂 成 为

日本对巴援助的重点。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连接南亚和中东，并且邻近海上交通要道，如果

巴国内局势动荡，恐怖主义频发，对整个南亚地区，尤其是日本的航道安

全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随着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

地缘价值日益凸显，日本援助巴基斯坦，促进其国内稳定，也符合日本的

国家利益。

（四）平衡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

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２０１５年 中 巴 战 略 伙

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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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パキスタンのアフガン難民へ１０億 円 分 の 物 資　政 府、援 助 供 与 決 め る」、『朝 日 新 闻』

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２日。



代表的中巴经济合作正在不断深入推进。对此，日本担心中国利用资金

等优势，以道路、高速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为依托，增强在 巴 基 斯

坦乃至整个南亚地 区 的 影 响 力。因 此，对 冲“一 带 一 路”倡 议 影 响，与 中

国争夺资源和市场，防止巴基斯坦全面倒向中国是日本对巴援助的战略

目标之一。

　　三、日本对巴基斯坦援助外交的成效与外部影响因素

　　一项外交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是评价该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

性指标。关于具体 的 评 估 标 准，一 般 而 言，既 可 以 以 该 政 策 给 对 象 国 带

来的实际影响作为评估依据，也可以以该政策是否达到了制定者所设定

的外交目标为依据。

就前者而言，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１５年２月，日本外务省委托第三方评

估机构从援助政策的妥当性、援助结果的有效性以及援助过程的恰当性

三个方面，评估了 日 本 对 巴 基 斯 坦 的 援 助 成 效。该 评 估 报 告 指 出，日 本

的援助政策以巴基斯坦主要开发计划和开发方针为基础，契合巴基斯坦

的开发需求，同时也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等文件要求相符。对

巴ＯＤＡ在改善巴基斯坦运输、电力等经济基础设施，产业培育等方面有

一定的效果。在人类安全保障和社会基础整备领域，ＯＤＡ对改善巴基斯

坦教育、基础保健医疗服务、卫生环境等也有一定的成效。此外，在促进

边境地区稳定方 面，通 过 援 助 巴 边 境 经 济 落 后 地 区 的 发 展，对 于 应 对 恐

怖主义问题也有所助益。①

与对巴援助带来的直接效果相比，日本更加注重援助所带来的外交

波及效果。在战后 日 本 政 治，尤 其 是 军 事 发 展 受 限 的 背 景 下，政 府 开 发

援助这一经济手段成为 其 争 取 实 现 国 家 战 略 目 标 的 重 要 方 式。对 于 日

本而言，以援助为 手 段 强 化 日 巴 双 边 关 系，可 促 使 巴 基 斯 坦 在 国 际 和 地

区问题上支持日本 立 场，符 合 日 本 谋 求“政 治 大 国”地 位 的 内 在 需 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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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其国际地位。同时也有利于强化两国经济关系，促进日本企业

在巴基斯坦的投资。

然而，即便日本对 巴 援 助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效，但 其 所 面 临 的 外 部 影

响因素也不可忽视。一方面，日本对巴援助受到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等因

素的影响。美巴关 系 时 常 陷 入 波 动 状 态，如 在 美 巴 安 全 合 作 中，减 少 或

暂停对巴援助是美国向 巴 施 加 压 力 的 一 种 重 要 手 段。如 果 美 巴 之 间 因

反恐或核安全等问题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导致美国动用切断援助等手段

对巴进行变相制裁的情况，那么身处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日本就不得不配

合美国的决定，其对巴援助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对巴援助还受到印度因素的影响。日本在印巴关系

中采取基于现实主义的平衡外交政策。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与巴基斯

坦相比，印度明显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日印关系不断提升，尤

其是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大力增强两国关系的发展。２０１４年９月，印 度

总理莫迪访问日本，两国关系提升为“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从援

助金额看，截至２０１９年，日本累计向印度提供了６３，９９６亿日元的援助①，

约为对巴援助总额的６倍（１１，６９０亿）。虽然援助金额的多少与印巴两

国的国土面积、经 济 发 展 情 况 有 一 定 的 关 系，但 也 从 侧 面 反 映 出 日 本 对

印度的重视程度。概而言之，日本对巴援助的底线是不能引起印度的不

满，总体上要服务于日美同盟及日本外交的战略大局。

　　四、结语

　　纵观日巴建交７０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和日本对巴基斯坦的援

助历程，其间除了因巴基斯坦核试验，日本短暂停止日元贷款之外，两国

之间基本上保持着友好关系。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日巴先后签署了多份政

治文件，两国政治 互 信 得 到 增 强。同 时，随 着 巴 基 斯 坦 投 资 价 值 的 凸 显

和“９·１１”事件的发生，日本以援助为手段，加强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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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等领域的合作，使 两 国 关 系 呈 现 出 不 断 增 强 的 发 展 趋 势。总 体 而 言，

日本对巴基斯坦奉 行 以 维 护 自 身 国 家 利 益 和 日 美 同 盟 为 导 向 的 援 助 政

策，其目的是推动巴基斯坦成为“稳健的近代伊斯兰国家”①，最终将巴基

斯坦纳入西方阵营。

中日两国目前都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援助国，两国对巴基斯坦提供的

经济援助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此，日本

应认识到近年来 巴 基 斯 坦 在 经 济、社 会 等 领 域 取 得 的 成 果，绝 不 是 日 本

一国援助所带来的效果，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与巴基斯坦共同

努力的结果。在巴 基 斯 坦 经 济 建 设、民 生 改 善、教 育、卫 生，尤 其 是 反 恐

以及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中日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日本应放弃零和

博弈的思维，不应 将 援 助 作 为 平 衡 中 国 影 响 力 的 工 具，而 应 与 中 国 一 道

在国际援助等方面探索合作空间，实现三方共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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