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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富汗是拥有独特地缘政治地位的西亚内陆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大国争相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略要地。 近年来,
日本通过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不断扩展与阿富汗的关系。 美国完全撤离阿富汗后,日本将会从地缘政治战略、能源资源来源多

元化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等视角考量与谋划对塔利班重新执政后阿富汗的外交方略。 鉴于各种复杂国际关系因素的综合作用以

及阿富汗国家与民族的特性,日本深化对阿富汗外交将面临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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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ghanistan,
 

a
 

landlocked
 

country
 

in
 

West
 

Asia
 

with
 

a
 

unique
 

geopolitical
 

status,
 

has
 

long
 

been
 

a
 

strategic
 

location
 

for
 

ma-
jor

 

powers
 

to
 

compete
 

for
 

geopolitical
 

influence.
 

In
 

recent
 

years,
 

Japan
 

has
 

been
 

expanding
 

its
 

relations
 

with
 

Afghanistan
 

by
 

actively
 

partic-
ipating

 

in
 

its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complet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fghanistan,
 

Japan
 

will
 

consider
 

and
 

plan
 

its
 

diplomat-
ic

 

strategy
 

towards
 

Afghanistan
 

after
 

the
 

Taliban' s
 

return
 

to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diversified
 

energy
 

and
 

re-
source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Given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various
 

complex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fghan
 

state
 

and
 

nation,
 

Japan
 

will
 

face
 

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deepening
 

its
 

diplomacy
 

towards
 

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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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是处于西亚内陆腹地的重要国家,素有

“亚洲心脏”的美誉。 而之所以说阿富汗是亚洲的“中

心”,主要是从阿富汗所处的险要地缘政治战略地位

而言的。 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该国

地处西亚与南亚、中亚与中东的天然地理接合部,既
可北上“巡视”中亚地区各国,亦可南下“俯瞰”南亚地

区各国;既可西望中东海湾地区,亦可东看东亚地区。
正是因为阿富汗处于陆上战略要冲,从而使阿富汗自

近代以来就成为大国争相在此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

与划分地缘政治范围的“逐鹿地”与“争霸场”。 进入

21 世纪以来,阿富汗又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前沿阵

地。 美国在付出长达 20 年的沉重代价后,并未能彻底

根除阿富汗以及阿富汗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无
奈之下只能是黯然撤离。 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具有

重要与深远的地缘政治含义。 但美国战略影响力从

阿富汗的收缩,并不一定就代表阿富汗抑或阿富汗周

边地区从此以后就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塔利班重新

执政后的阿富汗,未来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将会成为

新的地缘政治焦点问题。 日本近年来通过积极参与

阿富汗重建国际会议,力图成为阿富汗重建的重要域

外力量。 在美国完全撤离阿富汗与阿富汗国内政局

剧变这两大因素相互叠加交织的大背景下,日本对阿

富汗外交走向值得关注。 本文拟通过总结 2021 年以

来日本对阿富汗外交动向,分析日本深化对阿富汗外

交的深层次因素,阐释日本扩展对阿富汗外交面临的

挑战与问题。

一、美国撤离阿富汗背景下日本对阿富汗

外交新动向
阿富汗局势在 2021 年以来处于急剧变化之中。

在美国完全撤离、阿富汗政权转换的大背景下,日本

主要由首相和外相对阿富汗开展了各项外交活动。
首先,日本时任外相茂木敏充与阿富汗外交部长

通电话洽商阿富汗局势。
2021 年 3 月 2 日,茂木敏充与阿富汗外交部长穆

罕默德·哈尼夫·阿特马尔举行了电话会谈。 阿富

汗外长希望日方对阿富汗和平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可

以发挥出日本应有的作用。 茂木敏充表示,日本支持

“由阿富汗人主导的阿富汗和平进程”,日本将继续在

阿富汗和平进程中扮演建设性角色并发挥重要

作用[1] 。
第二,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出席关于阿富汗局势

的七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
2021 年 8 月 24 日,举行了讨论阿富汗紧张局势

的七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出席

了此次视频会议。 菅义伟在会上就阿富汗紧张局势

以及日本如何应对等阐述了日方的意见。 一是着重

强调了日本在 2001 年以后已经举办过两次“阿富汗

援助复兴国际会议”,对阿富汗战后复兴日本已经提

供了大约 70 亿美元资金援助;日本与七国集团和联合

国合作一起积极援助阿富汗难民;二是日本要在反恐

领域综合施策,发挥出应有作用[2] 。
第三,茂木敏充外相(时任)出席关于阿富汗局势

的主要国家部长级会议。
2021 年 8 月 30 日,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了关于

阿富汗局势的主要国家部长级会议。 茂木敏充在会

上的发言要点:对从阿富汗撤离的难民施行人道主义

援助是不可或缺的课题;拟就反恐问题与塔利班取得

一致意见,还要与阿富汗周边国家就反恐问题保持合

作关系;各个主要国家需要继续深化合作以解决阿富

汗问题[3] 。
第四,茂木敏充外相(时任)出席美德主办的阿富

汗局势相关国家部长级扩大会议。
2021 年 9 月 8 日,美国与德国主办了阿富汗局势

相关国家部长级扩大会议(视频方式),包括日本在内

的 21 个国家的外长出席,茂木敏充发言的主要内容:
日本与阿富汗周边各国合作应对反恐问题,防止阿富

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温床”;日本通过国际机构,在
医疗卫生、 饮用水、 粮食、 农业与教育等领域提供

6
 

500 万美元的援助,在 2021 年年内提供总额为 2 亿

美元的援助[4] 。
第五,茂木敏充外相(时任)出席阿富汗局势二十

国集团(G20)外长会议。
2021 年 9 月 22 日,茂木敏充出席了阿富汗局势

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视频方式)。 茂木敏充发言的

要点:国际社会要向塔利班传递未来阿富汗要迈向包

容性的多民族与多宗教派别政治和解进程、女性应有

权利要得到尊重等重要信号;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要继

续密切关注阿富汗发展走向等[5] 。
第六,岸田文雄首相出席阿富汗局势二十国集团

首脑视频会议。
2021 年 10 月 12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了关

于阿富汗局势的二十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 岸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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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要点:日本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以应对阿富汗恐袭

问题;呼吁塔利班要保护女童上学与妇女劳动就业等

方面权利等;如果塔利班能够开启包容性政治和解进

程,国际社会就可以发挥强有力助推作用,以使塔利

班在阿富汗国家重建方面展示能力与水平[6] 。

二、美国撤离阿富汗背景下日本对阿富汗

外交的深层目的
在“9·11 事件”20 周年来临前夕,美国从阿富汗

完全撤离,这不仅标志着阿富汗战争的正式结束,更
为重要的是,美国从阿富汗施行战略收缩,预示着阿

富汗与阿富汗周边地区以及整个大中东地区地缘政

治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在美国完全撤离阿富汗背景

下,日本则在诸多领域谋划对塔利班重新执政后的阿

富汗外交方略。
首先,重视阿富汗拥有的独特地缘政治地位,谋

划在塔利班重新上台后构建日本与阿富汗新的战略

关系。
阿富汗从地理上来说是西亚内陆国家,但若从地

缘政治视角来分析,阿富汗又拥有非常独特的地缘政

治战略地位。 这是因为:一是阿富汗周边邻国众多,
且国与国之间边界线漫长、复杂而曲折;二是阿富汗

地处东亚与西亚、中亚与南亚的核心地带,是中亚与

南亚、东亚与西亚的天然大陆桥———沟通东亚与西

亚、中亚与南亚往来的陆路必经通道;三是阿富汗蕴

藏有丰富的煤炭、铁矿、铜矿与天然气等能源矿产资

源,未来极具开发潜力。 在日本看来,塔利班重新执

政后的阿富汗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鉴于阿富汗重

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日本有必要在塔利班重新施

政时代构建与阿富汗的长远战略关系。
第二,在美国撤离阿富汗的背景下,谋划凸显在

阿富汗的战略存在感。
2021 年 8 月份以来,阿富汗政局急转直下,失去

政权多年的塔利班卷土重来再次在阿富汗执政。 美

国完全撤离阿富汗,本身就具有标志性意义:在“9·
11 事件”届满 20 周年之际,阿富汗领土上终于结束了

美军长期驻扎的历史,美国完全撤离的重要推动因素

之一乃是自己曾经激烈作战的对手———塔利班的重

新崛起。 美国完全撤离,塔利班重返执政,阿富汗又

进入一个政局错综复杂、前景难卜的时期。 对于日本

来说,也进入一个权衡利弊与取舍抉择的战略研判时

期。 美国的完全撤离,阿富汗必然成为国际权力博弈

的空白地带,如果日本不失时机协调与塔利班的关

系,将在美国完全撤离后的阿富汗谋得战略利益抑或

赢得话语权。
第三,通过与阿富汗深化合作关系,为构建与中

亚地区战略关系做好铺垫。
阿富汗北部与中亚三个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接壤。 从历史、文化、语言与民

族构成上来看,阿富汗都与中亚三国有着久远、密切

与错综复杂的联系。 虽然阿富汗主体民族是普什图

人,但是还有众多的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与土库曼

族等其他民族人口,这些民族人口与中亚三国人文语

言相通,历史上交往频繁。 塔利班重新执政后,尽管

日本没有直接承认塔利班政权,但是,与事实上的阿

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接触并继续保持关系,对于日本

来说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这是因为:一是日本近

年来正在加强与中亚各国的战略关系,在安倍晋三第

二次担任首相期间,日本就加快了与中亚各国深化关

系的步伐;二是尽管日本与中亚各国相距遥远,但日

本与中亚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欲望”非常强烈;三是

阿富汗与中亚地区交往密切,塔利班再次执政后,从
发展经济与稳定大局考虑,必然要加强与中亚地区的

关系,对于日本来说,协调与保持和塔利班的关系,继
续推进与政局剧变后阿富汗的关系,就能间接抑或迂

回曲折地深化与中亚地区国家的关系。
第四,以阿富汗为“跳板”,在中东地区扩展日本

的影响力。
阿富汗西部与中东重要国家伊朗接壤,从民族、

历史、文化与语言等来看,阿富汗与伊朗都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塔利班重新执政后,出于稳定政局与发

展经济的迫切需求,有与地区大国伊朗深化关系的必

要;而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大国,为了打开因

美国长期制裁而受困已久的外交局面,有与再次掌控

阿富汗政局的塔利班发展关系的内在动力。 在日本

看来,阿富汗与伊朗是邻国,不管是阿富汗主动深化

与伊朗的关系,抑或是伊朗转而重视与阿富汗强化关

系,鉴于日本与伊朗有着长期友好交往关系、且日本

与阿富汗亦没有任何历史纠葛与现实矛盾,那么,日
本完全可以凭着与伊朗和阿富汗两国都保持友好合

作关系的有利条件在阿伊之间扮演“协调者”与“牵线

搭桥者”角色。 如果能够成功推动伊朗与阿富汗关系

升温,就可以给日本带来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因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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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促成阿富汗与伊朗关系走近而提升合作水平,使得

日本可以与塔利班新政权建立起良好的战略关系框

架;二是若能够为伊朗破解外交困局而使得伊朗周边

外交环境大为改善,可以深化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关

系;三是在促进伊阿双边关系上发挥作用,可以使日

本在中东地区凸显存在感,树立日本在阿富汗战后重

建中的“良好形象”。
第五,把阿富汗纳入“印太地区构想”①范畴,并借

机扩展“印太地区构想”战略影响力。
阿富汗尽管是西亚内陆国家,但却处于整个亚洲

的“心脏”地带,从宏观上讲,阿富汗距离阿拉伯海不

远(阿富汗最南端通过巴基斯坦领土可抵达阿拉伯

海),而阿拉伯海本身是印度洋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富

汗历史上的统一王朝———杜兰尼王朝,极盛时期的领

土曾濒临印度洋)。 “印太构想”是安倍内阁第二次在

任期间大力推行的外交战略,现在的岸田文雄内阁继

续维持这一“印太构想”。 在日本看来,阿富汗可以纳

入广义的“印太构想”范畴:一是在塔利班重新执政背

景下,将阿富汗划入广义的“印太构想”范畴,有利于

扩展日本“印太构想”的影响力,将“印太构想”的触角

伸向西亚腹地,进而借助阿富汗这个亚洲“陆桥”的有

利地理条件再把“印太构想”向北一直伸展到中亚地

区;二是通过“印太构想”这个外交工具,打造日本与

阿富汗合作新架构,在阿富汗战乱之后经济与社会重

建方面发挥日本特殊的作用。
第六,着眼于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战略,与阿富

汗及其周边国家谋划能源战略合作关系。
阿富汗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蕴藏量,但是因为连

年的战火与冲突,致使各类能源资源开发与开采滞后

与缓慢,这与阿富汗作为亚洲内陆巨大的潜在能源资

源大国地位并不匹配,其本身拥有的深厚能源资源开

发能力并未充分释放。 塔利班重新执政后,为了维持

其执政稳定性与合法性,必然要积极发展本国经济,
以推动本国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与科技等各个领域

得到快速发展,以此赢得阿富汗民众信任、争取阿富

汗民心。 而要推动阿富汗经济与社会发展,今后必然

要大力吸引外资开采与开发本国的能源资源,为阿富

汗经济发展快速积累资金。 近年来,日本积极推进能

源资源来源多元化战略,欲在全球各地拓展能源资源

进口渠道,而阿富汗作为新兴的能源资源蕴藏量大

国,被纳入日本未来几十年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的下

一个备选国家,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另外,阿富汗周

边的伊朗与土库曼斯坦两国,都是石油与天然气大

国,近年来伊朗与土库曼斯坦正在谋划穿过阿富汗修

建通往南亚地区的陆上油气管道。 如果未来修建油

气管道战略计划能够真正得到落实,那么,阿富汗就

成为西亚重要的陆地能源过境国,其地缘战略地位必

然将得到大力提升。 这是日本乐见其成的战略大事,
将会有力助推日本正在谋划的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

战略。
第七,从反恐、难民等非传统安全因素考量,加强

与阿富汗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
长期以来,由于外国干涉、经年累月的战乱与冲

突频仍等复杂因素,致使阿富汗成为全球最不稳定与

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而长期战乱又使阿富汗经济

停滞、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科技与医疗水平落

后。 长期战乱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就形成了恶

性循环,阿富汗最终成为全球恐怖主义、难民等非传

统安全问题高发与凸显的国家之一。 为了预防与遏

止阿富汗再次沦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防止阿富汗

难民不断向国际社会“外溢”,更为了整治阿富汗绵延

多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需要综合施策,西
方大国更应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日本已经于 2002 年

与 2012 年两次主办过“阿富汗重建国际会议”,并且

之后还多次参加有关阿富汗重建的国际会议,从中可

见日本意欲在阿富汗战后重建中进一步彰显日本作

为西方大国的存在感与责任感。 而在塔利班重新执

政后的阿富汗,多年来积累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妥

善处理,如何得到彻底根治,将是摆在塔利班面前的

巨大难题。 日本愿意通过帮助阿富汗解决非传统安

全问题让阿富汗增添好感与信任,进一步扩大在该国

未来经济社会重建中的话语权。

三、日本对阿富汗外交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阿富汗曾经拥有辉煌的历史,并且天然享有“四

通八达”的地缘战略优势,正是因为如此,阿富汗被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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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太地区构想”:2016 年 11 月 11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并在会后《联合公报》中首次

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 这就是日本的“印大地区构想”,皆在构建以美日印澳四国同盟为基础的“亚洲民主安全菱

形”和沿着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建立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



多域外国家觊觎,沦为大国国际博弈的“牺牲品”与势

力范围。 鉴于阿富汗悠久复杂的历史和顽强不屈的

国家民族禀赋,以及其所处的整个大中东地区的形

势,日本深化对阿富汗外交面临着重重困难与挑战。
首先,在美国战略影响力在阿富汗收缩的背景

下,日本却意欲凸显在阿富汗的战略存在感,会受到

日美同盟框架的掣肘。
尽管借口“反恐”而使得美国能在阿富汗盘桓长

达 20 年,但是美国最终还是仓皇撤离阿富汗,其战略

影响力从阿富汗大幅收缩,给长期战乱的阿富汗留下

了巨大的战略真空。 日本谋划在塔利班重新执政后

彰显存在感,美国的掣肘因素:一是尽管美军完全撤

离了阿富汗,但不是说美国战略影响力完全从整个中

东地区消失,亦不是说美国从今以后彻底放弃了阿富

汗,更不是说美国从今以后完全与塔利班重新执政后

的阿富汗断绝来往;而随着未来阿富汗形势的发展,
塔利班可能会稳住阵脚、有望成为一个稳定的政权,
届时美国可能还会与塔利班建立沟通渠道。 二是美

国之所以完全撤离阿富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

想甩掉持续多年的“战争包袱”,能够把更多精力与战

力投放到其他地区。 在上述两大因素作用下,日本如

果特意在阿富汗展示自身存在感,会让美国意识到日

本是要填补美国走后的“实力真空”,而当塔利班稳定

阿富汗政局后,美国还是会在一定程度参与到阿富汗

重建上,以在阿富汗恢复其影响力。 美军人员可以撤

离阿富汗,但美国的“无形”影响力还是会在阿富汗存

留。 只要美国的“无形” 影响力还留存在阿富汗,那
么,日本就难以完全在阿富汗展现存在感,施展更多

的战略影响力。
第二,日本谋划在阿富汗重建中发挥独特作用,

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的阿富汗如何更好地发挥日本的

作用,检验着日本政治外交能力与水平。
塔利班重新执政后,未来阿富汗政治前景如何发

展,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从目前形势发展

来看,阿富汗要想完全恢复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运转

良好,经济蓬勃发展,民生得到积极改善,成为一个健

全的国家,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在阿富汗政治前

景不明的前提条件下,日本想要凭借自身拥有的技

术、资金与人员等优势在阿富汗战后重建中发挥与众

不同的作用,这一战略目的恐怕很难实现。 其重要的

原因在于:一是阿富汗形势不稳定,日本资金进入该

国难以有效落实,不排除有“打水漂”的可能性;二是

阿富汗前景难测,日本的高技术难以在该国找到恰当

对接点;三是阿富汗不稳定与混乱的社会治安,使得

日本各类援助人员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第三,阿富汗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微妙,牵制着日

本欲在阿富汗周边发挥更大战略影响力的“雄心”。
阿富汗拥有山地险峻、地形崎岖与高原广布的地

理特点,使得该国客观上容易形成地方势力割据,给
各种恐怖主义与犯罪分子藏身提供了有利的地理

条件,而且连绵长达 40 余年的战火、内乱与各种冲突,
滋生与遗留了各种极端主义思潮。 环绕阿富汗周

边的中东与中亚国家,由于宗教信仰的相似或相近,
使得一些中东与中亚国家与阿富汗形成了某种“联
动”反应:如果阿富汗战乱与内乱越是严重,越是容

易客观上“刺激” 到一些中东与中亚国家;而阿富汗

频发的暴恐袭扰事件,客观上给一些中东与中亚国

家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势力起了某种“示范” 或者“带

头”作用。 鉴于阿富汗与中东和中亚国家地缘形势十

分不稳的客观现实,日本意欲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发挥

战略影响力的尝试,将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失利与

挫折。
第四,日本通过阿富汗谋划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

战略不一定能奏效。
阿富汗是能源资源蕴藏量非常丰富的国家,特别

是蕴藏着铜、铁、煤、金、有色金属与稀土资源、石油与

天然气以及各种宝石等,有成为能源资源出产大国的

巨大潜力。 但是,阿富汗要成为能源资源出产与出口

大国,未来还有很长很难的一段路要走。 这是因为;
一是阿富汗国内“割据”林立,各地各自为政;二是阿

富汗长期战乱造成了该国“积贫积弱”,基础设施破乱

不堪或者说几乎没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三是阿富汗是

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极大限制了阿富汗能源资源

出口;四是阿富汗山地崎岖险峻,交通不便,而开采与

开发能源资源最关键的是拥有便捷的公路与铁路等

交通设施。 除了上述缺陷与不足之外,日本开发与投

资阿富汗能源资源,还必须和稳定合法的阿富汗政府

洽谈与签署各种投资协定,但在阿富汗国内政局仍未

完全稳定的现实条件下,能否获得塔利班方面完全同

意,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日本还很寄望于阿富汗的两大邻国伊朗与

土库曼斯坦拟议中修建穿越阿富汗到南亚地区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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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道,以便可以获取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和天

然气。 但是该战略能源管道前景依然不明朗且充满

着不确定性[7] 。 主要是因为,拟议中修建的土库曼斯

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这条油气管道,不仅距

离很长,需要耗费高昂的建设成本,关键是紧张的地

区国际关系形势让修建该管道充满变数:塔利班执政

是否能完全走向稳定乃至获得合法性、管道如何维护

安全运营、修建与维护资金来源、阿富汗过境费如何

分摊、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不稳定且随时面临灾难

性的变数、管道修建或者建成后是否会遭受恐怖分子

破坏、土库曼斯坦油气输出源头是否能稳定运营等。
诸多困难与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日本希望以

该油气管道作为能源进口多元化重要一环的设想有

落空的危险。
第五,日本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谋划与阿富汗合作

面临着重重困难。
阿富汗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非常突出的国家之一。

常年战乱使得很多普通民众成了四处逃难的流民与

难民,最后流落到世界各国,成为中东难民潮的源头

之一。 在日本看来,如果与阿富汗合作解决非传统安

全问题,是有利于日本自身国家利益的。 因为,一些

阿富汗难民在辗转多国后最终落脚到了日本,与其把

非传统安全问题阻击在日本国门口,不如与阿富汗合

作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从而可以把非传统安全问题

遏止在阿富汗国内。 但是,日本想要在阿富汗推动解

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任重而道远”。 非传统安全问题

是阿富汗几十年长期战乱累积而成的,绝非短时间之

内就能彻底解决,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合力应对,单凭

日本一个国家之力难以有效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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