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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
转变动因与前景分析

杨伯江　张晓磊

　　摘　要：２０１７年５月，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一改此前观望态度，希望同中方共同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

开合作，１２月提出“在第三国的日中民间经济合作”方针。日本态度的转变是在国内国际多方因素综合作用下出现

的，其中经济利益与安倍内阁政治外交需 求 是 根 本 动 因，而“特 朗 普 因 素”和“一 带 一 路”建 设 成 果 起 了 推 动 作 用。

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在增强，同时危机意 识、竞 争 意 识 也 在 增 强，以“印 太 战 略”作 为 牵 制、对 冲 的 地 缘

政治工具，将阻碍中日合作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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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因 素 是 中 国 推 进“一 带 一 路”建 设 过 程 中

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２０１７年以来，日本一改此前

的观望态度，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转 趋 积 极，开 始 同

中方共同 探 讨 在“一 带 一 路”框 架 下 展 开 合 作。日

方的这一转 变 是 如 何 发 生 的，其 动 机 与 背 景 为 何，

未来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前景怎样，厘

清这一系列问题有助于系统、深入、精准地把握“一

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日本因素的作用及其未来演化

方向，有效抑制负面影响，顺势利导积极趋势。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及其转变

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一直

持观望态度 与 抵 制、对 冲 政 策。２０１５年５月，日 本

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宣布五年内投资约１１００亿美

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超出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注册资金百亿美元，被国际

社会普遍 看 作 是 针 对 亚 投 行 的 抗 衡 之 举。截 至 目

前，传统 发 达 国 家 仅 剩 日 本 与 美 国 没 有 加 入 亚 投

行，成为西方七国集团中的少数派。然而自２０１７年

年中以来，日 本 对“一 带 一 路”态 度 发 生 逆 转，对 于

在该倡议框架下展开对华合作转趋积极，同时表现

出一些明显特征。

（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

此前，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

点。第一，对中国推进 该 倡 议 的 意 图 高 度 警 觉。日

本认为，中国将把“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地缘战略工

具来使用，第 一 步 先 以 倡 议 为 依 托，通 过 设 立 亚 投

行等金融手段增强地区经济影响力；第二步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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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影响地区政治，削弱美日的地

区控制力；最后一步是削弱美日主导的地区乃至国

际秩序，形 成 中 国 主 导 的 政 治 经 济 新 秩 序。第 二，

担心该倡议 的 推 行 对 日 本 经 济 利 益 特 别 是 市 场 份

额产生不 利 影 响。日 本 认 为“一 带 一 路”的 推 进 必

将挤占日方的海外市场，导致中日在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上竞争加剧。第三，对中国推动该倡议的

能力及发展前景持怀疑态度。日本认为，在利用融

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可

能会在组织 上 缺 乏 经 验、运 营 上 不 够 透 明、协 调 上

难以有效，形成不良贷款和投资。相关国家参与的

积极性将会因此而受挫，会对过度依赖中国资金产

生疑虑，“一带一路”建设最终将陷入困境。

在此认 知 与 判 断 之 下，日 方 在 冷 眼 旁 观 的 同

时，政策上 采 取 多 方 举 措，对 冲 而 抵 制“一 带 一 路”

倡议的 推 进。例 如，修 订 政 府 开 发 援 助（ＯＤＡ）大

纲，强化对缅 甸、泰 国、柬 埔 寨、越 南 等“一 带 一 路”

沿线国家的ＯＤＡ项目，拓宽ＯＤＡ融资渠道以及扩

大ＯＤＡ实施领域，将援助范围扩展到国防项目等。

安倍首相在加入并坚持ＴＰ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谈判、推 动 参 与 国 早 日 签 约、充 当“亚 洲 自 由 贸

易领导者”①的同时，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遍访土耳其、

蒙古及中亚 五 国，推 进“丝 绸 之 路 外 交”；２０１６年 提

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概念，将其写入日印首脑

会谈联合声明，并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积极向美国

推销这一概念。

（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

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

度显现出积极的迹象。２０１７年５月，安倍派执政党

二号人物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访华，出席北

京“一带 一 路”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 坛。二 阶 在 行 前 与

参会期间两次接受采访，对“一带一路”的进展和前

景作出较高评价，向“一带一路”已经取得的成果表

达“敬意”，认 为 这 一 倡 议“未 来 一 定 能 得 到 大 力 发

展”。二阶访 华 期 间 受 到 习 近 平 主 席 接 见，并 递 交

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日媒报道，安倍首相在信中

表达了围 绕“一 带 一 路”建 设 期 待 与 中 方 深 入 对 话

与合作的愿望。二阶与会以及安倍首相亲笔信，都

显示出日 本 政 府 与 执 政 党 核 心 层 对“一 带 一 路”态

度的积极转变。日本官方在单边场合明确对“一带

一路”作出积极评价，开始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安倍在东

京的公开演讲及国会答辩。６月初，安倍首相在《日

本经济新 闻》社 主 办 的 第２３届 国 际 交 流 会 议———

“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上发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

是“具 有 连 接 世 界 不 同 地 域 可 能 性 的 构 想”，表 示

“希望进行合作”，同时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在开

放、透明、公 正、考 虑 项 目 合 理 性 的 同 时，不 影 响 借

债国的偿还能力和财政运营健全性。６月１６日，安

倍首相在国会答辩中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

２０１７年下半年，“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

开始出现在中 日 首 脑 会 谈 的 议 题 中。７月８日，习

近平主席在 二 十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汉 堡 峰 会 期 间 应 约

会见安倍，表示欢迎日方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

内开展合作。安倍首相表示，日方愿同中方深化经

贸、金融、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并探讨“一带一路”框

架下的合 作。② 这 是 中 国 提 出“一 带 一 路”四 年 来，

中日两国领导人首次就该倡议展开合作形成共识。

１１月１１日，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出席亚太 经 合 组 织

第二十五次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时 再 次 与 安 倍 首 相

会谈，双 方 就 开 展“一 带 一 路”框 架 下 的 合 作 再 次

“对表”。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应提

升双边务实 合 作 水 平，积 极 推 进 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

推动“一 带 一 路”框 架 内 合 作 尽 早 落 地。安 倍 首 相

表示，日方希 望 同 中 方 加 强 高 层 交 往，开 展 互 惠 共

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

框架内合 作。③ 从 双 方 的 表 态 可 以 看 出，中 日 在 汉

堡会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始进入讨论磋商如何

开展合作的实际操作阶段。在日本官方对“一带一

路”表态转趋积极的同时，经济界、学术界也开始从

各层面加大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和参与。１１月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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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本派出 史 上 最 大 规 模 经 济 界 代 表 团 访 华，访

华团向中方提交建议书，希望能从“一带一路”建设

中寻找到更多商机，探讨未来中日项目合作的可能

性。１１月３０日，日本亚洲共同体学会主办的“一带

一路”亚洲环境能源合作国际研讨会在东京召开①，

中日两国代表就环境能源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合作进行深入讨论，并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日本

研究中心。１２月４日，有中日两国企业高层参加的

“日中ＣＥＯ峰会”在东京召开，发表了将在中国倡导

的“一带一 路”经 济 带 构 架 下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开 发 方

面进行紧密合作的联合声明，安倍首相在会上致辞

时针对“一 带 一 路”表 示“可 以 大 力 合 作”②。１２月

２８日，二阶俊 博 再 度 访 华，表 示 日 中 两 国 应 当 推 进

在第三国的 诸 如 节 能 与 知 识 产 权 等 领 域 的 商 务 合

作，并呼吁尽快召开部长级“日中高层经济对话”以

推进上述事宜。

（三）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呈现的特点

日本对“一 带 一 路”的 态 度 转 变 过 程 呈 现 出 一

些特点。

首先，这一转变过程是在国内各界特别是经济

界推动下出现的。实际上，在安倍内阁公开改变对

“一带一 路”态 度 之 前，日 本 企 业 界“先 知 先 觉”，对

华投资已 开 始 呈 现 上 升 态 势。日 本 贸 易 振 兴 机 构

（ＪＥＴＲＯ）２０１６年９月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未来１
至２年，准备扩大业务和维持现状的在华日企分别

占比４０．１％和５２．８％，想要缩小规模或从中国撤出

的企业仅占７．２％。２０１７年５月初，在横滨举行的

亚洲开发 银 行（简 称“亚 行”）理 事 会 年 会 新 闻 发 布

会上，中尾 武 彦 行 长 表 示，中 国 提 出 的“一 带 一 路”

倡议顺应 了 自 身 发 展 和 国 际 潮 流，“将 亚 欧 大 陆 甚

至更广地区连接起来，基础设施建设将助推区域经

济繁荣”。亚行与中国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方面有

着共同愿 景，愿 积 极 对 华 合 作，参 与 其 中。亚 洲 基

础设施建设 需 求 巨 大，资 金 缺 口 很 大，亚 行 与 亚 投

行加强合作有助于优势互补，更好地促进区域基础

设施建设 和 经 济 发 展。亚 行 已 经 在 巴 基 斯 坦 道 路

建设等三 个 项 目 上 对 亚 投 行 实 施 了 银 团 贷 款，“今

后也将每年实施几起银团贷款，以商业上可行的形

式进行合作”。

其次，日本确定的对“一带一路”合作方式是选

择性限定参与。在自民党和安倍政权高层对“一带

一路”倡议密 集 表 态 后，２０１７年 年 末 日 本 政 府 各 部

门开始着 手 研 究 对“一 带 一 路”的 合 作 方 案。内 阁

官房、外务省、财 务 省 和 经 济 产 业 省 制 定 了 具 体 方

案，明确日 方 的 基 本 方 针 是 不 以 政 府 主 导 的 形 式，

而是采取支持日中民间企业合作的形式；重点在节

能环保、产业 升 级、提 高 物 流 网 便 利 性 三 类 项 目 合

作；针对中 国 国 有 企 业 在“一 带 一 路”沿 线 印 度 洋、

地中海等“要塞”地区推进的港口开发，鉴于可能会

被用于 军 事 的 目 的，日 本 政 府 决 定 不 参 与 共 同 开

发。③ １２月，日 本 政 府 汇 总 本 国 企 业 参 与“一 带 一

路”的上述合作领域，提出“在第三国的日中民间经

济合作”方 针，并 向 日 中 经 济 协 会 做 了 说 明。这 一

“汇总”从性质上来说既是一种行政指导，也是一种

行政规制，在指导企业明确参与目标的同时划定了

参与合作的界限，政府提供融资支持的项目仅包括

节能环保、产业结构优化、物流三类项目。同时，日

本官方对“一 带 一 路”的 态 度 从 流 露 出 积 极 参 与 合

作的倾向开始，一直伴随着自设前提。譬如安倍首

相在２０１７年６月初的“亚州的未来”国际交流会晚

餐会的 演 讲 中，对“一 带 一 路”建 设 提 出 几 点“希

望”，要 求 中 国“采 纳 国 际 社 会 的 共 识”等；１２月４
日，安倍首 相 在“日 中ＣＥＯ峰 会”致 辞 中 强 调 参 与

“一带一路”合作的前提，确保公平性和透明度不可

或缺，必须使太平洋到印度洋成为自由开放的地区

等。此前１１月１８日，外相河野太郎在神奈川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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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中对“一带一路”也做了附带条件的积极评价，

强调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如果以开放的、谁

都可使用的形式开展，将对全球经济非常有利。①

　　二、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的动因

日本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态 度 转 变 是 在 国 内

国际多方因素综合作用下出现的。其中，经济利益

与安倍 内 阁 政 治 外 交 需 求 是 根 本 动 因，而 美 国 对

“一带一路”的 态 度 转 变 及 特 朗 普 政 府 贸 易 保 护 主

义政策从正 反 两 方 面 促 成 了 这 一 转 变，同 时“一 带

一路”建设所取得的迅猛进展也吸引了日方对该倡

议的关注日渐升级。

（一）经济利益和政治外交需求是根本动因

经济利益 与 政 治 外 交 需 求 是 日 本 态 度 发 生 转

变的根本 动 因。海 外 市 场 是 日 本 经 济 的 重 要 支 撑

点，“安倍经济学”过去几年实行的货币宽松政策以

强大的海外市场为依托，否则就无法有效释放其效

能，今后日本仍须不断保障和开拓海外市场。特朗

普上台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日本贸易出口形

势严峻；而 在“一 带 一 路”倡 议 拉 动 下，沿 线 新 兴 国

家和发展 中 国 家 的 市 场 需 求 在 逐 步 增 大。亚 洲 开

发银行最新评估指出，从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３０年，亚洲基

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将达２６万亿美元，其中超过

８０％为电力、运 输 项 目 资 金 需 要，同 时 预 测 将 有 半

数项目的资金存在不足，需要广泛的国家合作融资

解决。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预测，要满足亚洲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每年需要１．７万亿美元的

融资。② 可见，对 于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市 场 的 客 观

需求，日本心知肚明。很明显，日本若主动参与“一

带一路”合作，将获得巨大的现实或潜在利益；若继

续无视或抵制，将丧失拓展海外市场的战略机遇。

从内政外交看，安倍内阁之所以首先基于经济

利益的考量 转 变 态 度，关 键 在 于 借 改 善 对 华 关 系、

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赢得经济业绩，与其政权稳定

程度之间 存 在 着 正 相 关 关 系。以“安 倍 经 济 学”为

代表的经济 政 策 是 第 二 次 安 倍 内 阁 谋 求 稳 固 的 根

基所在。从部分经济指标来看，五年来安倍内阁取

得的经 济 答 卷 确 实 获 得 了 国 民 一 定 程 度 的 认 可。

譬如，日 经 平 均 指 数 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０２３０．

３６点涨 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２２９３９．１８点 的 历 史

高位，有 效 就 业 率 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的０．８３增 至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的１．５５。③ 促进经济增长的业绩为安

倍赢得了相 对 稳 定 的 民 意 支 持 率，为 其 推 进 政 治、

安全政策 目 标 的 实 现 提 供 了 政 治 空 间。安 倍 谋 求

再度连任 自 民 党 总 裁，实 现“超 长 期 执 政”，更 需 要

以稳定的经济业绩为后盾。而随着安倍执政日久，

各方面资源 消 耗 殆 尽，又 遭 政 治 丑 闻 困 扰，要 保 持

较高内阁支持率、继续稳定执政的“战略牌”已越来

越少，改 善 对 华 关 系 成 为 弥 足 珍 贵 的“战 略 牌”之

一。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对华经济合作

关系，成为安倍内阁稳定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筹码。

（二）美国因素的促成

美国特朗 普 政 府 的 态 度 和 政 策 因 素 从 正 反 两

方面促成 了 日 本 对“一 带 一 路”态 度 的 转 变。一 方

面是美国对“一带一路”态度转趋积极，２０１７年５月

派出高规 格 代 表 团 参 加“一 带 一 路”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坛。这一变化对日本构成强烈刺激，安倍内阁担

心被美国“经济越顶”。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

特朗普政府 奉 行“美 国 优 先”、贸 易 保 护 主 义 政 策，

使日本“以自由贸易为引擎促进经济增长的贸易战

略难以为 继”，面 临 经 济 增 长 外 部 环 境 恶 化 的 现 实

压力，才被迫调整战略设计。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显示，在特朗普胜选的２０１６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超过对德国 贸 易 逆 差，仅 次 于 对 华 逆 差，在 美 国 全

部对外贸易逆差中占比９．４％。④ ２０１７年２月美日

首脑会谈后，美国国会调查局就日美关系汇总报告

称，会谈虽 然“缓 解 了 人 们 对 两 国 同 盟 关 系 所 抱 有

的担忧”，但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３
月９日，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提交要求日本

开放汽车和农产品市场的意见书，质疑日本的汽车

６

①

②

③

④

《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关注升温 东京已成立研究中心》，《澎湃新闻》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刘军红：《安倍要加入“一带一路”吗》，《大众日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日。
「安倍政権５年間の変化」、〔日〕『朝日新聞』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
《日本经济新闻》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报道。



非关税壁垒和农产品高关税问题。此后，据日本 财

务省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财年上半年度（４月至９
月），日本对 美 贸 易 顺 差 同 比 仍 增 长８．７％，达３３，

８３８亿日元。① １０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外汇报告继续

将日本列为 货 币 政 策 的“监 控 对 象”。１１月 特 朗 普

访日期间，直接对美日贸易逆差表达不满，称“自由

而且互惠的贸易是必要的，但是事实上同日本的贸

易并不是 这 样 的”；“美 国 长 年 遭 受 对 日 贸 易 赤 字，

每年接近７００亿美元”。同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

华盛顿发表 演 讲，强 调“汽 车 在 美 国 的 贸 易 逆 差 中

占据重要 部 分”，要 求 日 本 汽 车 厂 商 加 强 整 车 和 零

部件在美生产，减少从日本和墨西哥进口。② 对此，

日本采取多头并进的应对措施，包括加速与欧洲完

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谈判并签约。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直接推动了日本向“一

带一路”靠 拢。特 朗 普 上 台 之 初，安 倍 内 阁 曾 试 图

通过一系 列 的“做 工 作”使 美 国 回 归 多 边 自 由 贸 易

主义轨道，但此后美日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互动结果

表明，安倍内阁尝试“管理特朗普风险”的努力最终

宣告失败。特 朗 普 毫 不 犹 豫 地 宣 布 退 出 跨 太 平 洋

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在贸易政策上开始以美国自

身经济利益为中心专注于双边贸易关系。③ 总体而

言，比较从特朗普政府那里获取的美国对日本在战

略、安全政策 领 域 的 鼓 励 和 支 持，安 倍 内 阁 在 经 济

贸易方面因“特朗普冲击”而受到的压力更直接、更

现实、更紧迫，转变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政策、强

化对华经贸合作的动力也由此而增强。

（三）“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吸引

“一带一 路”建 设 取 得 的 迅 猛 进 展 令 日 本 难 以

继续无视。自２０１６年起，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上取得的早期成果陆续落地，成果所产生的外溢

效益、红利效应令世界刮目相看。在２０１４年即“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二年，仅有６％的海外受众同

时听说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到２０１７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比例增至

１８％，在印度 尼 西 亚、印 度 等 沿 线 国 家 的 认 知 度 达

到４０％以上。④ 截至２０１６年，“一带一路”沿线国经

济规模达 到２１．９兆 美 元，占 世 界 的２９％；人 口 约

４４．６亿人，占世界的６３％；中国与沿线国的经济交

流也逐年增长，２０１６年 进 出 口 总 额 达 到９５３５．９亿

美元，占中国整体的２５．７％；中国对沿线５３个国家

的投资额（ＦＤＩ）达１４５．３亿 美 元，占 中 国 对 外 投 资

总额的８．５％；沿 线 国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额 为７１亿 美

元，占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３６．３％；２０１６年沿线

国家在华 新 设 企 业２９０５家，比２０１５年 增 长３６％，

占外国在华新设企业总数的１０．４％；境外经贸合作

区５６个，遍 及 沿 线２０多 个 国 家，累 计 投 资 额 达

１８５．５亿美元，总生产额５０６．９亿美元，给所在国创

造税收１０．７亿美元，解决就业１７．７万人。⑤

进入２０１７年，“一带一路”的世界性认知愈益增

加。５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２９个 国 家 的 元 首、政 府 首 脑，１４０多 个 国 家、

８０多个国际组织的１６００多名代表济济一堂。论坛

取得涵盖５大类、７６大项、２７０多项的具体成果，该

论坛成为日本各界重新审视、评估“一带一路”的重

要窗口。“‘一带一路’构想是由中国一个国家倡导

的构想，但自 提 出 倡 议 以 来 不 足 四 年，竟 有 如 此 多

的国家、国 际 组 织 参 与 以 该 构 想 为 主 题 的 国 际 会

议，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⑥ 从“一带一路”建设的

进展看，其 覆 盖 范 围 已 开 始 超 出 起 初 的 对 象 区 域，

正在从最初 的 欧 亚 大 陆 广 域 经 济 圈 构 想 向 着 以 强

化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新兴国家关系为目标的构

想发展。２０１７年７月，穆迪国际评级机构授予亚投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据日本财务省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两年来首次增加。其中，汽车带动的对美出口

同比增长６．８％达１５１，１１０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８７９１亿元），进口增长１０．３％达８０，７５５亿日元。日本国内担心，特朗普政

府可能通过日美经济对话机制，对日进一步施压，要求日本进口美国产品。此外，日本对华出口 增 至 创 纪 录 的１４８，９１４亿

日元，超过此前最高的２０１４年（１３３，８１５亿日元），对华贸易逆差减少２３．７％。

日本共同社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３日华盛顿报道。
〔日〕Ｔａｋａｋｏ　Ｈｉｋｏｔａｎｉ，“Ｔｒｕｍｐ’ｓ　ｇｉｆｔ　ｔｏ　Ｊａｐａｎ”，〔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ｅｐｔ．／Ｏｃｔ．２０１７．
刘军红：《安倍要加入“一带一路”吗》，《大众日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日。
〔日〕江原规由：「一帯一路をどう深読みするか———伙伴関係による一帯一路ＦＴＡの構築」、〔日〕『東亜』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号。

同上



行最高信 用 评 级。由 此，“亚 投 行 将 得 以 发 行 低 息

债券，并以已缴纳资金为基础，完成新的融资目标，

将来可望成为不局限于亚洲、讨论完成开发项目的

一大平台”①。“一 带 一 路”建 设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 与

国际反响给日本以极大的刺激，日本各界开始积极

反思。２０１７年４月 底，二 阶 俊 博 在 率 团 出 席 北 京

“一带一路”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 坛 前 接 受 媒 体 专 访 时

表示，日 本 对“一 带 一 路”建 设 所 取 得 的 进 展 感 到

“震惊”，并 表 示“敬 意”，即 贴 切 地 表 达 出 当 时 日 本

官方的反应。

　　三、“一 带 一 路”框 架 下 日 本 对 华 合 作 的

前景

　　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抱有复杂心态，其认知

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应对视野开始超出中日双边

与地区经济 合 作 范 畴，融 合 战 略 与 安 全 考 量，上 升

到“维护 自 由 主 义 世 界 秩 序”的 高 度。若 仅 从 经 济

合理性看，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充满机

遇、大有 可 为。但 面 对“一 带 一 路”建 设 的 不 断 推

进，日本在参与合作动力增强的同时，危机意识、竞

争意识也在 增 强，并 以“印 太 战 略”作 为 牵 制、对 冲

的地缘政治 工 具，阻 碍 中 日 合 作 的 深 化，使 中 日 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经济合作充满机遇

从经济层面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

充满机遇。中日企业各自具有特点和优势，具有较

强的互补 性，双 边 合 作、第 三 方 合 作 空 间 巨 大。总

体看，日本方面的优势在于技术和经验（包括工程、

生产管理经 验，与 第 三 国 沟 通 合 作 的 经 验，获 取 信

息的经验等），中国方面的优势在于资金、人力资源

和高效的执行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项目多，工

程量大，不仅需要技术和经验，也需要资金、人力资

源和高效的 执 行 力，中 日 可 以 优 势 互 补，提 高 项 目

开发和建 设 的 效 率 和 效 果。中 日 可 以 开 展 项 目 合

作的领域众多，譬如日本政府向企业建议的节能与

环保、产业结构优化、物流等三类项目。

在节能与环保领域合作上，中国可借鉴日本太

阳能、风力 发 电 等 清 洁 能 源 上 的 技 术 和 经 验 优 势，

日本可利用 中 国 在 成 本、人 力 等 方 面 的 优 势，在 中

国或第三 国 开 展 合 作。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符合两国各自

的利益需求，是下一步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有这

样一个 例 子：日 立 在 利 比 亚 获 得 了 一 个 发 电 厂 项

目，客户认可日立的技术和产品，但鉴于成本过高，

要求订 单 中“中 国 制 造”的 比 例 要 达 到 一 半 以 上。

最终日立联 合 中 国 的 东 方 电 气 集 团 一 起 为 客 户 提

供了相关产品。② 再如，在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由日

本亚洲共 同 体 学 会 主 办 的“一 带 一 路”亚 洲 环 境 能

源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两国专家提出将“一带一路”

建设与构建东亚低碳社会相结合，这也是双方合作

的良好方向。在产业结构优化领域合作方面，日方

提出中日民 间 企 业 可 以 共 同 参 与 第 三 国 工 业 园 区

和电力基础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共同开

发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经济特区等，这有利于规

避中日在第三国的恶性竞争，同时能够发挥两国各

自优势，降低项目开发成本，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属

于“三赢”合作项目。在物流领域合作上，日方提出

利用连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铁路，通过实施调查等

措施推进制度改善，进一步优化在华日企通关便利

化的项目 等。日 本 出 口 欧 洲 的 商 品 若 通 过 中 欧 班

列运输，将比海运节省一半的时间成本。２０１８年伊

始，日本最大的货物运输公司“日本通运”宣布已与

中国海关、铁 运 等 部 门 商 洽，将 开 通“日 中 欧”货 物

联运。

实际上，以上三类项目远未囊括中日合作的全

部潜在领域，合 作 尚 可 进 一 步 深 化，目 前 还 未 达 到

点、线、面结合的“网状合作水平”，更未达到制度化

合作的层面。着眼未来，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合作要实现制度化，确保两国企业间合作不因政

策变动而中 断，就 必 须 考 虑 进 行 深 层 次 合 作，而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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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伊藤亜聖：「中国の『一帯一路』構想と日本」、〔日〕『地域開発』２０１７年８月９日。

陈言：《日本开始设想印 太 战 略 与 一 带 一 路 并 轨 中 日 企 业 合 作 有 了 机 会》，观 察 者 网，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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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 日 本 加 入 亚 投 行。正 如 日 本 前 首 相 鸠 山

由纪夫所指出的，亚投行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机制性工具，日本应充分发挥在技术和发展经

验方面的优势，早日加入亚投行并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① 在日本学术界，有人提出“为确保能够持续

扩大对需求显著的亚洲开发与增长的参与，日本应

当以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为基轴，通过参加正

在逐渐构建起制度化运营机制的亚投行，参与更加

多样的广域经济圈构想”。②

（二）“合作中竞争”可能趋强

日本高度 关 注“一 带 一 路”框 架 下 中 国 产 业 政

策、技术政策 和 贸 易 政 策 将 产 生 的 巨 大 影 响，认 为

中国“以基 础 设 施 投 资 为 中 心 催 生 国 外 需 求，不 仅

在建设领域 而 且 将 增 加 包 括 消 费 品 在 内 的 中 国 产

品出口”，“特 别 是 将 中 小 企 业 推 向 国 际 竞 争 舞 台，

从根本上提升品质和技术”。“一旦物资开始流动，

就轮到跨境电子交易出场了”。最终，“中国将主导

制定与处理数字信息相关的事实上的国际规则”。③

“一带一路”建设持续取得进展，一方面促使日本投

身其中，获取商机，另一方面危机意识、竞争意识也

随之不断增强。日本战略研究界越来越倾向于“包

含多方面内容的‘一带一路’构想所引发的课题，本

质上是 如 何 应 对‘中 国 式 全 球 化’”的 挑 战。认 为

“一带一路”构 想 既 是“硬 件 的 一 带 一 路”，也 是“软

件的 一 带 一 路”。它 不 仅 包 括 大 量 从 中 国 走 向 南

亚、欧洲等 世 界 各 地 的“设 施 联 通”，而 且 还 有 附 着

于设施出口之上的技术标准的普及、卫星情报网的

建设、电子 商 务 网 络 的 构 建，都 值 得 密 切 关 注。换

言之，除基础设施所代表的“看得见的一带一路”之

外，日本对“看不见的一带一路”也需要予以高度关

注。④ “在经济战线，日本不仅需要与美国退出ＴＰＰ
搏击，而且需要与关乎地区经济秩序的更大的问题

搏击”，那就是如何应对中国在本地区的扩张，特别

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⑤

在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中，认为中国要通

过该倡议“谋 取 经 济 霸 权”是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观 点 之

一。而２０１７年下半年以来日本主流媒体围绕“一带

一路”的报 道 显 示，日 本 的 这 一 偏 见 并 未 随 官 方 政

策的转变而 消 除。例 如，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日 本

经济新闻》发表题为《“一带一路”经 济 学 日 本 能 入

“虎穴”吗》；《朝日新闻》批评“一带一路”是“新殖民

地主义”。

在日本国 内，即 便 主 张 参 与“一 带 一 路”合 作，

也首先将分析重点置于中国的“经济利己主义”，认

为“仅从经济层面看，‘一带一路’将给中国带来‘一

石数鸟’的战略效果。一是将促进国际产能合作这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形态；二是将促进人民币

的国际化，今 后 在‘一 带 一 路’沿 线，人 民 币 的 存 在

感将急速上升；三是将促进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有

效利用。不难想见，“一带一路”在世界经济中的占

比今后将进一步上升”。“中国在推进构建‘一带一

路’沿线ＦＴＡ（自由贸易协定）网 络 时，可 能 将 首 先

以构建、升级 伙 伴 关 系 的 方 式，与 不 同 国 家 确 立 更

能反映该 国 情 况 的 经 济 交 流 总 体 框 架。在 此 基 础

上发展成为双边ＦＴＡ，然后再发展成为多边ＦＴＡ，

最终形成综合性的‘一带一路’ＦＴＡ网络”。⑥ “一带

一路”倡议 符 合 地 区 和 世 界 发 展 的 客 观 实 际，是 全

球治理的创新型平台，更代表了中国积极推动国际

经济秩序变革的新时代理念，在推进过程中获得了

众多成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但日本还没有认

真反思在发展理念上的滞后与对华偏见。

（三）“印太战略”阻碍深度合作

尽管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转趋积极，但上述

某些带有偏见的基本认知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也

不代表其 对 中 国 将 该 倡 议“作 为 地 缘 政 治 工 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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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山由纪 夫：日 本 可 成 为“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中 评 社，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ｂｊ．ｃｒｎｔｔ．ｃｏｍ／ｄｏｃ／１０４８／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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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济学，日本能入“虎穴”吗》，〔日〕《日本经济新闻》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
〔日〕伊藤亜聖：「中国の『一帯一路』構想と日本」、〔日〕『地域開発』２０１７年８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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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江原规由：「一帯一路をどう深読みするか———伙伴関係による一帯一路ＦＴＡの構築」、〔日〕『東亜』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号。



主观意图 或“一 带 一 路”建 设 的 推 进 将 导 致 中 国 地

缘影响力 扩 大 的 客 观 结 果 的 疑 虑 就 此 消 除。这 势

必阻碍中日合作的持续深化，导致“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合作浅尝辄止。实际上，在安倍内阁转变态度

与政策之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可能导致的战略外

溢效果的认知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对该倡议的应对

也开始超出中日双边关系与地区经济合作范畴，融

合战略与安 全 考 量，上 升 到“维 护 自 由 主 义 世 界 秩

序”的 高 度，而“印 太 战 略”成 为 牵 制、对 冲 的 得 力

工具。

按照田中 明 彦 的 解 释，“自 由 主 义 的 世 界 秩 序

不仅在理念上契合日本人的价值观，而且维护和促

进这样的世 界 秩 序 对 整 体 日 本 国 民 今 后 的 长 期 利

益也是至 关 重 要 的”。日 本 为 维 护“自 由 主 义 世 界

秩序”而推进的“印太战略”，目的在于“防范崛起的

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普世自由价值观和公

海自由航行权的威胁”。日本要与美国、澳大利亚、

印度等国继续发展安保合作。①

安倍不 但 是“印 太 战 略”的 始 作 俑 者，也 是 拉

美国加入“印太战略”的幕后推手。安 倍 早 在２００７
年在印度发表演讲时就 曾 提 及“印 太”概 念。２０１６
年８月在肯尼亚 举 行 的 第 六 次 非 洲 发 展 会 议（ＴＩ－

ＣＡＤ）上，明确提 出“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战 略”概 念。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访 美 期 间，向 美 国 大 力 推 销 这 一 概

念。在日方的 诱 导 下，２０１７年 下 半 年 特 朗 普 访 问

亚洲之际，将“印 太 战 略”作 为 美 国 外 交 政 策 的 主

要课题加以体系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的政 策 演 讲 中 使 用“印 太”提 法 达 到１９次 之

多。美国学者肯特·考尔德称，“印太战略”是对中

国的全球 性 经 济 构 想“一 带 一 路”计 划 的 战 略 性 反

应。美国希望通过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

的合作在海上 发 挥 更 大 的 地 缘 政 治 影 响 力。② “印

太战略”针对“一带 一 路”倡 议 的 对 冲 和 制 衡 作 用，

并不会因 安 倍 关 于 两 者 之 间 可 以 对 接、融 合 的 积

极表态 而 发 生 根 本 性 变 化。日 方 在 推 动“印 太 战

略”过程中重安全、轻经济、搭 建 日 美 澳 印“四 国 对

话”的实 际 表 现，已 经 给“印 太 战 略”贴 上 了“制 衡

中国”的标签。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为安倍内阁改变消极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契机，也

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和合作平台。

在当前经济 全 球 化 和 全 球 治 理 面 临 一 些 挫 折 的 背

景下，如果中日能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创新合作

模式，将给未 来 双 边 和 多 边 合 作 带 来 福 音，并 可 望

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实验平台。推动中日在“一带

一路”框架 下 深 化 合 作，首 先 需 要 两 国 在 政 治 和 外

交上构筑互信、增进共识，而２０１８年《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签署４０周年的时间节点恰恰为双方提供了重

要的机 遇 窗 口③。同 时 也 要 看 到，日 本 对“一 带 一

路”态度的转变，犹如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缩影：谋

求“政 经 分 离”，既 要 分 一 杯 羹，又 要 牵 制、对 冲 中

国，显示了 安 倍“作 为 现 实 主 义 者 和 保 守 政 治 家 的

两副面孔”④。实际上，对于中日关系来说，“政经分

离”历来是 个 伪 命 题，中 日 间 的 政 治 和 安 全 关 系 从

未像今天这 样 如 此 强 烈 地 影 响 两 国 的 经 济 和 贸 易

关系；反之，如 果 两 国 能 够 在“一 带 一 路”框 架 下 积

累合作成果，深 化 经 贸 关 系，对 改 善 两 国 政 治 和 安

全关系的作用将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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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日〕田中明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の射程」、〔日〕『外交」第４７卷、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美〕肯特·考尔德：《特朗普东亚之行聚焦“印太”》，〔日〕《每日新闻》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６日。
〔日〕江原规由：「一帯一路をどう深読みするか———伙伴関係による一帯一路ＦＴＡの構築」、〔日〕『東亜』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号。
《日本的课题是对华软硬兼施》，〔日〕《日本经济新闻》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