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大变局中的日本对华

认知与政策
①

蔡　亮

　　摘　要：对于自诩为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崛起所带来的世界

大变局主要意味着现有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因此，日本的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其要

竭力稳定现有国际秩序，并通过在区域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获取制度性收

益。基于此，日本现阶段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制衡特征，意图在对华合作中既

要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要形成对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应对此有清醒认知，同时坚

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构建携手合作、互利双赢的中日

关系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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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

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制 度、规 则

随之发生历史性 变 化，并 推 动 着 国 际 力 量 对 比 正 在 发 生 革 命 性 的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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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视角而言，尽管当前中日关系的主轴是“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

势头”①，但这并不意 味 要 回 避 两 国 之 间 存 在 的 各 种 敏 感、复 杂 的 结 构 性

矛盾。反过来说，只 有 在 认 清 矛 盾 的 基 础 上 才 能 通 过 相 互 尊 重、求 同 存

异以加强沟通协 调。基 于 此，厘 清 日 本 对 世 界 大 变 局 的 认 知，并 梳 理 其

对华政策的相关特征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世界大变局中的日本对华认知分析

　　日本虽然地 处 东 亚，文 化 习 俗 亦 属 典 型 的 东 方 文 化，但 自 近 代 以 来

却一直以西方国家自居。时至今日，日本不但自诩本国的基本价值理念

与自由、民主、人权、法 治 等 所 谓 的“普 世 性 价 值”完 全 一 致，还 自 认 为 是

美国主导的“自由 国 际 主 义 秩 序”的 得 益 者 和 拥 护 者。② 因 此，日 本 主 要

是以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来看待世界大变局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日本认为 中 国 自 觉 或 不 自 觉 地 对 外 输 出“中 国 模 式”，将 对 现

行国际秩序产生根本性冲击。③ 所谓“现行国际秩序”主要指冷战结束后

以西方价值观、西方制定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为特征的自由国际主义

秩序。④ 现阶段，大国 竞 争 的 终 极 目 标 是 要 构 建 一 个 由 本 国 主 导 的 国 际

秩序。因此，尽 管 中 国 一 再 宣 称 不“输 出”中 国 模 式，不 会 要 求 别 国“复

制”中国的做法⑤，但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事实，的 确 吸 引 了 大 批 发 展 中 国 家 学 习 中 国 的 发 展 理 论，甚 而

模仿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所不乐见的。基

于此，美国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国家”（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认为中国“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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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根据自身利益改变国际秩序”，并“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

立的世界”。① 而日本有学者认为，日本主要担忧中国在对外战略上的积

极姿态会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从而极大地改变现有秩序。②

其次，日本认为中国在处理与领国纷争时倾向于用实力单方面改变

现状，这不仅严重 威 胁 了 日 本 的 国 家 安 全，并 且 成 为 地 区 安 全 的 最 大 威

胁。对于西方国家之间盛行一时的民主和平论③，日本有学者指出，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之 间 无 战 事 的 根 源 是 各 国 均 奉 行 自 由、民 主、人 权 与 法 治

等所谓的“普世性价值”。因此，民主和平论说到底是一种自由主义和平

论。④ 民主和平论标 榜 多 边 主 义 的 外 交 方 式，并 以 此 为 基 础 倡 导 国 际 协

调主义，主张任何 国 际 矛 盾 与 纷 争 的 解 决 应 选 择 和 平 的 外 交 谈 判 方 式。

基于上述认知，日本一些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一直倡导国与国之间应奉行

“和平共处五项基 本 原 则”，但 在 实 际 操 作 中 却 是 说 一 套 做 一 套，尤 其 是

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的一系列活动显示，它已构成了对基于国际法的国际

秩序和国际规范的严重挑战。⑤

最后，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运营模式是一种“扭曲市场和贸易”⑥的

做法，破坏了全球 贸 易 规 则。日 本 强 调，中 国 对 世 界 贸 易 体 系 的 破 坏 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说 一 套 做 一 套”，即 中 国 总 是 在 嘴 上 对 国 际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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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强调本国是维护自由贸易等秩序规范的，但在做的过程中奉行的却是

违反国际贸易秩序的“本国例外主义”。① 二是中国大规模的政府补贴和

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等政策，不但使中国企业可以依靠国家支持取得相对

于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且这种破坏公平竞争环境（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的

做法“不符合基于 市 场 原 理 的 国 际 制 贸 易 体 系，对 经 济 增 长 和 发 展 产 生

了破坏作用”。②

实际上，日本也担忧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动

摇了由美国长期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有学者指出，特朗普执政以来以

“美国优先”作为 推 行 各 项 政 策 的 核 心 原 则，对 内 奉 行 新 自 由 主 义，对 外

实行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等做法，不但严重损害了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

利益，还极大地损 伤 了 美 国 的 国 际 领 导 力 和 信 誉，更 直 接 动 摇 了 由 美 国

长期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③

　　二、日本的应对：区域主义外交与制度性收益

　　日本政府一直强调，日本是对地区乃至国际的和平与繁荣积极贡献

的稳定力量，是强 调“基 于 规 则”的 国 际 秩 序 的 坚 定 维 护 者 等。④ 那 么 为

实现上述目标，日本究竟拥有怎样的实力，又能采取怎样的方式呢？

（一）日本综合国力的特征与外交战略的局限

一方面，日本受自然禀赋、地缘政治及历史包袱等因素所限，本就无

法拥有像美国、前 苏 联 那 样 或 能 对 国 际 秩 序 进 行 建 构 与 重 构，或 左 右 国

际体系的能力。此外，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的平成时代，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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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持续下 滑 的 状 态①，与 中 美 这 样 的 洲 际 型 国 家 相 比，差 距 在 不 断 扩

大。另一方面，日本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得任何想要在亚太地区称霸的国

家无论是压制日本，还是要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均能获得“事半功倍”的

功效，这使得日本成了一颗可以发挥战略性意义的“棋子”。② 此外，日本

在总体上仍算一个“准 大 国”，仍 有 能 力 左 右 亚 太 地 区 的 和 平 与 稳 定，乃

至对世界秩序的 未 来 走 向 有 所 影 响。③ 日 本 大 多 数 学 者 认 为，现 阶 段 的

国际大势正从大西洋时代迈向太平洋时代，这有利于日本提高国际影响

力。如日本一方面 可 以 灵 活 地 通 过 政 治、经 济 等 各 种 手 段，有 效 确 保 本

国的国家利益和 安 全 保 障，另 一 方 面 还 能 透 过 国 际 协 调，在 亚 太 地 区 重

塑“实力均衡”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④

回顾战后日本的历史可以发现，虽然日本外交的战略主动空间被大

大限制和缩小，只 能 参 与 到 美 国 主 导 的 国 际 体 系 中，努 力 实 现 危 机 最 小

化和利益最大化。于 是，日 本 在 与 美 国 不 发 生 根 本 性 冲 突 的 领 域，或 被

美国忽视及 不 够 重 视 的 领 域 不 断 摸 索 如 何 发 挥 其 独 特 作 用。⑤ 但 这 种

“应对型外交”使日本外交擅长后发制人，在受到外部巨大冲击后不但能

通过及时地灵活调整政策以适应新情况，还善于抓住机遇积极寻求战略

回旋空间。

日本为实现上述 目 标，近 年 来 在 安 全 保 障 领 域 动 作 频 频，一 方 面 连

续多年增加国防 支 出，另 一 方 面 连 续 突 破 旧 有 的 军 事 禁 区，如 解 禁 集 体

自卫权、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等。但日本的综合国力不允许其过分倚重

硬实力的开拓，从而促使其更注重在制度等软实力领域的拓展。即便如

此，仅凭日本一国 也 没 有 能 力 通 过 制 度 建 构，在 维 护 自 由 贸 易 秩 序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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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主导权，发挥 引 领 者 和 引 导 者 的 作 用，而 必 须 在 国 际 上 寻 找 拥 有 共

同价值或志同道合的国家增强合作。① 这就使得区域主义成了现阶段日

本极为重视的路径。

（二）日本的区域主义外交与制度性收益

区域主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意指地理位置相近的各国，基于增强各自利

益和应对地区内 外 的 各 种 挑 战，寻 求 多 种 形 式 的 合 作，如 通 过 构 建 某 种

地区性国际组织 或 某 种 非 机 制 性 安 排，形 成 以 利 益 攸 关、相 互 依 赖 为 特

征的国际关系现 象。根 据 不 同 的 标 准，区 域 主 义 也 有 不 同 的 类 型，如 根

据主导行为体的不同，以是否有国家行为体发挥主导作用为标准分为刚

性区域主义和软 性 区 域 主 义；根 据 运 行 方 式 的 不 同，以 有 无 制 度 性 框 架

（甚至是超国家性质的 制 度 性 框 架）为 基 准 分 为 正 式 区 域 主 义 和 非 正 式

区域主义；根据开放与否，分为封闭性区域主义和开放性区域主义；根据

内容的不同，分为经济区域主义、政治区域主义、安全区域主义等。需要

强调的是，任何行为体往往是根据具体时空环境而推出多层次和多向度

的区域主义政策，因而不能用上述标准来框限一国的相关行为。

具体到日本，其区域主义外交所侧重的就是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和

地区环境变迁中摸索本国角色和身份的一个外交过程，其聚焦的是以某

一不受地理 范 围 局 限 的 区 域 为 对 象，通 过 重 塑 价 值 观 和 规 则 为 合 作 纽

带，进行政策协调 和 地 区 合 作，如 提 出 各 种 区 域 构 想 或 勾 勒 实 现 上 述 构

想的区域制度等，最终以形成一个有利于区域内制度建构的合作框架为

目标的外交行为。它 的 目 标 是 一 方 面 应 致 力 于 实 现 基 于“普 世 性 价 值”

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推进基于自由开放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为前提的

经济合作与国际协调。②

在安全保障领域，日本强调要持续加强日美同盟，扮演好美国的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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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ｋｉｎｇｍａｋｅｒ）角色定位。① 与 此 同 时，面 对 中 美 战 略 性 竞 争，日 本 不 能

进行简单的选边，因为 其 结 果 只 会 导 致 处 于 中 美 夹 缝 中 的 日 本 就 此 沉

沦，这显然严重有损 其 国 家 利 益。因 此，日 本 努 力 将 构 筑“日 美 同 盟＋

日中协调”视为外交的两大支柱，在中美之间充 当 协 调 角 色。而 在 经 贸

领域，一方面日本在美 国 退 出ＴＰＰ后 联 合 其 他 国 家 主 导ＣＰＴＰＰ（全 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 协 定）成 型，另 一 方 面 积 极 与 欧 盟 签 署ＥＰＡ，

还与中国等共同推动ＲＣＥＰ（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完 成 谈 判，

并加快中日韩ＦＴＡ的谈判步伐。以此为基础，不 但 有 利 于 日 本 在 维 持

自由贸易秩序方面发 挥 引 领 作 用，还 使 得 其 在 区 域 经 贸 一 体 化 的 整 合

中占据先机。需要强调的是，日 本 的 上 述 行 为 有 利 于 其 在 日 美 贸 易 谈

判中增加自身抵御压力的实力。透过日美贸 易 谈 判 日 本 还 希 冀 引 导 美

国对维持自由 贸 易 秩 序 持 积 极 态 度。② 借此，日本才能在为世界和平与

繁荣贡献力量的 同 时，积 极 追 求 本 国 的 国 家 利 益，并 提 升 自 身 的 国 际 影

响力。③

图　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

　　综上所述，现阶段日本的区域主义外交呈现出三大重心：第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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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所带来 的 国 际 影 响，一 方 面 应 如 何 确 保 日 本 的 国 际 影 响 力，另

一方面让地区乃至国际的各项制度规定朝着对日本有利的方向发展，且

要确保把中国吸纳进这一基于规则的秩序框架中，避免使之成为赤裸裸

地排斥中国和遏 制 中 国 的 一 种 对 抗 性 制 度 框 架；第 二，继 续 强 化 作 为 外

交基轴的日美同盟；第三，不能继续奉行对美追随外交，日本应如何将经

济实力转化为地区秩序构筑中的主导力。①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究竟是如何更好地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呢？

日本外交的基轴是日美同盟，因此日本的做法就是在维系日美同盟关系

的同时，提高外交政策的自由度，积极地在国际社会凸显其行动力，提升

国际影响力。与此 同 时，通 过 确 立 制 度 主 导 和 确 保 制 度 性 收 益，反 过 来

继续强化日本的国力。②

制度性收益，意指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改善给相关利益攸关方和权

利攸关方提供激 励 的 程 度，如 推 进 全 球 治 理 机 制 变 革、创 设 新 的 国 际 议

程和塑造新的国 际 制 度 等，其 体 现 在 降 低 交 易 费 用、减 少 外 部 性 和 不 确

定性，反映的是 其 在 国 际 关 系 中 推 行 自 己 主 张 并 受 到 拥 护 的 程 度。③ 制

度性收益除了可以给一国带来实质性利益外，还对提升一国的全球影响

力和塑造力大有裨益。现阶段，日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亚

太区域一体化领域。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日本政府的思路是在同盟框架内积极配合美国

在全球及亚太地区的战略，通过扮演美国以外的“次核心”角色来争取主

导权。２０１３年３月，安倍顶着国内压力宣布参与ＴＰＰ谈判，以实现日美

共同主导自由贸易新秩序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退出ＴＰＰ后，日本以

维护自由贸易的“旗 手”自 诩，视 守 护 和 引 领 国 际 规 则 为 战 略 目 标，意 图

以规则稳定自由贸易秩序的同时，用“全面的、平衡的、高标准的世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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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构筑自由贸易新秩序中扮演“核心角色”。① 为此，日本一方面竭力

主导ＣＰＴＰＰ成型，另一方面积极与欧盟签署日欧ＥＰＡ（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日本强调，这两个协定都没有仅停留在传统的关税减免问题上，而

是在知识产权、国 有 企 业 等 广 泛 领 域 制 定 了 高 度 透 明 的 公 正 规 则，因 此

是新时代 自 由 公 正 的 区 域 经 贸 协 定 的 典 范。② 以 此 为 基 础，日 本 又 以

ＴＰＰ为蓝本，意图牵 引ＲＣＥＰ实 现ＴＰＰ那 样 的 高 自 由 化 率。其 目 标 就

是要在亚太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确立对华制度优势，获取制度性收益。③

　　三、世界大变局中日本对华政策的特征

　　现阶段，中日最高领导层一致同意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

关系。中方强调两国 应 本 着“化 竞 争 为 协 调”的 精 神，践 行“互 为 合 作 伙

伴、互不构成威胁”的 政 治 共 识。④ 日 方 则 将“根 据 国 际 标 准 从 竞 争 走 向

协调”“互不构成威胁”“共同发展自 由 公 正 的 贸 易 体 制”⑤视 为 发 展 两 国

关系的三点“原则”。显然，这比安倍第二次组阁时已有了很大转变。

自安倍再次执政以来，一度对华采取“遏 制 性 竞 争”政 策，展 现 出 一

幅以渲染“中国威胁论”，并 夹 杂“中 国 崩 溃 论”为 基 轴 的 对 抗 中 国 崛 起

的姿态。⑥ 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的高质 量 发 展 阶 段，一 方 面 使

得中日之间经济规 模 差 距 越 拉 越 大，直 接 导 致 日 本 国 内 的“中 国 崩 溃

论”趋于崩溃，更让日本 日 益 认 清 其 国 力 无 法 与 中 国 硬 碰 硬，另 一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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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使其越来越关注 中 国１４亿 人 口 的 庞 大 消 费 市 场 对 振 兴 日 本 经 济

的重要性。

需要强调 的 是，强 化 日 美 同 盟 的 基 础 就 是 两 者 共 有 的“普 世 性 价

值”。日本希望的国际秩序、区域秩序也应遵循这一价值而构筑，因此无

论是维持既有秩序，还是构建新秩序，价值与秩序这两者其实互为表里。

而这一点恰恰又与强化 日 美 同 盟 形 成 表 里 一 体 的 关 系。从 这 一 意 义 而

言，现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实质上是安倍内阁为适应国内外情势的

最新变动，而做出 的 一 种 基 于 务 实 主 义 思 考 的 政 策 性 调 整。概 言 之，日

本不可能超出日美同盟的战略框架，中日之间的“协调”也是一种政策层

面的“竞争性协调”关系。从近年来安倍内阁的一系列言行可见，日本越

来越倾向于和相关国家共同构筑一种包容性的制度框架，将中国吸纳进

来，实现制度内的竞争与协调。

（一）日本版“印太构想”的发展与特征

众所周知，自安倍 第 二 次 组 阁 以 来，在 地 区 秩 序 构 建 方 面 着 力 最 多

的莫过于由其首倡、美国 跟 进 的“自 由、开 放 的 印 太 战 略”。这 是 一 个 涵

盖政治、安全及 经 济 的 系 统 性 战 略 擘 画，日 本 强 调 说 要 让“和 平”与“规

则”主导地区秩序，且“作为两洋交汇的印太地区秩序原则，应当成为２１

世纪世界秩序的 政 策 基 础”。① 虽 然 日 本 政 府 表 示 这 一 战 略 并 不 针 对 某

一特定国家，但日本各界倒是毫不讳言地指出主要就是针对中国的。②

从表面看，安倍是２０１６年正式提出“印太战略”的，但追根溯源，其构

思可谓由来已久。早在２００６年安倍首次组阁前夕，就提出了“日美印澳”

四国安保对话构 想。③ 而 时 任 外 相 的 麻 生 太 郎 还 提 出 建 立“自 由 与 繁 荣

之弧”的构 想，主 张 拥 有 相 同 价 值 观 的 国 家 联 手 展 开 合 作。④ ２００７年８

月，安 倍 在 印 度 国 会 发 表 演 讲 时，首 次 提 出“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度 太 平 洋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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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谷芳秀：「日本のインド太平洋外交と近隣外交」、『国際問題』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号。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０頁。
麻生太郎：『自由と繁栄の弧』、幻冬舎文庫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０－６３頁。



略”，强调“太平洋 和 印 度 洋 正 成 为 自 由 与 繁 荣 之 海，带 来 富 有 活 力 的 联

系，一个打破地理疆界的‘更为广泛的亚洲’已经明确出现”，而日印两国

作为“思维方式相同的 民 主 海 洋 国 家”，应 促 进“更 为 广 泛 的 亚 洲 的 自 由

和繁荣”。① 为强化与各国推进“海洋安保合作”，安倍再度组阁伊始便提

出囊括日、印、澳、美在内的 “民主安全菱形包围圈”的构想。②

无独有偶，安倍于２０１３年又针对南海抛出了一个范围略小、参与国

有所变化的“小菱形包围圈”，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其

政策源头可追溯至 安 倍 于 当 年 年 初 提 出 的“东 盟 外 交 五 原 则”。他 主 要

强调日本应“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普及和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

普世价值观”，“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全力使之成

为公共财富”等。③ 这 两 个 内 外 套 嵌、紧 箍 中 国 的“双 菱 形 包 围 圈”，形 成

了多区域的战略 联 动，突 显 了 安 倍 内 阁 企 图 通 过 拉 帮 结 伙，达 成 遏 制 中

国的战略意愿。

由此可见，“印太战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上述一系列战略构想的延续

和升级。对此，日本学者添谷芳秀指出，安倍一开始就是将印度视为“自

由与繁荣之弧”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因 此 将 日 印 关 系 定 位 为 战 略 性 全 球 伙

伴关系。进一步地，日 本 再 拉 进 美 国 和 澳 大 利 亚，共 同 构 成 一 个 扩 大 的

“亚洲”，实质上是 要 构 建 一 个 联 结 印 度 洋、太 平 洋 的 复 合 型 秩 序 网 络。④

从历史发展的 纵 向 维 度 看，“印 太 战 略”呈 现 出 一 个 日 趋 成 熟 的 演 进 轨

迹，其主要针对 对 象 也 一 直 是 中 国。然 而，在 针 对 中 国 的 方 式 上，“印 太

战略”并非一层 不 变。它 提 出 伊 始 确 实 有 浓 重 的 遏 制 中 国 的 意 味，但 随

着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安倍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正式表示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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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提唱『ダイヤモンド安保』　中 国 の 海 洋 進 出 け ん 制 か えって 刺 激、逆 効 果？」、『東

京新聞』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６日。
「開かれた、海の恵み ― 日 本 外 交 の 新 た な５原 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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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改成“构想”（ｖｉｓｉｏｎ），不但表示日本意图在表面上降低针对中国的遏

制性色彩，并意味 着 其 开 始 更 强 调 这 一 秩 序 的 开 放 性 和 经 济 性 色 彩，倾

向于采取一个包容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的制度框架，对华进行制度制衡。此外，

还凸显了安倍希望吸纳东盟进入的意图。①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日本外务省正式公布“印太构想”的三大 目 标，即“普

及并落实与强化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价值观”，“追求经济繁荣”，

“确保和平与稳定”。而为实现上述目标，外务省又表示将采取三大基本

方式，即“维护国际秩序是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基本原则，日本将与确认这

一原则的各国合作，并 透 过 国 际 场 合 和 媒 体 宣 传 以 上 观 点”，“提 升 地 区

内部的‘物理’‘人员’及‘制 度’的 连 接 性，增 强 地 区 内 部 的 经 贸 合 作，改

善包括ＦＴＡ／ＥＰＡ及投资协定在内的经贸环境”，“支援印度太平洋沿岸

国家的能力建设，开展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打击海盗、反恐 等 领 域

的合作”。②

（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特征分析

以“印太战略”转变为“印太构想”为契机，标志着日本区域主义外交

的重心从遏制中国转变为对华进行制度制衡，甚而构建一个吸纳中国的

包容性秩序。现阶段，这一特征在中日关系上体现最为显著的就是中日

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日开展第三方 市 场 合 作 实 质 上 是 日 本 参 与 共 建“一 带 一 路”的 适

当方式和具体途径。日本政府虽然自２０１７年开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态度转向积极，但 一 来 日 本 国 内 依 然 疑 虑 重 重，二 来 顾 虑 美 国 会 因 中 日

合作 过 密 而 对 日 施 压，加 之 日 本 谋 求 以 平 等 姿 态 同 中 国 合 作，而 非“加

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③ 因 此 在 名 称 上 凸 显“第 三 方 市 场 合 作”的

做法，彰显了这一合作方式具有不拘泥名称的象征性而强调内容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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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インド太平洋、消えた戦略　政府が構想に修正」、『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３日；
添谷芳秀：「日本のインド太平洋外交と近隣外交」、『国際問題』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号。
「自由 で 開 か れ た イ ン ド 太 平 洋 に 向 け 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ｆｉ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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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亮：《“一带一路”框架下日本对华合作的特征》，《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的特征。

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符合彼此利益，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和

贸易发展，更对共 同 维 护 多 边 主 义 和 自 由 贸 易 体 制、维 护 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大有裨益。然而，日 本 仍 担 忧 随 着 中 国 经 济 的 虹 吸 效 应 日 益 增 强，日

本会在中日合作中逐步沦为中国的“追随者”。① 为此，日本频频用“缺乏

透明性和开放性”“‘一带一路’让对象国背负过多债务，损害对象国的财

政健全性”之类的措辞来对合作加以设限。如强调其合作方针是除谨慎

选择合作项目外，还将确保对象国财政健全、开放性、透明性和经济合理

性等列为必要条件。②

与此同时，日本一方面更积极地在印太推进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及

“高标准贸易体制”为特征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意图将上述的“双高”标

准作为国 际 通 行 经 验 推 广，并 不 惜 在 国 际 上 进 行 大 力 度 的“战 略 性 宣

传”。如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２９日，安 倍 内 阁 就 借 助Ｇ２０大 阪 峰 会 的 主 场

外交之际，首 次 提 出 向 发 展 中 国 家 实 行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投 资 的 新 国 际 原

则，包括设施利用的“开放性”、选定施工单位的“透明性”、建成可长期利

用设施的“经济性”和顾及偿还能力的“对象国的财政健全性”等。③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

展的新增长点，为 两 国 务 实 合 作 开 辟 了 新 路 径，但 日 本 也 不 忘 在 合 作 中

利用规则设限，意 图 引 领 合 作 的 方 向，界 定 合 作 的 规 则。其 目 的 显 而 易

见，安倍内阁意图借“印太构想”的“双高”标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形成制度制衡，甚而将中 国 吸 纳 至“印 太 构 想”中，并 在“一 带 一 路”倡 议

中遵照其所设定的各种标准和规则进行沿线建设。

　　四、结语

　　世界大变局 意 味 着 当 今 国 际 社 会 正 经 历 新 一 轮 大 发 展、大 变 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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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野太郎：「二〇一八年日本外交の展望」、『外交』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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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历史发展新时期。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更昭示着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而对自诩为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

这主要意味着现有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因此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其

要竭力稳定现有国际秩序，并通过在区域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

用，获取制度性收 益。基 于 此，日 本 现 阶 段 的 对 华 政 策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制

度制衡特征，意图 在 对 华 合 作 中 既 要 分 享 中 国 的 经 济 红 利，又 要 形 成 对

华制度优势。

对中国而言，应从矛盾论的视角看待现阶段的中日关系。国与国关

系向来纷繁复杂，是 多 重 矛 盾 的 复 合 体。因 此，抓 住 中 日 关 系 的 主 要 矛

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保持从容不迫的

战略定力，和以全 球 大 视 野 谋 划 两 国 关 系 的 战 略 共 识，更 需 要 以 坚 持 在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并积极推动构建携手合作、互

利双赢新格局的战略指引。

从这一视角出发，日 本 首 倡 的“印 太 构 想”中 诚 然 有 刻 意 抵 消“一 带

一路”倡议所形成的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度和机

制安排的内容。然 而，从 日 本 提 出 的 一 些 具 体 应 对 方 式 来 看，其 中 也 有

提供与中国类似的、以促进当地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振兴和基础设施发展

计划。其主导建立的一些促 进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双 边 及 多 边 机 制 与 共 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也有相符合之处。因此，中国对于日本“印太构想”在经

贸领域的一些制度设计，应以制度之间的良性竞争视角看待，本着“化竞

争为 协 调”的 精 神，乐 观 其 成，甚 而 开 展 合 作，推 进 高 质 量 共 建“一 带 一

路”。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并推动两国关系

始终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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