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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梳理日本关于 “一带一路” 的舆情ꎬ 回顾日本自冷战结束以

来中亚外交的特点可以看出ꎬ 日本通过鼓吹 “中国威胁论” 巩固日美同盟ꎬ 渲

染中俄不睦ꎬ 企图以此遏制中国ꎮ 未来一个时期ꎬ 在包括 “一带一路” 在内的

诸多国际事务中ꎬ 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ꎮ 在中日竞争中ꎬ 日本自身

技术成本高、 中亚战略推行缓慢都令其自身危机感十足ꎮ 此外日本对日美同盟还

存在猜忌与不信任ꎬ 惧怕美国跳过日本对华进行 “越顶外交”ꎬ 因此如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日趋成熟ꎬ 日本不会放弃在 “一带一路” 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战术合作

的可能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　 日美同盟　 “中国威胁论”
【作者简介】 　 丁曼ꎬ 外交学院副教授ꎮ

在中国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后不久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

于 １０ 月 ２２ 日启程ꎬ 携 ５０ 位日本企业界代表访问中亚五国ꎮ 对此有声音称ꎬ 日

本对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不热心乃至对抗①ꎬ 甚至意图破坏 “一带一路” 的

实施②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断 ３ 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重启ꎬ 李克强总理

面对 ２００ 多名日本企业界人士表示ꎬ 中方愿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开展第三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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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意见ꎬ 文中疏漏之责由作者承担ꎮ

薛力: « “一带一路” 与中日关系的未来»ꎬ ＦＴ 中文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６４９４２? ｆｕｌｌ ＝ ｙ

«一带一路战略令美眼红ꎬ 带给中国三重胜利»ꎬ 环球新军事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ｍｔ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 ｎ４３５２６８２７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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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产能合作ꎬ 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中国性价比好的充裕产能相结合ꎬ 更好地

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ꎬ 帮助他们加快工业化进程ꎬ 这是中国领

导人首次提出愿与日本开展国际产能合作①ꎮ

一　 日本舆情如何看待 “一带一路”

相比日本上下对亚投行的关注和热议的程度ꎬ “一带一路” 的关注度略显不

足ꎮ 总体上看ꎬ 日本舆情呈现以下几种主要观点ꎮ

(一) 认为 “一带一路” 尚属构想和倡议阶段ꎬ 可以审慎观望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日本瑞穗研究所发布报告认为ꎬ “一带一路” 构想还停留在倡议

阶段ꎬ 是中国到 ２０３０ 年左右的长期战略②ꎮ 日本 «经济新闻» 刊文称ꎬ “一带一

路” 还只是一个声明ꎬ 关键还要看现实中如何推进③ꎮ 平和外交研究所撰文称ꎬ
无论是 “一带一路” 还是亚投行的大构想其细节都尚未确定④ꎮ 雅虎日本所刊文

章也认为 “一带一路” 计划的推行太过突然ꎬ 考虑尚不周全ꎬ 有摸石过河之

感⑤ꎮ 日本放送协会的专辑节目中也指出ꎬ 所采访的兰州新区的招商材料中甚至

制作好了日文版ꎬ 先购买了设备再等候企业入驻ꎬ 这种做法太欠缺计划性ꎬ 一旦

失败又会形成不良债务⑥ꎮ
上述评论与日本固有的保守思维不无关系ꎮ «菊与刀» 一书就提到ꎬ “他们

认为ꎬ 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ꎬ 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ꎬ “一切都在预料之

中ꎬ 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ꎬ 没有疏漏ꎮ 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

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ꎬ 绝不是被动的ꎬ 不是别人强加的”⑦ꎮ 显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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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 «李克强首提与日本开展第三方国际产能合作有何深意?»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みずほ総合研究所  中国シンクタンクが明かす 「新シルクロード構想」 全容»ꎬ みずほリポー

ト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ｚｕｈｏｂａｎｋ ｃｏ ｊｐ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ｗｏｒｌｄ / ｉｎｆｏ / ｃｎｄｂ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ｃｈｉｎａ / ｐｄｆ / Ｒ２０５
－ ００５０ － ＸＦ － ０１０５ ｐｄｆ

Ｂｅｎ Ｓｉｍｐｆ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中国 「一帯一路」 構想、 近隣国の関心は限定的»ꎬ 日本経済新聞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ＭＺＯ９４６７２４３０Ｓ５Ａ２０１Ｃ１００００００ /

平和研究所: «中国の 「一帯一路」 構想、 狙いと背景»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ｈｅｉｗａｇａｉｋｏｕ
－ ｋｅｎｋｙｕｓｈｏ ｊｐ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７２１

« 「陸と海のシルクロード」 中国の 「一帯一路」 構想とは»ꎬ ＴＨＥ ＰＡＧＥ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ｙａｈｏｏ ｃｏ ｊｐ / ｈｌ? ａ ＝ ２０１５０５１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 ｗｏｒｄｌｅａｆ － ｃｎ＆ｐ ＝ ２

« 「一帯一路」 構想、 内陸部開発の現状»ꎬ ＮＨＫ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ｃａｔｃｈｓｅｋａｉ / ｍａｒｕｇｏｔｏ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９１４ ｈｔｍｌ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ꎬ 唐晓鹏、 王楠译ꎬ 华文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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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看来ꎬ “一带一路” 构想的提出显得突然ꎬ 其蓝图的宏大也远超其预

期ꎬ 令日本人难以在短期内接受这一巨大变化ꎮ
(二) 认为 “一带一路” 的动机是中国的一己之利ꎬ 质疑中国提

倡的开发模式

日本总研的 «亚洲月刊» 撰文称ꎬ “一带一路” 构想的实质是消化中国国内

的过剩产能ꎬ 拉动中国自身的经济成长ꎬ 如果一味优先本国利益ꎬ 势必招致各国

反对①ꎮ 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刊文特意指出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印度的电

源开发促进项目最初本由中国企业竞标成功ꎬ 但因款项未及时到位导致工期延

期ꎬ 最终还是日本企业承接了大部分项目ꎮ 中国企业在缅甸等国的开发不考虑环

境问题ꎬ 也不注意与当地居民的关系ꎬ 导致项目中断或终止②ꎮ 产业技术综合研

究所大久保泰邦也指出ꎬ 中国为解决自身发展困境而提倡 “一带一路”ꎬ 凭借物

力财力ꎬ 以粗暴介入的形式开发柬埔寨、 老挝、 缅甸等东南亚各国的资源ꎬ 已普

遍招致不满③ꎮ ＧＯＯ ｎｅｗｓ 也指出ꎬ 中国政府的 “一带一路” 构想是依靠财力构

筑与沿线国的友好关系ꎬ 在中国经济发展乏力之后还能否保持下去令人忧虑④ꎮ
如果说前述第一种声音还多少源于日本人的固有保守思维ꎬ 那么第二种声音

就完全出自日本的 “中国威胁论”ꎮ 时而抬头的 “中国威胁论” 源头ꎬ 一是起因

于美国ꎬ 其背后是美国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地缘政治战略即东亚战略ꎬ 另一个

来自日本基于前近代形成的华夷秩序观的周边民族精神结构⑤ꎮ «菊与刀» 中还

将 “各安其位” 作为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⑥ꎮ 可以说ꎬ 日本的中国观自

甲午战争之后就从未改变ꎬ 无论面对新中国的成立ꎬ 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

起ꎬ 或是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ꎬ 日本都从未调整过心态ꎮ 在中国经济相对较为

落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战后最为 “亲中” 的时期⑦ꎬ 恰恰是日本作为强者

俯视国际秩序金字塔下端弱者的时期ꎬ 而中国在经济崛起后积极倡议组建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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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野淳也: « 「一帯一路」 構想に邁進する中国» 载 «アジアマンスリー»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篠田邦彦: «新シルクロード (一帯一路) 構想とアジアインフラ投資銀行 (ＡＩＩＢ) ———インフラ

整備や産業振興を通じた中国の広域経済開発戦略»ꎬ 载 «アジ研ワールドトレンド»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大久保泰邦: «中国の一帯一路は成功するか»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ｍｏｔｔａｉｎａｉ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ｏｋｕｂｏ２０１５０８１６ ｐｄｆ
«中国政府の一帯一路、 カネで築かれた関係は成長鈍化後も保たれるのか»ꎬ ＧＯＯ ｎｅｗｓ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ｇｏｏ ｎｅ 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ａ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ａ － １５９６３４１ ｈｔｍｌ
马场公彦: «日本型中国威胁论的 “水脉”»ꎬ 载 «日本学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ꎮ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ꎬ 第 １９ ~ ２０ 页ꎮ
赵政原: «从安倍外交政策看日本保守主义的独特性和延续性»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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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在日本看来无疑是不安于其位ꎬ 是在挑战既有

秩序ꎮ

(三) 认为 “一带一路” 是对美国主导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的对抗ꎬ 必须捍卫日美同盟

每日新闻称ꎬ 中国核工业集团与日本两家电力公司接触ꎬ 希望在第三国核电

站建设方面与日方合作ꎬ 日本企业认为是个商机ꎬ 但财界高层表示需要先征得美

国同意ꎬ 尤其是在核技术这类涉及安保问题的敏感领域ꎬ 惧怕技术泄露①ꎮ 国际

贸易投资研究所撰文称ꎬ 中国以 “一路” 来对抗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ꎬ 以 “一
带” 对抗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 带给中国的影响②ꎮ 日经刊发了采访美国

智库布鲁斯金研究所日本部长的访谈ꎬ 该日本部长指出ꎬ 相比亚投行ꎬ 美国更担

忧 “一带一路” 构想的不透明性ꎬ 因为它不仅具有经济意图ꎬ 更是经济、 政治、
外交三位一体的③ꎮ 日本海事新闻也认为ꎬ “一带一路” 的巨大构想背后是中国

扩大霸权的野心④ꎮ
第二种声音和第三种声音多出自日本各大智库和保守派媒体ꎬ 是日本政府的

代言ꎮ 既然日本视中国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ꎬ 那么一定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

量遏制中国ꎬ 根基是日美同盟ꎮ 实际上ꎬ 在包括 “一带一路” 在内的任何问题

上ꎬ 日美同盟都是影响日本决策的重要因素ꎬ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日本联美遏华的

重要借口ꎮ

(四) 渲染中俄不睦

渲染中俄不睦的声音主要来自日本智库ꎮ 日本 “中亚高加索研究所” 所

长、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前经济顾问田中哲二在调查报告中指出ꎬ 普京对中国在

上合组织中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感到不安ꎬ 希望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合作ꎬ 开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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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帯一路の行方: 原発協力、 日本に打診、 中国企業輸出拡大狙い»ꎬ 毎日新聞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ｍａｉｎｉｃｈｉ 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 ｄｄｍ / ００１ / ０３０ / １３１０００ｃ

江原规由: «中国のＦＴＡ 戦略の中心へ: 一帯一路 (シルクロード) ＦＴＡ 構想»ꎬ 载 «国際貿易
と投資»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１ 期ꎮ

森永輔: «一帯一路構想は、 中国にとってペイするものか: 米ブルッキングス研究所のミレヤ
ソリス日本部長に聞く»ꎬ 日経ビジネス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ｉｋｋｅｉｂｐ ｃｏ ｊｐ / ａｔｃｌ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１５ / ２３８７３９ / １２２２００１０８ / ? ＳＴ ＝ ｐｒｉｎｔ

本図宏子: «一帯一路構想と中国海事産業»ꎬ 日本海事新聞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ｍａｃ ｏｒ ｊｐ / ｉｍ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ｄｆ / Ａ２０１５７６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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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和远东经济ꎬ 吸引更多日本资金ꎬ 开展西伯利亚天然气合作①ꎮ 日本俄罗

斯问题著名学者袴田茂树也指出ꎬ 虽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中俄展现出了携手对抗

欧美的一致性ꎬ 但其实中俄内部充满了摩擦与对立ꎬ 面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

增长ꎬ 俄国十分戒备ꎮ 中国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野心就远大于俄罗斯

倡议的 “欧亚经济联盟”②ꎮ
东北亚地区的中俄日关系ꎬ 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ꎬ 而是错综复杂彼此联动的

三角关系乃至复杂集合体③ꎮ 一方面ꎬ 在能源大国俄罗斯面前ꎬ 中日两大能源需

求国之间存在竞争④ꎬ 另一方面ꎬ 面对中国的崛起ꎬ 日本也有意通过改善日俄关

系来平衡中国ꎮ 渲染中俄不睦ꎬ 有着这一深层的用意ꎮ

二　 日本的 “路” “带” 应对战略

(一) 相对简单的 “一路” 应对

作为一个岛国ꎬ 日本自近代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海洋问题ꎬ 以海洋国家的身

份制定海洋战略ꎮ 在二战期间著名的北进还是南进的问题上ꎬ 有学者指出ꎬ 早在

明治初期ꎬ 日本就已经提出了向南扩张的战略⑤ꎮ 最终 “南进” 战略占上风ꎬ 宣

告 “海主陆从论” 的胜利ꎮ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 日本加紧强化日美同盟ꎬ 军事上ꎬ
以 “三链一圈” 对中国进行围堵ꎮ 经济上ꎬ 面对中国由传统陆权大国向现代海

权强国的转变ꎬ 面对中国日益突出的海洋资源需求ꎬ 日本以零和博弈观点认为中

日两国在亚洲海洋上的关系是竞争性和对立性的⑥ꎮ
安倍二度执政伊始ꎬ 就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访问越南、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ꎮ 同年 ５

月ꎬ 安倍访问缅甸ꎬ ７ 月访问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新加坡ꎬ １１ 月访问柬埔寨和老

挝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安倍又利用参加东盟系列峰会之机访问了文莱ꎬ 完成了对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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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田中哲二: «上海協力機構の展開と中露の姿勢»ꎬ ＩＩＳＴ中央ユーラシア調査会公開シンポジ
ウム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ｓｔ ｏｒ ｊｐ / ｊｐ / ｐｄｆ / ｇｐｒ /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ｈ２５ －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１２１８ － ｓｙｍ ｐｄｆ

袴田茂樹: «ロシアの中央アジア政策———中国の台頭を背景に»ꎬ ＩＩＳＴ中央ユーラシア調査会
公開シンポジウム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ｓｔ ｏｒ ｊｐ / ｊｐ / ｐｄｆ / ｇｐｒ /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ｈ２５ － ｅｕｒａｓｉａ － １２１８ －
ｓｙｍ ｐｄｆ

刘再起: «如何在东北亚安全体系中处理中俄日三角关系»ꎬ 载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ꎮ
杨雷: «中俄日三角关系的互动规律»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ꎮ
王启生: «关于日本南进与北进扩张战略的几个问题»ꎬ 载 «厦门大学学报» １９８３ 年第 ５ 期ꎮ
李强华: «历史与现实: 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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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的亲自到访①ꎮ 从表 １ 和表 ２ 可见ꎬ 自 ２００８ 年前后开始ꎬ 日本有针对性地向

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印度、 越南和菲律宾提供官方发展援助ꎬ 拉拢这些国家联

合向中国施压ꎮ 安倍与上述三国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

南海问题的关切ꎮ 对于与中国拥有传统友谊的缅甸ꎬ 日本也趁其国内政治改革之

机ꎬ 利用官方发展援助扶植亲日势力ꎬ 削弱中国影响②ꎮ

表 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东南亚的事业规模

(单位: 亿日元)③

年度 越南 菲律宾 缅甸 东南亚总额

２００８ 年 ７４７ ４９ １ ３５４ ６２ ２８ ７４ ３ ０４９ ３９

２００９ 年 １ ３６１ ６８ ７８２ １４ ２４ ３１ ３ ８１０ ３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００２ ６６ ３００ ９９ ２７ ５ ３ １７９ ２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２１８ １１ ３１６ ７５ ２６ ３３ ２ ８６２ ８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６５０ ９１ ２９３ ８５ ２ ２７９ ３ ５ ８１０ ５

２０１３ 年 １ ７０９ ３ ３３８ ７８ ２２９ ９６ ３ ８３３ ３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５５６ １５ ６７２ ９５ ２５１ ０９ ３ ６１９ ４６

表 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南亚的事业规模

(单位: 亿日元)

年度 印度 南亚总额

２００８ 年 １ ２３７ ３９ １ ８７０ １８

２００９ 年 １ ３１２ ２ １ ９６４ 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１ ２６５ ０２ ２ ０２９ ０２

２０１１ 年 １ ４２０ ３４ ２ ４５０ ５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１６０ ７４ ２ ３０９ ７４

２０１３ 年 １ ５０４ １７ ２ ５９９ ４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６５９ ５４ ２ ９０１ ２４

４２１

①
②
③

刘雅楠: «安倍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评析»ꎬ 载 «亚非纵横»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王箫轲: « “积极和平主义” 背景下日本 ＯＤＡ 政策的调整与影响»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４ 期ꎮ
根据 « ＪＩＣＡ 国 際 協 力 機 構 年 次 報 告 書 » 制 作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ａｂｏｕｔ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０９ /

ｌｉｓｔ０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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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安倍晋三还呼吁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和 (美国的) 夏威夷共同组

成 “民主安全菱形”ꎬ 再与北约联手应对中国的 “海洋崛起”①ꎮ
作为非南海主权声索国ꎬ 日本公开介入南海事务、 联合东南亚国家推动南海

问题的所谓 “多边解决”②ꎮ 美日大力抬高仲裁的地位ꎬ 声称裁决是仲裁最终结

果ꎬ “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ꎬ 并因此要求当事国加以遵守ꎮ 日本甚至 “强
烈期待” 中国接受裁决③ꎮ

综合以上分析ꎬ 面对 “一路”ꎬ 今后日本的招数应该十分清楚ꎬ 就是加强日

美同盟ꎬ 拉拢一切力量围堵中国ꎮ

(二) 相对复杂的 “一带” 应对

与 “一路” 相比ꎬ 日本的 “一带” 应对要复杂很多ꎮ 这是由中亚地区本身

的复杂性以及受其影响之下日本中亚外交的复杂性决定的ꎮ 早在 １９９２ 年中亚和

外高加索八国独立后不久ꎬ 日本就相继与之建交ꎮ 回顾日本冷战结束以来的中

亚、 外高加索外交战略有以下两大特点ꎮ

１ 周旋于美俄两大国之间

首先ꎬ 与 “一路” 相比ꎬ 由于中亚、 外高加索地区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ꎬ
日本的外交活动始终顾忌美国ꎬ 谨慎开展ꎮ

１９９７ 年桥本龙太郎在讲演中首次提出 “欧亚大陆外交”ꎮ 他首先提及的是对

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确认ꎬ 指出要在此基础上开展对俄、 对中外交ꎮ 桥本将整篇

讲演的基调定位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之上ꎬ 即冷战结束ꎬ 美苏军事对立和意识形态

间的对立终结ꎬ 世界各国正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ꎮ 他还驳斥了认为冷战既已结

束ꎬ 日美同盟已不必要的错误认识④ꎮ 显而易见ꎬ 日本谋求对俄关系的改善只有

在冷战结束后才有可能ꎬ 最大的原因就是日美同盟的存在ꎮ 桥本之所以强调日本

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维护与支持ꎬ 是为了打消美国疑虑ꎬ 获得美国的信

任ꎬ 这是开展对俄外交的重要根基ꎮ 出于上述考虑ꎬ 才用 “欧亚大陆外交” 的

外交辞令来行改善对俄外交之实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美国借反恐的名义进入中亚地区ꎬ 中俄希望通过加强上海合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侯金亮: «安倍晋三的 “包围圈” 圈住了谁?»ꎬ 载 «廉政瞭望»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朱晓琦: «日本能源战略中的东南亚取向»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华益声: «美日休想在南海兴风作浪»ꎬ 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ꎮ
橋本龍太郎: «経済同友会会員懇談会における講演»ꎬ 首相官邸ꎬ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ｈａｓｉｍｏｔｏｓｏｕｒｉ / ｓｐｅｅｃｈ / １９９７ / ０７２５ｓｏｒｉｄｏｕｙｕ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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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来维持地区大国势力的平衡ꎮ 在大国势力的平衡之间ꎬ ２００４ 年ꎬ 日本借

机将中亚外交升级至 “中亚 ＋ 日本” 的外长对话机制ꎬ 借助的依旧是日美同盟

的根基①ꎮ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ꎬ 日美同盟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制约日本中亚外交和能源

战略的因素ꎮ 日本企业所参与建设的巴库 －第比利斯 － 杰伊汉 (ＢＴＣ) 管线是美

国主导的战略性工程ꎬ 保障的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能源和安全利益②ꎮ 在利益与

战略性之间ꎬ 日本必须首先顾及后者ꎮ
其次ꎬ 开展中亚外交ꎬ 日本时常鼓吹中俄不睦ꎬ 意欲联俄制华ꎮ
１９９６ 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 同时ꎬ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

“上海五国” 机制形成ꎮ 在此背景下ꎬ 桥本龙太郎的 “欧亚大陆外交” 战略的

实质是 “联俄制华”ꎬ 意在牵制中国ꎬ 打破中俄战略力量平衡ꎮ 日俄关系在

“不打领带” 非正式会晤推动下达到高潮ꎬ “中国威胁论” 恰恰是最好的刺激

借口③ꎮ
２００３ 年中日在石油管道 “安大线” 和 “安纳线” 上的竞争更说明ꎬ 日本再

度为制衡中国联俄 “搅局”ꎮ 日本的意图十分明确ꎬ 如果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

胜ꎬ 将增加中国在能源进口上的风险和隐患ꎬ 限制中国发展速度ꎬ 即便在竞争

中失败ꎬ 因日本加入竞争导致的能源成本提高ꎬ 也将削弱中国最终产品的市场

竞争优势ꎬ 从而牵制中国ꎮ 而这也与俄方借日本参与竞争来抬高价格的用意相

契合④ꎮ
可见ꎬ 在日本的中亚外交中ꎬ 时而借日美同盟制衡中俄ꎬ 时而联俄制衡中

国ꎬ 不变的是鼓吹 “中国威胁论” 并联合一切势力遏制中国ꎮ

２ 质疑中国ꎬ 彰显优势ꎬ 日本意欲后发制人

与 “一路” 不同的是ꎬ 日本的中亚外交起步虽早ꎬ 但碍于对日美同盟的顾

忌和在美俄两大国间的种种周旋ꎬ 阻碍了其进程和伸展空间ꎮ 自 ２００１ 年上合组

织成立后ꎬ 日本国会中不断响起 “日本的中亚外交严重滞后”、 “日本对中亚不

够了解”、 “日本在中亚的存在感远不如中国、 韩国” 之类的批评声音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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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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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辉、 刘鹏: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ꎬ 载 «日本学刊»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许勤华: «解析 “巴杰管线” 对里海地区的战略影响»ꎬ 载 «亚飞纵横»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李勇慧: «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中俄日关系»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ꎮ
周勤: «基于能源供给安全的国家之间能源政策的博弈»ꎬ 载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王疆婷: «日本的中亚政策演变及其原因»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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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３ 可知ꎬ 即便是在 ２００４ 年日本中亚外交升级至 “中亚 ＋ 日本” 的外长

对话机制后ꎬ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在中亚外高加索地区的援助规模仍远低于在东南

亚和南亚ꎮ
中亚与日本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ꎬ 中亚与俄罗斯难以割裂的历史因缘ꎬ 中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存在与加强ꎬ 都让日本的中亚战略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复杂

性ꎮ 桥本龙太郎曾称: “如果没有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紧密合作ꎬ 中国以其破坏环

境和不顾及他国影响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顺利融入全球经济”①ꎮ 美国空军大学

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Ｈｉｃｋｏｋ 在回顾 “欧亚大陆外交” 时就特别指出ꎬ 日本以官方发展援

助支援了阿塞拜疆的什马尔发电站项目ꎬ 该项目以广泛援助为目的ꎬ 说明日本政

府不只注重短期眼前利益ꎬ 而是从环保角度注重长远发展②ꎮ 可见ꎬ 日本的官方

发展援助项目中亚外交的援助性、 非功利性ꎬ 彰显相较中国的异质性和优越性ꎬ
始终是日本政府的宣传牌ꎮ

表 ３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东亚、 东南亚、 南亚和中亚外高加索的事业规模

(单位: 亿日元)

　 　 　 年度
地区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亚外高加索

２００８ 年 １ ０４０ ７３ ３ ０４９ ３９ １ ８７０ １８ ２８５ ２

２００９ 年 ８３７ ４４ ３ ８１０ ３２ １ ９６４ ４９ １９９ ４８

２０１０ 年 ６６５ ２８ ３ １７９ ２５ ２ ０２９ ０２ １９７ ７７

２０１１ 年 ４５８ ９６ ２ ８６２ ８５ ２ ４５０ ５５ １５５ ０１

２０１２ 年 ４３０ ８ ５ ８１０ ５ ２ ３０９ ７４ ２４３ ２４

２０１３ 年 ４１５ ２１ ３ ８３３ ３５ ２ ５９９ ４３ １７８ ５７

２０１４ 年 ２５８ ２１ ３ ６１９ ４６ ２ ９０１ ２４ ２８３ ６６

升级至 “中亚 ＋ 日本” 外长对话机制后ꎬ 日本开始强调市场经济、 改革、
能源与环境、 人权与民主③ꎮ ２００６ 年时任外相麻生太郎称ꎬ 要将中亚变为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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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橋本龍太郎: «経済同友会会員懇談会における講演»ꎬ 首相官邸ꎬ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ｈａｓｉｍｏｔｏｓｏｕｒｉ / ｓｐｅｅｃｈ / １９９７ / ０７２５ｓｏｒｉｄｏｕｙｕ ｈｔｍ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Ｈｉｃｋｏｋ: «西を向く: カスピ海周辺地域と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アジアの権益»ꎬ 载
«エネルギー経済»ꎬ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９ － ４７ 页ꎮ

川口順子: «日本の新たな対中央アジア政策に関するスピーチ 「新たな次元へ: 中央アジア ＋
日本」»ꎬ 外務省ꎬ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ｐｒｅｓｓ / ｅｎｚｅｔｓｕ / １６ / ｅｋｗ＿ ０８２６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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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稳定的走廊”ꎬ 需要基于民主、 市场经济、 人权、 法治这些普遍价值①ꎬ 也直

接延伸到了数月后提出的 “自由与繁荣之弧”② 外交ꎮ 与 １９９７ 年桥本讲演中

“意识形态间的对立终结” 的基调相比ꎬ 重提价值观外交ꎬ 是日本的中亚外交战

略上的重要变化ꎬ 其矛头所指无疑是中国③ꎮ 可以说ꎬ 日本对中国的批评ꎬ 已经

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质疑上升到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高度ꎬ 在这一高度上彰显自

身的优势ꎬ 制衡与遏制中国ꎬ 意欲后发制人ꎮ

三　 中日竞争与合作前景

(一) 无论 “带” “路”ꎬ 日本将在整体战略上选择对抗

通过梳理当下舆情ꎬ 分析日本的 “带” “路” 应对战略可知ꎬ 鼓吹 “中国威

胁论”ꎬ 借 “中国威胁论” 巩固日美同盟ꎬ 渲染中俄不睦ꎬ 都是日本遏制中国的

手段ꎮ 未来来看ꎬ 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ꎮ
安倍拉拢亚太国家主要依靠三种手段: 一是向部分国家鼓吹共同推进所谓

“民主、 自由” 的 “共同价值观”ꎬ 将中国列为政治异己ꎻ 二是进行安全蛊惑ꎬ
尤其是借南海问题以及所谓航行自由与安全ꎬ 将中国定位为共同威胁ꎻ 第三是金

钱和经济外交ꎬ 对中国 “走出去” 的经济战略实行挤压④ꎮ 在安倍政府的这一方

针之下ꎬ “一带一路” 无疑会遭遇日本的对抗ꎮ 未来ꎬ 日本也很可能如影随形地

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ꎬ 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合作方面展开竞争ꎬ
甚至不排除是一种恶性竞争ꎮ 其 “自由与繁荣之弧” 与 “一带一路” 完全是背

道而驰⑤ꎮ

(二) 在战术上可能合作

１ 中日竞争ꎬ 日本危机感十足

远藤誉早已指出ꎬ ２０１３ 年日本首相是时隔 ９ 年走访中亚ꎬ 其中土库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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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还是首次迎来日本首相ꎮ 日本在中亚投入的资金与中

国相比只是 “大河一滴”ꎬ 日本与中亚的紧密程度也远不及中国ꎮ 而且中日的竞

争ꎬ 无疑让中亚各国享了渔翁之利①ꎮ
日本原陆军少将茅原郁生也坦言ꎬ 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的日企在增多ꎬ 五十铃

机动车的合资公司已经生产 ２ 万辆车ꎬ 但是与中国 ４５ 亿美元投资、 ４５０ 家公司、
１ ５００员工ꎬ 与韩国 ２１ 亿美元投资、 ３５０ 家公司、 ２ ０００员工的规模相比ꎬ 日本还

只是 ２ 亿美元、 １０ 家、 １２０ 人②ꎮ 针对中国在欧亚大陆施工能力的质疑和亚投行

运营经验的质疑ꎬ 日本专家明确表示ꎬ “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

援ꎬ 在技术资金实力方面没有问题”ꎬ “中国在运营国际金融机构方面的经验不

足ꎬ 通过雇佣国际专家即可解决”ꎮ 而日本的优势在于技术好ꎬ 劣势却是成本高ꎬ
初期投资成本极高ꎬ 只有将未来二三十年的维修管理费用、 连同日本产品之外的

社会附加价值考虑在内ꎬ 才有可能较中国产品具有竞争能力③ꎮ
美国智库、 进步中心的研究员 Ｇｌｅｎ Ｓ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在日本智库 ＣＩＧＳ 的讲演中

也特别强调ꎬ 美国担心日本走向封闭ꎬ 日本企业难以培养出担纲全球化事业的人

才ꎬ 这一方面早已被中国捷足先登了④ꎮ
可见ꎬ 日本各界早已对日企与中国竞争中呈现的劣势ꎬ 对日本在资金和技术

方面逐渐褪去的优势有了清楚的认识ꎬ 已是危机感十足ꎮ 这种来自日本内部的危

机感ꎬ 也会倒逼日本在战术上与中国开展合作ꎮ
中国学者刘江永指出ꎬ 如果说共建 “一带一路” 中也有竞争ꎬ 那就是 “交

友之争”、 “合作之赛”、 “市场竞争”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 谁在国际上交友越多ꎬ
“朋友圈” 越大ꎬ 合作范围越广ꎬ 谁便越可能是最成功的国家ꎮ 坚持对抗和恶性

竞争妄图遏制别国的国家ꎬ 只能自我孤立ꎬ 被边缘化⑤ꎮ 事实证明ꎬ 日本在亚投

行问题上被孤立ꎬ 已经应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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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日本对日美同盟存在猜忌与不信

关于中日美三国关系ꎬ 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樱井良子借尼克松闪

电访华、 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历史指出ꎬ 无论是敌对时期还是友好时期ꎬ 美国的东

亚政策从来都是以中国为首要目标ꎬ 日本不过是第二目标ꎬ 美国总进行越顶外

交ꎮ 美中若联手ꎬ 对日本无疑是极大的威胁ꎬ 要密切关注美中的动向ꎬ 做出准确

判断ꎬ 有所防备ꎬ 才能回避在两个大国之间被挤垮的局面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日本 ＭＯＮＥＹ ＶＯＩＣＥ 刊发的文章援引了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等多国智库的观点ꎬ 认为中美在亚投行和南海问题上是有某种默契或共识

的ꎬ 美国在中国人工岛基本完成之后才派遣海军巡航ꎬ 而且是没有攻击力的 “拉
森号” 驱逐舰ꎬ 这种温和稳健的做法就说明美国根本无心与中国对立ꎮ 同年 １１
月 ７ 日中美海军的大西洋海域联合演练ꎬ 有美方参加的香山论坛ꎬ 都佐证了中美

并非对立关系ꎬ 南海紧张不过是美国为日本而导演的一幕ꎮ 美国之所以不将中美

的协调关系公之于众ꎬ 是为了强化与日、 菲、 马这些亚洲同盟国的关系ꎬ 不愿因

同盟破裂导致美国利益受损ꎮ 安倍之所以将中国定为假想敌国、 鼓吹 “中国威胁

论”ꎬ 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日本国内右倾势力的支持ꎬ 事实上ꎬ 只有安倍政权诱导

下的日本国民还坚信美国在压制亚投行、 “一带一路” 和南海问题所代表的中国

势力的崛起ꎮ 这也正中了美国下怀ꎬ 迫使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②ꎮ
西村豪太也认为ꎬ 主导亚投行和 “一带一路” 构想的中国ꎬ 与主导 ＴＰＰ 的

美国之间ꎬ 并非单纯的对立关系ꎬ 而是以力量平衡实现关系的变化ꎮ 中国在摸索

是否参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ꎬ 美国也力求在未来接纳中国ꎮ 亚投行也在

欢迎日美的参加ꎮ 守成大国美国和新兴国代表中国尽管对立ꎬ 但正在摸索如何协

调共处ꎮ 在这一混沌的局势下ꎬ 日本尚未准确捕捉到美中的动向③ꎮ
未来ꎬ 在 “一带一路” 战略上ꎬ 日本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ꎬ 对美国突然转

向的疑虑ꎬ 随着日本产业界希望利用一带一路获得商业机会呼声的高涨ꎬ 更随着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成熟ꎬ 日本绝不会放弃战术上合作的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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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中日合作空间巨大ꎬ 且利大于弊

首先ꎬ 在基建投资领域ꎬ 不应只看到中日两国在泰国、 印度、 印尼等国高铁

建设项目ꎬ 以及用以支撑基建项目的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中既已出现的竞争博

弈关系ꎬ 更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存在的互补性和合作可能ꎮ 两国在经济规模、 人均

ＧＤＰ、 贸易、 投资、 区域合作等方面各自拥有优势ꎮ 就日本而言ꎬ 其经济增速虽

缓慢ꎬ 但整体规模依然巨大ꎬ 这为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前提ꎮ 同时ꎬ 日本的人均

ＧＤＰ 远高于中国ꎬ 民间资本雄厚ꎬ 可以辅助政府投资项目ꎮ 在支撑基建投资和建

设的制造业方面ꎬ 日本在精密零部件、 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和高技术附加值领域占

有显著的竞争优势ꎮ 日本在国际组织建立方面具有传统优势ꎮ 而从另一方面而

言ꎬ 日本针对中国而被动采取各种措施ꎬ 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 限制中国的扩

展ꎬ 采取恶性循环而非良性循环的竞争方式ꎬ 而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已不足以支

撑其单纯资金竞争ꎮ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源自低廉的要素成本ꎮ 若中国和日本

进行合作ꎬ 能够扩大投资范围ꎬ 还可以通过利用对方的优势和异质性资源ꎬ 降低

成本ꎬ 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ꎮ 日本利用中国 “ 世界工厂” 的优势能够

有效降低零部件等产品成本ꎬ 在不同环节实现优化组合扩大合作面①ꎮ
第二ꎬ 在能源领域ꎬ 中日两国对外依存度都很高ꎮ 长期以来ꎬ 日本以竞争方

式推行能源战略已经形成了中日间乃至东北亚能源竞争格局ꎮ 中日应极力避免

“安大线” 与 “安纳线” 之争以及 “亚洲溢价” 此类恶性竞争ꎬ 加强联合议价和

能源多边合作方面的务实合作②ꎮ 在节能技术、 石油战略储备、 核电站建设等方

面也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③ꎮ
总之ꎬ 无论是在基础设施、 节能环保ꎬ 还是在金融货币领域ꎬ 中日两国都可

以通过 “一带一路” 寻找到合作的公约数ꎮ 但大前提是日本政府能秉持开放包

容的心态ꎬ 积极参与ꎬ 两国才能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开展合作④ꎮ 但就目前来

看ꎬ 日本选择竞争和博弈的大战略在近期内不会改变ꎬ 合作可能仅限于战术

层面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张艾莲、 刘柏: «亚洲基建投资格局背后的中日经济博弈与制衡»ꎬ 载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卢岩、 王蕴: «东北亚能源合作与日本外交政策»ꎬ 载 «当代亚太»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ꎮ
孙冰冰: «论中日东海争端与能源合作»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ꎮ
张季风等: «日本经济蓝皮书: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 (２０１６)»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