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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的日本角色探析*

赵明昊
*l

内容提要: 美国宣扬对华战略竞争并推进实施 “印太战略”, 大力构建

复合盟伴体系, 加大盟国与伙伴、 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整合。 美日同

盟正在从 “用于保护的同盟” 转变为 “用于力量投射的同盟”, 日本在美国

地区战略中的角色更为突出。 从地缘安全、 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等维度看,

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很大程度上成为美

国相关战略举措的理念提供者、 驱动者、 赋能者。 日本不断增强与美国

“印太” 地区盟伴的双边关系, 并在美国促进亚太和欧洲地缘板块联动方面

成为核心联结者。 日本试图 “借船出海”, 利用对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的

支持实现自身军事安全政策转型等目标。 日本在美国 “印太” 经贸战略和

技术联盟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美日联手构建 “印太” 盟伴体系, 阵营

对抗的风险进一步上升, 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架构将受到更多冲击, 一

些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趋于增强, 管控中日博弈也变得更

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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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建立了覆盖欧洲、 亚洲等地区的联盟体系, 为

其全球霸权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 与美国在欧洲构建的多边安全体系不同,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是一种 “辏辐” (hub -and -spoke) 架构, 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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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核心的多组双边同盟关系构成, 美国居于轴心地位, 日本等盟国则是

围绕在其周边的轮辐。

① 近年来,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印

度洋—太平洋地区 (简称 “印太”) 成为中美博弈的主要区域。 实际上 “印

太” 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 体现了美国试图构建跨越印度

洋和太平洋的 “两洋” 对华制衡架构。

②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持续推进

“印太战略”, 与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等盟友加大协作, 力图强化针对中国

的战略制衡。 同时, 美国也意识到其难以建立全面、 单一、 刚性的遏华联盟,

试图根据不同主体对 “中国挑战” 的不同关切, 建立多层次、 嵌套式、 网络

化的 “印太” 盟伴体系。 美国借助 “小多边” 机制等方式增强盟国与伙伴之

间的相互联动, 加大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整合, 以提升遏压中国的协

调性和效能。

③

既有研究分析了美国如何利用南海争端、 台湾问题等议题整合盟友力量,

以扩大美国与日本等国在对华战略上的一致性、 加强针对中国的安全威慑。

④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美国作为霸权国如何推进 “印太” 盟伴体系, 而其他行为

体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因此, 本文试图从地缘安全、 地

缘经济、 地缘技术三重维度, 对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的角色进行

探究。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主要依靠英文资料阐析这一问题, 希望借此对中

国日本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予以补充。

⑤ 研究认为, 日本在美国主导的 “印

太” 盟伴体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相关战略举措

的理念供给者、 实践驱动者、 关键赋能者。 正如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

—2—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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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尔 (RahmEmanuel) 所言, 美国试图将其在 “印太” 地区的联盟由 “辏辐

体系” 转变为 “网格架构” (latticework); 为助力美国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在

美国的条约盟国和安全伙伴之间发挥穿针引线、 整合引导的作用。

① 澳大利亚

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威尔金斯 (ThomasWilkins) 则认为, 日本

实现了战略觉醒 (strategicawakening), “正在 (重新) 成为印太地区力量中的

一极 (pole)”, 它为美国在该地区对华展开竞争提供了关键支撑, 日本希望按

照对其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有利的方式积极塑造地区秩序。

② 通过对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角色的探究, 或可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研判中国的周边安全

态势以及中美战略博弈的走向。

一、 日本与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的构建

日本是美国在 “印太” 地区的核心盟国, 其经济、 技术和军事实力殊为

强大。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 (LowyInstitute) 发布的 《2023 年亚洲实力

指数报告》 称, 日本是亚洲地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大力量, 高于俄罗

斯。

③ 这一实力地位为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了

基本条件。 从战略理念层面看, 日本是 “印太” 概念的主要推动者, 甚至在

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美国的 “印太战略” 考量。

④

2007 年 8 月, 时任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在出访印度时发表题为 “两洋交汇” (ConfluenceoftheTwoSeas) 的

演讲, 强调应加强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

⑤ 安倍晋三后于

20l2 年 l2 月撰文提出构建以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为支柱的 “民主安

全菱形” (democraticsecuritydiamond), 并推动英国和法国在 “印太” 地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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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① 正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神保谦、 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学者古贺圭等人所强调的, 日本试图借助 “印太” 概念塑造新的地区秩

序, 针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展开 “策略性对冲” (tacticalhedging)。

②

20l6 年 8

月, 安倍晋三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

概念; 20l7 年 ll 月, 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无疑,

日本为美国 “印太战略” 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念基础, 展现了以 “美日 +”

方式增强对中国制衡的基本取向。

③

尤其是 20l7 年特朗普政府以 “大国竞争” 为主轴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以

后, 美国在 “印太” 地区大力构建复合性盟伴体系。 这一进程在拜登政府

执政后更趋加快。 所谓 “复合”, 既体现在地理区域因素与议题领域因素之

间的交叉联动, 也体现为美国重视促进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相互融

合。 所谓 “盟伴”, 指美国试图深化条约盟国与条约盟国之间、 条约盟国与

伙伴国之间的力量整合与政策协同, 以相对灵活的方式将美国针对中国等

对手的威胁认知、 制衡举措多边化, 并逐步向盟伴体系推展。

④ 日本出于增

强自身影响力以及促进日美同盟现代化的考量, 大力支持美国在 “印太” 地

区的盟伴体系构建。

⑤ 因此, 这一盟伴体系呈现美日协同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趋

势, 以美日为主要成员的多个 “小多边” 机制相互嵌套形成一种替代辏辐模

式的网络化架构。 日本对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支撑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 日本积极配合美国以 “小多边” 机制加大对华制衡力度。 小多边

机制是一种非正式的、 范围较小的国家间关系模式, 由特定时期内在特定领

域感知到有共同安全威胁的少数几个国家建立。

⑥ 小多边机制具有较强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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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行动效能, 旨在推动相关国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进行合作, 而不

必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或持有相同的价值观。

① 近年来, 美国重视利用小多

边方式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优势, 如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QUAD)、 组建美

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等。

日本对美国构建和充实小多边机制的努力予以支持, 试图以议题导向的

方式推进 “印太” 盟伴体系的扩展。 2023 年 3 月, 在印度访问的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发表题为 “印太的未来———日本 ‘自由开放的印太’ 新计划” 的演

讲, 进一步阐释了日本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 战略。 该战略是在日本配合美

国 “印太战略”、 应对 “中国威胁” 和由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国际安全秩序变

迁的背景下提出的, 聚焦气候环境、 网络、 供应链、 地区安全等议题, 强调

提升 “印太” 地区国家的互联性, 将 “印太打造成为不受武力、 压力和胁迫

影响, 重视自由和法治等的地区, 并促其发展”

②

。 与美国的 “印太战略” 一

致, 日本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 战略也重视通过 “小多边” 方式推进各领域

合作。 日本外务省在阐述 “自由开放的印太” 战略时, 就明确提出将增强日

美印澳四边机制、 日美韩三边关系等框架, 同时加强与东盟的联系, 以积极

推动地区规则制定。 岸田政府力图将更多域内外国家拉拢到小多边机制中,

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转型、 应对地区威胁、 重塑本国战略环境等目标。

③

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构建, 在东北亚、 东南亚、 南太平

洋等不同地区协助美国完善战略布局, 在美国主导的 “印太” 盟伴体系中发

挥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成为这一体系的关键枢纽。 在东北亚地区, 日本推动

美日韩三边机制建设, 尤其是支持美日韩三边合作从朝鲜核问题向半导体供

应链等经济安全领域扩展。 在东南亚地区, 日本大力支持美日菲三边安全架

构, 利用其在军事、 情报和海上安全等方面的优势配合美国 “武装” 菲律

宾。

④ 在南太平洋地区, 日本推动美日澳三边机制向纵深扩展, 促其成为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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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经济、 科技等多领域议题的小多边阵营。 此外, 拜登政府将 QUAD视

为美国在 “印太” 地区加大对华制衡的核心平台, 推动其升级并不断拓展合

作领域。 为此, 日本除参加四方领导人会议之外, 亦在海上安全、 公共卫生、

关键和新兴技术、 网络安全、 基础设施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推动了该机制

的制度化和内部分工的细化。 日本还成为 QUAD与东盟等力量深化关系的重

要媒介。

①

第二, 日本不断深化与美国 “印太” 地区盟伴的双边关系。 通过加强与

美国盟国和伙伴国的双边关系, 日本为美国巩固 “印太” 盟伴体系提供了必

要的基础。 一方面, 日本不断深化与美国在 “印太” 地区盟国的安全合作,

包括韩国、 澳大利亚、 菲律宾等。 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等因素, 日韩关

系长期不睦。 然而, 近年日本大力推动对韩关系缓和, 多次举行双边首脑会

谈, 在经济、 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对话, 恢复日韩在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

日本亦着力加强与菲律宾的安全关系, 推动美日菲联合军演。 诸如, 2022 年

4 月, 日本与菲律宾在东京举行首次外长与防长 “2 +2” 会谈, 提出进一步

加强两国在防卫、 经济安全、 网络等领域合作;

②

2024 年 7 月, 日菲正式签

署了 《互惠准入协定》。 还有澳大利亚,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 也

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迄今日澳两国已经举行了 l0 余次外长与防长 “2 +2”

会谈, 双方于 2022 年 l 月正式签署 《互惠准入协定》。 日本还积极加强与泰

国的双边关系, 同年 ll 月赴泰国出席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岸田文

雄与泰国总理巴育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将日泰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 日本与美国在 “印太” 地区伙伴国的关系也发展迅速。 埼玉

大学教授近藤久洋认为, 日本对 “全球南方” 的重视与其 “自由开放的印太

战略” 密切相关, 岸田政府发布新修订的 《开发合作大纲》 是与日本新国家

安全保障战略相契合的, 加快了日本 “政府开发援助的安全化”。

③ 印度作为

主要地区大国, 是近年来日本强化双边关系的主要对象, 日印合作已涵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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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经贸、 基础设施、 高科技等诸多方面。 日本还通过推动自身地区战略与

印度 “全球南方” 战略的对接, 进一步夯实双边合作的基础。

① 支持印度成

为 “全球南方” 领导者、 剥离中国与 “全球南方” 之间的关系也是美国对华

战略竞争的主要着力点。

② 可以说, 美日印围绕 “全球南方” 的合作具有制

衡中国的用意。

③ 另外, 日本是最早支持东盟 “印太展望” 政策主张的国家

之一, 并持续增强与东盟在海上安全、 基础设施、 公共卫生、 供应链等领域

的合作, 与越南、 印度尼西亚等东盟主要成员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深化。 近年

来, 太平洋岛国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 日本强化了对该地区的外交和经济

援助力度, 如为密克罗尼西亚、 帕劳等国援建海底光缆以及新能源等基础设

施。 作为对太平洋岛国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日本还大力支持美国主导的 “蓝

色太平洋伙伴” 计划, 不断充实美日澳三边协作。

④

第三, 日本成为美国促推 “印太” 和欧洲两大地缘板块联动的首要媒介。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美国的盟伴体系构建日益呈现跨地域联动趋势, 即重

视 “印太” 和欧洲两大地缘板块之间的联动。

⑤ 近年来, 美国大西洋联盟体

系对 “印太” 地区的重视程度增加, 英国、 法国、 德国以及欧盟均制定了各

自的 “印太战略”。 正如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佐藤洋一郎等人所言, 美

国的欧洲盟友以及北约与 “印太” 地区国家之间的跨域联动 (inter-regional

alignments) 显著深化。

⑥

2022 年 6 月, 北约发布新的战略概念文件称中国是

北约面临的 “系统性挑战”, 并强调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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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ryHitkari, “RevampingPartnersin theBluePacificInitiative”, PacificForum, March l,

2024, https: //pacforum.org/publications/pacnet-l3 -revamping-partners-in -the-blue-pacific-

initiative/[2024 -04 -28].

赵明昊: 《美国构建亚太 “小多边” 机制的进展、 特征与影响》, 《当代世界》 2023 年第 3

期, 第 39—45 页。

ElenaAtanassova-Cornelis, YoichiroSatoand TomSauereds., Alliancesin Asia and EuropeThe

Evolving Indo-PacificStrategicContextand Inter-RegionalAlignments, Routledge, 2023, pp.2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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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站在对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前沿。

① 美国则试图借助 “捆绑中俄”

的策略, 推动 “全球北约” 的构建, 鼓动北约盟友增加在 “印太” 地区的军

事安全存在。 2024 年 4 月, 美国驻北约大使朱莉安娜·史密斯 (Julianne

Smith) 称, 安全挑战的地理界限日益模糊, 全球为 “同一个战区” (one

theater); “印太” 盟友面临的中国挑战, 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盟友面临的俄国

挑战类似。

②

在促进 “印太” —欧洲跨域联动方面, 日本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作

为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的核心国家, 日本是美国欧洲盟国、 欧盟、 北约在

“印太” 地区增强力量投射的主要合作国。 日本则希望通过这一合作提升自身

的全球影响力, 增加制衡中国等国的筹码。 日本与北约的关系日趋紧密, 成

为北约在 “印太” 地区延伸影响力的重要媒介。 日本领导人曾多次参加北约

峰会。 2022 年 6 月, 岸田文雄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 这是日本首

次参加北约峰会; 2023 年 7 月, 岸田文雄再次赴维尔纽斯参加北约峰会。 北

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 (JensStoltenberg) 表示 “ (对于北约来说) 没

有哪个伙伴比日本更亲密”。

③ 北约计划在日本设立办事处。 日本还与北约共

同实施 “个性化伙伴关系计划” (Individually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 相

关合作涵盖军备控制、 海上安全、 供应链等多个领域。 这为美国推动 “北约

印太化” 提供了关键支撑。

④ 不仅如此, 近年来日本与英国、 德国、 法国等欧

洲国家强化了安全关系, 增大了同这些国家在 “印太战略” 方面的协调力度,

并在新一代先进战机研发、 高科技产业链等方面加强合作。

⑤

2023 年 l 月日

英签署 《互惠准入协议》, 允许两国在彼此的领土上部署军队, 这是继此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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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达成类似协议后, 日本与美国盟国达成的第二份 《互惠准入协

定》

①

。 日本还与英国、 意大利联合研发第六代先进战斗机。 伦敦国王学院战

略学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 (AlessioPatalano) 认为, 这表明日本致力于通

过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卫合作, 以在管理地区危机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更

大的领导作用。

②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则表示, 美日同盟正在从

“用于保护的同盟” (allianceforprotection) 转变为 “用于力量投射的同盟”

(allianceforprojection), 岸田首相帮助拜登总统将 “印太” 地区和跨大西洋

地区融为一体, 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战略区, 日本为打造跨大洲的联盟作

出了重大贡献。

③

二、 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的安全角色

美国构建 “印太” 盟伴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盟友在军事安全领域增加

投入, 提高盟友之间的联合指挥和控制能力, 增进不同国家军队之间的互操

作性, 从而为美国实施针对中国等对手的 “一体化威慑” 提供有力支撑。

④

在此背景下, 日本大力调整二战后形成的 “专守防卫” 政策, 在强化自身军

事力量的同时, 注重更加深入地对接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 这也有助于日本

增强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塑造能力, 进而提升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

的地位。 近年来, 美国利用俄乌冲突、 台海形势、 南海争端等因素, 在亚太

地区加大针对中国的安全遏压。 与此同时, 日本方面也极力渲染所谓 “来自

中国的军事威胁”。 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总司令香田洋二、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

究员下平拓也等人就宣扬, 美国和日本需大力应对中国军队的 “反介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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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刊 2024 年第 4 期

拒止” 能力。

① 岸田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也称, “今天的乌克兰, 可能是明

天的东亚”。 日本试图借此为其调整 “专守防卫” 的安全保障政策寻求合法

性, 推动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的 “安全赋能者”。 此外, 通过设立 “官方安全援

助” (OSA) 机制等新的举措, 日本不仅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枢

纽, 同时其自身安全力量也得到了大发展, 增强了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

力。 从地缘安全视角看, 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扮演一种 “副警

长” (deputysheriff) 的角色。

②

2022 年 6 月, 岸田文雄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 “岸田和平愿景”

(KishidaVision forPeace), 宣布将大幅增加日本的防卫预算, 在未来五年内

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 同时深化与 “志同道合国家” 之间的安全合

作, 包括继续推动与东盟国家签署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等。

③ 同年 l2 月

l6 日, 日本通过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 和 《防卫力量整备

计划》 三文件, 宣布在未来五年投入约 3200 亿美元加大军力建设, 将军费开

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从 l％提升至 2％, 增加部署 “战斧” 巡航

导弹等远程打击武器, 优先加强防空和导弹防御、 跨域作战等三个大类共七

项能力。 2023 年 7 月, 日本发布新版 《防卫白皮书》, 将中国称为 “前所未

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 宣布日本将 “根本性增强防卫力量”, 其中在防区外

防卫、 跨域作战等方面的投入将由 20l9—2023 年度的 l7.2 万亿日元大幅增长

至 2023—2027 年度的 43.5 万亿日元。 可见, 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日益聚焦大

国竞争等高端冲突, 愈加注重发展其进攻性军事能力。 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米尔纳·加里克 (MirnaGalic) 认为, 美国支持日本强化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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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有助于推进美日与 “印太” 地区 “志同道合国家” 的防卫合作。

①

不仅如此, 近年来日本还与美国及其盟伴在 “印太” 地区加紧构建和充

实安全机制, 通过举行外长和防长 “2 +2” 磋商、 开展联合演习等方式加强

军事关系。 日本前防卫审议官德地秀士认为, “美国主导的联盟网络是印太地

区安全架构的核心”, 日本增强其国际安全伙伴关系, 可以为美国在 “印太”

地区构建 “网络化” 联盟体系作出贡献。

② 在持续强化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

基础上, 日本以 “自由开放的印太” 愿景为导向, 与相关国家商签 《互惠准

入协定》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 等, 加快推

进多层次的安全协作。

一是强化日美韩三边安全机制。 在东北亚地区, 日本积极响应美国有关

强化美日韩三国防卫合作的计划, 推动对韩关系缓和, 同时借助朝鲜核问题

和导弹问题、 东海及南海地区局势等渲染安全威胁, 以此加强日美韩三边军

事安全合作。 2023 年 4 月, 日美韩三方在韩国济州岛以南公海进行反潜联合

演习, 主要演练了日美韩联合应对朝鲜的潜射弹道导弹 (SLBM) 等水下威胁

的能力。 6 月, 日美韩在新加坡召开三边防长会议, 讨论 “朝鲜日益严重的

核威胁和导弹威胁”, 以及加强三边安全演习和应对 “印太” 地区共同安全挑

战问题。

③

8 月, 日美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召开首脑级会谈, 这是日美韩领

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以外场合单独举行的三方会谈, 会后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宣扬所谓 “戴维营精神”。 三方决定开展年度性的军事演习, 强化有关朝鲜导

弹发射和网络活动的信息共享等。 岸田文雄在三国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日本将 “继续努力加强三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以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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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alysis/japan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and -contribution -networked -regional-security

[2024 -03 -28].

U.S.DepartmentofState, “United States-Japan -RepublicofKoreaTrilateralMinisterialMeeting

( TMM) JointPress Statement”, June3, 2023, https: //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

Article/34l5860/united -states-japan -republic-of-korea-trilateral-ministerial-meeting-tmm-joint/

[2023 -l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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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国际秩序”。

①

2024 年 6 月, 日美韩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举行会晤, 一致同意将高层政策磋商、 信息共享、 联合训练等机制 “制度

化”, 并开展名为 “自由刀刃” (FreedomEdge) 的新的三方联合演习。

二是支持构建日美菲三边机制。 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

因地缘位置特殊, 也是该地区海上安全的关键枢纽。 近年来日美菲大力加强

安全合作, 力图增强三国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长期目标则是实现东海、 南

海和台海形势的深度联动, 进而增强对中国的威慑。 2023 年 6 月, 日本国家

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在东京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菲律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约 (EduardoAno) 举行首次日美菲三

方防卫合作会议, 确认三国未来将定期就东海和南海的安全战略召开会议,

并在南海地区加大联合演训力度。 2024 年 4 月, 日美菲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

举行会晤, 岸田文雄将三国形容为 “天然的伙伴”。 在这种日益细化的三边安

全机制下, 日本大力扩展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前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

野克俊表示, 除了可以通过 “官方安全援助” 机制向菲律宾提供雷达外, 日

本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包括提供反舰导弹等致命性

武器。

②

三是为日美澳三边机制的充实提供助力。 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被视为美

国亚太盟伴体系的 “北锚” 和 “南锚”, 是美国地区安全体系的两大支柱。

近年来, 日本借助渲染所谓中国在南海和东海 “加剧紧张局势” 的军事行动,

推动日美澳三边机制频繁开展联合演习, 并派出海上自卫队的 “朝日” 级驱

逐舰、 “出云” 号直升机航母等主力作战舰艇参演, 成为三边演习中的主要力

量。 2022 年 l 月, 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 《互惠准入协议》, 为日美澳三国进

一步开展军事合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2023 年 6 月, 日美澳三国防长在香

格里拉峰会期间举行会议, 并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宣布将深化各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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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hirin Faqiri, “Japan VowstoStrengthen ‘ StrategicCollaboration’ with US and South Koreaat

HistoricMeeting”, CNN, Augustl8, 2023, https: //edition.cnn.com/2023/08/l8/asia/japan -responds-

trilateral-us-south -korea-intl-hnk/index.html[2023 -l2 -l8].

参见: TimKelly, “Japan HopestoShoreUp Philippines’ Defenceamid Taiwan ConflictFears”,

Junel6, 2023, https: //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japan -hopes-shore-up -philippines-

defence-amid -taiwan -conflict-fears-2023 -06 -l6/[2024 -02 -23]; TimKelly, “Japan SetsOut

NewAid SchemetoAllowOverseasDefenceFunding”, April5, 2023, https: //www.reuters.com/business/

aerospace-defense/japan -fund -defence-projects-first-departure-aid -rules-2023 -04 -05/[2024 -

03 -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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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合作, 重点加强日本的反击能力和澳大利亚的远程打击能力, 还将增加

三边联合军事演习。

① 值得注意的是, 日美澳还力图加大对菲律宾的联合支

持, 试图为菲律宾提供更多海上安全支持。 2024 年 5 月, 日美澳菲已举行了

第二次四国防长会晤。 美日澳菲机制被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为 “战术小分队”

(SQUAD), 其在应对 “胁迫” 和冲突方面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协同。

②

四是增强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互动。 AUKUS 于 202l 年 9 月建

立, 这是拜登政府为完善亚太盟伴体系、 强化对华军事制衡的重要举措。 早

在该机制成立之初, 时任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表示日本对此予以 “欢

迎”, 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有助于实现 “印太” 地区和平稳定的目

标。

③ 时任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信吾则表示日本 “非常愿意” 在人工智

能、 网络安全和量子技术等方面为 AUKUS 的成功提供帮助。

④ 在现实中, 日

本也已分别与 AUKUS 的三个成员达成了多项双边防卫协议。 2022 年 l2 月,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澳美部长级年度磋商会议,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

斯汀表示, 美澳双方同意 “邀请日本加入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军力态势计划”。

2023 年 4 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酒井亮访问了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斯

特林潜艇基地, 表示希望深化与澳大利亚在潜艇方面的合作, 而该基地将成

为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的母港。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和美国政策界已出现了

支持日本正式加入 AUKUS 的声音。 神户大学教授蓑原俊洋表示, AUKUS 将

日本纳入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在 “印太” 地区的战略地位有助于发挥核动力

潜艇的作战效能。

⑤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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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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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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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MM) 2023 JointStatement”, June3, 2023, https: //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

Article/34l588l/united -states-japan -australia-trilateral-defense-ministers-meeting-tdmm-2023 -

jo/[2024 -02 -l8].

PeterMartin and Ben Westcott, “TheU.S.IsAssemblinga‘Squad’ ofAlliestoCounterChinain the

Indo-Pacific”, TheTime, May3, 2024, https: //time.com/6974257/us-australia-japan -philippines-

squad -china/[2024 -05 -26].

MinistryofForeign AffairsofJapan, “PressConferencebyForeign MinisterMOTEGIToshimitsu”,

September2l, 202l, https: //www.mofa.go.jp/press/kaiken/kaiken25e_000038.html[2023 -l2 -08].

Jack Norton, “Japan ‘MoreThan Willing’ toHelp EnsureAUKUS Success”, Novemberl2, 202l,

https: //www.aspistrategist.org.au/japan -more-than -willing-to-help -ensure-aukus-success/[2023 -

l2 -09].

Seth Robson, “Japan MakesSenseasPartofUS -UK-AustraliaPact, SaysAcademicin Tokyo”,

March l6, 2023, https: //www.stripes.com/theaters/asia_ pacific/2023 -03 -l6/japan -navy-aukus-

submarines-9509395.html[2023 -l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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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Auslin)、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多夫·扎克海姆 (Dov

S.Zakheim) 等人也提出, 日本和 AUKUS 拥有广泛的地区共同安全利益, 可

以在第六代空战能力、 水下态势监测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美国应支持日本

正式加入AUKUS, 使其扩展为 “吉奥库斯” (JAUKUS)。

①

“太平洋论坛” 高

级顾问、 日本多摩大学教授布拉德·格洛斯曼 (Brad Glosserman) 称, 自

AUKUS成立以来日本一直希望成为该机制的一部分, 日本的正式加入有助于

改善外界有关AUKUS是 “盎格鲁-撒克逊俱乐部” 的刻板印象。

②

五是推动日美印澳四边机制的深化。 日美印澳自诩 “海洋民主国家”, 近

年来大力推动安全合作向纵深发展, 包括组织四方联合军演。 “马拉巴尔” 军

演最初于 l992 年在美国与印度之间开展, 日本于 20l5 年成为其永久合作伙

伴, 2020 年起澳大利亚也开始参与其中。 迄今, 美日印澳已开展多次 “马拉

巴尔” 联合军演, 演习地域涵盖孟加拉湾、 菲律宾海、 澳大利亚东部海域等

地区, 并有核动力航母、 直升机航母等大型舰艇参演。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

对华指向性非常明显。 来自美国、 印度、 日本等国的战略界人士提出, 美日

印澳在维护地区安全秩序、 应对 “中国挑战” 方面有共同利益, 四国应联合

推进集体海上防御议程, 在海域态势感知、 反潜战、 海上后勤、 国防工业技

术合作、 海事能力建设五个方面推进海上安全合作。

③

2022 年 5 月, 四国领

导人在东京峰会上宣布实施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 (IPMDA) 计划,

力图在东南亚、 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等多个区域提升海上安全情报搜集能力,

深化海警和海上执法合作。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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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MichaelAuslin, “WhyJapan Should Join AUKUS”, Foreign Policy, Novemberl5, 2022,

https: //foreignpolicy.com/2022/ll/l5/japan -aukus-jaukus-security-defense-pact-alliance-china-

containment-geopolitics-strategy-indo-pacific/[2023 -l2 -09]; DovS.Zakheim, “Military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th KeyAlliesOutweighstherisk ofLeakstoEnemies”, TheHill, Decemberl6, 2022,

https: //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3776929 -military-technology-cooperation -with -key-

allies-outweighs-the-risk -of-leaks-to-enemies/[2024 -0l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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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l6, 2023, https: //www.stripes.com/theaters/asia_ pacific/2023 -03 -l6/japan -navy-aukus-

submarines-9509395.html[2024 -02 -l9].

TomCorben, “BolsteringTheQUAD: TheCaseForaCollectiveApproach toMaritimeSecurity”,

June8, 2023, https: //www.ussc.edu.au/analysis/bolstering-the-quad -the-case-for-a-collective-

approach -to-maritime-security#recommendations[2023 -l2 -25].

TheWhiteHouse, “FactSheet: Quad Leaders’ TokyoSummit2022”, May23, 2023, https: //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 -leaders-tokyo-

summit-2022/[2023 -l2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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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及的是, 为压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 日本在重振和强化

日美印澳四边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在巩固日美、 日澳安全合作之外,

还大力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关系。 这不仅表现为日本与印度签署了 《采购与交

叉服务协议》 《机密军事信息及国防技术设备转让协议》 等文件①

, 建立了外

长和防长 “2 +2” 磋商机制, 而且, 日本陆上自卫队多次与印度陆军举行名

为 “达摩卫士” (DharmaGuardian) 的联合实战演习②

, 两国还开展了 “维尔

守护者” (VeerGuardian) 系列联合空中演习。

③ 日本与印度之间军事关系的

扩展, 有助于强化日美印澳四边机制中的薄弱环节, 发挥该机制 “以盟强伴”

的作用。

④

三、 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的经济角色

地缘经济主要是指经济问题与地缘政治的互动, 即国家运用经济力量和

手段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⑤ 在美国看来, 中国是其面临的 “最严峻的地缘政治

挑战”; 同时, 中美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 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也相当

突出。

⑥ 对此, 美国既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大对华遏压, 也通过操弄供应链韧性

等议题对中国施压, 试图拉拢更多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 “印太” 盟伴体系,

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推进对华 “协同脱钩” (allied decoupling)。

⑦ 近年来, 日本

同美国一道大力渲染 “经济安全” “经济胁迫” 等议题, 借助 “日美经济政

策磋商委员会” 等机制加大协调, 构建经济安全同盟。

⑧ 日本力图与美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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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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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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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ionalResearch Service, “TheQuad: SecurityCooperation AmongtheUnited State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July25, 2022, https: //sgp.fas.org/crs/row/IFll678.pdf[2024 -0l -22].

MinistryofForeign AffairsofJapan, “Second Japan -India2 +2 Foreign and DefenceMinisterial

Meeting”, September8, 2022, https: //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le_00032l.html[2024 -03 -l8].

MonikaChansoria, “TheRiseofIndia-Japan JointMilitaryExercisesin Asia”, February9, 2023,

https: //japan-forward.com/the-rise-of-india-japan-joint-military-exercises-in-asia/[2024 -02 -l6].

AnuraagKhaund, “WhataRisingIndiaand aNewJapan Could Mean forthe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May4, 2024.

ChristopherClayton, MatteoMaggioriand JesseSchreger, “AFramework forGe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24 -0l, Stanford Institut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 2024, pp.l -4.

参见: TheWhiteHouse, “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October2022, pp.23 -25; Joseph Biden,

“WhyAmericaMust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p.70 -7l。

VictorCha, “Allied Decouplingin an EraofUS -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 TheChineseJournal

ofInternationalPolitics, Vol.l3, No.4, 2020, pp.5ll -52l.

归泳涛: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 构建 “集体韧性” 体系》, 《东北亚论坛》 2023 年第 2 期,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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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印太” 地区盟伴协调推动供应链重塑,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此外, 日

本重视基础设施领域的博弈, 支持美国在 “印太” 地区深化对华地缘经济

竞争。

(一) 日本渲染 “经济安全” 挑战

日本宣扬 “经济安全” “经济胁迫” 等议题, 为美国印太盟伴间的政策

协调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基础。 在国际秩序变革、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影

响下, 美国、 日本等国愈加关注供应链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 其地缘经济协

作的 “安全化” 色彩日益突出。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

斯 (SheilaA.Smith) 称, 岸田文雄政府增设了负责经济安全保障事务的阁僚

职位和专门委员会, 这表明日本将加强经济安全作为优先任务。

①

2022 年 5

月, 日本国会通过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 宣称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有所上升, 需重点关注供应链韧性、 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公私合作促进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四大政策议题。 该法案强调, 战略自主

性和战略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安全的关键, 日本经济需加大应对外部威胁的

力度。

② 除了强调 “经济安全”, 日本还通过炒作所谓应对中国 “经济胁迫”

等议题, 推动构建 “小多边” 阵营。

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 韩国是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由于 “慰安

妇” 等问题, 日韩双边关系长期存在龃龉, 成为美日韩三边机制的短板。 为

加大对中国的集体制衡, 日本积极推动改善对韩关系, 同时在美日韩三边机

制中加强经济安全协作。 2022 年 ll 月, 美日韩三国在金边召开领导人峰会,

三方同意就经济安全展开三边对话, 在数字经济、 安全且有弹性的供应链、

清洁能源和其他旨在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领域开展合作。

③

2023

年 2 月, 美日韩三国在华盛顿召开部长级会议, 提出将进一步落实三国领导

人金边会议的共识, 致力于加强三国政府关于经济安全的磋商、 对抗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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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迫”。

① 同月, 美日韩首次三边经济安全对话在夏威夷召开, 三方强调在半

导体、 电池和关键矿物领域维护供应链韧性, 并就保护敏感技术、 应对 “经

济胁迫” 议题进行了讨论。

②

2024 年 3 月, 美日韩在釜山举行了第三次经济

安全对话, 提出加快供应链早期预警系统建设。 6 月, 美日韩三国商务和产业

部长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例行会议,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

格 (MargretheVestager) 也在线加入讨论。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富樫真

理子认为, 在经济安全问题上, 日本已经成为 “世界的先锋”, 它试图围绕经

济安全大力构建国际合作框架。

③

(二) 日本推动供应链重塑

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以供应链重塑为目标的合作机制。 近年来, 日

本支持美国以 “去中国化” 为核心的供应链重塑进程, 注重加强与美国 “印

太” 盟伴之间的供应链合作, 力图构建所谓 “友链”。 2020 年 9 月, 日澳印

三国贸易部长宣布在 “印太” 地区推进供应链合作。 202l 年 4 月, 三国正式

提出 “供应链韧性倡议” (SupplyChain ResilienceInitiative), 旨在通过一系列

支持贸易和投资多样化的政策促进供应链重塑, 特别是加大限制供应链中中

国因素的力度。 其中, 关键矿物供应链是日本和美国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关键矿物不仅是军事工业必需的物资,

还将深刻影响能源转型进程, 诸如对锂、 钴、 稀土等关键矿物的争夺具有战

略意义。 基于储藏分布和矿产加工能力等因素, 全球锂、 镍等矿产的开采与

加工高度集中于中国等少数国家, 这引发了美日对关键矿物供应链安全的深

度危机感, 其将关键矿物供应链重塑作为盟伴合作的重点领域。

④

2023 年 3

月, 美日签署 《关于加强关键矿物供应链的协议》, 这是两国间首份有关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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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epartmentofState, “JointStatementon theU.S.-Japan -RepublicofKoreaTrilateral

MinisterialMeeting”, Februaryl3, 2023, https: //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 -the-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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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Dialogue”, February28, 2023,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

releases/2023/02/28/readout-of-the-trilateral-united -states-japan -republic-of-korea-economic-

security-dialogue/[2023 -l2 -25].

MarikoTogashi, “TheU.S.-Japan Gap: aChallengein EconomicSecurityCooperation”, Japan

Times, March 5, 2024.

Kristin Vekasi, “ChineseRareEarth Consolidation aCauseforConcern”, EastAsiaForum, March

30, 2022, https: //www.eastasiaforum.org/2022/03/30/chinese-rare-earth -consolidation -a-cause-

for-concern[2024 -06 -l8].



 日本学刊 2024 年第 4 期

矿物供应链的协议。 双方亦就电动汽车电池相关矿物供应达成多项共识, 包

括彼此免征关键矿物出口关税等。 美日还加强了与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国家

(如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蒙古) 的关系, 促使它们减少与中国的合作。

2022 年 7 月,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能源部长会议在悉尼能源论坛 ( Sydney

EnergyForum) 期间举行, 宣布加速开发和部署推动零排放技术、 减少在能源

供应方面的脆弱性。

①

2023 年 5 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 美日印澳四国发

布 《印太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链原则声明》, 提出建立多样化、 安全、 透明和有

弹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 强调这对加强四国集体能源安全、 在 “印太” 地区

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至关重要。

② 这一围绕清洁能源的合作机制也有赖于增强日

本等美国盟伴对关键矿物的主导力。

为在关键矿物供应链方面强化对华竞争, 日本大力支持由美国主导的

“矿物安全伙伴关系” (MSP) 机制。 该机制致力于加强美国及其盟伴国家在

关键矿物勘探、 开发、 利用方面的合作, 涉及技术标准、 联合融资、 治理规

则等多个维度。 澳大利亚既是全球主要矿业大国, 也是美国 “印太” 盟伴体

系的重要成员, 因此日本将其视为关键矿物供应链领域的重点合作伙伴, 构

建了包含日本、 澳大利亚的 “小多边” 关键矿物供应链合作机制。 2022 年 l0

月, 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关键矿物供应链达成协议, 宣布建立专门负责关键矿

物合作的双边工作组。 这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围绕关键矿物供应链的合作夯

实了基础。 日本亦在推动与蒙古、 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在关键矿

物供应链方面的合作。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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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Summit2022”, May23, 2022,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

2022/05/23/fact-sheet-quad -leaders-tokyo-summit-2022/[2023 -l2 -28]。

参见: Rhyannon Bartlett-Imadegawa, “MongoliaSeeksForeign Help toProduceMineralsUsed for

EVs”, NikkeiAsia, February9, 2023, https: //asia.nikkei.com/Business/Materials/Mongolia-seeks-

foreign -help -to-produce-minerals-used -for-EVs[2023 -l2 -09]; StefannoSulaiman, “Indonesiato

ProposeLimited FreeTradeDealwith US on CriticalMinerals”, Aprill0, 2023, https: //www.reuters.com/

world/asia-pacific/indonesia-propose-limited -free-trade-deal-with -us-critical-minerals-2023 -

04 -l0/[2024 -0l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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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与美国对华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支持美国借助 “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加大对华地缘经济竞争。

长期以来, 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地区多边经济框架中发挥关键作用, 其曾率先

加入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发起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且是

第一个在国内批准该协定的成员国。 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国宣布退出 TPP,

其后日本主导了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谈判。 202l

年 l0 月, 拜登政府在东亚峰会期间抛出 “印太经济框架” 构想。 日本对此表

示支持, 时任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在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商务部部长

雷蒙多会面时称, 日本希望IPEF能够尽快启动, 力争将尽可能多的 “志同道

合国家” 吸纳至这一框架之下。

①

2022 年 5 月, 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正

式启动IPEF, 成员国包括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文莱、 斐济、 印度、 印度

尼西亚、 韩国、 马来西亚、 新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等, 成员

国的经济体量总和约占世界的 40％。 “印太经济框架” 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格局的影响不容小觑,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高级副总

裁马修·古德曼 (MatthewGoodman) 认为, IPEF力图制定新的贸易便利化、

数字经济、 劳工权益等方面的标准, 并将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对抗中国的

“一带一路”。

② 哈佛大学高级经济学家大卫·达皮斯 (David Dapice) 提出,

IPEF对于那些不愿与中国完全 “脱钩” 的亚太地区国家具有很大吸引力。

③

“印太经济框架” 包含四大支柱, 即贸易、 供应链、 清洁经济和公平经

济。

④ 作为IPEF成员中除美国外的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的积极参与为该机制

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岸田在IPEF启动仪式上称 “真诚地欢迎 (美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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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S.-led -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2023 -l2 -08].

MatthewP.Goodman, “Fillingin 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CenterforStrategicand

InternationalStudies, January26, 2022, https: //www.csis.org/analysis/filling-indo-pacific-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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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E2％80％99s-influence[2023 -l2 -22].

MinistryofForeign AffairsofJapan, “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forProsperity(IPEF)

Ministerial”, Septemberl0, 2022, https: //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3e_000449.html[2023 -

l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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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出 ‘印太经济框架’, 将予以大力支持”。

①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

稔在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 “印太经济框架” 举行谈判时也表示, “日本将与

美国带头努力, 以加强 ‘志同道合国家’ 间的合作”。

② 美国缅因大学教授克

里斯汀·维卡西 (Kristin Vekasi) 认为, 日本是 IPEF取得成功的关键伙伴,

因为美日之间既有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 而且日本作为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

和中国的经济体有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 可以有效带动其他经济体 (如东盟

国家) 参与到该框架中。

③ 神户大学教授迈克尔·赖特雷尔 (Michael

Reiterer) 也强调了日本在 “印太” 地区的影响力, 称日本的参与将 “有效促

进 ‘印太经济框架’ 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经济繁荣”。

④

(四) 日本与基础设施联盟

日本是美国 “印太” 地区基础设施联盟的核心成员。 近年来, 基础设施

建设成为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焦点, 其试图构建具有排他性的基础设施

联盟, 而日本是这一联盟的关键驱动者。

⑤ 为制衡中国推动的 “一带一路”

倡议, 日本不仅提出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 计划, 而且以小多边

方式加强与美国及其盟伴的协调, 如推动 “美日澳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蓝点网络” 倡议。 日本还试图与美国等盟友主导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合作框

架以及标准规则, 通过赠款、 贷款、 股权融资、 能力建设等方式在基础设施

领域加大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 例如, 帕劳的海底光缆项目是 “美日澳三边

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框架下的重要项目, 该项目由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参

与承保、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JBIC) 参与融资, 日本为这一项目提供了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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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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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August2, 2022, https: //www.eastasiaforum.org/2022/08/02/answering-the-bell-jap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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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资金。

① 此外, 日本与美国、 澳大利亚共同推进太平洋数字网络建

设。

② 三国还支持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数据中转枢纽等项目, 以对冲 “数字丝绸

之路” 的影响力。

③

在推进小多边机制框架下基础设施合作的同时, 日本还与美国的盟友在

双边层面深化协调。 比如, 日印共同提出 “亚非增长走廊” (AAGC) 计划,

吸引泰国、 缅甸等多个亚太国家参与。 2023 年 3 月岸田文雄访印期间宣布,

将通过贷款、 政府援助和赠款、 私营部门投资等方式, 在 2030 年前为南亚和

东南亚地区国家提供 750 亿美元, 以扩大 “自由开放的印太” 下的经济合作,

这一计划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

④ 日本与欧盟也签署了 《可持续互联互通

和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协议》, 双方提出在 “印太” 等地区加强协调, 共

同推动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的投资项目。

⑤ 此外, 日本、 美国与其他七国集

团成员提出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倡议, 将亚太地区作为主要关

注区域。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院长蔡成国认为, “全球基础设施

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对东南亚国家有较大吸引力, 特别是该计划高度关注

“软性基础设施”, 如在当地建立协调机构、 完善监管机制以及为当地人员提

供培训。

⑥ 在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框架之下, 日本国际协

力机构 (JICA) 以及相关企业在越南、 菲律宾、 印度、 孟加拉国等国主导实

施一系列项目, 涉及风力发电、 高速铁路、 能源转型、 粮食安全等领域。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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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美国、 日本和菲律宾又提出共建 “吕宋经济走廊”, 并将之视

为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的重大进展。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

印太项目主任后藤志保子认为, 该项目对于美日在东南亚的对华经济竞争至

关重要, 可以对中国发挥 “威慑” 作用, 而且这种美国、 日本政府和私营部

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①

四、 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的技术角色

美国将技术竞争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领域, 并通过构建 “民主科技

联盟” 对华展开遏压。 美国力图将技术因素尤其是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新兴

技术作为地缘政治阵营构建的黏合剂, 以应对所谓 “数字威权主义” “经济胁

迫” “人工智能治理风险” 等为旗号, 在出口管制、 技术投资审查、 科研交流

等领域推进遏华政策的多边化。

② 地缘技术是指技术与地缘政治之间的互动关

系, 其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的影响力越发突出。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小多边集团, 就被越来越多地嵌入技术竞争的功

能。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 (JamesSchoff) 等称, 日本在

研发投入方面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国家, 尤其在人工智能、 量子计

算、 太空等技术领域实力超群, 美日需要推动解决敏感信息保护、 法律授权

等障碍, 强化高科技联盟关系并构建 “多边俱乐部”, “以适应新的地缘政治

现实以及技术变革的速度”。

③ 作为在技术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的国家, 日本

在美国的印太盟伴布局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如推动建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框架下的关键新兴技术小组和四边技术网络 (Quad TechnologyNetwork)、 参与构

建 “美日韩颠覆性技术保护网络” (DisruptiveTechnologyProtection Network), 深

化多边防卫技术合作, 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

(一) 日本与美国主导的芯片联盟

日本是美国主导的对华芯片联盟的核心成员。 芯片 (也称半导体) 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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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okoGoto, “AftertheUS -Japan Summit, TimetoExpand Indo-PacificEconomicNetworks”,

Wilson Center, Aprill2, 2024, https: //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after-us-japan -summit-

time-expand -indo-pacific-economic-networks[2024 -06 -23].

EricSchmidt, “Innovation Power: WhyTechnologywillDefinetheFutureof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l02, No.2, 2023, pp.38 -44.

JamesSchoff, DouglasRakeand JoshuaLevy, AHigh -Tech Alliance: Challengesand Opportunities

forU.S.-Japan Scienceand TechnologyCollaboration, 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 20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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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技竞争的焦点, 芯片安全日益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科技安全、 军事

安全的关键支撑。

① 美国采取 “内外并进” 的策略加大对华芯片施压, 一方

面, 美国政府根据 《芯片与科学法案》 等实施产业战略, 在美国国内强化先

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 另一方面, 美国加大与盟友的协调力度, 以强化

针对中国的 “集体优势”。

② 日本积极参与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对华竞争, 主要

体现为: 一是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合作。 2022 年 5 月, 美日领导人发表联合声

明称, 两国同意在 “美日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 框架下建立联合工作组, 落

实 “芯片合作基本原则”。 此外, 美日建立 “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 其主

要着力点是提升芯片供应链的韧性、 增强先进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 日本还

在出口管制方面追随美国。 2023 年 7 月, 日本政府正式实施针对中国等国的

新出口管制规则, 涉及 23 种芯片设备和产品;

③ 同时, 借助亚洲出口管制研

讨会等机制, 配合美国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贸易管制制度。

二是日本与美国及其盟伴共同打造 “芯片联盟”。 2023 年 l 月, 日本与

美国、 荷兰达成三边协议, 同意共同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 而

且, 日本是 “芯片四方联盟” (CHIP4) 的主要成员, 该机制由美国总统拜

登于 2022 年 3 月提议建立, 成员包括美国、 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

④ 通过

“芯片四方联盟” 机制, 美国试图推进构建更严密有效的多边出口管制体系,

针对芯片元器件、 设备、 材料、 软件等制定一体化的出口管制规则, 尤其是

增强联盟各方在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 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 (ECAD) 软件、

金刚石和氧化镓等方面的对华出口管制共识。 同时, “芯片四方联盟” 机制还

注重促进先进芯片的联合研发和生产。

⑤ 然而, “芯片四方联盟” 成员在涉华

利益方面存在差异, 特别是韩国仍持谨慎态度。 从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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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Foundation, September2020, pp.3l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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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国是韩国芯片企业的最大市场,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市场合计占韩国

芯片产品出口的 60％左右。

① 为进一步拉拢韩国参与对华科技封锁体系, 日

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努力改善与韩国的关系, 强化与韩国在芯片领域的合作。

2023 年 7 月, 日本宣布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等 23 个项目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而韩国在日本单独列出的可简化审批流程的 “白名单” 国家和地区之列。

②

随着日韩关系逐步缓和, 日本解除了对韩国出口光刻胶、 氟化氢、 氟化聚酰

胺等芯片材料的限制。

③ 此外, 日本还注重拉拢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框

架下的芯片合作, 试图帮助印度提升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的地位。 2023 年 7

月,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访问印度期间表示, 芯片供应链合作是两国

“产业共创倡议” (IndustrialCo-Creation Initiative) 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日

美印澳四边机制框架下日印合作的重要一环, 日印双方在芯片制造方面优势

互补, 需进一步加强协作。

④

(二) 日本在清洁技术领域的重要角色

日本在清洁技术领域与美国及其盟伴强化合作。 近年来, “印太” 地区的

能源转型加快推进, 需要利用大量的清洁技术 (如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与储存、

去碳化、 先进电池技术), 美国、 日本等力图确保其技术优势, 主导清洁能源

供应链。 能源网络的大规模建设与改造需要多边合作, 各方围绕 “智能电网”

(SmartGrid) 等技术项目的对接, 对国家间关系也具有重要影响。 在此背景

下, 日本与美国建立 “清洁能源伙伴关系” (Japan -U.S.Clean Energy

Partnership) 等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延伸, 助力美国在清洁

技术领域构建更加强有力的 “小多边” 机制。 在日本提出的 “亚洲能源转型

倡议” (AsiaEnergyTransition Initiative) 以及 “美日气候伙伴关系” (U.S.-

Japan ClimatePartnership) 等支持下, 日本大力推进风能和核能等技术向 “印

太” 地区其他国家的输出, 并提出一系列具体目标, 如计划到 2030 年部署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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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瓦海上风力设施。

① 借助 “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 (Japan -

U.S.-MekongPowerPartnership), 日本与美国合作向湄公河沿岸国家提供可

再生电力方面的技术援助, 以减少后者对于水电的过度依赖。 其实, 日美一

直积极利用其技术优势深化与湄公河沿岸国家的关系, 如在 2023 年 2 月支持

老挝启动可持续碳中和社会综合能源总体规划项目。 在围绕 “印太经济框架”

展开的谈判中, 日本也大力推进与其他成员国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友好型技术

等方面的研发与商业化合作, 打造多利益攸关方合作架构, 推动私营部门、

研究机构等深入参与相关合作, 如住友财团在马来西亚等国投资建设氢能生

产设施。

②

此外, 日本与澳大利亚、 印度等国围绕清洁技术建立了伙伴关系, 为加

强日美印澳等 “小多边” 机制下的相关能源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奥尔布赖

特石桥集团高级总监关口由香里认为, 清洁能源是美日合作的中心议题, 美

日应在氢能技术标准化等领域与其他 “志同道合国家” 展开合作, 增强 “印

太” 地区的能源安全与韧性。

③ 澳大利亚珀斯大学美国与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詹姆斯·鲍文 (JamesBowen) 称, 中国在风能、 太阳能、 电动汽车等领域的

技术和产业实力使其对 “印太” 地区的清洁能源具有主导力, 并带来中国将

其 “武器化” 的风险; 美国需要与日本等盟友加大管理 “能源的地缘政治”

的力度, 尤其是日本在 “印太” 地区的氢能市场开发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

用。

④

202l 年 6 月, 日本与澳大利亚构建了 “通过技术合作以实现去碳化目

标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on Decarbonis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宣布两国将

在各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强化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 并特别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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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澳与其他 “志同道合国家” 技术共享的重要性。

① 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

还在合作开发国际氢能供应链。 此外, 2022 年 3 月, 日本与印度建立 “清洁

能源伙伴关系” (Clean EnergyPartnership), 借此强化两国在绿色能源转型相

关技术方面的合作。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相关机构公布的资料, 日印两国的

合作领域包括电动汽车、 太阳能和风能、 碳捕获与碳存储 (CCUS) 等主要清

洁技术领域。

② 考虑到美印也建立了 “清洁能源伙伴关系”, 美日印在该领域

的合作趋势将增强。

(三) 日本与人工智能盟伴合作

日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盟伴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是当前大国

技术竞争的焦点, 涉及算法、 数据、 算力等方面的博弈。 美国力图整合 “印

太” 地区的盟伴力量, 在人工智能方面推进针对中国的制衡。

③ 日本在人工智

能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它在美国主导的 “小多边” 机制中扮演关键角色。

自 20l3 年起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发布 “综合创新战略”, 该战略将人工智能作

为日本推进科技外交、 加强日美协作的重点领域。

④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称,

日本应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加强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合作,

这些技术是构建高端军事系统所必需的。 日本与英国、 澳大利亚也在双边层

面加强高性能计算 (HPC)、 量子计算、 认知计算方面的合作。

⑤ 人工智能技

术需要强大算力作为支撑, 构建跨国性算力网络在人工智能的大国博弈中至

关重要, 日本与美国及其盟伴合作组建 “算力联盟”。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

金会高级研究员栉田健儿提出, 美日应与 “志同道合国家” 合作打造人工智

能研发生态, 包括应用程序、 平台和物理基础设施。 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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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 (Patrick Cronin) 等也建议, 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

化事务局应支持美国大学与日本相关机构合作, 面向东南亚国家民众尤其是

青年群体提供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和职业培训。

①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需要以数据作为支撑, 数据安全成为美国、 日本等在

“印太” 地区构建对华多边阵营的重要议题。 日本一方面诬称中国的数据获取

方式 “非法”、 “侵犯用户隐私”, 炒作中国的 “数字丝绸之路” 扩大国家审

查、 损害互联网自由, 危害 “印太” 地区的信息安全流动; 另一方面强化与

美国及其盟伴的数据共享, 建立数字合作伙伴关系, 并联合制定数据安全标

准。 日本与美国建立的 “数字经济战略伙伴关系” 就旨在深化日美围绕数据

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② 在这一机制中, 日美提出 “利用数字互联互通促进人

权”, 打击数字保护主义和所谓 “威权政府” 对数据的非法使用, 共同推动数

据的自由流动、 保护隐私和知识产权, 并宣布合作支持 “APEC跨境隐私规

则” (APECCrossBorderPrivacyRules) 建设。

③ 正如东京大学副教授秋元大

辅所言, 近年来日本显著增强其 “人工智能外交” 的力度, 与美国等盟友密

切配合。

④

2023 年, 日本利用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之机推动 “广岛人工

智能进程” (HiroshimaAIProcess), 试图在人工智能国际规则领域谋取主导

权。 2024 年 4 月拜登总统和岸田文雄首相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时, 亦强调美日

要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推进 ‘广岛人工智能进程’, 加

强国家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之间的协作”。

⑤

2024 年 5 月,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

的全球顶尖企业, 开放人工智能 (OPENAI) 公司宣布在东京设立其在 “印

太” 地区的首个分支机构, 此举得到了岸田文雄首相的亲自推动。 日本注重

将日美的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结合, 增强其在 “印太” 地区人工智能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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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①

五、 结 语

本文从地缘安全、 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维度, 探究日本在美国主导的

“印太” 盟伴体系中的角色。 由于相对实力衰落和 “美国优先” 思潮盛行,

美国构建联盟的能力受损, 在权力强制、 制度约束、 利益协调和权威引导方

面遭遇了不少挑战。

②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在打造多边阵营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日本也试图在印太地区扮演 “副警长” 角色。

③ 日本通过政

策协调、 利益吸引、 对外援助等多种方式, 为美国在 “印太” 地区重塑盟伴

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相关小多边机制的驱动者。 正

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铃木裕之所言, 日本可在一个 “多极

的印太地区” 发挥领导作用, 在美国、 东盟以及其他中等强国如澳大利亚和

印度之间展开协调。

④ 无疑, 日本拥有 “借船出海” 的战略意图, 试图利用

对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的支持、 引导和塑造, 实现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转

型的目标。 在中美战略博弈越发激烈的背景下, 日本力图通过应对所谓 “中

国挑战” 增强其提升影响力的正当性。 日本将自身的政策目标与美国构建盟

伴体系的需求深度捆绑, 这既能降低日本相关政策调整的敏感性, 也能充分

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身利益的隐性拓展, 增强其对地区秩序转型的塑造力。

随着美日推动 “印太” 盟伴体系构建, 阵营对抗的风险或将进一步上升,

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架构也将受到冲击。 美日利用小多边机制塑造和固

化盟伴针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将钓鱼岛问题、 南海问题、 台湾问题、 中印边

境争端等相互缠绕, 试图给中国制造 “烽烟四起” 的战略处境。 此外, 美日

还通过炒作 “经济安全” “经济胁迫” 等问题, 干扰地区供应链和产业链,

推动相关国家参与针对中国的 “协同脱钩”。 美日在先进技术、 基础设施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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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也在构建针对中国的阵营。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地区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

“选边站队” 的压力或将增强。

同时应看到, 美国塑造 “印太” 盟伴体系以及日本在其中发挥作用也存

在诸多局限性。 一是美日之间在军费分担等方面存在矛盾, 日本国内不少人

士反对完全把日本捆绑在美国对抗中国的战车上。 曾任日本外务省审议官的

田中均认为, 日本需制定针对中国的 “混合战略”, 而不是一边倒地追随美

国, 日本需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① 二是大部分亚太地区国家不愿被卷入 “新

冷战”, 它们对于日本在地区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存在疑虑。 特别是韩国与

日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否持续仍有一定变数。 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日本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 (ChristopherJohnstone) 和车维德认为,

虽然日韩关系有所进展, 但是两国领导人在更迭之后或会因 “追求短期的政

治目标” 而让这些进展得而复失。

② 三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 安全等领域

的影响力不易撼动, 美日想要在供应链、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所谓替代

中国的方案面临不少掣肘因素, 其落实承诺的政策连贯性不足、 资源有限。

例如, 美日等西方国家共同推动的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进

展缓慢, 它们为此投入的资金远低于其承诺。

③ 对此, 中国需继续深化与亚太

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沟通, 反对阵营对抗, 维护好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治理

架构, 有力应对以 “美日+” 为特征的 “印太” 盟伴体系带来的复杂挑战。

(责任编辑: 中 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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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xploring Japan’sRoleintheU.S.Indo-PacificAllianceSystem

Zhao Minghao

TheUnited Statesispromotingstrategiccompetition with Chinaand theimplementation ofthe“Indo-

PacificStrategy”, vigorouslybuildingacompositealliancesystem, and increasingtheintegration

ofalliesand partners, governmentalforcesand socialforces.TheU.S.-Japan allianceischanging

froman allianceforprotection toan allianceforpowerprojection, and Japan’srolein U.S.

regionalstrategyhasbecomemoreprominent.From theperspectiveofgeo-security, geo-

economicsand geo-technology, Japan playsan extremelycrucialrolein theU.S.Indo-Pacific

alliance, and toalargeextent, ithasbecometheconceptualprovider, driverand enablerofthe

U.S.related strategicinitiatives.Japan hasbeen strengtheningitsbilateralrelationswith the

U.S.Indo-Pacificalliesand hasbecomeacentrallink in theU.S.effortstopromotethelinkageof

theAsia-Pacificand European geopoliticalplates.Japan isattemptingtouseitssupportforthe

U.S.Indo-Pacificalliancesystemtorealizeitsown militaryand securitypolicytransformation and

othergoals.Japan alsoplaysan importantrolein theU.S.Indo-Pacificeconomicand tradestrategy

and technologyalliance.With theU.S.and Japan tobuild theIndo-Pacificalliancesystem, the

risk ofblocconfrontation risesfurther, theASEAN-centered regionalgovernancestructurewillbe

subjecttomoreimpact, somesmall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in theU.S.and Chinatend to

enhancethepressuretochooseasidebetween theU.S.and Chinaand Japan’scontrolofthegame

hasbecomemorecomplex.

AnExplorationofDifferencesinAlliedFollowershipoftheU.S.underthe

ContextofU.S.SemiconductorCompetitionwithChina

Ling Shengliand Yang Xi

In recentyears, theU.S.semiconductorcompetition with Chinahasshown astrengtheningtrend.In

theprocessoftheBiden administration’sconstruction ofthesemiconductorindustryalliance, the

degreeoftheU.S.allied countriestofollowtheU.S.isnotthesame.In thecontextofthe

semiconductorcompetition between theU.S.and China, Japan, theNetherlands, and South

Korea’spoliciestofollowtheU.S.ismainlyaffected bythealliancepressureand theperception of

China’stechnologicaland economicsecurityrisks, and showingahigh degreeofcollaboration,

generalcooperation and limited cooperation trend.ForJapan, thealliancepressureisthegreatest

and therisk perception ofChina’stechno-economicsecurityisthestrongest, soithasthehighest

degreeoffollowingtheU.S.in semiconductorpolicyand highlycollaborateswith theU.S..Forthe

Netherlands, thealliancepressureisgreaterand therisk perception ofChina’stechno-economic

securityisstronger, soithasahigh degreeoffollowingtheU.S.and cooperateswith theU.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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