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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百年变局之下ꎬ国际秩序急剧变革ꎮ 权力政治回归ꎬ国际秩序动摇ꎬ中美

博弈加剧ꎬ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考量ꎮ 为在秩序变革期充当主动

角色ꎬ维护和拓展战略利益ꎬ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ꎬ日欧开始从全球角度定位双边

关系ꎬ积极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ꎬ加快推进经济、安全和战略等全方位合作ꎬ日欧关系

由此进入备受关注的“蜜月期”ꎮ 双方在战略接近过程中ꎬ在确保现实利益基础上ꎬ注重

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ꎬ强调价值观外交ꎮ 在对华谋利的同时ꎬ欲以规则来规

范其国际行为ꎻ同时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ꎬ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ꎮ 从双方战略接近

态势看ꎬ日欧合作全方位展开ꎬ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态ꎬ显露出积极塑造新秩序的“战略

雄心”ꎮ 而双方战略接近能走多远ꎬ其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ꎬ仍受制于多重现实因

素ꎮ 中国应高度重视日欧战略接近的对华影响ꎬ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相关知识储备与政

策应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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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ꎬ西方学界掀起了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ꎮ①受此影

响ꎬ日本各界也加强了关于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本这一重要命题的研讨ꎮ 整体来看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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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外交战略及中日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ＧＪ０８－ ２０１７－ＳＣＸ－
２９７４)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际变局下中国对日传播战略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１ＲＢＳＢ０４)的阶段性
成果ꎮ

在西方学界的研讨中ꎬ“自由国际秩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自由世界秩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
ｄｅｒ)、“美国的自由秩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美国的霸权秩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Ｏｒｄｅｒ)、西方国际秩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世界秩序(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等概念频繁出现ꎬ并被交替使用ꎮ 而实际上ꎬ前五个概念基
本指同一事物ꎬ即美国主导建立的主要包括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地区性国际秩序ꎬ而世界秩序则指二战结束之际
由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创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性国际秩序ꎮ 虽然两者有交叉重合且难以分割ꎬ但并不是同一
事物ꎮ 在动态变迁方面ꎬ两者平行发展且相互作用ꎬ而且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后者的建立和运行ꎮ 前五个概
念主要借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的理论ꎬ涵盖战后联盟间的经济稳定、贸易、金融货
币和政治安全等关系ꎬ主要表现为美国主导建立的军事安全和经贸金融秩序ꎬ参见周桂银:«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之
辨识———理论、实践与前景»ꎬ载«美国问题研究»ꎬ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ꎬ第 ４１－４３ 页ꎻ另参见[美]约翰伊肯伯里:«大
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ꎬ门洪华译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１５０ 页ꎮ



本学界和政界接受了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Ｇ.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提出的“自由国际

秩序”的基本理念ꎬ称之为“自由国际秩序”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基于自由、民

主、法治、人权等普遍价值的国际秩序”ꎬ①并认为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占据优势的权力

和利益格局ꎮ 冷战结束后ꎬ这一秩序超越西方范围在全世界广泛普及开来ꎮ② 日本是

该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ꎬ正如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智囊、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指

出的ꎬ日本在该秩序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ꎬ享受了长期的和平与安全ꎮ③

当前国际秩序深刻变革ꎬ日本对此非常关注并积极探寻其在秩序重组中的有利位

置ꎮ 与欧洲接近成为日本谋求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一环ꎬ这也得到了欧洲的积极

回应ꎬ日欧加快战略转型步伐ꎬ彼此战略接近态势愈发明显ꎮ 在共同设计与推动下ꎬ日

欧关系正迎来“蜜月期”ꎮ④ 日欧关系发展到今天ꎬ并不是无源之水ꎬ本文将在简要回

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欧关系发展轨迹的基础上ꎬ分析近年来日欧战略接近的动因和

特点ꎬ探讨日欧关系演进的规律和逻辑ꎬ进而对双边关系走向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进行学理性研判ꎮ

一　 战后秩序变革下日欧关系发展轨迹

近年来ꎬ日欧关系呈现出战略接近的态势ꎬ需要将其放在战后秩序变革之下双方

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ꎮ 战后日本与西欧被美国纳入以美国为主轴、日欧为两

翼的西方国际体系下ꎬ美国成为日欧双边关系的中介者ꎮ 在政治安全上ꎬ双方同属美

国主导的亚欧军事同盟体系重要成员ꎬ但是美日同盟和北约并没有直接关联ꎻ在经贸

层面ꎬ双方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ꎬ即国际金融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国际贸易上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

不断发展关系ꎬ而日欧双边关系则成为美日欧大三角中的薄弱环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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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观点为ꎬ当前秩序由美国主导ꎬ建立在国际法和自由价值(个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平解决
争端和自由贸易)基础之上ꎬ不仅反映了国家权力和利益ꎬ也反映了国家价值和规范ꎬ体现了“普遍主义规范与大
国主导”“自由主义理念与现实主义权力要素”的结合ꎮ 参见: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２０１９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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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 / ＪＩＩ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９＿ｊｐ.ｐｄｆꎻ中西寛「戦後秩序の動揺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号ꎮ

参见:金子将史「『新しい現実』と志あるリアリズム」、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ｕｃｈｉ.ｐｈｐ.ｃｏ.ｊｐ / ｖｏｉｃ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６３９３ꎮ
細谷雄一「リベラルな国際秩序と日本外交 」、『国際問題』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号ꎮ
关于“蜜月期”的说法ꎬ日本政学两界已有共识ꎬ例如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出席纪念日欧

ＥＰＡ 生效一周年讲话时称“日欧关系进入蜜月期”ꎮ 参见「茂木外務大臣の『日 ＥＵＥＰＡ 発効 １ 周年記念レセプ
ション』への出席」、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ｅｃｍ / ｉｅ / ｐａｇｅ１＿００１０１３.ｈｔｍｌꎻ日本学界论述ꎬ参见:小久保康之
「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 ＥＵ 関係」、『国際問題』第 ６９１ 号、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ꎮ



日本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ꎬ从战后历史看ꎬ日欧关系发展受限ꎬ双方更关注经贸而

忽视政治和安全ꎮ① 正如细谷雄一所说ꎬ战后日欧关系ꎬ对日本来说一直被日美同盟

所掩盖ꎬ而对欧洲来说ꎬ则是其广泛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已ꎬ双方都欠缺着眼于全球战

略层面的大局观念和世界秩序哲学ꎮ 冷战期间的日欧关系ꎬ基本上是围绕经贸谈判和

进口限制相关具体问题而展开ꎮ② 庆应大学政治学者田中俊郎甚至称之为“围绕壁垒

的政治”和“贸易摩擦的历史”ꎮ③ 日本外交史学家细谷千博则称之为“冷淡的协

调”ꎮ④ 有鉴于此ꎬ日本驻欧共体外交官西山武彦提出ꎬ日欧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ꎬ作

为全球合作伙伴ꎬ应从政治视角将双方关系扩大到更广泛领域ꎮ⑤ 曾担任联合国国际

法院院长和日本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小和田恒认为ꎬ日欧关系还留有相当大的改善空

间ꎮ⑥ 近年来ꎬ随着日欧合作不断推进ꎬ日欧研究专家鹤冈路人提出ꎬ纵观世界ꎬ除美、

澳、印、韩等国外ꎬ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对日本有价值的国家大部分都位于欧洲ꎬ而欧盟

和北约是统合欧洲的重要框架ꎬ基于此ꎬ他认为欧盟是日本的政治外交伙伴、协同作战

伙伴、非“美”伙伴ꎬ是日本外交、安全上有价值的伙伴ꎮ⑦

日本学界对欧洲认知“由冷转热”的变化ꎬ事实上也反映了日欧关系发展史的基

本态势ꎮ 整体来看ꎬ战后日欧关系以冷战终结为界ꎬ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又可细

分为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重构时期、７０－８０ 年代日美欧国际协调初期ꎻ后一阶段则可分

为 ９０ 年代转型发轫期、２１ 世纪积极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期ꎮ

(一)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ꎬ日欧关系重构期ꎬ聚焦经贸领域ꎬ以摩擦对抗为主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恰逢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谋求经济复兴时期ꎬ这一阶段的日本

外交重点是构筑经济复兴所必需的国际关系ꎬ⑧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

国际经济秩序ꎮ 在战后初期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下ꎬ日本、西欧虽与美国同属西

方阵营ꎬ但是美国处于主轴地位ꎬ制定“自由世界”的战略ꎬ日欧则处于两翼ꎬ对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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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进行响应和配合ꎬ日欧关系更多表现为同属西方阵营的盟友关系ꎬ而不是真正的

全球伙伴关系ꎮ 这一阶段ꎬ日欧关系处于重构时期ꎬ日本对欧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修复

日欧感情ꎬ争取欧共体各国对其“复归国际社会”的谅解与支持ꎮ 双方政治关系发展

缓慢ꎬ安全方面没有直接联系ꎬ因此双边关系聚焦在经贸层面ꎬ且以摩擦对抗为主ꎮ

日本政府将“日美基轴”作为其外交战略基轴ꎬ这也深刻影响了其对欧政策ꎮ 基

于此ꎬ美国积极推动日本融入其主导的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ꎮ 但是ꎬ西欧对日本重返

国际社会普遍持怀疑和抵制态度ꎬ反对日本加入西方国际经济体系ꎮ 其中最为典型的

案例是英法等国坚决抵制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ꎬ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与斡旋下ꎬ日本做

出巨大让步ꎬ于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加入该机构ꎮ 同样在美国支持下ꎬ１９６４ 年日本加入经合

组织和世界银行ꎬ日本政府认为这标志着其终于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ꎮ① 至此ꎬ日欧

经济关系才开始加速发展ꎮ １９６８ 年ꎬ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西欧

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日本经济的存在ꎬ并将其视为竞争对手ꎮ 这一时期ꎬ日本在日欧贸

易中处于顺差地位ꎬ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对日本产品表现出强烈的歧视和敌意ꎬ在贸易

谈判中态度非常强硬ꎬ因此无论日本与欧共体的关系还是与其成员国的关系ꎬ贸易谈

判始终非常棘手ꎬ并成为当时日欧关系的焦点ꎮ

(二)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ꎬ美日欧三边协调初具雏形ꎬ日欧经贸摩擦升级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ꎬ美日欧经济三足鼎立局面形成ꎬ日欧开始谋求国际经济影响

力ꎮ 日本不时浮现大国冲动ꎬ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定位呈现出一体三面的表征ꎬ即美

国的合作伙伴、“自由阵营”的一极和“国际国家”ꎬ其关键一环是与西方国家的国际协

调ꎬ即“日美欧三极”合作维护国际经济秩序ꎮ② 与此同时ꎬ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ꎬ第一

次“石油危机”爆发ꎬ严重冲击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ꎮ 日欧均对美国维护秩序

的能力产生怀疑ꎬ由此萌生了加强国际多边协调的意愿ꎬ意欲趁机巩固、提高自身在国

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ꎮ 日本外务省提出ꎬ鉴于欧洲重要性的提升ꎬ日欧

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大ꎬ应促使日欧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度和广泛性ꎬ全

面发展日欧关系已成为日本自主性外交的重要一环ꎮ③ 如何协调双方经济关系、密切

发展同美国的传统关系ꎬ稳定国际经济秩序ꎬ成为日欧共同关心的问题ꎮ 为此日欧首

脑外交频繁ꎬ并定期举行外长会议ꎬ体现了各自“多边自主外交”的战略需求ꎬ旨在提

升对美外交权重ꎮ １９７５ 年ꎬ法国提议召开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ꎬ主动邀请日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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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ꎮ 日本政府认为ꎬ这显示了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终于得到欧洲认可ꎬ巩固了其作为

西方发达国家一员的地位ꎮ① 美日欧三边协调初具雏形ꎬ在此框架下ꎬ日欧关系有了

一次重要提升ꎬ双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ꎮ 但 ７０ 年代日本在国际协调中所

发挥的作用仅限于经济领域ꎮ②

此时日欧关系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ꎬ即日本与欧共体关系和日本与欧共体成员国

关系同时存在ꎬ前者聚焦经济问题ꎬ而后者还带有政治目的ꎬ主要体现为日美欧三极合

作构想ꎮ １９７４ 年欧共体设立了驻日本代表处ꎬ日本与欧共体的关系进入发展阶段ꎬ但

是双方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ꎬ贸易战不断升级ꎬ甚至由经济问题演变为复杂的政治问

题ꎮ

冷战期间ꎬ日欧间的政治对话实质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ꎬ日欧双方首脑外

交和官僚磋商ꎬ也多以解决经济悬案为目的ꎬ关注的焦点是贸易和日本市场的开放性

问题ꎮ 这一阶段ꎬ日欧之间显得比较疏远ꎬ双边关系相对脆弱ꎬ呈现出“竞争多于合

作、摩擦多于协调”的特征ꎮ 而冷战的终结使得日欧政治关系真正起步ꎬ双边关系进

入转折期ꎮ

(三)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日欧关系进入转折初期ꎬ政治合作开始起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国际局势发生巨变ꎬ冷战结束、亚洲经济腾飞、东欧

改革、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开始推进ꎮ 以战略对立为特征的美苏

两极体制已成为历史ꎬ经济指标在衡量国家相对位置时的权重上升ꎬ这使得国力结构

以经济和技术见长的日欧处于有利位置ꎮ 双方都不再满足于仅影响国际经济秩序ꎬ而

是谋求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ꎬ将经济影响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ꎬ进而全方位塑

造冷战后的国际秩序ꎮ 日欧双边关系进入转折初期ꎬ从“对立摩擦”向“对话合作”方

向转变ꎬ从单一经济转向政治、安全领域ꎬ从西方盟友向全面伙伴关系转变ꎮ

日本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最为繁荣、对世界最有经济影响力的十年后ꎬ民族自

尊心和自信心急剧膨胀ꎬ各界不满足于在国际秩序中只扮演经济大国角色ꎬ主张积极

参与政治、安全领域的国际协调ꎬ增加国际责任ꎬ谋求成为世界一极ꎮ １９９０ 年ꎬ外务省

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在«变动的 ９０ 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一文中提出日美欧构建

“三极体制”ꎮ③ 就此ꎬ１９９１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明确指出ꎬ日本现在处于影响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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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构建的关键位置ꎬ日本不仅要努力确保世界经济持续发展ꎬ而且要在国际政治及

安全领域发挥重要影响ꎮ① 同时ꎬ日本政府认识到ꎬ欧共体不仅对国际经济具有重要

影响ꎬ它在安全方面也日渐活跃ꎬ将是塑造 ２１ 世纪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ꎬ日本需充分

认识到其在构筑新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ꎬ而且日本将此时东欧改革看作改变世界整体

秩序的契机从而积极参与东欧重建ꎮ 当时欧洲和北美等地经济区域化潮流使日本产

生一种孤立感ꎮ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ꎬ日本开始立足于国际秩序调整的角度谋求强化

相对薄弱的日欧关系ꎮ②

基于此ꎬ日本制定了新欧洲战略ꎬ积极推广日美欧三极主导国际秩序的理念ꎬ加强

与欧对话与协调ꎬ谋求密切双边经济、政治和安全综合性关系ꎮ １９９０ 年时任首相海部

俊树访欧时强调ꎬ在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加强日欧合作ꎮ 小和田恒从“三

极主义”思想出发ꎬ呼吁强化日欧关系ꎮ③ １９９１ 年ꎬ日欧发表全球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关于日本国和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关系的共同宣言»(«海牙宣言»)ꎬ强调双方共

享自由、民主、法治价值观ꎬ应为构筑新国际秩序做贡献ꎬ并将日欧首脑会谈制度化ꎮ④

这为日欧关系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ꎬ由经贸为主开始转向全面发展ꎮ⑤ 与此同时ꎬ日

欧安全关系也开始起步ꎮ ２０００ 年时任外相河野洋平访欧ꎬ发表政策演说«日欧合作的

新纪元:新千年伙伴关系»ꎮ 他指出ꎬ日欧应努力构建以民主和人权为普遍价值观的

２１ 世纪新国际秩序ꎬ加强政治合作ꎬ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ꎮ⑥ 这意味着日本新千年对

欧政策的重点放在政治合作上ꎬ已完全从全球角度定义对欧关系ꎮ

随着其一体化的推进ꎬ欧盟迫切希望利用冷战终结红利扩大全球和地区影响力ꎮ

同时ꎬ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ꎬ对欧洲的经贸压力有所减小ꎻ亚洲经济腾飞ꎬ欧盟开始

关注亚洲ꎬ并制定«新亚洲战略»ꎮ 欧盟担心在亚太地区被美日中边缘化ꎬ希望借助日

本在该地区发挥更大影响ꎬ因此欧盟对日政策也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ꎬ不再仅关注市

场开放问题ꎬ而是将对日政策的视角更多转向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层面上ꎮ⑦ 这表

明欧洲对日政策由过去的问题解决型向政策导向型转变ꎮ 在日欧各自新战略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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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双边合作视角由过去偏重经济问题ꎬ逐步转为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

等问题的对话与合作ꎬ日欧关系日益成熟ꎮ

(四)２１ 世纪ꎬ日欧关系全面转型ꎬ政治合作全面展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日欧双方都认识到需全方位加强双边关系ꎬ但是更多停留在口

头层面ꎬ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双方的战略需求进一步上升ꎮ 欧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ꎬ并更加关注亚洲ꎮ 日本敏锐捕捉到这一变化ꎬ将欧洲视为与其共同维

护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ꎮ 日本 ２１ 世纪初的«外交蓝皮书»一再强调:日本需为维护这

一体系和秩序做出贡献ꎻ欧盟对于国际规则的制定及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大的

影响力ꎬ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ꎻ推进与欧盟的广泛合作ꎬ构筑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ꎬ对于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极其重要ꎮ① 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进一

步刺激了欧盟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意愿ꎬ此时美欧关系出现裂痕ꎬ欧盟内部也出现了加

强欧日关系的呼声ꎮ

基于此ꎬ２００１ 年日欧召开第十次首脑会议ꎬ通过标志性文件«塑造我们共同的未

来:日欧联合行动计划»ꎬ强调以促进和平与安全、加强经贸联系、共同应对全球性和

社会性问题以及人员和文化交流为合作重点ꎮ② 此后ꎬ日欧建立了多渠道、多层次的

政治、战略对话ꎬ推动双边合作从政治对话转向加强行动上来ꎬ２００３ 年双方确立“战略

伙伴关系”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日欧双向政策经历了问题导向型、政策导向型和战略导向

型变化ꎬ从被动应对具体问题ꎬ到主动制定政策加强合作ꎬ再到从战略高度相互认可与

借重ꎮ 在转变过程中ꎬ双边关系领域不断拓展、程度不断深化、高度也在提升ꎬ逐步由

冷战期间的西方阵营同伴到冷战后的全球伙伴关系再到当下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ꎬ双

边关系不断成熟、日趋完善ꎮ

二　 近年来日欧战略接近态势

近年来ꎬ在国际秩序变动下ꎬ日本和欧洲都越来越倾向于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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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双边关系ꎬ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ꎮ①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日

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ＳＰＡ)和日欧«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相继签署ꎬ成

为当下日欧战略合作的“三大支柱”ꎮ 日英关系亦取得重要进展ꎬ不仅签署经济伙伴

协定(ＥＰＡ)ꎬ也迅速推进了政治与安全合作ꎮ

(一)日欧“三大支柱”建设:经济、安全与互联互通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ꎬ欧盟认为ꎬ美国意在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ＴＰＰ)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ＴＴＩＰ)为基本架构绕开世贸组织构建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ꎮ 为避免自身被边缘化ꎬ欧盟将日欧 ＥＰＡ 作为连接 ＴＴＩＰ 与 ＴＰＰ 的中间环节ꎬ谋

求重构美日欧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ꎮ② 日本将日欧 ＥＰＡ 看作由 ＴＰＰ、ＲＣＥＰ、中日韩

ＦＴＡ 和日欧 ＥＰＡ 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一环ꎬ谋求借此影响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为全面强化日欧关系ꎬ双方就 ＥＰＡ 和 ＳＰＡ 展开谈判ꎮ 这标志着日欧新型战

略互惠关系踏出第一步ꎮ 日欧产业界认为日欧 ＥＰＡ 将有助于推动双方经济增长ꎬ对

此期待很高ꎮ③ 但因分歧过大ꎬ双方未能达成一致ꎮ 直到 ２０１７ 年ꎬ在国际形势的冲击

下ꎬ日欧均显示出合作诚意ꎬ就相关协议的关键环节达成重要共识ꎮ

首先ꎬ以 ＥＰＡ 为先导打造全面经济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国际秩序备受冲击ꎮ

对主张自由贸易和国际协调的日欧来说ꎬ为应对现实挑战ꎬ客观上需加强与价值观相

同伙伴的合作ꎬ强烈希望早日就 ＥＰＡ 和 ＳＰＡ 达成一致ꎮ④对日本来说ꎬ美国退出 ＴＰＰ

后ꎬ日欧 ＥＰＡ 与 ＣＰＴＰＰ 的达成成为其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ꎬ并得到最高决策

层支持ꎮ⑤ 美国搁置 ＴＴＩＰ 同样提高了日欧 ＥＰＡ 在欧盟外交战略中的位置ꎮ 双方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达成原则协议ꎬ１２ 月完成谈判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完成签署ꎮ 日欧 ＥＰＡ 是双方

对外发出的强有力信号ꎬ反对贸易保护和单边行动ꎬ支持自由开放和多边主义ꎮ⑥ 正

如安倍所指出的ꎬ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之时缔结 ＥＰＡꎬ标志着日欧作为自由贸易旗手

主动站出来ꎮ⑦ 双方对此给予厚望ꎬ力图借此实现各自战略目标ꎬ即借助 ＥＰＡ 寻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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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动能ꎬ以应对内外危机ꎬ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ꎮ

作为新近生效最现代和最全面的协定之一ꎬ日欧 ＥＰＡ 涵盖商品、服务、知识产权、

投资、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监管合作等诸多领域ꎮ 它虽为双边协定ꎬ但由于其某些条款

包含多边限制ꎬ对日本和欧盟与全球的贸易皆有影响ꎮ 目前日欧贸易额较小ꎬ①鉴于

日欧与第三方贸易量巨大ꎬ因此将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较大影响ꎮ 此外ꎬ在国际贸易

中规模因素颇为重要ꎬ当两个大型经济体签署贸易协定时ꎬ会通过国际贸易结构的隐

性变化和新规则应用影响他国ꎬ而这些新规则或将激励其仿效与跟进ꎮ 因此ꎬ日欧

ＥＰＡ 将对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产生重大影响ꎬ或将“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基准”ꎮ② 原

本日欧 ＥＰＡ 在日本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仅是其中一环ꎬ在欧盟的经贸战略排位中

也在 ＴＴＩＰ 之后ꎬ但是在美国退出 ＴＰＰ、搁置 ＴＴＩＰ 的背景下ꎬ双方都赋予 ＥＰＡ 战略意

义ꎬ积极推动其达成成为最符合双方的替代方案ꎮ 这充分表明双方意欲联手在秩序变

革期抢占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先机ꎮ

其次ꎬ以 ＳＰＡ 为框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ꎮ 日本和欧盟不仅在经济方面积极合作ꎬ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相互借重ꎮ 日欧 ＥＰＡ 谈判之时ꎬ也就 ＳＰＡ 相关事宜进行磋商ꎮ

双方考虑通过 ＳＰＡ 来提升战略伙伴关系ꎬ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达成原则性协议ꎬ与 ＥＰＡ

同日签署ꎮ ＳＰＡ 是立足长远、范围宽泛的战略合作框架ꎮ 从内容上来看ꎬＳＰＡ 包罗万

象ꎬ可开展各种层次的协商ꎬ就共同关心的各类议题联合行动ꎬ目前协议列举了 ４０ 个

领域ꎬ从宇宙到海洋、从裁军到反恐ꎬ几乎涵盖所有方面ꎬ③包括政治和区域对话、促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相关规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ꎮ④

值得注意的是ꎬＳＰＡ 是具有明确价值观导向的战略合作框架ꎮ 它以民主、法治、人

权和基本自由为代表的共同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ꎮ 安倍认为ꎬ这些共享价值观使得日

欧蕴含着巨大合作潜力ꎮ 欧盟学者认为ꎬ从本质上说ꎬ“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创造欧盟

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全面方针’与日本在中东和亚洲的‘人类安全’概念的协同对

接”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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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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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ＳＰＡ 还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ꎬ为加深日欧政治和安全关系提供了

法律保证ꎬ不仅涵盖政治对话和政策合作ꎬ还包括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ꎬ例

如环境与气候变化、发展政策、救灾以及安全政策等ꎮ① 日本政府认为ꎬ日欧 ＳＰＡ 是双

方在更广泛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条约ꎬ意义极为重大ꎮ②

最后ꎬ以互联互通为依托拓展合作“新边疆”ꎮ 随着亚洲经济崛起ꎬ无论是域内的

日本还是域外的欧盟都越来越重视这一地区ꎮ 在欧盟看来ꎬ其与亚洲的关系具有全球

意义ꎬ可成为以合作方式处理世界政治、全球稳定和区域经济繁荣的典范ꎬ今后将致力

于推动与亚洲建立一种可持续、全面和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ꎮ③ 基于以上考虑ꎬ２０１８

年欧盟出台了«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 (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政策

文件)ꎮ 日本既与其共享基本价值观ꎬ又是亚洲首屈一指具备互联互通性的国家ꎬ因

此欧盟选择日本作为战略合作伙伴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日欧签署了«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

关系协议»ꎮ

从互联互通协议涵盖领域和涉及地域来看ꎬ它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该协议涵

盖了从运输到数字产业等多个领域ꎬ双方呼吁在经济、财政、金融、社会和环境方面建

立可持续性的高标准ꎬ④共同推动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的投资项目ꎮ 此外ꎬ双方领

导人强调互联互通合作并不局限于日本和欧盟ꎬ双方还应加强在西巴尔干和印太等地

推进合作ꎮ⑤ 近年来ꎬ日本一直谋求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ꎬ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

成为日欧在印太地区进一步合作的首要领域ꎬ⑥双方意欲以此为依托不断拓展合作

“新边疆”ꎮ

互联互通协议与 ＥＰＡ 和 ＳＰＡ 遥相呼应ꎬ产生联动效应ꎮ 双方都对该协议寄予厚

望ꎮ 安倍高度评价了日欧互联互通伙伴关系ꎬ宣称这是双方基于 ＥＰＡ 和 ＳＰＡ 展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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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具体表现ꎮ① 实际上ꎬＳＰＡ 的第一次联合委员会确认ꎬ将在可持续的互联互通及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相关问题上展开合作ꎮ② 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ꎬ互联互通

协议标志着欧盟与日本在拒绝保护主义、拥抱开放并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方

面的合作ꎮ③

(二)印太成为日欧合作的战略舞台

日欧均高度依赖对外贸易ꎬ海洋是全球贸易大动脉ꎬ对日欧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ꎮ

当前ꎬ海洋成为日欧“维护国际秩序”的战略要地ꎮ 随着国际权力的转移ꎬ印太地区正

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心ꎬ目前该地区是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欧洲互联

互通愿景、美国“印太战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向东看”政策的交汇点ꎬ因

此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舞台ꎮ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ꎬ围绕印太秩序的构建充满

竞争ꎮ

对欧洲而言ꎬ欧洲及其周边均受到印太地区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发展态势的影

响ꎮ 但在战后很长时间ꎬ欧洲对这一地区没有强烈兴趣ꎬ因该地涉及英联邦国家以及

法国专属经济区ꎬ所以印太事务在欧洲主要表现为英法问题ꎮ 当日美提出“印太”概

念时ꎬ欧洲原本并不关心ꎮ 随着权力政治回归以及国际秩序进入变革期ꎬ欧盟认识到ꎬ

其安全及全球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投射ꎬ该地区走向对重塑

国际秩序影响重大ꎬ印太秩序已成为未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的基

石ꎮ④ 欧盟必须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大国博弈ꎬ否则将被边缘化ꎮ 观念转变之后ꎬ欧洲

各国相继发布印太战略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法国国防部发布«法国印太防务战略»ꎬ谋求加

深与区域主要伙伴(美、澳、印、日)和欧洲伙伴的合作ꎮ⑤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德国通过 «印

度－太平洋地区政策指南»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荷兰也发布其印太战略ꎮ 目前ꎬ三国成为

欧盟制定欧洲印太战略的中心ꎮ 然而ꎬ欧盟层面的印太战略尚不明确ꎬ成员国制定的

战略也各不相同ꎮ

为了维护在印太地区的利益ꎬ欧洲选择了日本ꎮ 一方面是因为日欧在印太地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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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 ２０２０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

対応』、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ｊｐ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ｐｄｆ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ｊｐ.ｐｄ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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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球范围内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ꎬ另一方面是日本具备强大经济实力以及外交和

安全潜力ꎮ 印太海上通道安全和力量平衡成为日欧在该地区的两大共同战略目标ꎮ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建立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ꎬ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及航行自由对日欧至

关重要ꎬ①在日欧看来ꎬ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维护印太的权力平衡ꎬ并将其战略

意图贯彻于双方在该地区的合作中ꎮ 鉴于海上安全是日欧印太合作的重心ꎬ双方均积

极推进该地区可持续互联互通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ꎮ②

日欧 ＥＰＡ 与 ＳＰＡ 生效后ꎬ两者成为推动日欧关系新发展的法律基础ꎮ③ 自此ꎬ日

欧“蜜月期”开启ꎬ具体表现为双方快速推进经济、安全与互联互通“三大支柱”建设:

以 ＥＰＡ 为先导打造全面经济伙伴关系ꎬ以 ＳＰＡ 为框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ꎬ以互联互

通为依托拓展合作“新边疆”ꎮ “三大支柱”高度关联ꎬ立足当下ꎬ着眼未来ꎬ构建了未

来双方战略合作的“宏伟蓝图”ꎮ 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ꎬＥＰＡ 不仅规定了双方经贸合

作具体领域和方式ꎬ且将影响外溢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上ꎬ使其上升至战略高度ꎻＳＰＡ 则

为双方战略合作的广泛性和长远性“保驾护航”ꎻ而互联互通则是双方 ＥＰＡ 和 ＳＰＡ 合

作的具体抓手ꎬ从而避免战略合作成为“空中楼阁”ꎮ 随着印太成为大国博弈的“权力

场”ꎬ日本与欧盟、欧洲传统大国将该地区视为开展全方位合作的关键舞台ꎮ 此外ꎬ在

日欧关系步入“蜜月期”时ꎬ日本与脱欧进程中英国的关系不断加强ꎬ丝毫不逊于日欧

关系的发展ꎮ 日英合作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ꎬ双方以日欧 ＥＰＡ 为参照ꎬ签订了日英

ＥＰＡꎬ为日英经济合作开辟新道路ꎮ 第二ꎬ正式脱欧前ꎬ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使其无

法在经济问题上自由行动ꎬ但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不乏与日本接触的自由ꎬ因此双方

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ꎬ合作重点正在从贸易向军事领域扩展ꎮ④

三　 日本对欧战略接近动因

日本与欧洲战略接近ꎬ与二者对国际秩序变革及自我角色的全面认知与理性评估

３６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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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关ꎮ 在这一重要秩序变革期ꎬ日本政府提出ꎬ必须与各国加强合作ꎬ发挥比以往

更大的作用ꎬ①与欧洲合作有必要更进一步ꎮ② 鉴于此ꎬ近年来日本对欧综合需求度显

著提升ꎮ

(一)日本对国际秩序变革的认知

日本战略界一致认为ꎬ以自由、人权、法治等为基本价值的国际秩序不断受到挑

战ꎬ现行秩序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ꎮ③ 为形成对己有利的国际和地区秩序ꎬ世界主要

力量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角逐日益激烈ꎮ④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强势崛起

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形成强烈冲击ꎬ“美国优先”进一步加剧该秩序的动摇ꎬ内外危

机下“苦恼”的欧洲面临新选择ꎬ而“夹缝”中的日本亦正重构对外战略ꎮ

第一ꎬ新兴国家崛起冲击“自由国际秩序”ꎮ 在日本战略界看来ꎬ进入 ２１ 世纪ꎬ以

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崛起ꎬ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ꎬ从而引发国际权力转移ꎬ⑤力

量之变使发达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逐渐瓦解ꎬ这无疑破坏了现行国际秩序ꎬ新兴国家正

在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秩序战”ꎮ⑥ 为应对愈演愈烈的“秩序战”ꎬ日本

政策智库 ＰＨＰ 研究所专门成立“新世界秩序研究会”ꎬ就当前国际秩序重组的本质及

日本的对策进行全面探讨ꎮ 该机构发布名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与再生»研究

报告指出ꎬ中国日益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最大挑战者ꎬ其经济发展和军力

增长超出国际社会预期ꎬ且今后力量将继续增长ꎬ虽难以与美国直接对抗ꎬ但至少在地

区层面具备了与之抗衡的能力ꎮ⑦ 日本政府对此持相似立场ꎬ近年来特别关注中国的

动向ꎬ其«外交蓝皮书»反复提及“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强化且缺乏透明性ꎬ不断尝试单

方面改变现状”ꎮ⑧ 另据日本知名安全智库防卫研究所分析ꎬ中国已确立“全球大国”

自我定位ꎬ并将有效提升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秩序战略的两大核心ꎮ⑨ 正如日本防卫

大学前校长五百旗头真所言ꎬ中国变得过度自信ꎬ开始放弃“韬光养晦”路线ꎬ对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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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高压姿态ꎬ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ꎮ① 同时ꎬ中国也对制定国际

制度、影响国际秩序表现出极大热情ꎬ尝试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制度力量ꎬ不断扩大在现

有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ꎬ增创自身主导的新制度ꎮ 比如ꎬ“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虽未直接否定“自由国际秩序”ꎬ但却通过“创造性破坏”挑战了该秩序ꎮ②

值得注意的是ꎬ日本将中俄两国定位为所谓“威权”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防卫计划大

纲»称ꎬ中俄是试图改变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竞争对手ꎬ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

的ꎬ包括军事现代化、海上领域胁迫及对国际体系、规则和规范的单方面挑战ꎮ③ 如同

日本外务省智库国际问题研究所在«２０１９ 年战略报告»所提出的那样ꎬ两国拒绝接受

既有国际规则和体系ꎬ正试图凭借实力改变现状ꎬ从而创建有利于“威权”的国际环

境ꎮ④ 正如伊肯伯里所言ꎬ中国崛起颠覆了战后美日欧基于压倒性力量主导国际秩序

的大前提ꎬ中国很可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ꎬ但美欧日实力的下降将限制

它们支持和捍卫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能力ꎮ⑤ 此外ꎬ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国际

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ꎬ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ꎮ 中国通过迅速控制

疫情ꎬ较快恢复经济并实现正增长ꎮ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表示ꎬ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

济体的时机将提前ꎬ２０２８ 年中国 ＧＤＰ 将超过美国ꎮ⑥ 因此ꎬ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成

为日本各界持续关注的问题ꎮ⑦

第二ꎬ“美国优先”加剧秩序巨变ꎮ 二战后ꎬ日本和西欧作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

伴ꎬ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战略腹地ꎬ日欧安全与繁荣同这一秩序紧密相连ꎮ⑧

“自由国际秩序”的动摇不仅源于实力变化带来的冲击ꎬ亦来自西方国家内部对

“自由主义”信仰的质疑与批评ꎬ这种社会思潮已左右国内政局ꎬ并影响其对外战略ꎮ

这是日本学界与政界较为一致的意见ꎬ并对此充满忧虑ꎮ 日本国际政治学代表性人物

中西宽认为ꎬ当下全球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幻灭思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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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深刻影响着各自对外政策ꎮ 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７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直接批评了对

“自由主义”的乐观论调ꎬ该文件将“美国优先”思潮正当化ꎮ① 日本«外交蓝皮书»指

出ꎬ全球化的发展直接冲击了美国国内以白人蓝领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ꎬ导致民粹主

义兴起、内向性加强和保守化抬头ꎬ②“自由国际秩序”成为其攻击对象ꎬ主要表现为内

反精英和建制ꎬ外反全球化与自由贸易ꎮ 这直接导致了特朗普政权诞生及“美国优

先”政策出台ꎬ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质疑“自由国际秩序”的必要性ꎬ推行贸易保护和

单边政策ꎬ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双边贸易谈判ꎬ并向日欧等传统盟友施加压力ꎬ企图

按己方意愿重塑国际经济秩序ꎮ 这不仅严重威胁了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机

制ꎬ还导致了美日同盟战略互信受损以及美欧关系恶化ꎮ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ꎬ

目前对日欧来说ꎬ在安全上并不存在与美结盟之外的选择ꎬ③特朗普政府严重缺乏维

护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责任ꎬ尤其是其基于交易逻辑片面衡量盟友贡献ꎬ因此日本

担心这可能会削弱日美同盟中的战略互信ꎮ④

日本学者认为ꎬ近年来美欧关系尤其是美德关系紧张ꎬ特朗普执政期间ꎬ美欧峰会

难以举行ꎮ 在安全和防务领域ꎬ特朗普轻视北约ꎬ一方面指责欧洲防卫费用负担过轻ꎬ

另一方面却未明确对北约核心防卫条款的承诺ꎮ 有鉴于此ꎬ小林正英指出ꎬ欧盟主要

国家特别是法德ꎬ对美欧关系的信心减弱ꎬ因此更加积极谋划战略自主ꎬ启动了永久性

结构合作(ＰＥＳＣＯ)联合防务机制ꎬ以协调各国政府的军费开支、投资和行动ꎮ⑤ 在经

贸领域ꎬ美国摆出不惜与欧盟进行关税战、贸易战的姿态ꎮ 小久保康之认识到ꎬ在有着

传统盟友关系的美欧之间ꎬ过去也存在着诸多对立和冲突ꎬ但这种新局面却是二战后

从未遇到的状况ꎮ 欧盟不得不在继续维持与美棘手局面的同时ꎬ另外寻找合作伙

伴ꎮ⑥

拜登政府上台后ꎬ主张回归国际协调ꎬ力图重振同盟关系ꎬ加强维护国内民主ꎬ推

动“自由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ꎬ积极应对各种跨国挑战ꎬ恢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

导能力ꎮ 然而ꎬ国际舆论普遍认为ꎬ其能否恢复并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ꎬ取决于是

否能有效修复美国国内裂痕ꎬ消解选民对全球化的疑虑ꎮ 尽管拜登胜选受到欧日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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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欢迎ꎬ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美国大选结果发表讲话时充分肯定了美国对德国和欧

洲的价值ꎮ 不过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警告说:“美国的盟国感觉像是从噩梦

中醒来了ꎬ但时钟并不能回到 ２０１５ 年重新来过ꎮ”①欧日亦认识到ꎬ拜登彻底改变特朗

普政策的空间有限ꎬ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

护政策的主要原因ꎮ② 日本主流媒体ꎬ无论是«朝日新闻»还是«读卖新闻»都对拜登

治下的美国是否能够主导国际协调、重建国际秩序充满疑虑ꎮ 有观点认为包括日本和

欧洲的各国领导人需做好心理准备ꎬ仰仗某一特定大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ꎮ③

另有观点认为美国的衰落在特朗普四年任期中暴露无遗ꎬ但这绝非特朗普一人所

致ꎮ④

第三ꎬ欧洲面临新的政策选择ꎮ 日本学界主流如何看待现实中的欧洲? 这可从日

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国际问题»组织的专题中一窥端倪:２０１５ 年专题

的主题是“动摇的欧洲”ꎬ２０１７ 为“苦恼的欧洲”ꎬ２０１９ 年则是“混乱的欧洲”ꎮ 其中ꎬ

“苦恼的欧洲”被提及的次数最多ꎮ⑤ 现阶段ꎬ欧洲的“苦恼”主要表现在国家内部、欧

盟成员国(包括英国)之间以及欧美关系上ꎬ三者交互影响ꎮ 日本战略界对欧洲保守

性和内向性的增强极为关注ꎬ对欧洲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批判特别担忧ꎮ 近年来ꎬ日

本的«外交蓝皮书»、智库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章对此多有提及ꎮ

与美国相似ꎬ冷战后贸易与相互依赖的深化并未有效提升欧洲多数国民的收入和

生活水平ꎬ欧洲各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ꎬ中产阶级从事的产业日益空洞化ꎬ中产阶级的

规模不断缩小ꎬ中下层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挫败感和不满情绪上升ꎬ民粹主义和保守主

义方兴未艾ꎮ⑥ 这也意味着欧洲民众对“自由主义”的幻灭和批判ꎮ 与民粹主义相关

的反建制、反精英、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兴起ꎮ⑦ 与之相关联ꎬ进

入 ２１ 世纪ꎬ欧洲接连经历金融危机、难民问题、极右势力崛起以及英国脱欧等严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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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ꎬ更为令人沮丧的是ꎬ这些问题盘根错节ꎮ 这些危机ꎬ一方面意味着欧洲国内民主政

治的动摇ꎬ另一方面昭示着欧洲在国际上的内向化转变ꎮ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欧洲的民

粹主义仍将持续ꎬ即使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党派上台执政ꎬ民粹主义也仍将发挥重

要影响ꎮ 民粹主义泛滥及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抨击ꎬ损害了该秩序的向心力ꎬ弱化

了对秩序外围国家的吸引力ꎬ最终削弱了维护秩序的领导能力、政治基础和社会根

基ꎮ①

战后ꎬ德国等欧洲国家ꎬ一直生活在美国支持的欧盟、北约等多国间的经济、政治、

安全网络中ꎬ特朗普政府否定多边主义ꎬ这触及欧盟生存的根基ꎮ 此外ꎬ在欧盟内部ꎬ

成员国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单边主义挑战以及欧美关系也有矛盾和对立ꎮ 欧洲虽然欢

迎拜登上台ꎬ但主流意见认为不能对美国新政权寄予太大希望ꎮ 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

的ꎬ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体现了美国外交传统中浓厚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色彩ꎬ即使特

朗普下台ꎬ其路线也将持续很长时间ꎮ② 上述三重危机表明ꎬ“苦恼”的欧洲面临艰难

战略选择ꎬ亟须探寻新的外交方向ꎮ

第四ꎬ“夹缝”中的日本重构对外战略ꎮ 日本战略界已形成如下共识:中美关系走

向事关国际秩序变革全局ꎬ中美对抗结构固化、对立加剧ꎬ引发国际秩序持续动荡ꎮ 例

如ꎬ田中明彦指出ꎬ在后冷战秩序出现动摇的背景下ꎬ美国已明确将中国作为其需面对

的最大课题ꎮ③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判断ꎬ中美对抗既是地缘政治竞争ꎬ又是结构性博

弈ꎬ这一对立已呈多方面扩大态势ꎬ难以解决ꎮ 此外ꎬ两国关于国际秩序转型原因的认

知分歧加剧了该冲突ꎮ 从美国的角度看ꎬ中国最近的活动是“改变现状的行动”ꎬ是对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ꎮ 而中国则认为ꎬ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试图通过“不适

当的压力”来遏制中国的合法发展ꎮ 这种认知差异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不信任ꎬ使两国

的对抗难以缓和ꎮ④

根据日方判断ꎬ在可预见的未来ꎬ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业已形成ꎬ呈现出典型的“崛

起国”与“守成国”的复杂竞合关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一篇重要外

交政策演说中表示ꎬ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其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的老师ꎬ他提出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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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不乏争议ꎬ人类也不应陷入“崛起国 与“守成国”之间霸权斗争

不可避免的历史决定论ꎬ但在国际关系史上ꎬ因大国对立而引发的权力转移却反复出

现ꎮ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２０１９ 年战略报告»指出ꎬ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ꎬ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ꎬ标志

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向ꎮ 目前ꎬ美国政府、国会和精英阶层形成了超党派共识ꎬ即

中国已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ꎮ② 该所«２０２０ 年战略报告»对这一立场进行了

再次确认ꎬ并预测拜登政府对华强硬态度不会改变ꎬ两国对抗和战略竞争将加剧ꎬ并在

各个领域展开ꎬ这使得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ꎮ③ ＰＨＰ 智

库预测ꎬ今后国际秩序或许是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与中国主导的“威权”秩序并

存ꎮ④

日本战略界关注中美战略博弈的着眼点在于处于“夹缝”中的日本将何去何从ꎮ

在中美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之时ꎬ日欧俄也积极参与其中ꎬ东亚和西太平洋则是双方

争夺的关键地区ꎬ而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正处于“秩序战”的最前沿ꎮ 美国之于日本

安全具有不可替代性ꎬ中国之于日本经济也具有不可或缺性ꎬ正如笹川和平财团首席

研究员渡部恒雄指出的ꎬ中国的军力大幅提升ꎬ具有逆转美国的趋势ꎬ这是日本安保噩

梦ꎬ但另一方面ꎬ对于日本经济来说ꎬ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是其另一个无法承受之

重ꎮ⑤ 国力处于劣势地位的日本则处于对峙夹缝中ꎬ急需基于大局观的智慧ꎮ 日本国

际问题研究所清醒认识到ꎬ中美竞争使中国接近日本ꎬ这有利于中日关系一时改善ꎮ

然而ꎬ如果美国加大对日施压ꎬ要求与美对华政策保持一致ꎬ日本将面临选择困境ꎮ⑥

田中明彦和中西宽持相似立场ꎬ随着美中“新冷战”加剧ꎬ日本处境将变得更加艰难ꎬ⑦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ꎬ国际秩序和平转变这条路越来越窄ꎬ如不及时应对ꎬ对日本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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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变大ꎬ甚至可能使日本失去目前的和平与繁荣ꎮ① 鉴于此ꎬ日本必须未雨绸缪ꎬ追

求“有志向的现实主义”ꎬ 鉴于美国的“不可靠性”ꎬ不应将国际秩序的“运营”完全交

于美国ꎬ而应谋划建立可以“容忍”美国不确定性的国际秩序框架ꎬ积极摸索在现实制

约下可能实现的国际秩序形式和国内国际相关机构的应有状态ꎮ②

此外ꎬ日本知识界认为新冠疫情将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冲击ꎮ 细谷雄一甚至认

为ꎬ始于西班牙流感的美式和平或许会终结于新冠疫情ꎮ 如果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呈

长期化ꎬ那么日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日美同盟ꎬ③加强其在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ꎮ④ 在

美中进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ꎬ美日同盟加上日中磋商ꎬ这个基本架构很重要ꎬ不能让美

中战争成为一个选项ꎬ因为日本必将受其牵连ꎬ鉴于此ꎬ日欧必须联合发挥斡旋作

用ꎮ⑤

(二)日本与欧洲的相互战略定位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ꎬ日本认为其必须采取战略主动ꎬ与共享价值和规范的国家进

行沟通协调ꎮ 欧洲作为“自由民主”发源地ꎬ是日本的重要合作伙伴ꎬ日本意图与之联

手构筑“第三极”ꎻ欧洲同样面临秩序动摇带来的冲击及其内部诸多挑战ꎬ也在寻找域

外合作力量ꎬ对欧盟以及欧洲传统大国英法德而言ꎬ日本亦是优质合作伙伴ꎮ

其一ꎬ日本与欧盟的相互战略定位ꎮ 当下ꎬ日本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守住成果ꎬ包括

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ꎬ维持自由经济秩序ꎬ确保自身在基础科学和新兴技

术领域的竞争力ꎮ⑥ 中西宽认为ꎬ变局下国际秩序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将回归权力政

治ꎬ日本缺乏决定国际秩序根本走向的实力ꎬ无力独自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ꎬ但其

战略选择亦将对国际秩序转变产生重大影响ꎮ⑦ 除强化日美同盟之外ꎬ加强与其他国

家的安全合作同样符合日本利益ꎮ⑧ 鉴于特殊国情ꎬ日本在对外军事能力运用方面不

及美中等国ꎬ因此谋求建立基于规则且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ꎬ通过多边机构、规则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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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来限制或约束权力ꎮ

总体而言ꎬ欧盟在日本外交战略中越来越重要ꎬ原因可简单分为四方面:第一ꎬ欧

盟有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ꎻ第二ꎬ欧盟是一支重要的“规范性”力量ꎻ第三ꎬ欧盟与日

本共享基本价值观ꎻ第四ꎬ在当今形势下ꎬ欧盟也有接近日本的主观意愿ꎮ 例如ꎬ日本

«外交蓝皮书»指出ꎬ欧盟在外交、安保、经济、金融等广泛领域都采取了共同政策ꎬ通

过联合国安理会、Ｇ７、Ｇ２０、ＷＴＯ 等主要国际框架ꎬ在国际规范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ꎬ欧盟既是“自由民主”势力ꎬ也是一支重要规范性

力量ꎬ是日本罕见的合作伙伴ꎮ②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欧洲定位为重要战略合

作伙伴ꎬ与本国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原则ꎬ③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以及“维护

和支持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坚定承诺”ꎮ④ 安倍在多个场合强调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

均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大国”ꎮ⑤ 日本学者认为ꎬ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重视国际协调和

规范性外交的欧盟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ꎮ⑥ 因此ꎬ日本愈发需要充分利用欧洲力量与

其共同前进ꎮ⑦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ꎬ“中美霸权竞争”的加剧和新冠疫情暴发促

使欧洲对外战略发生变化ꎬ其将注意力转向全球ꎬ日本应抓住机会加强双方战略伙伴

关系ꎬ通过规则寻求合作解决全球问题ꎬ成为规则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ꎬ进而创建必要

的秩序ꎮ⑧

中美主导权之战ꎬ不仅存在于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ꎬ还发生在高科技领域ꎬ尤其

是围绕 ５Ｇ 之争ꎬ欧洲也被卷入其中ꎮ⑨ 鉴于此ꎬ欧洲需要在国际秩序重组中寻求定

位ꎮ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主张ꎬ随着美国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ꎬ而中国等新对手

以日益增强的自信站在世界舞台上ꎬ欧盟需要学会像一个地缘政治大国那样思考ꎬ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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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能不会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参与者ꎬ而是大国争夺权力和荣誉的棋盘ꎮ① 欧盟及其

成员国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遭受巨大国际政治冲击ꎬ首当其冲的是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泛滥

及特朗普执政给欧美关系和多边合作带来的挑战ꎮ 而欧盟也亟须在域外寻找“志同

道合”且具有实力的伙伴ꎬ一为加强欧盟各国团结ꎬ二是彰显英国脱欧后欧盟仍是国

际社会的重要力量ꎬ三是共同抵抗特朗普政策的冲击ꎮ 在积极调整自身外交战略的同

时ꎬ欧盟将目标锁定为主张自由贸易和国际协调的日本ꎬ其外交战略的当务之急是加

强与日本的全方位合作ꎮ②

日本和欧洲的重要战略共识体现为ꎬ无论哪一方都难以单独承担全球领导权ꎬ在

国际秩序动摇之时ꎬ二者意图在规则而非权力的基础上寻求深化合作ꎬ采取切实行动

加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ꎮ③

其二ꎬ日本与欧洲传统大国英法德的相互战略定位ꎮ 在英国脱欧以及英美合作不

畅情况下ꎬ日本在英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ꎮ 在“全球英国”战略框架下ꎬ英

国正致力于同其他国家积极接触ꎬ旨在表明脱欧后的英国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ꎮ 同

时ꎬ英国亦认识到ꎬ印太地区安全仅靠美国很难实现ꎬ因此主张与日本合作ꎬ以减轻美

国负担ꎮ 因此ꎬ寻求与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ꎬ业已成为英国重要的外交选择ꎮ 英

国政界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ꎬ并致力于维护这一体系ꎮ 正如其国防

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所称ꎬ只说出来不行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

序ꎬ英军将与日本进行联合陆基演习则是其行动之一ꎮ④ 基于这一战略考量ꎬ英国将

日本视为护持秩序的关键支柱ꎬ将日本视为“天然”的合作伙伴ꎬ也是印太地区维护该

体系的“最佳”角色ꎮ 正如日英在第三次 ２＋２ 联合声明中所确认的那样ꎬ两国全球战

略伙伴关系“以共同战略利益和基本价值观为基础ꎬ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

体系”ꎮ⑤ 基于此ꎬ在第四次 ２＋２ 会谈中ꎬ双方商定为建立后新冠时代的新国际秩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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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ꎮ①

对日本来说ꎬ英国脱欧使法国作为战略伙伴的价值陡升ꎮ 英国离开欧盟ꎬ意味着

日本失去了进入欧盟的主要门户ꎬ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战略伙伴ꎮ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

国国会演讲中对“自由国际秩序”动摇深表忧虑ꎮ② 同时ꎬ法国亦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安

全环境表示强烈关切ꎬ担心出现难以预测的多重危机ꎬ③力图借助更为可靠的双边和

多边伙伴关系来更好地履行使命ꎬ而日本则是“天然”盟友ꎮ 法国认为ꎬ日本与自身有

着相同价值观ꎬ两国均为区域性海上大国ꎬ这意味着二者在确保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

方面具有共同利益ꎮ④ ２０１９ 年的“日法合作路线图”重申了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

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ꎬ并寻求进一步发展这种特殊的伙伴关系ꎮ⑤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核大国、美国的亲密盟友和印太地区的“常驻国”ꎬ法国也是日本的首选

伙伴ꎮ 日法安全合作的扩大得益于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日本全力推动战略伙伴关系

多样化ꎬ以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并对冲“中国挑战”ꎻ法国重燃提升国际领导地位和扩大

在亚洲安全承诺的兴趣ꎬ希望被视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ꎮ 两国印太战略的某种契

合ꎬ为发展双边安全合作提供了新动力ꎮ

在日本决策层看来ꎬ尽管德国是一个以欧洲地区为外交重点的陆权国家ꎬ但其更

是欧盟的领导者、日欧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和多边主义的有力倡导者ꎮ 促使德国对印太

地区更感兴趣ꎬ将有助于推动欧洲多边机构更积极、广泛地参与进来ꎮ 日本通过对德

接近ꎬ使欧洲各国更多参与印太事务ꎬ同时展示其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形象ꎮ 对

此ꎬ德国做出积极回应ꎮ ２０１８ 年ꎬ德国外长马斯提出“多边主义联盟”战略ꎬ致力于加

强“自由国际秩序”ꎬ对抗大国竞争造成的不稳定趋势ꎮ⑥ ２０１９ 年ꎬ默克尔总理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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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安倍表态将两国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

世界繁荣ꎬ默克尔做出积极回应ꎬ称两国同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旗

手”ꎬ可在双边和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合作ꎮ①

日欧战略精英认为ꎬ日欧面临相似困境ꎬ即权力政治已然复苏ꎬ中国崛起与美国单

边主义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最大不确定因素ꎮ 与之相对ꎬ作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国

家”的日欧均系“自由国际秩序”受益者ꎬ有意愿谋求维护其稳定ꎬ并力图在秩序变革

期将自身利益渗透其中ꎬ制定对自身有利的国际规则ꎮ 另外ꎬ二者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与相互定位也比较相似ꎬ在国际上作为“经济巨人”积极发挥作用ꎬ但参与国际权力博

弈的能力亟待提升ꎮ 据此ꎬ日欧战略界认识到ꎬ它们正处于围绕国际秩序展开的斗争

即“秩序战”之中且难以独善其身ꎬ为避免被边缘化ꎬ有必要携手重塑国际新秩序ꎮ

四　 日欧战略接近的特质

从日欧战略接近的强劲势头观之ꎬ双方合作已突破单一领域ꎬ向全方位发展ꎬ呈现

出战略性借重之势ꎬ表露出维护和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雄心”ꎮ 日欧在战略接近过

程中旨在使用规则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ꎬ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ꎬ同时防范中国对

国际秩序的冲击ꎬ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ꎬ并突出价值观的工具属性ꎮ

(一)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ꎬ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

日欧均担心美国偏离多边主义ꎬ因此ꎬ双方战略接近的重要考量之一是防止美国

“离开”ꎮ 加强接触既有助于规避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风险ꎬ也可形成某种激励机制ꎬ

帮助美国重新领导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ꎮ 重建对美信心ꎬ支持美国领导ꎬ分担

美国负担ꎬ进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成为双方战略接近的考量之一ꎮ 尽管日欧对美近

年来轻视同盟和多边的做法表示失望并心存不满ꎬ但是二者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其安全

及“自由国际秩序”完整性和稳定性依旧至关重要ꎮ② 因此ꎬ日欧必须积极推动美国充

分参与国际秩序重塑ꎬ既不乐见美国失败ꎬ更不愿美国“离开”ꎮ 鉴于此ꎬ日英法德仍

将美国视为重要战略盟友ꎬ尚未有迹象表明它们有取代美国的战略意图ꎮ 日本强调愿

与其他国家共同维系国际秩序ꎬ不仅推动欧美接触ꎬ而且敦促欧洲慎言脱离美国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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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ꎬ其根本原则是不能让更紧密的日欧关系看起来是把美国排除在外ꎮ① 正如 ２０１８

年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表示的:“美国将继续在维护和发展以法

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ꎬ但是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分担负担与合作来帮

助美国ꎬ从这个角度看ꎬ日欧合作极为重要ꎮ”②

此外ꎬ日欧接近也有利于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ꎮ 日欧有效合作将使美国的同盟体

系得到加强ꎬ二者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ꎬ有助于吸引其他“自由民主”

国家参与ꎬ从而向美国传递强烈信号ꎬ存在一个支持美国且广泛合作的联盟ꎬ可激励美

国采取行动向“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施加更大压力ꎬ并赋予其更大合法性ꎮ 同时ꎬ

日欧合作有助于分担美国的责任ꎬ为美国减负ꎬ使其腾出更多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用

于维护该秩序ꎮ

日欧均面临的问题是ꎬ美国希望其盟国采取更多行动ꎬ但它自己变得更加内向ꎮ

在此情况下ꎬ尽管日欧仍高度认可美国的作用与能力ꎬ但对美国未来发展方向ꎬ特别是

对其是否仍是可靠盟友感到怀疑ꎮ 正如默克尔所言ꎬ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结

束ꎮ③ 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的报告也指出ꎬ日本和德国不确定美国是否仍有意

愿为两国提供一个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ꎬ以换取两国成为其亲密盟友和“自由国际秩

序”的关键支柱ꎮ④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ꎬ对冲美国“离开”的风险ꎬ除试图说服美

国坚持其传统承诺外ꎬ日欧愈发坚定提升战略自主信念ꎬ并对外寻求战略合作伙伴ꎬ同

时用制度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ꎮ 因此ꎬ日欧近年来进行了相应的外交战略调整ꎮ 例

如ꎬ法德等国强调“战略自主”举措ꎬ在欧洲引发广泛共鸣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安倍解禁了

“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三原则”ꎬ先后与英、法、德、意缔结“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

议”ꎬ并与英法框定具体合作项目ꎮ 因此ꎬ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迅速成为日本与欧洲ꎬ

特别是英法等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支点ꎬ扩大了日欧政治和安全参与的范围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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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双方的战略自主性ꎬ①既能减少对美技术依赖ꎬ又有助于防卫能力创新ꎮ

(二)防范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ꎬ“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

日本将中国视为“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外部挑战者ꎬ既担心中国实力的增长对

国际秩序物质层面的冲击ꎬ也警惕中国发展模式和体制对其价值层面的挑战ꎮ 例如ꎬ

日本认为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ꎬ并在东海和南海采取“改变现状”的行

动ꎮ② 同时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影响力ꎬ“搅乱”了国际秩序ꎮ 基于此ꎬ日本国际问题

研究所提出ꎬ日本为维护国际秩序ꎬ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ꎬ对中国崛起及相伴

而生的国际规则的变更进行现实回应ꎮ③

与此同时ꎬ日本愈发担心中国的体制优势和制度战略ꎮ ＰＨＰ 智库认为ꎬ冷战后ꎬ

俄罗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宣告失败ꎬ与此相反ꎬ中国在“威权体制”下创造了经

济发展奇迹ꎬ这是“自由国际秩序”退潮的主要原因ꎮ④ 日方学者认为ꎬ中国通过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优势ꎮ⑤ 此外ꎬ西方国家对新冠疫情防控不力ꎬ

更加凸显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ꎬ在 ２０２０ 年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ꎬ

“西方的消失”成为议题ꎬ日本对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欧美国家日益衰落表示担忧ꎮ⑥

日本难以阻止中国崛起进程ꎬ在这种情况下ꎬ价值观因素则成为其拉拢所谓“自由民

主”国家对华施压的有利工具ꎮ 冷战后ꎬ日本外交重大变化之一是开始凸显价值观因

素ꎬ谋划价值观外交ꎬ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对抗“威权国家”的“修正主义”和国

际社会对该体制的“绥靖主义”ꎮ 为凸显与中国的差异ꎬ日本高调宣扬自己属于“成熟

的自由民主国家”ꎬ并以此为名号拉拢欧洲ꎮ 日本在国际社会大肆强调:“中国不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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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共享自由价值ꎬ无视国际规则ꎬ尝试改变现状”ꎮ①

日本警惕中欧关系发展ꎬ高度关注欧洲对华态度变化ꎬ其舆论倾向于批判“欧洲

对中国太姑息了”ꎮ② 随着欧洲多国参与中国主导的国际框架ꎬ如欧盟成员国近半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ꎬ英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ꎬ日本认为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提高其对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ꎬ对欧洲国家实行各个击破战略ꎮ 日本对此非

常忧虑ꎬ因此在对欧外交中一直坚持强调彼此是“自由民主”国家ꎬ而中国是“威权”国

家ꎬ旨在拉近与欧关系的同时ꎬ“他者化”中国ꎮ 基于这一逻辑ꎬ日本非常关注欧洲对

中国态度变化ꎬ伺机谋求加强与欧洲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欧洲对华认知负面因素增多ꎬ如德国出现了担心经济安全的讨论ꎬ

法国对南海局势深表关切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对中国发出警告ꎮ 在此背景下ꎬ日本积极展开对欧外交ꎬ寻求与欧盟和欧洲大国合

作ꎬ加强双方的互联互通建设ꎮ 虽然其互联互通协议未提及中国ꎬ但明显带有对冲

“一带一路”的考量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欧盟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政策文件ꎬ将中国

定位为体制竞争对手(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ｖａｌ)ꎮ④ 随着欧洲特别是北约内部ꎬ对中国越来越警

惕ꎬ这无疑为日欧合作创造更多机会ꎮ 日本趁机拉拢欧洲介入印太事务ꎬ共建印太海

上秩序ꎬ推动南海和东海问题国际化ꎬ企图威慑和约束中国行为ꎮ

(三)强调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ꎬ重视价值观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ꎬ与以往相比ꎬ基于规则维持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对于日欧

的重要性日益增长ꎮ 国际政治竞争不仅是军事能力的较量ꎬ影响和主导国际规则的制

定已成为大国竞技的另一战场ꎮ 在秩序变革期ꎬ日欧不愿在大国竞争中被边缘化ꎬ因

此选择规则和价值作为其影响秩序重塑的利器ꎬ并将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作为其外交战略的支柱ꎮ 构成“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规范和合作网络也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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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政治ꎬ并使国际行为更易预测ꎬ①因此日本将加强基于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作

为其国家安全目标之一ꎬ②并提出 “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ꎮ③ 为达成该战略

目标ꎬ日本努力与其他国家合作ꎬ并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回应ꎮ

当前ꎬ金融、贸易、太空、网络、海洋、环境等领域正成为制度竞争的制高点ꎬ日欧积

极谋划在这些领域合作ꎬ共同制定国际规则ꎬ通过量的积累进而影响国际秩序ꎮ 日本

学者提出ꎬ日本不应把自身定位为地区性大国ꎬ而应展现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ꎮ④

为塑造全球大国形象ꎬ日本将民主、法治、人权、社会公正以及市场经济视为其优势领

域ꎬ意欲将其投射到国际社会加以利用ꎬ将此打造成日本重塑国际秩序的抓手ꎮ 欧洲

与日本具备相似资源ꎬ亦主张以此为基础构建国际秩序ꎮ 因此ꎬ日欧在如何合作参与

国际秩序制定方面达成一致ꎬ即利用规范约束和限制大国ꎬ从而抓住规则制定的主导

权ꎮ 为发挥其传统优势ꎬ日本将重点放在经济领域ꎬ大搞经济外交ꎬ一是稳定其赖以生

存的国际经济体系ꎬ二是趁机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施加影响ꎮ 而日欧 ＥＰＡ 恰是其

中一环ꎬ随着其顺利推进ꎬ日欧 ＥＰＡ 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权重不断上升ꎮ⑤ 在世界范

围内保护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背景下ꎬＥＰＡ 的签署表明日欧引领世界的决心和政治

意识ꎮ⑥ 安倍在多个场合给予日欧 ＥＰＡ 和 ＳＰＡ 高度评价ꎬ声称 ＥＰＡ 和 ＳＰＡ 使日本与

欧盟分别成为自由贸易旗手和普世价值的守护者ꎬ将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ꎮ⑦ 前者

是日欧在对抗保护主义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上发挥领导作用的结晶ꎬ后者是共享自

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日欧ꎬ引领国际社会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基础ꎮ⑧

日欧战略精英均认同ꎬＥＰＡ 是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缺陷和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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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最佳选择之一ꎮ①

日本较过去更加注重软实力的使用ꎬ不断将“价值观”工具化ꎬ在外交战略中突出

日本与西方国家间的相似性ꎮ 近年来ꎬ日本对“自由主义”式微深感忧虑ꎮ 例如ꎬ其学

者非常关注中美竞争中的价值观因素ꎬ认为技术主导权之争也体现了价值观的对立ꎬ

当今世界或许正迎来信息时代的“文明冲突”ꎮ② 他们也提出ꎬ全球对新冠疫情的应对

结果表明依靠不干涉主义无法应对此次危机ꎬ人们对英美式自由主义的信赖感将大大

降低ꎮ③ 安倍智囊、原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认为ꎬ日本在近代化实践

中探索出其目前坚信的价值观ꎬ包括法治、人的尊严、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平、自

由贸易ꎬ日本应向全世界传递这些价值观ꎬ为创建“超越国民国家的国际社会”做出贡

献ꎮ④ 价值观成为日本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手段ꎬ并以此为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ꎮ 田中

明彦提出ꎬ日美欧为“自由圈”ꎬ中俄为“现实圈”ꎬ非洲和中东等国为“脆弱圈”ꎮ⑤ 日

本也将其价值观渗透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ꎬ提出应坚持普遍价值观ꎬ如自由、民

主、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ꎬ⑥并把进一步深化与其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合作作为外

交政策的重点ꎮ⑦ 时任外相岸田文雄称ꎬ欧洲与日本和美国一样ꎬ支持“自由、民主、法

治、市场经济和基本人权”ꎬ是值得日本信赖的力量ꎮ⑧ 同样ꎬ“价值观”外交在欧洲国

家战略中由来已久ꎬ且长期深刻影响其对外政策制定ꎮ 日欧强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

性ꎬ日欧 ＥＰＡ 和 ＳＰＡ 均有力佐证了这一点ꎮ 正如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 ＥＰＡ 谈判

结束后所强调:“除了经济利益ꎬ ＥＰＡ 发出强有力信号ꎬ美国收缩不会导致民主世界放

弃我们的价值观ꎮ 这项贸易协定是关于自由的ꎬ我们需要日本共同捍卫自由ꎮ”⑨

９７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Ｉｒｉｎａ 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ｕꎬ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ｒｅｘｉｔ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Ｊａｐ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 ｊｐ /
ｅｎ / ｃｏｌｕｍｎ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ｉｍａｇｅ / Ｂｕｄｄｉｎｇ＿Ｔｉ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Ｂｒｅｘｉｔ＿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Ｊａｐ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ｒｉｎａ＿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ｕ.ｐｄｆ.

中西寛「冷戦後の三十年とは何だったか」、『Ｖｏｉｃｅ』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号、６６ 頁ꎮ
相关内容参见:鈴木一人、細谷雄一、詫摩佳代「アフターコロナの地政学」、『中央公論』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号ꎮ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１８２—１８３ 頁ꎮ
田中明彦「グローバルイシューで連携を」、『Ｖｏｉｃｅ』２０２０ 年第 ４ 号、５２ 頁ꎮ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ｓ.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ｓｉｒｙｏｕ / １３１２１７ａｎｚｅｎｈｏｓｈｏｕ.

ｈｔｍｌꎮ
「第一百九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ｊｐ / ｊｐ / ９７＿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 / ２０１６０１２２ｓｉｓｅｉｈｏｕｓｉｎ.ｈｔｍｌꎮ
Ｆｕｍｉｏ Ｋｉｓｈｉｄａꎬ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５ 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Ｊａｐａｎ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ｏ￣

ｒｕｍ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１ꎬ ２０１５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６５７８１.ｐｄｆ.
Ａｎｄｅｒｓ Ｆｏｇｈ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ꎬ “ Ｊａｐａｎ－ＥＵ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ａｐａｎｔｉｍｅｓ.ｃｏ. ｊｐ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７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ｊａｐａ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ｊａｐａｎ－ｅｕ－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ｗｍａｅｑａｉｗａ７０.



余论:战略雄心与现实制约

正如前文所述ꎬ战后至今日欧关系经历了问题导向型、政策导向型和战略导向型

的变化ꎮ 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ꎬ从日本与战后国际体系的关系及其对国际秩序的认

知来看ꎬ日本对欧政策逻辑可归纳为: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ꎬ艰难获得欧洲对

其“西方发达国家”身份的认可ꎬ逐渐具备了与欧洲进行国际协调的资格ꎻ基于此ꎬ谋

求加强日欧关系以推动“日美欧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想付诸实施ꎻ利用冷战终结

红利ꎬ构筑“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日美欧维护国际秩序的力量ꎮ 鉴于日本对其自

身与欧洲定位为国际体系中的“西方发达国家”ꎬ这一同质性使得日本始终在国际秩

序演进的视域下考虑对欧政策ꎬ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限制和日欧自身的局限性ꎬ双方

在冷战期间深陷各种“问题”疲于应对ꎬ无法抽身站在更高层面制定对彼此的外交战

略ꎬ这也导致了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日美欧三方协调虽具雏形ꎬ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笼罩

在美国独大的阴影之下ꎬ日欧关系仍然相对疏离ꎮ 冷战之后日欧关系开始转型ꎬ合作

领域逐步扩大ꎬ程度日益加深ꎮ 虽然日欧在 ２００３ 年就确定了战略伙伴关系ꎬ但实际

上ꎬ直到今天双方合作才真正凸显出战略意涵ꎮ 无论哪一方ꎬ均力图在剧变时代维护

和拓展自身重大战略利益ꎬ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ꎮ 日欧战略精英普遍认为ꎬ近

年来地缘政治回归态势愈发明显ꎬ国际多边主义频遭破坏ꎬ对地区和国际秩序形成巨

大冲击ꎬ这无疑成为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ꎮ 目前欧洲问题丛生ꎬ更加强调战略自主ꎬ并

着眼于调整其外交战略ꎮ 日本战略精英敏锐捕捉到这一重大变化ꎬ基于重新界定的国

家利益ꎬ强化战略调整力度ꎬ对欧积极展开全方位合作ꎬ有效加强与欧洲的关系ꎬ提高

国际存在感和影响力ꎮ 随着日欧战略接近的需求不断攀高ꎬ双方不仅在姿态上积极主

动ꎬ立足于全球视角定位彼此ꎬ且已突破单纯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合作ꎬ具备了更广泛的

战略指向性ꎮ

目前ꎬ中美是影响国际秩序前途与命运的两大力量ꎮ 如何妥善处理与这两个具有

超强实力的大国的关系ꎬ业已成为日欧面临的世纪性难题ꎮ 日欧接近的目的之一ꎬ即

为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单边主义以及中美战略博弈带来的冲击ꎮ 鉴于

此ꎬ日欧一方面通过 ＥＰＡ 等框架来打造“自由开放和公平贸易”合作范例ꎬ另一方面在

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和捍卫多边主义问题上同样展示出发挥强有力领导作用的战略雄

心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日欧战略雄心不仅体现在通过建立自贸区来构建贸易网络ꎬ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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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借助更为紧密的深度合作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ꎬ约束、限制、引导、

塑造中美ꎬ使国际秩序变革朝有利于自身方向转变ꎬ在不确定的世界寻找确定性ꎮ

亦应看到ꎬ日欧战略接近既有利于提升各自对美战略自主性ꎬ也有联美加强同盟

体系之效ꎮ 美国作为全球大国ꎬ在东亚和欧洲都拥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ꎮ 日欧安全

合作加强ꎬ促使双方更加关注美国安全战略ꎬ这实际上也扩大了美国同盟关系连接的

区域ꎮ 日本开始关注欧洲安全事务ꎬ欧洲则更加积极介入印太安全ꎮ

双方战略接近之路能走多远ꎬ其战略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ꎬ受制于多重

现实因素ꎮ 其一ꎬ日欧安全重点定位不一ꎮ 双方都把重心置于各自周边安全上ꎬ这意

味着日本对欧洲安全的贡献和欧盟对东北亚安全的贡献有其限度ꎮ 而且ꎬ日欧对高烈

度海外军事行动有所抵触ꎬ因此往往倾向于将合作重点聚焦于应对跨国挑战等现实问

题而非国家间军事冲突上ꎮ 其二ꎬ日欧少子老龄化问题突出ꎬ经济活力不足ꎬ财源紧张

难以缓解ꎬ这也严重制约了双方的安全合作ꎮ 其三ꎬ尽管程度不同ꎬ但日欧在经济上都

相对依赖中国ꎮ 未来 １０—１５ 年ꎬ中国对日欧既是挑战更是机遇ꎮ 中美战略博弈加剧

之下ꎬ日本仍试图稳定中日关系即为明证ꎮ 多年来ꎬ欧洲主要用“经济之眼”看待亚洲

和更广阔的印太地区ꎮ 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ꎬ与中国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经济协作关

系ꎬ这为其与中国加强彼此之间的政治和外交联系奠定了基础ꎮ 展望未来ꎬ日欧如何

在处理强化对华经济依存和日欧全方位合作中寻找平衡ꎬ将成为考验日欧战略接近韧

性的“试金石”ꎮ

此外ꎬ中国需密切关注日欧接近这一战略动向ꎮ 对欧盟来说ꎬ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实际上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ꎬ也有相互牵制的考量ꎮ 日欧全方位战略接近的过程也为

日本提供了影响欧盟对华观念的平台和场所ꎬ日本可通过这一过程持续向欧盟灌输

“日欧是共享价值观的伙伴ꎬ中国是‘他者’的理念”ꎬ从而增加欧盟对其“好感”ꎬ推动

塑造欧盟对华“恶感”ꎬ而这在日欧关系实践中已初现端倪ꎮ 同时ꎬ日欧接近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日美欧”力图共同主导国际秩序重构的历史性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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