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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受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盟 “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及 日本 “新国家主 

义”思潮的泛滥等因素影响，安倍晋三并未像 2006年首次上台那样为改善中日关系刻意在参拜靖国神社 

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而是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并借该问题制造舆论，渲染 “中国威胁”，还 

重拾 “价值观外交”，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构筑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 内的 “民主安全菱形”， 

拉美国入局牵制中国，积极构筑对华的 “战略对冲”，意图用 “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逼使中国就范。 

对此，作为中国的对策思路，亟需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运用 “两手对两手”的方式，积极 

实施对 日 “反对冲”，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关键词】 安倍新内阁 战略对冲 钓鱼岛问题 中日关系 

2006年 9月，安倍晋三首次组阁时，中日关 

系正因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陷入僵局 。 

安倍为突破 日本在亚洲陷入孤立的局面，刻意在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 ，使中日就克 

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达成了一致 ，安倍本 

人也顺利实现了对华的 “破冰之旅”，并与中方领 

导人就构建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重要共 

识。然而 ，在因日本政府非法 “购买”钓鱼岛导 

致两国关系跌人谷底的现阶段，安倍的所作所为 

却与前次大相径庭，非但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 

权争议 ，并借该问题加大外交攻势 ，积极构筑对 

华的 “战略对冲”。对此，本文拟在对安倍新内阁 

对华实施 “战略对冲”政策的背景与特征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就中国的对策思路提出浅见。 

一

、 安倍新内阁对华 “战略对冲”政策的背景 

对冲 (hedging)一词本意是 “树篱”、 “障碍 

物”，后引申出 “妨碍”、 “包围”的意思。对冲 

政策指用两面下注的方法，达到制约和阻碍对手 

的目的。 Ⅱ果一国的外交为单方面追求战略博弈 

的利益最大化，意图在对外交往中好处全拿的话， 

是极易实施 “战略对冲”政策的。 

如何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是 日本对外战略的 

最紧要课题之一。安倍本人就将两国关系定位为 

“21世纪 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的最大课题”， 

无论在众议院竞选期间，还是组阁后 ，他均多次 

表态重视推动中Et关系的改善。2012年 12月，他 

在 《文艺春秋》上撰文指出： “我第一次执政时， 

本文系2012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课题 “日本 TPP战略的美国因素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课题批 准号：2012EGJ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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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崭新的 日中关系 ，与中国领导人达成构建 

‘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大力推进两国战略互 

惠关系才是 日本对华关系的真正利益所在。”② 

2013年 1月 30日，他在众议院接受民主党代表海 

江田万里质询时再次强调：“日中关系对我国而言 

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尽管两国间存在个别 

问题，但双边关系应回到能有效管控问题 ，不使 

之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③ 

此外，安倍还借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访华 

之际，请他向习近平总书记转交亲笔信，信中表 

达了希望双方能够从大局出发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和通过各类对话实现首脑会谈等意愿。2013年 1 

月 26日，山口完成使命回国后，安倍对山口此行 

的成果评价积极。之后 ，他也在众多场合重申两 

国应从 “战略互惠”的视角出发构建双赢关系， 

双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 

安倍将新内阁定位为危机突破内阁，并提出 

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胆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 

及经济增长战略为支柱的 “安倍经济学”，以提振 

日本长期低迷的经济。但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 

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而这与中国均息息相关。 

因此，安倍多次强调中国在 日本外交的重要地位， 

要使两国关系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 ，这并非 

只是安倍 口头说说而已，而是与 日本国家利益相 

符的客观需求。但现阶段，使两国关系重回战略 

互惠关系原点的前提是如何及时妥善处理好钓鱼 

岛这一两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 

钓鱼岛问题的根源是 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非法 

窃取和占据。20世纪 70年代，中日在实现邦交正 

常化和缔结 《中13和平友好条约》时 ，两国老一 

辈领导人着眼两国关系大局 ，就将 “钓鱼岛问题 

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谅解和共识。 对 

此，日本外务省的一些亲历者如桥本恕、栗山尚 
一

等人早 已有明文佐证 。所谓 “解铃还须系铃 

人”，中方也期许安倍能 “正视历史和现实，以实 

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 

善管控和解决 (钓鱼岛)问题的有效办法。”⑧但 

安倍所作所为却与前次大相径庭 ，首先是矢 口否 

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 ，表示 “关于尖阁诸岛 

(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很多入主张通过 

‘以外交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 ’，我认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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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外交谈判的余地。 日本所追求的不是谈 

判，而是用实力确保对尖阁诸岛的 ‘实效支配’， 

一 经发现侵入该海域的中国船 只，立即将其驱 

逐。” 而安倍强调如果航空自卫队战机向 “入侵 

日本领空”的外国飞机通过无线电警告未果，可 

发射曳光弹 (一种尾部装有能发光的化学药剂的 

炮弹或枪弹，常用于指示弹道和 目标)进行 “警 

告射击”。按国际惯例，在他国飞机未经许可进入 
一 国领空时，该国可采取无线电、曳光弹等方式 

进行警告，但一者钓鱼岛海域属于争议地区，二 

来中国海监飞机大都只是在钓鱼岛毗连区上空飞 

行 ，足见此种言论的挑衅性是不言 自明的。 

其次 ，安倍还积极制造舆论 ，倒因为果 ，不 

但将两国关系恶化的肇因归咎中国，更将 中国诋 

毁为区域安全的威胁者。如他为制造舆论同情 ， 

不惜歪曲事实地称中国海军舰艇火控雷达瞄准 日 

本舰机，却不详细说明中国海军只是启动了火炮 

火控雷达系统瞄准日本护卫舰，更绝口不提造成 

该问题的根源是日方舰机在公海近距离跟踪监视 

中方船只。此外，安倍又向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 

呼吁北约应与 日本加强彼此合作 ，共同应对因中 

国崛起导致东亚安全保障环境更为严峻的变化。⑦ 

安倍还在内阁官房设立了 “领土主权对策企划协 

调室”，旨在向国内外宣示 日本对一系列领土问题 

主张的正当性，谋求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与理解。 

同样是安倍内阁，又同样面对中日关系的僵 

局，但安倍在现阶段的所作所为却与前次大相径 

庭 ，其背景与美 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 、 

东盟 “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及 日本 “新国家主 

义”思潮的泛滥等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 ，随着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 ， 

美越发需要 日本全面配合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 

局。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在亚太地 

区建立新的规制 ，以对华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 ： 

军事上增强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 ，提出 “空海 

一 体战”构想，强化与盟友及中国周边相关国家 

的军事合作 ；经济上主导建立以全面消除关税和 

非关税壁垒 为 目标 的综合性 高水平 自由贸易 

区——“泛 太 平 洋 战 略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TPP)，以便在投资、贸易、金融及劳动等诸多领 

域重新建章立制 ；价值观上强调维护人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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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相信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是美国最 

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和盟友。 

随着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 ，美国为实 

现 “辐辏格局” (hub—spokesystem)中同盟体系 

的结构拓展 ，增强同盟的力量，正积极推动建立 

“美Et+1”模式。对此，安倍在访美时表示 “日本 

回来了”，高调表达了要全面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布 

局 的意愿。军事上，在美国国防预算大幅削减 ， 

更加倚重盟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日本加快突破 

军事禁区，行使集体 自卫权的步伐均意味着能更 

好地 “协防美国”，发挥战略支点的作用 ；TPP问 

题上，Et本的加入与否直接关系到 TPP能在多大 

程度上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因此 ，美国迫切 

希望 13本参与TPP谈判。以此为背景，尽管面临 

国内农业、医疗等部门的反对⑧，安倍还是在奥巴 

马保证 “不要求单方面预先承诺废除全面关税”⑨ 

的情况下，表态参与 ，I'PP谈判；价值观问题上， 

安倍重申 “价值观外交”是内阁外交的原则之一， 

日美同盟是推行这一原则的基轴。 

其次 ，随着东盟 “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 ， 

相关国家对华政策的对冲因素 日趋活跃 ，为 H本 

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舞台。 

东盟基本上实行 “大国平衡”的策略，不希 

望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大国主导格局 ，而冀引入大 

国的彼此竞争，继续扮演 “小马拉大车”的角色。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它们不但愿意嵌入美国的 

制度安排中，并也对中国提出了一定程度的制度 

约束要求。尤其是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 

的声索国，对华政策中的对冲因素更为活跃 ，不 

但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希望成为由 “美国+ 

盟国”构成的 “辐辏格局”的延伸与补充 ，还主 

动嵌入 日本意图构筑的在 El美同盟框架下的以日 

本为轴心、它们为车辐的 “次辐辏格局”中。这 

无疑为日本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平台。 

最后 ，随着 日本国内 “新国家主义”思潮的 

泛滥，对华政策的一味用强与以弱势危机心理为 

基础的保守化、内向化倾向一拍即合。 

“新国家主义”是相对战前 “国家主义”的保 

守思潮而言的，其政治理念强调 国家优于个人 ， 

个人利益只有纳入到国家利益体系中才能得到保 

障。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社会逐渐呈现出以弱 

势危机心理为基础的保守化、内向化特征 ， “新 

国家主义”遂乘势成为 日本社会的主要思潮之 

一

。 内政方面，它号召建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基础，并认为唯有如此才是对内实现国民经济和 

社会生活正常运营的有效路径；在外交方面，又 

以深化 日美同盟，实现 日本的大国化为首选。 

此外，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加之少子·老龄 

化 日趋严重和政局的长期动荡，使得 日本民众产 

生了一种幻灭感和焦灼感；而面对中国的迅速崛 

起，日本国内出现了经济上 “中国特需论”与安 

全上 “中国威胁论”并存的扭曲现象。因此 ，安 

倍内阁不惜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味用强 ，在迎合 

“中国威胁论”的同时，还将之与 “中国威胁”相 

挂钩，借以乘势为突破军事禁区找到一个冠冕堂 

皇的借口，更以此为口实强化 日美同盟。@ 

二、安倍新内阁对华 “战略对冲”政策的特征 

安倍新内阁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一方面想改 

善关系，另一方面却不愿正视问题的存在 ，反而 

意图重拾 “价值观外交”的旗帜，以美国为 “后 

盾”，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形成东南两翼策应 

共同对华的姿态，其目的是透过 “以包围迫谈判” 

的方式，构建对华 “战略对冲”，加大对华的外交 

压力，迫使中国就范。 

2013年 2月 22日，安倍与奥巴马会谈时强 

调，随着 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严峻，增加防 

卫支出、修改 《防卫计划大纲》，研究行使集体自 

卫权等措施有利于强化 日美同盟，而为了提高日 

美安保体制的行动力，有必要进一步修改防卫指 

针。实际上，自1月 17日起，日美已开始全面启 

动强化 自卫队与美军合作的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修订工作 ，并希望与 《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一 

起进行，其内容将体现强化应对钓鱼岛问题和朝 

核问题的对策并制定具体措施 ，为此 日美双方将 

正式着手建立 自卫队与美国的全方位合作机制 ， 

包括 “防灾和救灾；打击海盗、保障海上交通线 

安全；保护太空和网络空间；援助中东和北非实 

现民主化”等四个领域。@ 

从很大程度上而言，钓鱼岛问题延宕至今的 

根源是美国在中日之间嵌入的一枚楔子。但现阶 

段 ，该问题似乎成了日本 “绑架”美国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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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2OlO年 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爆发以来，El本一 

直要求美国充当其 “后盾”，表态支持对华采取强 

硬立场。 

安倍新内阁成立后，十分重视对中国周边国 

家推进柔性外交，其范围北起俄罗斯、南到东盟， 

西南至印度，其中尤为重视东盟在建构对华 “战 

略对冲”政策中的地位。以缅甸为例 ，在五个月 

的时间内，安倍本人及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 

两度访问缅甸，不但免除了缅甸拖欠的 2000亿 日 

元债务，并承诺提供 1000亿的对缅 ODA (政府开 

发援助)，加大对缅投资，还要在缅开设经济特 

区，以支援缅甸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凡此种 

种皆为战后 日缅关系所仅见。接着是外相岸田文 

雄访问了菲律宾、新加坡 、文莱和澳大利亚。尤 

其是访菲期间，两国一致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 

日本还计划拨款 25亿日元 ，捐赠给菲律宾每艘造 

价超过 l0亿 日元的巡逻艇，以加强对中国海事活 

动的监督。最为重要的是安倍选择越南 、泰国及 

印尼三国为其首访国家 ，并将之视为安倍 内阁战 

略外交的开端，其把加强与中国周边各国的合作 

作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战略已然清晰可见。 

2006年，日本曾提出建立 “自由与繁荣之弧” 

的构想 ，主张拥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国家联 

手开展合作。新一届安倍内阁可谓延续了这一构 

想，如他在访问印尼时宣布的 “东盟外交五原则” 

中，即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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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此外 ，安倍又提出囊括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内的 “民主安 

全菱形”构想，以在牵制中国方面强化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 ，安倍在访问 中均转达 了强化 

日美同盟，并以此为基础深化与各国合作的大政 

方针 ，以便将 日美同盟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双边 

外交连为一体。对此 ，安倍于 2013年 2月 28日 

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总结指出： “我的外交 

是有原则的，因此我在访问东盟时提出了对东盟 

外交五原则。概言之， ‘战略性外交’、 ‘重视普 

遍性价值的外交’及维护国家利益的 ‘主张性外 

交 ’是内阁外交的基本原则。⋯⋯而固守这些基 

本原则的基轴正是 日美同盟。”∞进一步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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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的 《外交蓝皮书》中，13本更直言不讳 

地指出， “由于中国船只不断进入东海尖阁诸岛 

周边的日本海域，日本的土地 、海洋、领空和人 

民生命都面临种种威胁。⋯⋯对此 ，日本决心巩 

固同美国的联盟，使之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础， 

而加强威慑则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 ， 日本为防止两岸在钓鱼 

岛问题上联手合作 ，主动在 “渔业协议”问题上 

对 台释放 “善意”，同意 台湾渔 民可在北纬 27度 

以南的钓鱼岛海域，以及周边 12至 24海里范围 

的毗连区内作业，意图借此离间两岸。综上所述， 

在积极制造舆论同情的同时，安倍透过 “以包围 

迫谈判”的方式，以美国为 “后盾”，拉拢周边尤 

其是东盟相关国家，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 

的姿态 ，积极构建对华 “战略对冲”。而另一方 

面，他降低声调转而表示两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敞 

开 ，借以博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其做法既是落实 

“战略对冲”政策的具体体现，更显示了追使中国 

就范，使之坐到符合 日本战略部署的谈判桌前的 

意图 

三、中国应对 中日关系新阶段的思路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安倍内阁对华奉行 “政 

经分离”方针，还是东盟相关国家对华政策的对 

冲因素 日趋活跃，均使中国维稳外交遭遇了越来 

越严重的逻辑困境和实践挫折 ，陷入 “越维稳越 

不稳”的尴尬局面。@毋庸讳言，包括中El双边关 

系在内的周边外交战略和政策确实已发展到了新 

的拐点，面临一系列新的考验和挑战，迫使中国 

周边外交的维权因素变得 日益迫切。但任何外交 

战略和政策的目标，不宜只是单纯地为因应某具 

体问题而调整，而应从制度创新与制度能力建设 

的高度着眼，用宏观视野将焦点问题置于全局战 

略中进行综合评估，力求在复杂局面中发现机遇 ， 

在形势发展中抢抓机遇，在风险挑战中创造机遇， 

把握好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 

关系，维护和用好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而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对 日战略布局 

的能力 ，从根本上而言是做好战略定力与政策弹 

力的相辅相成。 

所谓战略定力，意指认准国家长期的发展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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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克服短期行为的浮躁与冲动 ，以超然的心态 

审视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与挫折，将焦点集中在主 

要 目标和首要挑战上。为此 ， “我们要加强战略 

思维 ，增强战略定力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 ，坚持开放的发展 、合作的发展 、共赢 的发 

展。”⑩进一步地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 “大国 

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即 “要拓展合作领域，妥 

善处理分歧 ，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 

大国关系⋯⋯将坚持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巩固 

睦邻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 ，努力使 自身发展更好 

惠及周边国家”，其核心是和平共处、包容互鉴、 

合作共赢。@ 

中日比邻而居 ，又都是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大 

国，两国关系可谓是大国及周边关系的复合体 ， 

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双边的范畴，对地区乃至世界 

的和平与繁荣影响深远。那么，现阶段中国对 日 

外交究竟追求怎样的战略目标，又用什么方式实 

现?杨洁篪指出： “我们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的原则和精神基础上 ，发展中 El战略互惠关 

系”⑩，即不能让钓鱼岛问题影响我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也不能偏离在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基础上，发展中日战略互惠 

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会拿 自己的核心利益 

做交易，会吞下损害 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苦果。概言之，现阶段中国对 日外交的战略目 

标是维稳与维权并重，维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积 

极的维稳。而要实现这一战略 目标 ，亟需在增强 

战略定力的基础上做好政策弹力的筹划，实现灵 

动性和空间性的有机统一。为此，不但要在双边 

关系上下足功夫，也不能忽视周边及全球层面的 

政策筹划。 

首先，坚持 “政经不分离”的基本原则 ，运 

用 “两手对两手”的策略，切实把握好对中日双 

边关系中大局问题与焦点问题的平衡应对。安倍 

曾在 “迈向新的国家”一文中曾明言， “日中经 

贸关系紧密， ‘剪不断，理还乱’，双方必须有共 

识，不使这种关系破裂，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 

政治问题的解决。所谓战略互惠关系，指的正是 

这一点。”@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钓鱼岛主权争 

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单方面强调仅就如何 

推进双方经贸往来展开对话的 “政经分离”手法。 

对此，中方应首先坚持 “政经不分离”的基本原 

则，强调全面合作、实现包容互鉴 、互利共赢的 

多维度战略性关系才是双方必须共同推进的战略 

互惠关系。 

所谓中日之间的大局问题，意指对双方而言 

是有利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深化与东亚经济一体 

化构建的各种举措 ，如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及人文和体育等方面的公共外交。前者既包括中 

日货币互换，还包括中日韩 FTA和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 (RCEP)，这不但涉及中 日双边范 

畴，更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息 

息相关 ；后者的主要特征是交往对象多元化、交 

往成效长期化 ，强调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如 

声”，因此尤其在敏感问题已严重干扰双边关系发 

展的情况下，更要加强大局意识 ，认清唯有中日 

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从这一意义而言 ，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访日，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 

华等举动都是顺时顺势之举。 

现阶段的敏感问题 ，主要指钓鱼岛问题。对 

于安倍内阁矢 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 ，中国 

态度明确、立场坚定， “日方应正视现实 ，以实 

际行动纠正错误”，并用实际行动戳穿了Et本的谎 

言。2013年 3月，12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渔政等海 

洋管辖职能统一到国家海洋局的决定，对更加合 

理有效地统筹协调中国对钓鱼岛展开的常态化巡 

航大有裨益。但中国在进行坚决应对的同时，反 

应也是适度煌克制的，避免问题扩大化、复杂化， 

努力推动事态走向缓和。一则主权问题具有长期 

化倾向，因而重点是不使之影响双边关系和地区 

稳定，并在此基础上聚焦如何推动两国关系的发 

展，二来钓鱼岛问题除了主权之争外，还涉及海 

洋资源保护和开发等非传统安全及经济领域 ，而 

这恰恰需要双方通过谈判，以合作的方式实现互 

利共赢。概言之 ，中国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 ，同 

中方共同努力 ，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 

决问题的有效办法，防止事态升级失控。而中国 
一 方面对钓鱼岛实现了与 日本的 “交叉管控”，另 

一

方面仍同日本启动了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并积极推进中日韩 FTA谈判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合 

作，恰是 “两手对两手”策略的最佳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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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坚持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基本 

方针，切实巩固睦邻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 ，努力 

使 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 。 

安倍内阁将对周边国家外交视为 “价值观外交” 

的重要对象，尤其意图与东盟相关国家形成东南 

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而从地缘之便、市场 

潜力、人口红利等因素来看，周边也是 日本企业 

向海外转移投资的理想基地和潜在市场，尤其是 

钓鱼岛问题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 

下 ，安倍也有通过加强经济合作 ，恢复 日本在该 

地区传统政治影响力的意图。以东盟为例 ，其加 

强对 日合作，既有加强对华对冲的政治意涵，亦 

有增进合作的经济实惠，而坚持 “与邻为善 、以 

邻为伴”的基本方针，切实巩固睦邻友好 ，深化 

互利合作 ，努力使 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 

政策落到实处 ，需要中国在政治、经济、公共外 

交及安全四个领域更加努力。 

政治上，加强高层往来，谦逊有礼，尤其是 

虚心听取各国的意见和建议；经济上，鉴于多数 

东盟国家与中国产业结构相近，经济同质化的竞 

争大大削减了中国的市场优势及单方向东盟让利 

的有效性，中国首先要加快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与时俱进地深化产业合作 ，开辟新的利益分享空 

间，其次鼓励更多的 “走出去”企业 ，积极以本 

土化方式融人当地社会，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最后积极推动 RCEP框架的早 日落实 ；公共外交 

上，进一步增加在金融合作、对外援助等领域的 

区域公共产品提供 ，切实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安全上，加紧与东盟各国展开打击跨 

国犯罪、防灾救灾等领域的合作 ，增强双方的军 

事互信 。 

最 后 ，坚持 “推 动建立 中美新型 大国关 系” 

的基本理念 ，准确把握大国的战略互动，综合评 

估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双重遏制作用。关于美国在 

东亚区域的影响力问题，虽然认为只要搞好中美 

关系，中日关系自然无虞的逻辑并不成立。但毫 

无疑问的是，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且 

通过与东亚各国在军事 、政治 、经济、社会等领 

域合作培育的紧密相互依赖而在东亚拥有广泛的 

安全利益 ，是本地区最有影响的域外大国。因此 

可以说，美国是安倍对华实施 “战略对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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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 “后盾”，而作为日本对华 “战略对冲”的 

“反对冲”，处理好中美关系无疑是重中之重。这 

首先要求坚持 “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基本理念。目前，两国领导人已就共同探索构建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长期稳定 

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 ，2013年 6月 7—8日，习近平主席应 

邀访问了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 

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造福两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而为将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 

贯彻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习主席提出了四点 

建议：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 ，把两国领导人 

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 

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 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 

制。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美方应在放宽对 

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 ， 

推动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 

展。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 ，双方应在朝鲜半 

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 

切协调和配合，加强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 

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 、气候变化 、太空安全 

等领域合作。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积极构 

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 

奥巴马总统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美方高度 

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 

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 ，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 

性挑战。∞可以说，这是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为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调弦定音，确立新坐标。 

对于美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已认 

识到亚太地 区是 中美两 国利益交织最密集 、互动 

最频繁的地区 ，一方面欢迎美国在亚太地 区发挥 

建设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美国也应尊重中国 

的利益和关切，中美应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在亚太 

地区的对话与合作，携手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 、 

稳定与繁荣。@这即意味着对于美国的 “亚太再平 

衡”战略，应充分认识到其对华 “制度约束+相互 

依存”交织的复杂性，准确把握好中美之间的大 

国战略互动。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对安倍内阁的基本 

方针是 “支持+控制”。一方面美国支持安倍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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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对华强硬立场 ，并借此发挥 “离岸平衡手” 

的作用；另一方面竭力避免局势失控，以免牵涉 

其中，损害美国的战略布局。④因此，当安倍曾挑 

衅地表示如果航空自卫队战机向 “入侵日本领空” 

的中国飞机通过无线电警告未果 ，可发射曳光弹 

进行 “警告射击”时，美国立刻派时任助理国务 

卿的坎贝尔赴El表达美国要求其保持克制的意见。 

进一步地 ，美国还在钓鱼岛问题上刻意保持一贯 

的模糊性，即将行政管辖权与主权分离 ，承认钓 

鱼岛适用于安保条约防御范围的同时，对主权问 

题从不表明立场。一言以蔽之，在钓鱼岛问题上， 

美国对中日实质上存在同时施压 ，发挥着双重遏 

制的作用。基于此，综合评估美国所发挥的作用， 

软硬结合、张弛有度地制定应对之策不可或缺。 

四、结论 

安倍新内阁对华实施 “战略对冲”政策的 目 

的是透过 “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 ，加大对华的 

外交压力 ，迫使中国就范，使之坐到符合 日本战 

略部署的谈判桌前 ，即对钓鱼岛主权争端避而不 

谈 ，而只与 日方就如何推进双方经贸往来展开对 

话。作为这种两面手法的中方对策思路 ，应强调 

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 ：一方面认准长 

期战略目标 ，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不被 

动地跟着对方的步子走 ，而是坚持自己的战略规 

则 ，以最终扭转战略局部上的被动，实现战略全 

局的主动，另一方面应立足于对形势的精确评估， 

深刻洞察主要力量的发展趋势 ，准确把握大国之 

间的战略互动，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对 日战略布局 

的能力 ，积极应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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