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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框架下日本对华合作的特征
①

蔡 亮

　　摘　要：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冷漠 到 有 条 件 地 加 以 呼 应，是 日 本 国 内 开 始 正 视 中 国 发 展 和 重

视对华关系的氛围在政策层面上的积极投射。合作方式上，日本侧重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围绕具体项目与中国开

展第三方商务合作；合作形式上，以企业合作为主；合 作 领 域 上，除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外，还 集 中 在 节 能 环 保、产 业 升 级

和提高物流网便利性方面。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态 度 转 变，一 方 面 是 对 华 示 好 的 具 体 表 现，另 一 方 面 也 意 味

着安倍内阁已开始认真思索如何借助中国的国家战 略 为 本 国 谋 利。与 此 同 时，日 本 对 中 日 合 作 仍 疑 虑 重 重，更 不

忘在合作中利用规则设限，这种两面性恰是现阶段中日合作的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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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２０１７年５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的召开为契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几度公开表态要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对华合作，其态度从一开

始的冷漠转变为有条件地加以呼应。基于此，本文

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日本对“一带一路”倡

议态度转变的动因是什么、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如何开展合作、现阶段中日合作呈现出什么特征。

　　一、日 本 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态 度 转 变 的

动因

　　在“中 国 威 胁 论”和“中 国 崩 溃 论”两 重 心 态 的

影响下，“一 带 一 路”倡 议 提 出 之 初，日 本 的 评 价 充

满了质疑和 忧 虑，如 认 为 其 目 标 过 于 宏 大，范 围 过

于宽泛，且更 多 地 仍 停 留 在 纸 面 的 计 划 上，缺 乏 周

祥的规 划，甚 至 讥 讽 其 为“海 市 蜃 楼”或“夜 空 星

斗”，意为创意美好却难以实施，等等。②

从“中国威 胁 论”的 角 度 出 发，日 本 认 为“一 带

一路”倡议 具 有 浓 厚 的 地 缘 政 治 色 彩，意 在 整 合 东

亚地缘板块、提 高 中 国 政 治 影 响 力 的 同 时，打 造 现

代版的以中国为顶端的“朝贡体系”。③ 日本惯于将

中国“形塑”为 一 个 价 值 观 上 与 日 美 欧 等 国 大 相 径

庭的“异质性”国家，并由此推论出“一带一路”倡议

无论从价值 观 层 面 还 是 现 实 利 益 层 面 均 会 对 日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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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形成冲击，且最终损害日本

的国家利益。①

从“中国崩溃论”的角度出发，日本认为一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政治不稳定，且充满宗教

冲突，恐怖 活 动 盛 行，因 此“一 带 一 路”建 设 将 时 刻

伴随风险；另 一 方 面，又 质 疑 中 国 会 因“一 带 一 路”

建设而导致经济负担过重，尤其在中国经济持续下

行的 现 阶 段，很 难 保 证“一 带 一 路”建 设 的 持 续

推进。②

然而，以２０１７年５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召开为契机，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态度开始 朝 积 极 方 向 转 变。日 本 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的态 度 由 消 极 趋 向 积 极，主 要 由 如 下 几 个 因 素

决定。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得到国际社

会的广泛认同，并为参与方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平台

和巨大的 获 利 空 间。“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提 出 可 谓

恰逢其时，不 但 会 成 为 亚 洲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引 擎，

也会对日本的规划和经济增长战略大有助益。③ 可

以说，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势将为双方的

经贸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其次，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正面解读中

国发展会为日本带来合作机遇。自２０１０年中国经

济总量超越日本后，到２０１７年日本ＧＤＰ已滑落到

中国的４０％左 右，面 对 这 一 客 观 事 实，日 本 各 界 有

越来越多的 人 开 始 用 较 为 客 观 与 理 性 的 眼 光 看 待

中国发展，并 倾 向 于 从 合 作 共 赢 的 视 角 出 发，探 讨

如何通过分 享 中 国 经 济 持 续 增 长 带 来 的 经 济 红 利

为提振日本经济有所贡献，并以此为基础使两国关

系回归到战略互惠关系的轨道上来。④ 就这一点而

言，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正是对

日本国内要求的正面回应。

最后，受特朗普“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思维和以

朝核问题为 核 心 的 东 北 亚 地 区 局 势 变 化 等 外 部 因

素影响。特 朗 普 上 台 后，美 国 贸 易 保 护 政 策 频 出，

还在美日贸易不平衡、日企对美投资等问题上屡次

对日施压，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但这反过

来也增强了中日两国进一步强化经贸合作，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以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索利益结

合点和务实合作点的可能性。此外，在朝核问题上

日本担忧自身被边缘化，因此安倍内阁有意通过改

善中日关系 希 望 中 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对 日 本 的 相 关

主张（如日本人被绑架问题）有所支持，且日本认为

中日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目标上存在一致性，

两国在该 问 题 上 具 有 合 作 的 可 能 性。⑤ 换 言 之，为

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日本需要推进与中国的

合作，而 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进 行 有 条 件 的 正 面 呼

应，可以说这是日本为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做出

的积极姿态。

　　二、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在安倍内 阁 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态 度 由 消 极

趋向积极的同时，日本企业界更是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如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日本经

济界访华团访问北京，专门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表达了意 愿 并 进 行 相 关 探 讨。为 了 向 日 本 企 业 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并作为同

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对接的平台，由在华日企组成的

中国日 本 商 会 还 成 立 了“一 带 一 路”联 络 协 议 会。

三菱东京日 联 银 行 与 瑞 穗 银 行 等 大 银 行 也 开 始 探

索能帮助 客 户 扩 大 业 务 的 方 法。可 以 说，围 绕“一

带一路”框 架 下 对 接 合 作 问 题，日 本 各 界 开 始 进 入

务实性探讨和接触阶段。⑥ 现阶段，中日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开展的合作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在合作方式上，以中日在第三国开展商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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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一带 一 路”倡 议 以 推 进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为 抓

手，通过建立两个大的全球性贸易路径使沿线国家

深化其与中国在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联系，推

进彼此之间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最终实现

互联互通。① 日 本 作 为 世 界 第 三 经 济 大 国，本 身 基

础设施建设 完 善，近 年 来 通 过 注 资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加大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的力度、扩大对外投资等

方式加强了 对 东 南 亚、南 亚、非 洲 及 中 亚 等 地 区 的

投入。因此，中日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在上述地区开

展以共同参 与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及 产 业 振 兴 为 核 心 的

第三方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此，安倍首相曾明言，“我与习近平主席和李

克强 总 理 就 日 中 在 第 三 国 合 作 上 的 展 开 达 成 一

致”，并 指 出“为 满 足 亚 洲 各 国 旺 盛 的 基 础 设 施 要

求，日中之 间 需 要 进 行 合 作，各 自 发 挥 所 长。在 确

保公正、透 明 的 基 础 上，‘一 带 一 路’在 这 方 面 能 够

发挥作用”。② 基于上述认知，围绕连接亚欧大陆的

“一带一路”沿 线 国 家 就 共 同 关 注 的 市 场 和 基 础 设

施项目进行 协 调，实 现 优 势 领 域 互 补，中 日 已 决 定

在“经济高 层 对 话”之 下 设 立 着 眼 于 第 三 方 合 作 的

官民联合委 员 会，包 括 设 立 跨 部 门 的“推 进 中 日 第

三方市场 合 作 工 作 机 制”，还 要 与 经 济 团 体 共 同 举

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等。③

在项目合作的落实上，以开展中日两国企业合

作为主。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分别位于

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与中低端，这使得两国企业在运

营特点、技术 特 征 等 方 面 呈 现 出 很 大 的 差 异 性，同

时也凸显 了 双 方 拥 有 很 强 的 互 补 性。日 企 拥 有 高

水平的环保技术和融资能力，但在提高国际价格竞

争力方面面临挑战。因此，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使用

中国的廉价产品等提高价格竞争力，推进非洲和中

亚市场开拓，对 中 国 来 说，日 企 的 参 与 也 有 利 于 提

高项目可信度。④ 如日立曾在利比亚中标了一个发

电厂建设项 目，但 对 方 考 虑 到 成 本 因 素，希 望 在 非

核心部件 上 采 用 中 国 技 术，且 比 例 要 达 到５０％以

上。最终日立联合中国的东方电气集团，一起为对

方提供了相关产品。

此外，中国 还 拥 有 数 量 庞 大、分 布 于 各 个 层 次

的工人和 技 术 人 员。而 亚 非 等“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

家不但项目 多，工 程 量 也 大，相 比 中 国 可 以 派 遣 上

万人规模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工程建设，日本根

本不具备相关条件。为此，日本已向中国提出两国

合作共同推进对非经济合作的建议。基于此，日本

已决定 邀 请 中 国 参 与 一 些“由 日 本 资 助 的 非 洲 项

目”，包括 将 连 接 西 非 各 国 主 干 道 的“经 济 增 长 环”

（修建４２００公里长的公路，以促进布基纳法索、科特

迪瓦、加纳、贝宁和尼日利亚西部发展）项目、“国际

走廊”（连 接 喀 麦 隆 和 刚 果 共 和 国 的 众 多 城 市）项

目、肯尼亚的公路桥基建项目和卢旺达的道路改造

项目等。⑤

在合作领 域 上，两 国 以 技 术 性 合 作 为 主，除 基

础设施建设 外，还 集 中 在 节 能 环 保、产 业 升 级 和 提

高物流网便利性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含

矿井、铁 路、公 路、桥 梁、农 田 水 利、安 装 机 器 设 备、

船舶等。⑥ 此外，安 倍 还 表 示 若 中 日 两 国 民 间 企 业

在位于“一 带 一 路”沿 线 的 东 南 亚 国 家 联 合 开 展 项

目合作，日本政府将从资金等方面进行援助。在他

的授意下，内阁官房、外务省、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

等部门制定 了 具 体 方 案，决 定 将 节 能 环 保 合 作、产

业升级、提高物流网便利性作为重点援助领域。

节能环 保 合 作 以“节 省 能 源，保 护 环 境”为 己

任，如果中日两国企业在位于“一带一路”沿线 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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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合作开发以及运营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日本政

府系统的金融机构将讨论提供贷款；产业升级主要

指中 日 在 泰 国 共 同 开 发 工 业 园———“东 部 经 济 走

廊”经济特 区；在 提 高 物 流 网 便 利 性 方 面，作 为“一

带一路”的 重 要 一 环，中 国 正 在 大 力 建 设 连 接 中 亚

与欧洲的铁路网，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

来说，这有利 于 提 高 商 品 运 输 的 效 率，因 此 日 本 政

府考虑支持提高铁路网的便利性。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的特征

　　现阶段日本政府内部围绕中日两国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 的 合 作 大 体 形 成 三 派 意 见，最 积 极 的 是

经济产业省，而 国 土 交 通 省 最 为 消 极，其 理 由 是 日

本一直致力于在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

行高质量标准，担忧与中国合作将降低“日本质量”

等，外务 省 则 相 对 中 立，视 安 倍 本 人 的 态 度 而 定。

显然，这 种 内 部 分 歧 也 直 接 对 中 日 合 作 产 生 了 影

响，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中日合作是日本谋求改善双边关系的具

体表现之一。如前所述，一系列内在要求和外部环

境使安倍首 相 认 识 到 改 善 中 日 关 系 不 但 符 合 两 国

的利益，也 有 利 于 彰 显 其 政 绩。２０１７年 和２０１８年

适逢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４５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签署４０周年，恰是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绝佳

历史契机。借“一 带 一 路”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 坛 的 召

开，安倍首 相 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作 出 积 极 表 态，并

愿意进行 有 条 件 的 合 作 正 是 基 于 上 述 考 量。换 言

之，安倍的转变重在向中国释放一个意图改善两国

关系的象征性信号，把这个象征性信号及时传递给

中方，进而逐步改善双边关系，并实现领导层互访，

最终转化为政绩才是他最为关注的。因此，现阶段

对于中日合作仍不应有过高的期待。

目前中国已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

斯坦“光明之路”、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２０２５”等

围绕促进 协 调 联 动 发 展 开 展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合 作。①

但中日合作 绝 不 可 能 与 上 述 的 一 系 列 战 略 对 接 等

量齐观，只 能 是 在 双 方 共 同 探 讨 日 本 参 与“一 带 一

路”建设的 适 当 方 式 和 具 体 途 径 的 基 础 上，实 现 以

经济互惠为目标的有条件合作。

其次，中日合作意味着日本已开始认真思索如

何借助中 国 的 国 家 战 略 为 本 国 谋 利。“一 带 一 路”

倡议是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② 从 这 一 意 义 而 言，安 倍 的

积极表态 已 彰 显 了 日 本 希 望 分 享“一 带 一 路”建 设

带来的广 阔 机 遇。实 际 上，很 多 日 企 已 把 参 与“一

带一路”建 设 视 为 巨 大 商 机，非 常 期 待 在“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企业合作，扩大在电力、铁路等

基础设施领域的订单，如日本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

就表示，“希 望 在‘一 带 一 路’相 关 项 目 和 第 三 国 市

场上利用 好 新 的 框 架”。③ 一 些 大 型 日 企 还 指 导 所

属的经销商，成 立 与 项 目 有 关 的 项 目 评 估 部 门，负

责收集中国各地大企业的动向信息，并根据项目的

具体要求向相关企业提供合作方案等。

鉴于成都、重庆、厦门、西安、广州等城市在“一

带一路”建 设 上 的 重 要 地 位，很 多 日 企 在 进 行 实 地

考察之后已加大对上述地区的投资，并以在华外企

或合资企业等身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招投标

项目。

最后，日本 对 中 日 合 作 仍 是 疑 虑 重 重，更 不 忘

在合作中 利 用 规 则 设 限。随 着 中 日 综 合 国 力 的 天

平越来 越 向 中 国 一 端 倾 斜，日 本 一 则 以 喜 一 则 以

忧。喜的是中国１３．９亿人口的庞大市场需求会给

日本带来无限商机，忧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经济的 虹 吸 效 应 亦 将 日 益 增 强，日 本 会 在 中

日合作中 逐 步 沦 为 中 国 的“追 随 者”。④ 为 此，日 本

强调其合作方针是除谨慎选择合作项目外，还把财

政健全性、透明度和公平性等列为必要条件。其潜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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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新 华 网，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０５／

１０／ｃ＿１１２０９５１９２８．ｈｔｍ．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日中経済協力でインフラ受注に期待、一部に警戒感も」、〔日〕『産経新聞』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
〔日〕河野太郎：「二〇一八年日本外交の展望」、〔日〕『外交』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号。



台词是日 本 认 为 中 国 在“一 带 一 路”倡 议 存 在 诸 多

不符合所谓的国际规范之处，如果中国希望日本全

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则必须要对日本的要求做

出正面回应。可以说，日本对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

行做出暂不加入的决定，即是上述心理的一种自然

投射。①

受这类心态影响，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

合作原则是不与中国共同开发港口，理由是不能协

助中国搞军民两用 项 目。如 蒙 内（蒙 巴 萨 港—内 罗

毕）铁路通 车 后，日 本 政 府 一 方 面 寻 求 与 中 国 在 开

发蒙巴萨经济特区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尽管日

本与肯尼亚已经达成关于蒙巴萨港的开发协议，但

为防止中国介入肯尼亚港口，尤其便利本国舰艇停

泊，因此打算 避 开 港 口 建 设 领 域，将 合 作 范 围 限 定

在特区周边的公路建设领域。②

　　四、结语

安倍内阁 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态 度 从 冷 漠 到

有条件地加以呼应，是日本国内开始正视中国发展

和重视对华关系的氛围在政策层面上的积极投射。

２０１８年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４０周 年，中

日两国 借 此 机 遇 积 极 推 动 双 边 关 系 的 持 续 改 善。

其中，让人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中日在经贸领域的合

作。如李 克 强 总 理 在 访 日 时 不 但 向 日 本 提 供 了

２０００亿元人 民 币 的 合 格 境 外 机 构 投 资 者（ＲＱＦＩＩ）

额度，鼓励日 本 金 融 机 构 向 中 国 资 本 市 场 投 资，中

国人民银行 和 日 本 银 行 就 两 国 之 间 的 货 币 互 换 协

议基本达成，双方还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等。

显而易见，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的合

作引人瞩目。现阶段，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

展合作已成为中日经济合作的新亮点和新增长点。

在合作方式上，日本侧重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围绕

具体项目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商务合作，实现优势领

域互补。中日 已 决 定 在“经 济 高 层 对 话”之 下 设 立

着眼于第 三 方 合 作 的 官 民 联 合 委 员 会。在 合 作 形

式上，中日 以 企 业 合 作 为 主。在 合 作 领 域 上，两 国

以技术性合 作 为 主，除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外，还 集 中 在

节能环保、产 业 升 级 和 提 高 物 流 网 便 利 性 等 方 面。

可以说，日 本 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态 度 转 变，一 方

面是对华示好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安倍

内阁已开始 认 真 思 索 如 何 借 助 中 国 的 国 家 战 略 为

本国获取更大利益。

毋庸讳言，中日之间有着复杂而敏感的历史纠

葛、现实冲突和战略互疑等层层叠加的深层次结构

性矛盾，且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发展势头

越来越强，中日双边的发展战略和地缘战略的碰撞

也在不断加剧和扩散。因此，现阶段日本对中日合

作仍是疑虑 重 重，更 不 忘 在 合 作 中 利 用 规 则 设 限。

这种两面性恰是现阶段中日合作的最大特征。

最后需要 强 调 的 是，中 日 在 经 济 上、地 缘 政 治

上的竞争态势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对此，我们一

方面不能忽视两国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和竞争，另

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将两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经

济层面的竞争等同为“零和博弈”，而应在推动日本

转变认知、减 少 矛 盾，找 到 两 国 利 益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等方面多花 精 力，使 两 国 能 够 相 向 而 行，共 同 推 动

双边关系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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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帯一路　中国に協力　政府、支援は個別判断」、〔日〕『日本経済新聞』（日曜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アフリカ支援、中国構想に協調…日中協力提案へ」、〔日〕『讀賣新聞』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