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析近年来日本对中东的

“平衡外交”①

蔡　亮　包玉婷

　　摘　要：对日本而言，中东不但是日本能源安全的生命线，还是其推进大国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安倍晋三主政期间，中东成为日本积极开展“平衡外交”的重要对

象。日本一方面意图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扮演协调者角色，借以提升本国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又谋求同沙特等国深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既是日本在日美

同盟框架下提升外交自主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其重视能源安全和经贸合作等经济利益使

然。然而，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主要受到“美主日从”的结构束缚、中东地区内的矛

盾冲突及外交关系难题、日本国家能力的限制三大因素制约，这使得日本在推进“平衡外

交”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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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地处海 洋 贸 易 线 路 要 冲，是 全 球 主 要 油 气 资 源 供 应 地，每 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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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项 目“欧 亚 互 联 互 通‘瓶 颈 地 带’的 机 制 博 弈 与 中 国 应 对 研

究”（项目批准号：１９ＢＧＪ０４１）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创新课题“全球贸易治理新冲击与日

本的自主性战略擘画”（项目批准号：ＳＩＩＳＣＸ２０１９０７）的阶段性成果。



日出口石油占日本所需石油的８９．６％，因此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对日本

经济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① 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

击，日本开始调整其 所 奉 行 的 所 谓 的“无 原 则 石 油 外 交”方 针，即 通 过 对

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支持和对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技术援助，换取中东产

油国对日本的稳 定 石 油 供 应。② 海 湾 战 争 结 束 后，日 本 政 府 进 一 步 拓 展

与中东各国的多层次关系，现阶段更将对中东外交提升为日本外交活动

的七大重点领域之一。③ 总体而言，日本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将中

东视为日本推进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行“平衡外交”，从政治、经

济及文化等领域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借以提升本国的影响力。

　　一、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特征

　　对美外交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美主日从”的不对称结构决定了

日本外交的大方向要与美国保持一致，其“外交自主性”的提升空间也只

能在不抵触美国 大 政 方 针 的 前 提 下 进 行。因 此，日 本 对 中 东 的“平 衡 外

交”自然也不能偏离这一点。

从方向性来说，日 本 对 中 东“平 衡 外 交”有 两 大 重 点：一 是 围 绕 巴 勒

斯坦问题的外交；二是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外交。④ 总体上，日本在巴勒斯

坦问题上奉行 三 点 方 针：一 是 支 持 巴 以 之 间“以 土 地 换 和 平”的 解 决 方

案；二是鼓励巴以 双 方 相 互 建 立 信 赖 关 系；三 是 积 极 提 供 对 巴 勒 斯 坦 人

的经济援助。进一 步 地，在 方 针 的 落 实 过 程 中，日 本 强 调 要 凸 显 其 首 倡

的“东亚国家合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和平与繁荣走廊”等多边框架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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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的积极作用。① 在 伊 朗 问 题 上，日 本 的 总 体 方 针 是 在 遵 从 美 对 伊 外 交

大框架的同时，灵 活 运 用 与 伊 朗 的 传 统 友 好 关 系，并 将 推 动 伊 核 问 题 的

妥善解决与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相挂钩，积极进行外交斡旋。②

从议题上看，日本 强 调 政 治 上 与 以 沙 特 为 首 的 海 湾 国 家 建 立“面 向

安定与繁荣的全面 伙 伴 关 系”，推 动 政 治、安 全 上 的“共 同 合 作”；经 济 上

在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的同时，构筑“共荣、共生”的双向互动；文化上强调

“宽容、和谐”等包容性理念。③

具体而言，日本“平衡外交”首先追求的是确保中东对日本稳定的能

源供应，其次是通 过 在 巴 勒 斯 坦 和 伊 核 问 题 上 的 外 交 努 力，提 高 本 国 在

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④ 时 任 首 相 的 安 倍 晋 三 拥 有 极 强 的 外 交 推 动 力，也

十分注重中东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如“和平与繁荣走廊”提出后共

召开了六次部长级会议，其中有四次就是安倍主政时期召开的。在他第

二次执政的 近８年 时 间 里，先 后８次 到 访 中 东 地 区，频 率 为 历 任 首 相

之最。⑤

众所周知，能源安全是日本对中东外交的首要目标。２０１３年４月和

８月安倍先后访问了除阿曼以外的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海合会”）成 员 国，确 保 该 地 区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等 传 统 能 源 的 稳 定

供应。２０１７年，为了延长在阿联酋的海上油田权益，时任经济 产 业 大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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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耕弘成两次访问阿联酋，最终双方同意在石油天然气产业的上中下

游共同发掘商业机会，培养人才并开展技术合作。① ２０１９年５月，沙特最

大的油田及相关设施遇袭后，日本考虑到从中东购买石油的成本可能会

上升，该地区运输船只的战争保险将扩大到包括阿联酋和阿曼以外的航

运业务。为此，安倍于２０２０年１月中旬对沙特、阿联酋和阿曼三国进行

了访问。

此 外 值 得 一 提 的 是，为 表 明 积 极 参 与 中 东 事 务 的 态 度，２０１７年９

月 在 日 本 的 主 导 下，日 本 与 阿 拉 伯 联 盟 外 长 举 行 首 届“日 本—阿 拉 伯

政 治 对 话”。在 对 话 中，日 本 强 调 应 与 国 际 社 会 合 作，为 相 关 国 家 提

供 人 道 主 义 援 助、稳 定 支 援，推 进 长 期 的 开 发 合 作，为 实 现 中 东 的 和

平 与 稳 定 作 出 建 设 性 贡 献。② 对 此，时 任 日 本 外 务 大 臣 的 河 野 太 郎 表

示，日本在参与既 有 的 关 于 中 东 政 治 和 安 全 问 题 对 话 的 基 础 上，也 要 在

多边层次上构建 新 的 日 本 和 阿 拉 伯 国 家 之 间 的 战 略 对 话 机 制，就 政 治、

安全、社会、经济、教 育、文 化 等 方 面 的 问 题 定 期 进 行 深 入 交 流。③ 因 此，

当特朗普政府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决定将美驻以使馆从

特拉维夫迁至耶 路 撒 冷 时，日 本 并 未 与 美 国 同 步，甚 至 连 美 国 的 迁 馆 仪

式也未参加。④

同理，当特朗普政 府 单 方 面 撕 毁 伊 核 协 议，不 断 对 伊 朗 进 行 极 限 施

压之际，日本则希望 扮 演 美 伊 的“协 调 者”角 色，以 缓 和 中 东 地 区 的 紧 张

局势。为此，２０１９年６月安倍访问伊朗，还邀请伊朗总统鲁 哈 尼 于 同 年

１２月访日，一年内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日本认为此举一方面密切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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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国家间关 系，有 利 于 维 护 本 国 的 经 济 利 益，另 一 方 面 也 向 国 际 社

会彰显了日本的外 交 努 力，即 试 图 在 美 伊 之 间 扮 演“协 调 者”角 色，对 缓

和地区局势贡献力量。①

在经贸领域，日本 加 强 同 中 东 国 家 的 经 贸 往 来，一 方 面 促 进 其 外 向

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意图提升本国在构建中东经济秩序的话语权。中

东地区除了是日本最重要的石油供应源外，还一直给日本企业提供广阔

的投资和制造业市场。如在日伊关系中，日本就一直试图成为伊朗同美

欧等国交往的“管道”。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且又扼守霍尔木兹海

峡的咽喉要道，具 有 重 要 的 地 缘 政 治 意 义，因 此 伊 朗 一 度 成 为 日 本 在 中

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②

此外，２０１６年沙特提出了“愿景２０３０”的改革纲领，旨在推动以经济

领域为核心的全方位改革。２０１７年３月，日本和沙特签署了《关于 实 施

日本—沙特愿景２０３０的 合 作 备 忘 录》等 一 系 列 文 件，两 国 进 行 战 略 对

接，日本在多个领 域 协 助 沙 特 实 现 改 革 目 标。当 然，日 本 和 沙 特 的 合 作

并不局限在双边 领 域，还 共 同 拓 展 第 三 国 市 场，发 展 了 同 其 他 中 东 国 家

间的经济关系，推 广 了 日 本 的 技 术 标 准 和 价 值 观，提 升 了 日 本 经 济 的 影

响力，助推了对地区经济秩序话语权的构建。③

在文化领域，日 本 力 求 增 强 国 家 软 实 力 在 中 东 的 影 响。近 年 来，日

本一方面通过 联 合 国 近 东 巴 勒 斯 坦 难 民 救 济 和 工 程 处（ＵＮＲＷＡ）向 巴

勒斯坦难民提供各种人道主义救助。自１９９３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捐

赠的资金和物资总数超过１４亿美元。④ 与此同时，日本还向叙利亚及周

边国家提供了总价值超过２９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并积极帮助战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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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恢复社区卫生 和 医 疗 服 务。① 另 一 方 面，日 本 又 通 过 在 中 东 地 区 建 立

日本学校、接受少量叙利亚难民、宣传日本饮食文化等方式，积极推进文

化外交，增强本国软实力。日本还表示将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包括邀请

加沙及约旦河西岸教师赴日培训等各种项目的援助和支持，力图通过青

年教育等领域传播自身的价值理念，并对中东的和平进程施加影响。②

值得一提的是，日 本 还 通 过 政 府 开 发 援 助（ＯＤＡ）施 加 其 政 治 影 响

力、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政治转型和加强反恐合作。③ 除此之外，日本

还通过“日本与阿 拉 伯 经 济 论 坛”这 一 平 台，明 确 表 示 支 持 中 东、北 非 地

区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在反恐问题上多次倡导“中庸”和“宽容”的价值

观理念。④

　　二、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主要动因

　　对中东开展“平衡外交”，可谓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追求外交自主

性的必然结果，是日本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安全和经贸合作等经济利益使

然，是日本提升地区及国际影响力和推动政治大国建设的驱动。

首先，在日本需要 美 国 提 供 安 全 保 障 的 同 时，美 国 也 需 要 日 本 积 极

发挥战略支点作用。因此，对 于 日 本 意 图 通 过 对 中 东 的“平 衡 外 交”，提

升本国外交 自 主 性 的 一 些 行 为，美 国 表 现 出 一 定 程 度 的 容 忍 态 度。其

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日本在美伊之间进行的“平衡外交”。美国和伊

朗之间的敌对由来已久，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更是对伊朗推行了全方位

的施压政策。显而 易 见，美 国 此 举 必 然 对 日 伊 能 源 合 作 产 生 影 响，日 本

若完全顺从美国则势必对其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为此，在美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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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平衡”，充当美伊间的协调者就成了日本的最优选择。２０１９年６月日

伊两国建交９０周年，安倍访问伊朗，成为４１年来首次访问德黑兰的日本

首相。日本此举一 方 面 向 伊 朗 释 放 善 意，加 强 两 国 友 好 关 系，另 一 方 面

美国需要日本的帮衬搭建沟通的途径。虽然随着苏莱曼尼被刺事件，表

明日本在其中发挥调解的作用并不明显，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安倍此次出

访有助于提升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其次，从能源安全 角 度 而 言，中 东 的 沙 特 和 阿 联 酋 两 国 对 日 本 的 重

要性尤为突出。日 本 从 两 国 进 口 的 原 油 占 其 中 东 原 油 进 口 份 额 的３９．

４％和２４．８％。① 因此，安倍在第二次执政期间对两国进行了 多 次 访 问，

首要目的就是确 保 能 源 的 稳 定 供 应。此 外，日 本 还 与 沙 特、阿 联 酋 等 国

建立了联合石油 储 备 机 制，并 逐 渐 增 加 储 量 和 合 作 国 家 的 范 围，以 避 免

特殊情况下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此外，中东地区还是日本传统

的投资和制 造 业 出 口 市 场。在 投 资 方 面，日 本 已 同 科 威 特、伊 拉 克、阿

曼、沙特、伊朗、以色列、阿联酋等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② 在制造业方

面，日本汽车占据了该地区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销售前景广阔。此外，

日本的大型机械和成套设备在中东地区也颇受欢迎。

最后，在日本首 倡③、美 国 跟 进 的“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战 略”（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中，中 东 是 其 中 重 要 的 地 理 和 战 略 连 接 点。

日本认为自由开放 的 印 太 两 洋 和 相 互 联 通 的 亚 非 大 陆 能 够 为 世 界 的 安

定繁荣作出贡献，而中东地区恰好在其中起到连接两大陆的桥梁作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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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日本在中东开展“平 衡 外 交”，也 是 推 进“印 太 战 略”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旨在与中东国家加强合作的过程中获得各国对“印太战略”的理解

和认同，并且通过对中东进行长期的经贸往来、投资、人道主义援助等方

式，将经济和技术 援 助 转 化 成 政 治 影 响 力，介 入 中 东 事 务 的 同 时 推 进 地

区的民主化进程，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形象。

　　三、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得失

　　如前所述，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稳定的能源供

应，其次是强化与中东各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增强日本

在中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力，最后是充当美伊之间的“协调者”角色，

在稳定中东紧张局势的同时彰显日本的政治影响力。

总体而言，日 本 的 首 要 目 标———能 源 安 全 方 面 还 是 落 实 得 较 为 到

位。如，为强化能源供应的稳定，除了与沙特、阿联酋等主要能源出口国

家保持密切联系外，日本也不忘伊朗的重要性。伊朗长期是日本的第六

大石油进口国，但 当 特 朗 普 政 府 极 限 施 压 伊 朗 后，日 本 对 伊 朗 原 油 的 采

购量一度急剧下滑。对此，安倍于２０１９年６月访问伊朗的重要成果之一

便是使日本获得了该国阿扎德甘油田７５％的开采权。① 从近年来日本与

中东国家建立的“日 本—阿 拉 伯 政 治 对 话”“日 本 与 阿 拉 伯 经 济 论 坛”等

合作平台及签署的不少合作备忘录来看，次要目标———参与中东事务方

面也可以说有 所 斩 获。② 然 而，对 于 第 三 个 目 标———扮 演 美 伊 之 间 协 调

者角色，展开“平 衡 外 交”方 面，日 本 投 入 了 很 多 外 交 资 源，却 成 效 甚 微，

这是因为受制于“美主日从”的结构性束缚、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冲突及外

交关系难题、日本国家能力的限制三大因素的影响。

首先，“美主日从”的 结 构 性 束 缚，使 得 日 本 对 中 东 的“平 衡 外 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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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等距离”的，即不能完全按照本国意愿行事，而不顾虑美国立场。

如，２０１９年６月安倍访问伊朗之前，美国就要求日本对首脑会谈的内容

予以通报。而当日本事后向美通报时，也保证日方将继续和美方进行密

切合作，通过统一 的 外 交 步 调 来 应 对 中 东 局 势。可 见，日 本 想 要 完 全 脱

离日美同盟的基轴，单独展开外交行动是不可能的。尤其在美伊关系恶

化的情况下，日 本 的 协 调 空 间 也 会 随 之 缩 小。换 言 之，日 本 的“平 衡 外

交”能否发挥预期 效 果 与 美 伊 两 国 对 日 本 的 信 任 紧 密 相 连，但 日 美 同 盟

不仅束缚了日本单独行动的手脚，也表明美国并不完全放心日本在中东

地区施加影响力，进而使得伊朗也对日本始终存有疑虑。

其次，中东地区问题繁复，局势持续动荡的同时，地区内的矛盾纷争

和外交关系难题也一直 困 扰 各 国。如 伊 朗 和 沙 特 的 关 系 正 是 这 种 复 杂

性的真实“写照”，两国在历史、宗教、政治制度和地区领导权等方面存在

的分歧和冲突难 以 调 和。因 此，日 本 的 应 对 之 策 就 是 尽 量 与 沙 特、伊 朗

均保持良好关系，竭 力 避 免 为 了 一 方 而 得 罪 另 一 方。为 此，安 倍 在 访 问

伊朗之前，特地与沙特、阿联酋的领导人进行沟通，在与伊朗领导人会谈

时也强调日本深化与沙特等国的关系并不针对伊朗。

概言之，日本基于 自 身 的 利 益，既 要 同 沙 特 巩 固 关 系，深 化 合 作，又

要和伊朗维持传 统 的 友 谊，但 是 沙 特 和 伊 朗 之 间 却 矛 盾 重 重，短 时 间 内

难以化解，这 也 让 日 本 推 进 中 东 外 交 时，必 须 谨 慎 处 理 同 双 方 的 关 系。

因此，如何在这两 个 存 在 分 歧 的 国 家 之 间 找 到 平 衡，是 日 本 中 东 外 交 面

临的一大难题。

最后，中东地区各种力量错综复杂，日本作为“遥远的域外国家”，军

事投送能力也受 到 极 大 限 制，加 之 日 本 在 中 东 地 区 是 力 图 在 美 国、伊 朗

以及沙特等国家 之 间 保 持 微 妙 平 衡，而 军 事 领 域 又 极 其 敏 感，稍 有 不 慎

就会引起对外关系的连锁反应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此外，需要强调的 是，受“和 平 宪 法”的 限 制 和 日 本 社 会 和 平 主 义 思

潮的影响，日 本 国 内 对 于 向 中 东 地 区 派 遣 自 卫 队 的 反 对 之 声 不 断。如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遣自卫队赴中东海域执行情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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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日本相关 船 只 的 任 务。但 是２０２０年２月２日 海 上 自 卫 队 的“高

波”号驱逐舰从神 奈 川 县 横 须 贺 基 地 启 程 前 往 中 东 地 区 时，众 多 市 民 聚

集在基地周围表示抗议。他们认为派遣自卫队非但起不到预期效果，反

而会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对自卫队员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心。此

外，向中东派遣自卫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现

实例证，因此有抗议民众表示：“仅仅通过内阁决议就派遣自卫队是不合

理的”。① 可以想见，如 若 未 来 护 航 过 程 中，出 现 难 以 承 受 的 人 员 或 船 舰

损失，势必引起日 本 国 内 的 大 规 模 抗 议，并 成 为 被 在 野 党 抨 击 的 焦 点 问

题。总之，日本对中东 的“平 衡 外 交”面 临 着 战 略 目 标 过 高、国 家 能 力 投

送不足及国内诸多掣肘因素等问题。

　　四、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日本将“为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列为外交活动的七

大领域之一，将中 东 外 交 置 于 国 家 对 外 战 略 层 面，重 要 性 凸 显。虽 然 日

本在中东推进“平 衡 外 交”的 过 程 中，还 面 临 着 诸 多 困 境，但 是 从 长 远 来

看，日本出于对自 身 国 家 利 益 的 现 实 考 虑，还 是 会 努 力 提 升 在 中 东 地 区

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日本深度介入中东事务既是维护其能源供应安全的考虑，更是日本

在世界范围内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实力的切实路径。如前所述，中

东地区是日本“俯瞰地球仪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推行

“印太战略”的关键节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期

间，日本形成了连 贯 稳 定 的 中 东 外 交 政 策，并 显 现 出 不 断 深 化 发 展 的 趋

势。从２０１３年５月安倍首访中东即提出要“谋求日本同中东国家之间的

相互理解，探索更加 深 入 的 战 略 合 作”②，表 明 了 日 本 积 极 推 进 对 中 东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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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姿态。在此基础上，安倍于２０１５年就“日本和中东关系”提出要进一

步发展与中东国 家 间 的 友 好 关 系，参 与 中 东 和 平 进 程，加 大 对 中 东 国 家

的援助和基础设施 建 设①，为 日 本 在 中 东 地 区 的 外 交 行 动 进 一 步 指 明 了

具体的方向，加深了对中东事务的介入。进而，在２０１８年初安倍表示要

在现有基础上为中 东 地 区 的 和 平 作 出 力 所 能 及 的 贡 献②，表 现 出 积 极 的

战略姿态。

总体而言，日本持 续 地 拓 展 自 身 在 中 东 地 区 的 影 响 力，在 实 现 高 层

互访的同时，还单 独 向 中 东 海 域 派 遣 自 卫 队，展 现 了 日 本 一 方 面 希 望 在

中东地区施加影 响 力，以 显 示 其 强 大 的 政 治 和 军 事 能 力，另 一 方 面 为 自

卫队的“合宪化”奠 定 基 础。由 此 可 见，日 本 的 中 东 政 策 是 其 经 过“深 思

熟虑”的结果，虽然日本在中东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但并不会改变其介

入中东事务的总体趋势。因此，即使在安倍卸任后日本也持续积极介入

中东事务。而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还为日本积极介入中东事务营造了一

个好于特朗普时代的外部环境。

拜登上台后一改特朗普执政时的中东政策，在继承奥巴马自由主义

的中东政策的基础上，追求最低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外交、政 治、军 事

等资源的投 入。如 在 伊 核 问 题 上，拜 登 批 评 特 朗 普 退 出 伊 核 协 议 的 决

定。这一新动向对于意图在美伊之间扮演“协调者”角色的日本而言，无

疑减轻了压力，增强 了 其“平 衡 外 交”作 用 奏 效 的 可 能 性。对 此，日 本 一

方面认为美国摆出 与 伊 朗 谈 判 的 外 交 姿 态 有 利 于 缓 解 中 东 地 区 的 紧 张

局势，另一方面也希望伊朗能够进行建设性的正面回应。③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日本与阿拉伯联 盟 外 长 举 行 第 二 届“日 本—阿 拉

０４

东北亚学刊

①

②

③

「安倍総理大臣の中東政策スピーチ（中庸が最善：活力に満ち安定した中東へ新たなペ

ージめくる日本とエジプト）」、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

ｍｅ＿ａ／ｍｅ１／ｅｇ／ｐａｇｅ２４＿０００３９２．ｈｔｍｌ．
「第 百 九 十 六 回 国 会 に お け る 安 倍 内 閣 総 理 大 臣 施 政 方 針 演 説」、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

首 相 官 邸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９８＿ａｂ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

２０１８０１２２ｓｉｓｅｉｈｏｕｓｉｎ．ｈｔｍｌ．
「日·イラン外相電話会談」、令和３年３月１０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ｅｓｓ１＿０００５０２．ｈｔｍｌ．



伯政治对话”，确认在应对新冠疫情、建立自由的海洋规则等方面开展合

作。如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日本决定在已经提供总价约１．２２亿美元援

助的基础上，再提供３．８亿美元援助，用于采购医疗相关器材和培训医务

人员。此外，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指出，“对试图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

变现状的行为严重关切”。日 本 认 为 虽 然 地 理 位 置 相 距 遥 远，但 日 本 与

中东国家共同认识到基于国际法自由规则的重要性可谓意义重大。① 对

此，《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指出，中国在中东的参与力度在加大，而美国在

中东的影响力在 下 降，日 本 将 弥 补 美 国 的 作 用。② 当 美 国 从 阿 富 汗 撤 军

后，茂木又于８月１５日至２４日连续访问了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朗

等七国，一方面再 度 强 调 人 权 和 法 治 对 于 各 国 的 重 要 性，避 免 反 民 主 浪

潮波及中东全境，力 促 各 方 为 实 现 地 区 稳 定 加 强 合 作，另 一 方 面 试 图 与

伊朗新总统莱希接触，充当美伊之间的桥梁。③

平实而论，日本在 中 东 推 进“平 衡 外 交”的 过 程 中，面 临 着 日 美 同 盟

的束缚、中东地区 内 冲 突 和 外 交 关 系 难 题 等 现 实 困 境，使 其 外 交 策 略 难

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因此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

内的更多国家开 展 战 略 合 作，才 能 更 好 地 应 对 各 种 复 杂 局 面，维 护 自 身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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