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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
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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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进入新世纪以来, 日本逐步调整了其传统的不参与区域经济集团的政策, 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日趋积

极,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明确的区域一体化战略 (即 EPA战略 )。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存在明显的排斥

中国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政治因素特别是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

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地缘政治战略特征。对于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我国的倾向,我国政

府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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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逐步调整了其战后曾长

期坚持的不仅自身不参与和组建区域经济集团,而

且对其他国家组建 FTA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也持批

评态度的政策,开始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部

分东亚国家签订双边 EPA。在此过程中, 日本政府

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区域一体化战略。¹日本的区域

一体化战略尽管没有明确表述排斥中国的内容,但

透过有关的措辞以及日本政府有关官员的言论,其

排斥中国的倾向则明晰可见。本文拟对日本区域一

体化战略的形成及其排斥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与我

国的对策等问题,展开初步性的分析。

  一、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形成及
其排斥中国的倾向

  尽管日本参与建立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历史非常
短暂, 但其对与有关国家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涵盖领域与主要内容、合作对象

国的选择标准等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并发表了一

系列关于区域一体化战略的研究报告。 2002年 10

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题为 /日本的 FTA战略 0的报
告书,该报告是日本制定并公开发表的关于区域一

体化战略的第一个政府文件。报告书简单归纳了日

本政府对 FTA /EPA的性质及其与 W TO多边贸易

体制关系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日本推进

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意义与需要注意的事项、日

本与有关国家签署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应包括的内容

及特点、区域一体化合作对象国的选择标准等,并提

出与韩国、东盟、中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推进区域

合作的基本方向及签署 FTA /EPA的可能性。

2004年 12月,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 /关于未来

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基本方针0, 是日本内阁

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区域一体化战略文件。/基本方
  
¹到目前为止,日本参与签署的区域一体化协定都是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EPT ) ,其内容比自由贸易协定 ( FTA )要宽泛得多,即不仅包括

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促进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管理制度与政策的协调一致化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官方把其区域

一体化战略明确界定为日本的 EPA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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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0明确提出了日本要以东亚为中心推进经济伙伴

关系的区域一体化战略重点, 并且从为日本营造有

利的国际环境、保障日本的整体经济利益、有关国家

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及与其缔结 EPA /FTA的可能性

等三个方面, 具体阐述了谈判对象的选择基准。从

内容方面看,与日本外务省 2002年所发表的 /日本

的 FTA战略0相比, 其最突出之处包括三个方面: 一

是将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正式确定为 EPA战略,

明确界定了日本推进与有关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主要领域; 二是正式提出了以东亚为中心的区域一

体化战略重点, 改变了前者仅仅从东亚地区贸易壁

垒较高的角度出发提出的优先推进与东亚国家经济

一体化的表述; 三是进一步明确和充实了区域一体

化对象的选择标准,明确体现出了日本区域一体化

战略的综合性特征,即希望通过经济伙伴关系的建

立实现多方面的经济、外交及政治目的。

此后,日本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始按照上述方针

所确定的基本思路,逐步明确了实施区域一体化战

略的时间表。2006年 5月, 日本政府发表了由经济

财政咨询会议提交的题为 /全球战略 0的报告。该报

告的第三部分以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与日本的
主动权 0为题,详细阐述了日本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

的基本原则、行动计划与路线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

组织体系建设 (东亚版 OECD构想 )等问题,特别是

简单勾画了日本在 2006) 2007年和 2008) 2010年

两个阶段的任务目标, 提出了把印度、澳大利亚、新

西兰纳入东亚峰会成员国以及与印度、澳大利亚就

建立 EPA展开研究和磋商的行动计划。同年 6月,

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与财政、经济协同改革会议

共同发表了题为 /经济成长战略大纲0的研究报告,

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近期 ( 1

年以内 )、中期 ( 3年以内 )及远期 ( 10年以内 )目标,

提出最迟到 2010年与日本签订 EPA的国家对日贸

易额达到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 25%以上。 2007年 5

月,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公布的 /关于 EPA谈判

的进度计划 0,重申了 /经济成长战略大纲 0的有关

目标, 还针对不同的谈判对象国和地区提出了相应

的进度计划,并首次提出要在 2007年 1月之后的两

年之内,争取使与日本签订 EPA协定的国家超过 12

个。至此,日本已经形成了包括推进区域一体化基

本方针、主要经济合作领域、对象选择标准在内、推

进路径与时间表等方面内容的系统的区域一体化战

略。
[ 1]

纵观日本政府公开发表的有关报告和政府文

件,尽管并没有直接提出排斥中国的问题, 但其排斥

中国的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具体说来, 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日本政府对中方关于加快推

进东亚一体化建设的建议一直反应冷淡。早在 2000

年 11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期间就曾明确提出了希望

日本在东亚经贸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以此加快

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然而, 日方对此建

议并没有予以积极回应。在 2002年 11月举行的中

日韩政府首脑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向日韩两国领导

人提出了研究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的建议。

对此,日本小泉首相态度极为谨慎,仅表示作为 /长
期目标可以考虑 0。这实际上已清楚地表明, 日本还

没有与中国建立 FTA /EPA, 在难以直接拒绝的情况

下作为一种托词做出作为远期目标可以展开相关研

究的回应。第二,到目前为止, 日本一直没有把中国

列入展开 EPA谈判的对象范围。尽管中国符合日

本政府公开发表的有关文件和研究报告所设定的关

于 EPA谈判对象国选择基准, 但日本至今仍没有启

动与中国展开 EPA谈判的计划。日本外务省发表

的 /我国的 FTA战略 0报告尽管提出了最终要考虑

中、日、韩与东盟的东亚经济合作问题, 但同时又提

出要根据中国履行加入WTO协议情况、中日关系总

体状况以及东盟、韩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制定与

中国区域合作的方针。2008年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

时间表也没有启动与中国建立 EPA的打算。因此,

尽管日本的区域一体化计划明确提出了缔约对象国

以东亚为中心的基本原则, 但实质上中国并不在日

本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对象范围之内, 甚至日本已经

与印度、澳大利亚等非东亚国家展开正式谈判,但也

没有与中国展开相关磋商的计划。

  二、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
的地缘政治动机

  关于日本在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过程中排斥中

国的原因,国内学者已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如,有的

学者提出,从经济角度看, 日本认为与中国签定 FTA

所获的 /附加利益 0相对较小;从政治角度看, 日本政

界和学术界对中国持不友好、不信任态度的势力影

响较大, 并左右了日本政府的决策。[ 2]有的学者则

提出,日本政府对中日 FTA冷淡的直接原因,是日本

政府没有真正把中国作为政治上的友好国家, 没有

真正把中国作为经济上关系密切的国家, 没有真正

把中日经济关系作为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和结构调

整、实现东亚繁荣和稳定、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有利因

素;深层次原因则是日本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其垄

断东亚经济的局面,并使其失去东亚经济联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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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 从而试图以 FTA /EPA对中国实行包围。[ 3]

上述分析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日本区域一体化战

略排斥中国的原因, 都具有其深刻之处。特别是认

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的观

点,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甚至日本学者以及政府

研究机构的实证分析也表明, 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使日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而把中国排斥在外不符合日本的经济利益。[ 4 ] [ 5]笔

者认为, 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最主要的

政治原因是日本应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地缘政治战

略。具体说来, 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地

缘战略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日本实施 EPA战略是平衡、制约中国崛

起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

强国一直保持着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巨大经济优

势,并且通过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府援助、产

业转移及贸易等实质性经济活动, 创造出了与日本

国内经济联系极为密切并由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体

系,实现了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非制度性区

域经济一体化。[ 6]然而, 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

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垄断地位构成了强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 GDP以年均 9%以上的速

度高速增长, GDP规模在全球排名的位置不断提升,

并且有望在 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

国。在此过程中, 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得到了迅

速发展, 许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纷纷超过其与

日本的贸易规模,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不断提高。

在此情况下,尽管中国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发

展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区域合作, 但日本

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失落感, 感到自己在东亚地区的

地位正在逐步被中国所取代, 并且对中国这一实力

越来越强大的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 如何处理

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国际纷争等都存在严重的疑虑。

为此, 日本寄希望于推进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全面经

济合作,一方面巩固自身在东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关系的加强建立起制约、制衡中

国的同盟。从这个角度来看, 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

略与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所提出带有一定围堵中国

特征的 /自由与繁荣之弧0存在很大的一致性。
第二,日本认为在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中排斥

中国, 是获得美国支持和巩固美日同盟的重要条件。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一直极力阻止世界上出现任何

对抗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势力或区域集团。在美国看

来,东亚地区存在的可能对其霸权地位构成重大威

胁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对

目前的东亚战略格局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构成

严峻挑战; 二是东亚地区出现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区

域集团,从而形成抗衡美国的新区域势力。美国一

直强调巩固美国与东亚同盟国之间关系特别是日美

同盟的重要性,希望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对中

国进行战略遏制,并加强自身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在东亚地区内部, 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

力对比正在从 /一强一弱 0向 /两强并立 0转变,把中

国实力不断增强视为威胁因素的日本越来越感到不

安。1999年日本颁布的5周边事态法6、2004年防卫

厅发表的5防卫计划大纲 6等, 都或明或暗地把中国

视为东亚秩序和日本利益的潜在挑战者和威胁因

素。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加强美日同盟的主张就与

日本所期望的借助美国力量制约、抗衡中国的地缘

战略不谋而合。因此, 巩固和强化美日同盟一直被

日本视为其对外政策的支柱。[ 7]在日本看来, 在推

进与东亚有关国家的区域合作过程中,把中国排除

在外的做法容易获得美国的理解和支持, 打消美国

对其推动与东亚地区有关国家区域一体化的疑虑,

并有益于巩固美日同盟。

第三,日本希望通过率先与部分东亚国家签订

EPA, 并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美国纳入东

亚区域一体化体系的方式, 降低中国在东亚区域一

体化的影响力。日本社会各界实际都非常清楚一

点,即在东亚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完全

把中国排除在外是不现实的, 因为即使日本不与中

国签署 FTA /EPA,中国也会积极推进与其他东亚国

家及区域组织的区域合作, 而日本并没有能力对此

予以阻止。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抑制与抗衡中国在

东亚区域合作中影响力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措施:

一是积极争取率先与一些国家或区域组织签署合作

协议, 从而使中国成为后来者并接受先行者已经制

定的规则。二是扩大支持自身立场或与自身立场接

近的区域合作成员队伍, 使区域经济合作尽可能按

照自己所主张的方向发展。中日之间围绕如何推进

东亚区域合作方面的分歧, 已清楚体现了日本的上

述政策倾向。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主张逐步推进以

东盟为主导的 / 10+ 30框架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而日

本则倾向于尽可能扩大东亚区域合作的成员队伍。

早在 2002年初日本前首相小泉出访东盟之际就发

表讲话说, /排除美国的想法是不正常的, 今后无论

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安全保障方面, 亚洲与美国的关

系都将进一步增强,为了亚洲的繁荣和发展,美国继

续参与是理所当然的 0。这表明,日本非常希望美国

也能参与到东亚区域合作体系中来。在 2006年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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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东亚区域合作论坛上, 日本积极主张邀请美国

及大洋洲国家参加。在美国表现出对参与东亚一体

化进程并无足够兴趣的情况下, 日本强烈主张把印

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纳入东亚区域合作框架。目

前,中日关于东亚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分歧主

要集中于是应该通过 / 10+ 30的方式推进东亚合作,

还是以 / 10+ 60的方式推进东亚区域合作。[ 8]

第四,日本希望通过加快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区

域一体化进程,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并以此

扩大自身对华政策的选择空间。改革开放以来, 随

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本对华投资的不断增

加,中日贸易一直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近年来, 尽

管从中国方面看中日贸易发展速度已经明显低于中

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增长速度, 并且日本已经下降为

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从日本方面看, 对华贸易是

日本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双边贸易之一。按照日本

的贸易统计数据, 2007年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额分

别为 1 276. 4亿美元和 1 090. 6亿美元,分别占日本

进出口总额的 20. 6%和 15. 3% , 并且于该年中国超

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日贸易的快

速发展特别是对日本出口的迅速增长,对促进日本

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日本社会

各界通过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对华出口高速增

长对其经济的促进作用,一度曾广为流传的 /中国经

济威胁论0已经不攻自破。但在此过程中, 日本社会

各界表现出了较强烈的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不断提

高的忧虑。日本政府部门不断发布对华投资风险警

示报告和劝导企业采用 / 1+ 10的投资方式, 即在向

中国投资的同时也向东盟投资, 目的就是减缓日本

企业对中国投资和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 [ 9 ]。

  三、我国针对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
排斥中国倾向的对策

  日本在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过程中存在排斥

中国的倾向, 致使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既不

能尽快就达成 FTA /EPA展开磋商, 也很难协调一致

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10]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

在短期内也很难启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磋商

谈判, 而且东亚整体性经济一体化很难在短期内取

得重大进展。[ 11 ]这就要求我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

系以及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过程中, 认真对待和思

考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

第一,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努力发展与

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现阶段尽管冷战体制已经终

结,但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并没有及时转换,特别是

在东北亚地区冷战思维对发展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

及地区局势还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例如, 尽管日美

同盟等政治军事同盟没有明确提出所针对的对象

国, 但其针对中国及俄罗斯的实质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也具有明显的冷战思维特

征。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制衡与反制衡、遏制

与反遏制的对抗性竞争,最终导致地区局势紧张, 并

破坏我国加快发展的国际环境。笔者认为, 我国需

要在充分注意国际环境风险的同时, 努力避免采取

对抗性的对外政策,避免陷入到遏制与反遏制的恶

性竞争之中。因为这种竞争不可能改善我国改革与

发展的国际环境,而只能招致进一步的严重遏制, 甚

至影响我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总体上说, 日本

希望通过与东亚国家以及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建立

经济伙伴关系的方式围堵中国的做法不会实现预期

目标, 因为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有关国家对

中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 很难有国家会置

与中国关系之不顾而追随日本的对华政策。不仅如

此,由于日本受国内弱势农业的拖累,实施区域一体

化战略也将困难重重。为此, 我国既应该清楚地认

识到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之中的地缘政治企图, 同

时也不要过度紧张和反应过度, 只要我国积极开展

与有关各国的政治安全对话, 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

矛盾和分歧, 不断巩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良好

国际形象,并且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不断发展, 日

本的战略图谋就将不攻自破。

第二,努力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和推动中日经贸

关系健康发展, 为未来中日两国加强在区域一体化

领域的合作创造条件。尽管在短期内日本区域一体

化战略排斥中国的倾向还很难改变, 中日两国还难

以启动签订 FTA /EPA的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

就需要停止在这方面付出努力。我们需要认识到即

使我国的提议得不到积极回应, 我国也已经表达出

了希望加强中日双边及区域多边合作的良好愿望。

这种善意的表达本身就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

种体现。目前,在中日还难以启动签订 FTA /EPA谈

判的情况下, 我国应该努力推动对双方都具有重要

积极意义的各领域实质性经济交流与合作。例如,

节能技术和能源开发等能源安全合作、环境保护合

作、贸易与商务活动便利化合作、投资促进与保护合

作等。此外,我国还应该积极推动中日在政治安全

及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对话, 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和

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当然, 对

于日本政府做出无视中国善意举动和民族感情的行

为,我国也应该寄予必要的和有力的回应,例如,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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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等, 促使

日本在处理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谨慎行事。

第三,积极推动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和

经济一体化进程, 避免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被边缘

化。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的基本方向,即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0。近一段时

期,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应以与有关周边国家尽快

缔结双边 FTA或启动有关谈判为重点,把与周边国

家区域合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到目前为止, 我国

已与智利、东盟、巴基斯坦签订了双边 FTA, 与新西

兰 FTA谈判也已结束, 双方将于 2008年 10月签署

有关协议,并正在与澳大利亚、新加坡、海湾合作委

员会等国家或区域组织就签署双边 FTA进行磋商谈

判,已向韩国、印度等国提出了共同研究和尽早磋商

签署双边 FTA的建议。应该说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

已取得了重要进展,经历了由民间主导到政府推动

的变化过程,贸易依存日趋紧密。[ 12]但与区域一体

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以及周边国家参与区域一体化

的新动向所提出的新要求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

为此, 我国应在积极推动已展开的相关谈判的同时,

推动尽早与韩国、印度等国展开相关磋商, 并在上海

合作组织框架下研究与俄罗斯及有关中亚各国的区

域一体化问题。我国还应加强关于与墨西哥、欧盟

等签订 FTA的研究工作, 为我国全方位发展对外政

治经济关系创造条件。

第四,在东亚区域合作中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

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和沟通。在参与东亚区域合

作的过程中, 我国始终坚持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区域

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立场。这种政策主张赢得了东

盟各国高度赞赏和信任, 并成为东盟及其成员国积

极发展与我国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在区

域合作中继续获得东盟及其各成员国的支持, 我国

应该继续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即无论参与东亚区域

合作的成员国数量如何变化, 都应该在东盟及其成

员国的召集下开展相关活动。当然, 我国也必须注

意到东盟不仅整体经济规模较小, 各国的国际影响

力和国际协调能力有限, 而且这个区域组织本身制

度建设仍不够完善,有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

比较严重, 经济一体化程度也比较低。在这种情况

下,仅仅依靠东盟的主导作用还难以切实推进东亚

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因此, 我国必须借助

东亚峰会、/ 10+ 30会议、/ 10 + 10会议及中日韩峰
会的平台, 展开多层次的对话与协商, 可以支持印

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东亚国家参加东亚区域合

作机制和区域一体化的相关活动, 并加强与上述国

家的对话和协商, 不必因为与其他国家在成员国资

格问题上的分歧而影响推进区域合作的主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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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and Counterm easures of Japanese

Regional Integration Strategy Exclude Chinese geopolitics

LIAN Xiao- m ei

( NortheastA sian S tud ies Academy, Jil in U n ivers ity, Changchun Jil in, 130012, Ch ina)

Abs tract: En tering the new century, Japan ad ju sted the tradit ional policy ofn ot participating in reg ional econom ic groups, and its att itude of reg ional coop2

eration is active and form ed system at ic regional integrat ion strategy. The strategy existed eviden t tendency of exclud ing Ch in a. Am ong them any reasons,

the m ost important on e is po litics and especially Japan ese geopolitics. Japan ese reg ional in tegrat ion strategy exist evident geopo litics character. Ou r govern2

m ent shou ld pay m uch attent ion to th e tendency and adop t correct coun term easu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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