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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 2 1 世纪 日 本对拉美外交战略变迁

？

局 洪

内容提要 拉丁 美 洲 是距 离 日 本最遥远 的 大陆之一 ，
从 1 5 世纪至今 日 本 与拉丁 美 洲 的 关 系走过 了 漫 长 的 4 0 0 多 年 。 进入

2 1 世纪后
，
作 为构成 日 本大 国 主义政治理想的 外交战略处在不 断调整过程 中 ，

从小 泉政权 到 两届 安倍政权 的 1 5 年里
，

日ｇ

本对拉美外交由 着眼资源 、 能源 的 经济外交朝着 紧 盯大 国博弈的政治战略方 向倾斜 。 对今天的 安倍政府来说 ， 笼络拉美 国

家寻 求联合 国 改革 中 对 日 本的 全面 支持 ，
已成为 对拉美 外 交战略的 首选 目 标 ；

而 日 本与 拉美 国 家 间 正常的 经 济关 系 ，
也 因

注入 了
“

抗衡中 国
”

的复杂要素 而脱 离 了 日 拉之间 经 济往来的 原 有意 义 。 这种 变 迁既 包含 着 国 际格局 变化造 成的 外部 牵暗
论

引
，
更是 当今 日 本 强 国 、 强 军战略在 日 拉关 系 中 的 间接折射和直接体现。 日 本的拉 美外 交走 向 值得进

一

步观察 ，
日 本对拉^

美 外交上 的利弊得失也值得我们 汲取成功经验或规避其失败的 风险 。世

关 键 词 日 本 外交 拉丁 美 洲 安倍晋 三 中 日 关 系■

本

作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时代维护本国 与触交往之始 。 由于德川 家康执政早期不仅不锁 国 ，§

本 民族利益而制定 的对外方略 ，

2 1 世纪 日 本对拉甚至还鼓励各地诸侯发展面向西洋 的
“

南蛮贸易
”

。 8

美的外交战略始终处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中 。 随着新所以 ，
1

6 1 3 年 日 本仙台藩 曾派遣该藩大名伊达政宗ｇ

老保守政党间的执政轮替 ， 尤其是安倍两度执掌国的家臣支仓常长等人前往拉美 ， 翌年 到达墨西哥 、ｇ

家政权之后 ，
日本对拉美的外交天平从经济 目 的 明古 巴等地。 此为 日本人第一 ？欠踏上拉丁美洲大陆 。

？迁

显倒 向政治战略 。 这种变迁既包含着 国际格局变化明治维新后 ， 打破 了闭关锁国政策的 日 本着力

造成的外部牵引 ， 更是 当今 日本强国 、 强军战略在向海外发展 。
1 8 8 8 年 日 本与墨西哥 签署 了 通商条

日拉关系中的间接折射和直接体现 ，
人们甚至可以约 。 及至 1 8 9 3 年 ， 时任 明治政府外务大臣 的 復本

从中探寻大和 民族心理上亦骄亦浅 、 偏狭多疑 的武扬创立
“

日本海外殖民协会
”

， 并从夏威夷的 日

“

岛 国根性
”

。本移民 中选派 1 3 2 人前往危地马拉 ， 拉开 了 日 本人

移民拉美的序幕 。 到了 1 8 9 7 年 ， 又有 3 5 名 日 本人

－当代 日 拉关 系的历史背景从 日 本国 内移居墨西哥 ， 此为 日本 国内直接移民拉

丁美洲的滥觞 。 此后 ， 大量 日 本移 民陆续前往拉美

日本 同拉美的早期接触可以追溯到大约 4 0 0 多定居
，

二战前 日 本在拉丁美洲移 民总数 已达 2 4 万

年前 ，
不过偶发的海难漂流船只仅仅是一种小概率人 ， 主要在巴西从事咖啡 、 甘蔗 、 棉花种植方面的

事件 ，
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 的外交 。 明治维新体力劳动 。

后
， 随着

“

富 国 强兵 、 置产兴业 、 文 明开化
”

的（
二

） 战后 日 本与拉美关 系重新定位

历史进程 ， 日 本与拉美 国家间 的关系开始 了 由古代由 于地理上的原因 ，

二战期间 日本在亚太地区

遣使到近代外交的历史性转折 ， 为今天的 日拉关系燃起的战火基本上没有波及拉美地区 。 加之战后美

提供了 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背景 。国操纵西方阵营对 日 本片面媾和 ， 参与签订 《 旧

（

―

）
早期接触与明治 中期的拉美移 民金山 和 约 》 的 阿根廷 、 玻利维亚 、 巴 西 、 智 利 、

据史料记载 ，

1 5 世纪初期航行在菲律宾至墨哥伦 比亚 、 哥斯达黎加 、 古巴 、 多米尼加 、 厄瓜多

西哥航线上的西班牙船队遭遇风暴后漂流至 日本 ’

尔 、 危地马拉 、 海地 、 洪都拉斯 、
墨西哥 、 秘鲁 、

＿＿
船上的墨西哥官员 曾上岸拜谒江户幕府第

一代将军 乌拉圭 、 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无
一

例外地支持 日 本

德川家康 ， 这一事件被后人视为 日本与拉美 国家接


＾＾
9

① 2 0 1 3 Ｓ ， 施奴體 长報节Ｂ雕 ！Ｉ 4 ＧＧ雕 ， 日本 Ｋｉｄ
收稿 日 期 ：

2 0 1 4 － 1 1
－

1
7出 资在登 陆地古巴哈瓦那湾入海 口树立了支仓常 长铜像 以示 纪念 ，

Ｕ
作者简介 ： 高洪 ， 男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日 本研究所研究员 。 （ 中 国并将支仓 常长故乡仙 台与其 1 6 1 4 年抵达 的墨西 哥阿卡普尔科市结

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 0 7
）为姊妹友好城市 。



加人联合国 。 可以说 ，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 日本战额中所 占 的 比重 。

③
1 9 7 4 年 9 月

，
田 中 角 荣首相访

后回归国际社会问题上出过力 。 所 以 ， 战后历届 日问了 墨西哥和巴西 ， 就双边关系及能源 、 环境 、 贸

本政府对拉美国家均持友好政治态度 ， 尤其是 日 本易等国际领域的多种问题交换意见 。 1 9 7 5 年 8 月
，

回归国际社会后与拉美 国家 间的双边关系逐步恢福 田赳夫副首相访问委内瑞拉和巴西 ， 再次就扩大

复 ， 政府也较为积极主动地与拉美国家分别签署移石油进 口 开展外交协商 。 1
9 7 9 年 8 月 ， 园 田直外

民协定 。 与此同时 ， 战后重新获得 自 由地走 出 国 门相访问 了墨西哥 、 巴西 、 秘鲁 、 智利 、 阿根廷 、 委

机会的 日 本老百姓又开始酝酿移民拉美 。内瑞拉等中南美洲 6 国 。 同年年底 日 本外务省增设

1 9 5 0 年 2 月 Ｉ 4 日 ，
二战后首批移 民渡往阿根了

“

中南美局
”

， 旨在以技术 、 资金换取拉美国家

廷 。 1 9 5 4 年 ，
冈崎外 相出访拉美 ， 成为 战后 日 本的丰富资源 ， 努力将 日本对拉美各国 的双边关系从

政府对拉美外交的新开端 。 此后 ， 日 本于 1 9 5 6 年较为单
一

的资源 、 市场扩大为全面关系 。

8 月 2 日 、
1 9 5 9 年 7 月 2 2 日 、

1 9 6 1 年 Ｉ 2 月 分别与 2 0 世纪 8 0 年代是 日 本深化对拉美关 系 时期 ，

1玻利维亚 、
巴拉圭 、

阿根廷等多个拉美国家陆续签日本政府乘着泡沫经济膨胀带来 的富裕与繁荣 ， 相

＋署了移民 协定 。 1 9 5 9 年 7 月
， 刚刚 当选 的 岸信介继派出 了各 种经济代表 团到 拉美 国 家开展工作 。

卷首相访问 了 巴西 、 阿根廷 、 智利 、 秘鲁 、 墨西哥等 1 9 8 0 年大平正芳首相访问 了墨西哥 ， 提出 两年内把

－ 5 国 ， 就 日 本移民 问 题和发展双边关系举行会谈 。 对 日 本的石油供给增至每天 3 0 万桶的要求 。 与此同
期 1

9 6 0 年 9 月 ，
日 本政府派 出川 岛 正次郎特使参加时 ，

日本加大了对拉美的投人。 据 日 本外务省网站

＾墨西哥独立 1 5 0 周年庆典 。
1 9

＂

7 0 年 9 月 ’ 日本爱公布的数据 ’ 1 9 8 5￣ 1 9 9 1 年的 6 年里 ’ 日 本对拉美
—知揆

一

外相访问 巴西和阿根廷。 1 9 7 9 年 8 月
’
园的政府开发援助增加了 近 4 倍 。

1 9 8 6 ￣ 1 9 9 0 年 ， 日

ｆ田直外相 出访拉美后指出 ， 日本在拉美移民 巳经有本向 巴西提供了 1 2 2 8 ． 0 8 亿 日 元有偿贷款 以及 0 ． 6 1

＾了第 5 代 ’ 应当重新考虑移民政策了 。 园 田 直的发 亿 日元的无偿援助 。 此外 ，
日 本积极响应美国建立

＜言是根据拉美存在大量 日 本移民后裔构成 日 拉特殊 ‘
‘

多边投资基金
”

的建议 ， 同意提供 5 亿美元作为援

￡关系做出 的 ， 尤其是 口 裔后代中的佼佼者逐步走入助拉美国家的基金 。 到 2 0 世纪 8 0 年代末期 ’ 日 本

ｚ上流社会 ， 成为直接影响战后 日 本对拉美政策的潜 对拉美的直接投资 已达 5 2 亿美元 ， 约 占 日本对外投

＾在因素 。
① 截 至 2 0 世 纪末 ，

日 本在拉美 共有移 民 资的 8 ％
， 位居北美洲 、 欧洲 、

亚洲之后第四位 。

ｉ 丨 6 7 万人
’ 其中仅 巴西

一

国就多达 1 5 0 万人。 大量 日 1 9 9 0 年 ’
日本为秘鲁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  3 5

｜本移民也带来 日裔拉美公民 回流 日本 ， 统计表明 同 亿 日元的援助 ，
还表示积极支持墨西哥的经济建设

一时期侨居 日本的拉美籍人士 （ 其中以 日 裔拉美人和改革 ， 并于翌年 5 月 在东京召开了 日 墨 2
1 世纪委

为主 ）

二
艮快达到 2 8 万人

’ 其中巴西人占 2 1 万人 。

员会首次会议 。 日本外务省 1 9 9 2 年出版的 《外交蓝

（
三

）
日 本政府对拉美外交的经济着眼点皮书》 明确把对拉美外交的主要内容定义为 ： 第－ ，

众所周知 ， 战 后 日 本 的外交有两大支柱 ， 即 支援拉美民 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革 ； 第二 ， 努力促进
“

以 日 美关系 为基轴
”

和
“

以 经济建设为 中心
’

’

。

相互理解 ； 第三 ， 提供针对环境 问题和反毒品活动
后者简称

“

经济外交
”

， 是 日本在冷战时期对西方
的合作 。

④ 在此背景下 ，
日本政府于 1 9 9 2 年 2 月 签

阵营及第三世觀細主要外交纖点 。 为 了使 日
署了财雌錄资基金的专项协定 ， 确定将在 5

拉关系顺利展开 ，
日 本以政府开发援助开道 ，

以此
年间向拉美国家多边投资基金每年出资 1 亿美元 。

渐进地实现 日 本在拉美地区的总体战略 目标 。 有学在贸 易方 面 ，

1 9 9 0 年 日 本对拉美 的 出 口 为

＿者指出 ’
这一政策选择符合

“

经济外交不仅被 日
1 0 2 ． 0 亿美元 ， 进 口 为 9 8 ． 5 1 美元 ，

其中 出 口 额的

＾ 9树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 ’
而且被用来弥 ＿ 卜

9 3 ％是重化工业制 品 ， 进 口 额 的 9 6 ． 1 ％ 是食品 和
Ｈ其政治 、 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 ， 即 被用 以追求政
Ｈ治 、 安全上的 目 的 ，

以至于使整个战后 日本外交带
￣＂

7Ｔ 7Ｔ^
ＨｉＪ＿

／ ， ，ｎ① 1
9 9 0 年 ， 祖籍 日本 熊本县 的一代秘鲁移 民阿尔 贝托

？ 藤

Ｋ
｜

ｈ 广经 丨；
1 外父的才寸征

”

必
。森成功 当选秘鲁 总统 ， 在 日 本引 起轰 动 ， 也成为拉 美 日 本移 民后

ｍ日本与拉美国 家经济关系
＇

决速发展 女台于 2 0 世代成功融人所在 国上流社会 的典型案 例 。 然 而 ，
ｌ ｏ 年之后 卸任 总

纪 7 0 年代 ， 直接起因是石油危机促使 日 本更加重
ｍ—丄止汝②？ ［ 日 ］

渡边昭夫编 ： 《战后 日本的外交政策 》 ， 有斐 阁 ，

3 4视来 自拉美的资源供应 ， 日本考虑未来可扩大为资 1 9 9 1 年 ， 第 2 1 9 页 ， 第 2 9 5 页 。

源供给地 ， 提升了对拉美的援助在政府开发援助总④ 参见 ［
日

］ 《世界经济新 闻》 ， 1 9 9 5 年 6 月 号 。



工业原料 ，
呈现一种典型的

“

南北型
”

贸易 。 仅 1 9 9 2 年 4 月 秘鲁 总统藤森宣布停止施行宪法后 ，

过 了
3 年 ， 日本与拉美 的贸易总额就上升到 2 5 3 亿日本在促使秘鲁早 日 恢复宪政方面做出努力 ， 派出

美元 ， 成为拉美 国 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 仅次于了选举监督团介入选举事务。 与此同时 ，
日 本还加

美 国 ） 。 同
一

时期 日 本还加大 了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强了与拉美的政策对话 。
1 9 9 4 年八九月 ， 河野洋

力度 。 1 9 9 2 年 日 本对拉美 的直接投资 累计达到平外相访问了 巴西 、 阿根廷 ，
并请厄瓜多尔 、 智利

7 7 9 4 项 ， 共 4 6 5 ． 5 亿美元 ， 约 占 日 本海外直接投外长到巴西举行了会谈 ， 就加强联合国作用 、 防止

资的 1 2％ 。 其中 ，
巴西 1 5 1 7 项 ，

7 2 亿美元 ，
巴拿核扩散等 问题交换 了意见 。 此外 ，

日 本也积极参与

马 4 1 8 6 项 ，

1
8 7 ． 4 亿美元 ， 两者 占 日 本对拉美地南北对话 ，

通过多边对话扩大 自 己的 国际影响力 。

区投资总额 的 5 6％ 。日 本的外交努力 也换来 了拉美 国家 的政治 回高

此外 ， 环保也是 日本支援拉美 国家 、 推动 日拉报 。
1 9 9 0 年 1 1 月 平成天皇

“

即位典礼
”

时 ， 不少＃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
2 0 世纪 8 0 年代中后期 ，

日拉美国家元首 、 政要前来参加 ， 折射 出 日本在拉丁

本多次派出 环保调查团 到拉美地区 。
1 9 8 9 年 日 本美洲取得的外交成功 。论

向墨西哥提供 了1 0 亿 日 元贷款用 于净化空气 ，

4^
年后又 向 巴西和墨西哥提供 1 0 0 0 亿 日 元 以上的贷二日本新世纪国家战略与对拉美外交纪

款 ， 主要用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ｇ

（
四

） 冷战结束前后 日本对拉美的政策进人 2 1 世纪后 ， 作为构成 日 本大 国 主义政治ｇ

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 ， 政府对拉美的理想 的外交战略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 ， 从小泉政权，
外交活动愈加频繁 。 1 9 7 9 年 1 2 月 各国驻拉美 国家到两届安倍政权的 1 5 年里 ， 日 本对拉美外交由着交

大使会议在巴西召开 。 日本代表在会上阐述了 日 本眼资源 、 能源的经济外交朝着 紧盯大国博弈的政治§

对拉美国家的四点基本政策 ： 第一 ， 努力加强政府战略方向倾斜 。 尤其是在 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

的首脑外交
；
第二 ， 加强经济 、 贸易 、 技术合作 ； 任理事国 问题上锁定拉美国家作为 自 己 的票仓 ，

而

第三 ， 妥善处理移民问题 ； 第 四 ， 进
一

步深化文化拉美国家也大都支持 日 本通过联合 国改革实现其

交流 。
“

人常
”

的战略 目标 。

此后 ， 日 本政府首脑接连 不断地走访拉美 。（

一

）
日拉关系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并重

1 9 8 2 年铃木首相访问 了 秘鲁和墨西哥 ，

1 9 8 6 年 中进入 2 1 世纪 ， 日 本 的拉美外交越来越活跃 。

曾根内阁 的仓成 正外相访问 了乌拉圭 ，

1 9 8

＂

7 年和小泉纯
一

郎政权既与 美国 的拉美政策保持协调
一

1 9 8 8 年宇野宗佑外相先后访问 了多米尼 加 、 危地致 ， 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对拉美 自 主外交 。 2 0 0 4

马拉等 国 。 拉美国家政府首脑也纷纷回访 日 本 ， 仅年 9 月 ， 小泉纯
一

郎首相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在会上

1 9 8 8 年就有 3 0 多位拉美 国家的政府高层人士来到正式提 出
“

人常
”

的要 求 ， 决定 与 巴 西 、 德 国 、

东京 。 进人 2 0 世纪 9 0 年代 ， 由 于巴西经济不景气印度组成四国 游说集 团
， 以

“

抱 团取暖方式
”

在

以及 1 9 9 0 年 6 月 日本 实行了新 的 《入境管理法修
“

入常
”

上相互帮助 。 作为 回报 ， 小泉首相访问 了

改法案 》
， 放宽了 日 裔外 国人归 国探访限制 ， 日 本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拉美地 区大国 ， 提 出

“

日 本

血统巴西人前来 日本就业者逐渐增多 ， 成为 日 本与与拉美新伙伴关系构想
”

， 表示 日 本政府在 2 1 世

拉美经济关系 的新亮点 。纪致力于加强 与该地区 国家的经济关系 的明 确态

随着 日本与拉美经济联系 的不断加深 ， 日 本开度 。 当然 ， 小泉访问拉美也同样怀有经济 目 的 。 有

始凭借经济交往能力推进大国政治战略 目标 ， 具体分析指出 ：

“

小泉拉美之行 的另
一

个 目 的就是谋求

表现为向这
一地区的多个国家提供政治改革的技术加强双方的经济关系 ， 为 日本产品开拓市场 ， 同时

支援 。 整 个 2 0 世纪 9 0 年代 ，
日 本 与 里 约 集 团为 日 本企业进军拉美地区铺平道路 。 小泉和巴西总

（
Ｒ ｉｏＧｒｏｕｐ ） 之间的外长会议逐渐形成惯例 。

1 9 9 0统卢拉在会谈后
一致表示 ’ 将利用经济复苏 的大好＿

年 2 月 ， 日 本向 尼加拉瓜总统选举派遣选举监督时机 ， 进
一步加强两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合作 ， 为多

员 ， 并将这
一

活动照搬到 1 9 9 1 年 1 月 海地总统选年低迷的双边经贸关系注人新的活力 。

”①

举上 。 此后 ， 在 1 9 9 1 年 3 月 的 萨尔 瓦多大选 、 5

月 的苏里南大选 以及 1
9 9 4 年春季的萨尔瓦多总统① 吴谷丰

： 《 日 本与拉美 国家加强经济关系 》 。 ｈ ｔｔ
ｐ ：

／／ ｎｅｗｓ ． 3 5

选举等活动中 ， 日 本也问样派遣 ｊ
ｆ

＊

选举监督人 员 。ｘｉ ｎｈｕ ａｎｅ ｔ
．ｃ ｏｍ／ｗｏ ｒｌ （ ｌ／ 2 0 0 4 

－

0 9 ／ 2 0 ／ ｃ。ｎ ｔｅ ｎ ｔ＿ 1 9 9 5 5 9 9 ．ｈ
ｔ ｍ



2 0 0 5 年和 2 0 0 8 年 ， 日 本等国两次向联合 国大夫——菅直人——野 田佳彦
”

三届政府 。

“

新手上

会提交安理会改革决议草案 ， 建议同时扩充常任与路
”

的 民主党人在内 政上忙于整 顿吏治与 经济改

非常任理事国 ， 并赋予新常任理事 国否决权 。 然革 ， 外交上在 中美之间摇摆不定 ， 几乎无力顾及远

而
， 由于 日本当局不断否认其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在地球另

一

侧 的拉美国家 。 这
一

时期 ， 日本对拉美

罪行 ，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屡次失信于亚洲邻国 ， 其的外交缺少大手笔动作 ， 基本维持着 自 民党政权对
“

人常
”

的努力也遭到 了 中韩等邻国 的强 烈反对 ， 拉美的外交格局 。

并引发
一

场声势浩大的反对 日 本
“

入常
”

的全球不过
，
日 本外务省并未因政局动荡而放松对拉

百万人签名 活动 ， 结果使 日 本等 国 的提案无疾而美的外交努力 。 在政权频繁更迭造成的对拉美外交

终 。 事后 ，
日 本为了 对抗亚洲邻 国 ， 实现 自 己 的方针缺失的不利状态下 ， 日本外务省官员经略拉美

“

入常
”

目标 ， 转而采取
“

远交近攻
”

的外交手段 ，的工作反而到 了细致入微的程度 。 勤勉的外交官们

通过植染所谓的
“

中国威胁论
”

离 间中国 与邻国 的即便在 日 本遭受特大天灾 、 痛不欲生的时候 ，
也不

｜关系 ， 并在全球范围 内加大经济外交力度 ，
积极寻忘在外交上做好对拉美工作 。

2 0 1 1 年 日 本发生

＋求拉丁美洲和非洲 国家的支持 ， 为推动联合国安理
“

3 ？1 1 灾害
”

， 地震与海啸摧毁 了福岛核电站 ， 在

卷会
“

扩容
”

继续积 累 力量 。 作为 对拉美 的牵引 手灾区工作生活的数百名拉美籍侨民顿失生计。 曰 本

￣段
， 日 本再次加大了对拉美的政府开发援助力度 。 政府专 门安排了拉美撤侨事务 ，

3 月 2 4 日从 日 本
ｍ尽管在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总量中拉美 占 比仍然较撤出的 2 0 1 名拉丁美洲人乘坐一架委 内瑞拉国家航

ｇ低 ， 而且横向比较仍落后于美国 、 德国 、 法国对拉空公司 的飞机 回到加拉加斯 ， 以便受灾侨 民尽早与
一美的投入比重 ， 但 2 0 1

1 年和 2 0
1

2 年 日本对拉美 的家人团聚 。 日 本此举受到拉美国家普遍赞誉 ， 委 内

Ｉ政府开发援助出现 了连续小幅增长的态势 。 （ 见表 1瑞拉国会前主席弗洛雷斯 、 时任外交部部长马杜罗
￣

和表 2 ）到机场迎接归侨 。 马杜罗表示 ，

“

委内瑞拉对两周

＜
－表 1 曰本 2 0 1 1 年度政府开发援助 （

ＯＤＡ
）
地 区配额遭到地走和海晡ｈ 击的 日 本表乐持久的尹 ＇援

， 美

Ｊ（ 单位 ： 亿美元 ， 括号内 为百分 比 ）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 国提供的 1 9 吨人道主义援助

＾
—

Ｉ 中 午 丨請 Ｙ ｉ

Ｊ

——
物资已经运到 日 本 ， 帮助 日 本灾民应对紧急情况 。

－总额 亚洲
北＾

1

非； 丨

‘

拉美 大洋洲 欧洲
“ 区有关部 门将给撤回 的侨民体检 ， 然后其他国家的人

Ｉ 6 5 ． 1 1 3 ． 7 9 ． 5 1 7 ． 3 3 ． 3 1
． 6 1 ． 7 1 7 ． 9将 回到 自 己的国家

”

。 委 内瑞拉国家 民防局负责人

｜ （
1 0 0

） ｜

（
2 Ｉ ． 1

）
｜

（
Ｉ 4 ． 6 ） （

2 6 ． 6
） ｜

（
5 ． 1

）
｜

（
2 ． 4

）
｜

（
2 ． 7

）

｜

（
2 7 ． 4

）古贝罗还特别宣布 ，

“

由 于应对及时 ， 撤 回 的这些

资料来源 ：

一

般财 团 法人 日 本 贸易会编 ： 《 日 本 贸易拉美人 中没有任何人受到核辐射的污染
”

。

的现状》 ，
光写真 印 刷株式会社 ，

2 0 丨 4 年 ， 资 料 篇 ， 第特大地震与核泄漏灾害意外地成为 日本与拉美
1 1 2国家间

“

投桃报李
”

的难得机会 。 向 来注 重细节

表 2 2 0 1 2 年度主 要发达国 家对世界各地区的 日 本外务省不失 时机地抓住
“

日 拉民 间互 助
”

政府开发援助额及所 占百分比 （ 合计单位为亿美元 ）大做文章 。 例如 ， 在外务省网站上宣传巴拉圭政府

｜

中亚．

｜

中东
｜

撒哈拉
｜＜

7其他支持募捐并通过 日 裔农业协会制作 1 0 0 万箱豆腐运
°

南亚 北非 非洲地区往 日本灾区的善举 。 时隔 3 年 ’ 外务省网站上仍旧

曰本 6 4 ． 0 2 6 ． 5 6 ． 6 1 5
．

8 4 ． 3 2
． 2 4 4 ． 6挂着 日 本 灾 民接受救灾豆腐后满怀喜悦 的宣传

美国 2 5 6 ． 1 1 7 ． 8 1 0 ． 7 3 4 ． 0 8 ． 4 1 ． 9 2 7 ． 2照片 。

劃 8 5 ． 8 1 7 ． 7 9 ． 4 2 2 ．

7 1
1

． 3 5 ．

9 3 3＾
＿为了使 日本老百姓理解和支持对拉美 国家外交

Ｑ法国 7 9 ． 3 3 ． 71 7 ． 6 3 8 ． 9 1 3 ． 0 3 ． 7 2 3 ． 1公关的重要性 ’ 外务省将农林水产省 2 0 1 2 年统计

Ｈ英 ＩＩ ｜

8 7 ． 1

 ｜

2 0 ． 5 3 ． 4 3 7 ． 3 2 ． 4 0 ． 5 3 5 ． 9数据公之于众 ， 借以宣讲来 自 拉美的大宗商品对 日

＿资料来源 ：

一般财团法人 日 本贸易会编 ： 《 日 本 贸易本 国民经济及国 民 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 （见图 1

） 。

的现状》 ， 光写真 印 刷株式会社 ，

2 0 1 4 年 ， 资 料篇 ， 第 （
三

）
安倍第二届 政府的对拉美外交

1 1 3 胃 °

 2 0 1 2 年年底 ， 自 民党在大选 中推翻 了 民 主党

（
二

）
民主党之争时讓 日拉关系政权 ， 安倍晋三重新登上首相位子 ， 开始全面推行

3 6 2 0 0 9￣ 2 0 1 2 年 ，
日 本政坛上 出 现 了新老保守建立强大 日 本 的政治 梦想 。 安倍政府计划 在 2 0 1 5

政党轮替 ， 民主党一年一度地更换了
“

鸠山 由 纪年再次 冲击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 目标 ， 实现成为政治



图 1 日 本社会生活中 的拉丁美洲商品

咖啡豆 （
2 0 1 1年 ）鸡 肉 （

2 0 1 1年 ）铜矿石 （ 2 0 1 2 年 ）铁矿石 （ 2 0 1 2年 ）

1 1 5 6 亿日元 1 3 0 4 亿 日元 5 1 3万吨 1 3 1 1 1万净吨

阿根廷 ，

0 ． 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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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ｆ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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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璧 餐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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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

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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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 ． 6＊

巴西 ． 9 0 ． 0 4阿根廷 ， ！
． 5 ＊

^

大国的愿望。 如果说小泉执政时期前后 ，
日本在成共同体领导人会晤时 ， 安倍除 了

一

如既往地施展＠

为经济大国之后要继之成为政治大国 ， 但军事大 国
“

银弹攻势
”

， 还要求相关国 家对 日 本竞选联合 国晋

的排序并没有公开提上议事 日程 。 而如今 ， 安倍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提供支持 ， 为 日 本成为常任理｜
政策是通过大规模 出 口武器 ， 解禁集体 自 卫权 ， 扩事国 的联合 国安理会改革提供协助——在 日 本看Ｂ

充 自卫队员名额 ， 加强高精尖 的武器装备 ， 建立海来 ， 占联合国 成员 国 7 ％ 的加 勒 比各 国 可谓
一

个｜

军陆战队兵种 ， 最终修改宪法 ， 走的是一条同时争
“

大票仓
”

。 有 分析认为 ， 安倍在
“

价值观外交
”

ｇ

当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道路 。之外 ， 又变异 出
“

人常外交
”

， 他的
“

俯瞰地球仪ｇ

据 日本共同社报道 ，

2 0 1 3 年 9 月 2 6 日 为 出 席外交
”

进而成 了
“

全球拉票外交
”

。
③ｉ

联合国大会的 日本外相岸 田 文雄加人了拉美和加勒第二届安倍政府的对拉美外交中最突出 的特点

比国家共同体的外长扩大会议 。
① 会上委 内瑞拉外是带有同 中国抗衡的明显意味 。 究其原因 ， 随着改迁

长罗德里格斯代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表达 了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 中国在经济规模与发展速度上

与 日本进
一

步发展经济关系的积极意愿 ， 表示愿意举世瞩 目 ， 中 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空前紧密 。 目 前

就裁军 、 核不扩散 、 维护和平 、 遵守联合国宪章及中 国是多个拉美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 尤其是中国连

国际法等国际社会 中的多方面问题与 日本建立坦诚续五年成为巴西第
一

大贸易伙伴 ， 相 比之下 日 本同

的对话机制 。 岸 田文雄外相则代表 日本政府感谢共拉美国家的经济联系呈现弱化趋势 。 中 国同拉美之

同 体接纳 日 本参加本次外长扩大会议
，
宣布 日本与间经贸往来呈现高速发展趋势 ， 加重了 日 本对拉美

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共同体共同尊重 民族主义与法治关系的危机感 。 中 日 在拉美的经济角逐也引起 日 本

的基本价值观 ， 今后双方将进
一步紧密合作 ，

同时研究领域的警惕 。 《 日 本贸易会月 报 》 2 0 1 4 年 1 月

感谢拉美各国对东京 申 办 2 0 2 0 年奥运会 的理解 和号刊登了 《 2 0 1 4 年世界经济与 日 本对外贸 易展望

大力支持 。 会议还决定 ， 鉴于近年来 日 拉贸易 与投座谈会
，
要 》 ， 其中丰 田通商株式会社高级理事坂

资不断增长 ’ 今后高级别对话将合作领域扩大到投口肇直言不讳地称 ：

“

巴西与阿根廷均受到中 国经

资环境建设 ，
以及运用 日本经验提高拉美国家减灾 济减速影 响 ， 陷 人了结构改革受困 的严重状态 。

”

防灾的能力 。 同时针对联合 国改革 、 削减核武器 、

伊藤忠商事经济研究所 的三轮裕范强 调 了
“

巴 西

气候变化等国际政治课题寻求合作 ， 与拉美国家建 处于高通胀带来的经常性赤字之中 ， 所谓
‘

巴 西

立起多层面的互利共赢机制 。
②

日 本通过经济合作 成本
，

的频繁制度变更是严重 问题
”

。 住友商社综

推进政 治 目 标 的战 略很快奏效 ， 据 日 本共 同社 合研究所高井裕之也附和道 ：

“

巴西有世界仅存的

2 0 1 4 年 4 月 3 日 报道 ’
日 本获准加 人总部设于智



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
ＥＣ ＬＡＣ ） 。① 时任拉美 和加勒 比国家共同体三驾马车代表为现任轮值主ＥｆｃＷ

＼ｍ Ａ 4＾ｒｎ口ｊ光 ｉｎ士 ／立亚
一 ＂ 席国古巴外 长罗德 里格斯 （

Ｒｏｄｒｉ ｇｕｅ ｚ ） 、 前任轮 值主席 国智利 外长
0 年仅 ’

丨 Ｊ 本 Ｉ 丨 相 女仏 曰 二＾■赴拉丁美洲 ，

代理奥亚尔 塞 （ Ｏｙ ａｒ ｃｅ ） ， 以及下任轮 值主席 国哥斯 达黎 加代表卡

继续其所谓的
“

俯瞰地球仪外交
”

。 每到
一处

， 安斯特 略 （ Ｃ ａｓ ｔ ｉ
ｌ ｌ。 ） 。

倍均打出
“

积极和平主义
”

的招 牌 ， 大谈价值观② 转引 自 《 2 0 1 3 年 日本与拉丁美洲 加勒 比共同体 （
ＣＥＬＡＯＪＳＳＭ

从六ｏｔａ士
－

槐 口 士 办 士 工 ：

ｆｎ Ｗ Ｍ“ ｍ ｒ ｒ

－

土 ？拙
”三国外长扩大会议概要》 ， 载

［
日

］ 《读卖新 闻》 2 0 1 3 年 9 月 2 8 日 。

外又理念 ’ 标榜 日 本致力于和平的 国 际贝 献 。

③ 吕耀东
： 《 安倍拉美之行变异

“

拉票外交
”

》 ， 载 《 解鮮 3 7

然而 ，
无论是在访问墨西哥期间 ， 还是在与加勒 比报 》 2 0 1 4 年 8 月 5 日 。



最大油 田 ， 加上深海岩层埋藏的新能源 ， 其资源意 1 2％
 ） ， 对巴西机械钢铁出 口 5 5 0 0 亿 日 元 （ 比上

义相当于中东的石油大 国
， 在油价居高不下的时代年增加 1 8 ％ ） ， 对巴 拿马船舶 出 口 9 4 0 0 亿 日 元

可 以考虑从那里购买。

” ？（ 比上年减少 1 7 ％） 。 输入总额 3 ． 3 万亿 日 元 （ 比

表 3 日本对拉 美主要贸易对象 国进 出 口量在上年增加 1 8 ％） ， 为连续 4 年 的增长 。 其中从巴西

外贸总额中所 占 比重变化表（ ％ ）进 口约 1 ／ 3 （ 主要 为玉米 ） ， 即 1
．

1 万亿 日 元 （ 比


上年增 加 1 4 ％
） ；
从智 利进 口

（ 非铁金 属矿石 ）

贸易对象 国 1 9 9 5 年漏 年 細年 厕 年 2 0 丨 3 年 7＿ 亿 日元 （ 比上年增加 5 ％
 ） ； 从墨西哥进 口猪

＝西
－

｜

进口

—

 1 ． 2 0 ． 8 0 ． 9 1 ． 4

‘

 1 ． 3肉 、 通信设备 4 1 0 0 亿 日 元 。



° － 6
＿＿＾  ＾ 与经济关系发展相比较 ，

日本外交领域重视提

墨西哥，＾ —

一一

一＂—



— 升 日 拉关系 、 抗衡 中国 的呼声更为突 出 。 2 0 1 4 年 8

ｗ
——

0 ． 9 0 ： 7 ！ ：

0
－

ＴＴ

“―＾ｉ！ ， 0柳主 Ｅ耐細謝 Ｅ鹏 〉〉

｜智利
ｔｉ

－

ｐ 0 ． 2ｏＴｉ 0 2ｏｌ 0 2

￣

一文 ， 称
“

鉴于 中 国在包含拉美在 内 的国际社会

Ｘ资料来源 ： 根据
－般晒法人 日 本贸易会编 ： 《 日 本

中发 目权不断增大 ，
加之 巴Ｗ在制定符合 自 己国家

養贸易的 现状 》
，
光写真印 刷株式会社 ’ 2 0 1 4 年 ’ 资 料篇 ’

利益的外交政策方面还缺少实现 目 的的稳 固手段 ’

全球贸 易进出 口 占 比统计表 ， 第 7 7
￣

7 8 页 。因此 日 本有必要重视维系长久以来同巴西的传统关
期

主 ， ， 士门＃ 山 门 初 曰
＝系

”？
。
三轮昭强调

“

巴西在 国际社会中成为新的

云

表 4 2叫 日 本对拉美主要国家和地 区进

二
口

5

易星

）

重要成员 使 日 本对 巴 西外 交 意义 变得越来越 重

Ｓ贸易对象 国出 ！ 丨进 口
＿

欠
’

， 力主 日 本政府应发 多达
尸

万的 日 本入

竺哥伦比亚1 1 9 8 3 8 9 5 6 4 2 9 4 6 2 0 7子 ？小生
、活在地球的另

一

侧 ， 是后发的中 国 、 韩＠难

頁委 内瑞拉


6 6 0 5 9 7 0 7


4 9 2 1 0 6 2 5以追赶的优势
”

， 并提出 取消对 巴西公民进入 日 本

＜圭亚那 4 3 1 6 5 8 2 4 0 8 4 3 9的签证限制的具体建议 ， 希望政府深刻认识到巴西

Ｊ苏里南


7 9 7 4 8 8 2

 ＿政府在签证发放上秉持对等政策 。 作者还忧心忡忡

2細錢那
 —＾地指出 ， 此前曾 有 3 0 万 巴西人到 日本打工 ， 目前

； ｆｍ
－

＾ｉｏｇｒ
－

＝＝一

势头虽然减弱但仍有 2 0 万人之多 。 尽管其 中
－

部

Ｐ
＂

玻利维亚 2 2 1 2 5 0 5 7 3 3 3 3 3 0 8 0分人在 日本非法谋生 ， 甚至沧为罪犯 ，
导致 日 本政

￡智 利


1 6 5 8 2 9 8 5 2


7 8 2 3 0 2 8 3 4府 内部对发放巴西人签证持严格限制 的意见占主导

巴西
—

5 5 2 3 5 8 6 3 5 1 0 8 6 2 0 5 1 0 3地位 。 然而 ’ 假如 日 本是唯
一

把巴西人看作危险分
Ｅ拉圭


6 1 1 5 4 3 1

 7 7 5 0 1 6 8
＿子的国家 ，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 日本在巴西的外交优

－

ｇ｜｜
 

7 5 4 2

ｆ：势丧失殆尽 ’ 从而失掉
一个重要的国际伙伴 。

三轮
阿根廷 1 0 8 4 9 4 5 2 4 1 8 0 2 9 4 2 1 0一一

马尔维纳斯群岛 9 1 0 5Ｕ 2 9昭还结合安倍首相推行 的
“

俯瞰地球仪外交
”

行

资料来源 ：

－般财团法人 日本贸 易会编 ： 《 日 本 贸易
动 ，

呼吁道
：
女仏 首相频

＾
出访各 顺势来到

的職》 ， 光写真印騰式会社 ，

2 0 1 4 年 ， 资 料篇 ， 日 丨
拉美也在情理之中 。 政府外交部门

－

疋要麵好这

贸易年表
（

2 0 1 3 年 ） ， 第 7 3 页 。样的机会 ， 尽量强化包括经济领域在内 的 日本与巴

＿
’、 。

 、， ，西关系 。

”

ｉ

值
，
注意

？
是

’
日 本对 彳

、
／

：〒
投人并

－
冇仅 ｛Ｚ上述 日本对拉美外交执行者的意见与 日本政治

＿
￥留 者的议论上 ’ 而是切头 加大对拉＿ ？

家的據外交主张不谋而合 。 早在 2 0 1 0 年 ， 日 本

ｎ＾ｆ ｉ＾ ｆ^ｎｕｆ ｉ？
政府就 曾与加勒 比地区 ｉ 4 国举行外长会议 ， 希望

Ｈ1

＾ 加强对这些国家的产业援助 ， 从而获取各 国对 日本

ＥＩ＝曰

；
、

各人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的支持 。 面对中 国习

醒
亿

ｆ
1 0％

，

ｔ 近平主席 2 0 1 3 年 、
2 0 1 4 年连续访问拉細家的重

（ 日本对拉美贸易 自 2 （Ｍ 0 － 2 0 1 2 年连续在外贸总量

的 5 ％ 水平上原地踏步 ） 。 输出 总额为 3 ．  6 万亿 日

一

／ 山 Ｌ 反 ＋？如 請 、 廿 ｒｈ① 参见 ［ 日
］ 《 日本 贸易会 月报》 ， 肌 4 年 1 月号 ， 第 3

丨 页 。

兀 （ 比上年增加 4 ％
） ’ 为时隔 3

一

年 的 长 ， ” 中② ［ 日 ］ 三轮昭 ： 《 巴西 归来 》 ，
载 《 日 本 贸易 会月 报 》 ，

对墨西哥 汽 车 出 口 9 5 0 0 亿 日 元 （ 比 上年增 加 2 0 1 4 年 7
－

8 月 号 ， 第 3 6 ￣ 3 7 页
。



要外交活动 ， 安倍随之展开 了被媒体讥讽为
“

尾系也因 注人了
“

抗衡 中 国
”

的复杂要素而脱离了

随外交
”

的外交攻势 。日拉之间经济往来的原有意义 。 这种变迁既包含着

2 0 1 4 年 7 月 底 ， 安倍对墨西哥 、 特立尼达和国际格局变化造成 的 外部牵引 ， 更是 当今 日 本强

多巴哥 、 哥伦 比亚 、 智利 、 巴西 5 国进行访问 。 此国 、 强军 战略 在 日 拉关系 中 的 间 接折射和 直接

访是继小泉纯
一

郎 2 0 0 4 年之后时隔 1 0 年 日 本首相体现。

再次到访拉美 。 会谈直接涉及 2 0 1 5 年 日 本竞选联今天的安倍政府对拉美外交延续着经济利益与

合国非常任理事国 。

？
日 本准备以政府开发援助为政治 目 的并重的双重价值取向 ，

但中 国与 巴西之间

手段 ， 号召加勒 比 1 4 国为其投票 （入
“

非常任理的贸易额巳经是 日本的 5 倍 ， 中拉在经济合作方面

事国
”

） 。 然而 ，
据 日 本媒体报道 ， 安倍此行最终也遥遥领先于 日 本 ， 特别是中国与拉美和加勒 比国高

目 的并不仅限于此 ，

“

入常
”

才是 日 本拉美外交的家共同体创立 了
“

中 国
一

拉共体论坛
”

后
，

日 本洪

真正着 眼点 。 当然 ， 从经济关系上看 ， 安倍首相的力图发起反击 ，
与中国 开展经济上的资源争夺 、 政：

拉美之行不仅要进行游说拉拢 ， 获得能源合同也是治上的
一

争高下 。 客观地说 ， 日 本的确存在通过强论

福 岛核事故后 日 本寻求可替代核能的迫切要求 。 所化对拉美外交来保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
因为拉｜

以 ， 安倍晋三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会谈时也希美地区对 日本来说是仅次于大洋洲 、 东南亚的第三纪

望双方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 。 作为回报 ， 安倍针对大资源供应地 、 日本制成品的重要市场 以及能源的｜

加勒 比国家易受飓风等 自 然灾害侵袭的情况 ， 表示重要潜在供应地。 日 本 3 0 ％ 以上的铁矿石是从拉ｇ

日本将针对防灾和环保等研究建立新的支援框架 。 美进 口 的 。 讲求未雨绸缪的 日 本产业界考虑到未来，

安倍还将这种兼顾政治意图与经济需要的模式套用世界能源需求 日 益膨胀的前景 ， 将更加重视哥伦比，

到其他拉美国家 。 实际上 ， 不仅是对特立尼达和多亚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以及墨西哥的页岩气 。 据｜

巴哥 ， 安倍也盯着墨西哥 、
巴西

、 哥伦比亚等拥有日本媒体报道 ， 日本计划在 2 0 2 0 年起从墨西哥进塞

优质石油资源的 国家 ，
此外墨西哥还有页岩气 ， 智口 页岩气 ，

这对 日 本意义重大 。 日 本 《每 日 新闻 》

利有铜矿 。 因此 ，
日 本随 同安倍首相出访拉美的 团分析说 ， 由 于中 国近年从智利进 口 的铜激增 ，

强化

组中还包含 了
6 8 家贸易公司和经济团体 。 日 本一日 本主导的铜矿开发已经迫在眉睫 。

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外交 问题学者认为 ， 安倍政府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视角观察 ， 安倍政府在拉美
一直担心中 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全球抢 占资源和扩的外交行动也受到多种制约 。 在大国博弈意义上 ，

大影响力 ， 日本要是再不对抗就要被边缘化了 。 在拉美国家本身不可能不顾及 日本之外 国家的感受与

安倍出访的最后
一

站 巴西 ，
日 方提 出合作开发南大自身在外交上保持平衡的实际需要 Ｑ 日 本首相安倍

西洋深海油 田 的建议 ， 据说直接动因是 日 本注意到晋三的
“

俯瞰地球仪外交
”

意在
“

抓住拉美阻击

巴西海域正在开发的深海油 田
“

盐下油 田
”

， 其原中 国
”

。 即在
“

资源外交
”

之外 ，

“

为人常拉选票
”

油储量可能高达 5 0 0 亿桶 以上 。和
“

牵制中 国
”

是不 言 自 明 的意图 。 但问题的关

中 日 在拉美外交方面的博弈连处于第三方的国键还在于拉美国家是否接受 日 本
一

厢情愿的努力 。

家也看得十分清楚 。 韩 国 《 首尔新闻 》 2 0 1 4 年 7诚如 中国 日本问题专家吴怀中教授所指 出 ，

“

为 了

月 2 4 日 说 ， 安倍此访试图
“
一石三鸟

”

， 即
“

资对抗中 国 ， 安倍领导下的 日本几乎不择手段 ， 但它

源外交
”“

谋求入常
”

和
“

牵制 中 国
”

。 安倍 出 席的主观愿望超过了实力水平和可用资源
”

。

②

首次 日本和加勒比共同体峰会的主要 目 的是为加勒学术界关于中 日 在拉美的种种政治博弈的分析
比国家提供实在而有力的援助 ， 以换取这些国家在是否切中安倍拉美外交的实质 ？ 答案是肯定的 。 因

日 本竞选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席位时提供帮助 。为最近曝光的 《 日 本 巴西联合声明草案 》 已经 为

日 本在国际关系上
“

制衡
”

中 国 的 用心作 了最充

三 对 2 1 世纪 日 本拉美外交的评估

① 2 0 0 5 年 ， 日 本等 国希 望增 加联 合 国 常 任理 事 国 数量 时 ，

就总体而言 ， 从小泉政府到安倍政府的拉美外牙买加和特立尼达 和 多巴哥曾提 出反对 。 所 以 ， 争 取拉美国家支

交逐步趋向笼络拉丁美洲 国家 ， 进而寻求联合随
賊

“

入常
”

是此次安倍 出访拉難重要 任务之 － 同时 ’
日 本＿■

廿 八＝＋ ＋土＾也一直在拉拢拉美国家支持其担任联合 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 。

⑶

革 中对 日本 的全面支持 ，
已成为对拉美外父战略的② 《安倍 着 急 完成 地球仪 外 交 ， 欲在拉美 阻击 中 国 》 ， ｍ

首选 目标 。 而且
，
日 本与拉美 国家间 正常的经济关《环球时报 》 2 0 ！ 4 年 7 月 2 4 曰 。



分的注脚 。 据 日本共 同社 2 0 1 4 年 7 月 2 7 日 报道 ，好资源 。

“

国之交 ， 在于 民相亲 。

”

日 本金融机构

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 8 月 1 日 与巴西总统罗塞夫多次向巴西提供巨额农业开发与科研项 目的贷款和

举行会谈时公布的联合声明草案在 2 6 日 提前曝光 ， 赠款 ， 许多 日裔巴西人从 日本学会先进的农业技术

安倍的 随行人员透露了草案内容
——

该草案强调了后用于生产 ， 巴西广袤的土地为 日 裔提供了施展才

日 巴两国拥有 尊重
“

法治
”

等共同 价值观 ， 并将华的空间 ， 并逐步使巴西成为世界重要农产品输 出

针对中 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并在东海和南海开展海洋国 。 根据 日 本与 巴西的文化交流计划 ， 日本政府每

活动等问题写入 了
“

制 衡
”

中 国 的 内容 。 但是 ，年向 巴西政府提供文化交流基金 ，
还组织多个 日 侨

当拉美国家需要同时面对中 国和 日 本这两个重要国社团合并成立
“

巴西利亚联邦 区 日 巴联合会
”

，
不

家时 ， 安倍的草案能被拉美国家真正接受吗？仅积极开展宣传 日本文化的活动 ，
并出版 日 葡两种

此外 ， 日 本还需要顾及美 国 对传统
“

后 院
”

文字的杂志 ， 起到 了文化沟通的积极作用 。 前述 日

的掌控 。 美国的相对衰落促使 日 美关系的对等性相本外务省在 网站表彰对方的
“

恩德
”

， 更是在 细节

｜对提高 。 而美 日 间时起时伏 的经济摩擦加深了美 日上争取对方民心 、 扩大公共外交成果的有效做法 。

＋两国政治与外交相互交错的复杂性 。 同时 日 本的对再次 ， 日本在技术上 的领先地位也是一张对拉

卷美依赖心理不断受到冲击 ， 从中积累起对美不满情美外交的
“

王牌
”

。 日 本 和拉美间互有所求 ，
日 本

－绪与 自 信心理 ， 由此逐步增添了美 日合作与摩擦的对拉美的能源有
一

定依赖性 ，
而 日 本的技术在拉美

＾双 向性和对等性 。 但无论如何 ，
日 本在拉美的存在很受欢迎 。 在可 以预见 的未来 ， 日 本与 巴西采取

云与发展不能不唯美国马首是瞻 。 换言之 ， 只有在美
“

技术换能源
”

的外交模式 ， 在巴西海域油 田 开发

国盟主允许的范围 内 ，
日 本才可能逐步推进对拉美中将引 进 日 本的造船技术 ， 建造油 田开发所必需 的

｜的
“

4 项长期政策 目标
”

： （
1

） 确保这个地区的长作为海上中转基地的人工浮岛 以 及运输船 。 另 外 ，

＾期稳定
；

（
2

） 确保民主体制和 自 由市场体制
； （

3
）在对拉美的援助 中 ， 安倍政府也非常注重通过传授

＜强化国际合作机制 ； （

4
） 维系拉美 国家对 日友好技术笼络当地基层民众的人心 。

￡感情 。最后 ， 安倍政府的拉美外交究竟能走多远 ， 取

ｚ当然 ， 今天的安倍政府仍然掌握着很多对拉美决于 日 本对拉美外交的正确决策与可操作的外交实

ｔ开展外交的有利条件 。 日 本对拉美外交的走 向值得践 。 过去 ， 日本对拉美的外交素有 以经济实力增强

ｆ进
一

步观察 ， 日本对拉美外交上的利弊得失也值得和国 际地位提高来促进外交成果的传统 。 不过 ，

2 1

§我们汲取成功经验或规避其失败的风险 。世纪 日 本的外交决策模式正在发生转变 ， 政治强势

首先 ，
历史上的移民扎根拉美是 日 本对拉美外的安倍首相在外交决策 中枢 中

“
一锤定音

”

的倾

交的基石 。 大部分拉美国家都与 日 本保持着 良好关向正逐渐走强 。 在今天国际环境变化下 ， 安倍政府

系 ， 在
一定意义上 的 确是 日 本

“

联合 国 外交
”

的依旧想用
“

价值观外交
”

的标尺来 约束别国 ， 逼

重要依靠力量 。 尽管 日本急欲在拉美地区一体化程迫他国遏制 中国 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 安倍倒是

度加深之前渗人到拉美地区政治 、 经济结构 中去 ，向世人反证了
一

个十分重要的道理 ： 切不可强迫外

但精明的 日本外交系统深知拉美是 日本发挥 国际作交对象 国遵循 自 己的强硬政策 ，
因为在 国际关系 中

用 的重要舞台 ， 总是等待拉美国 家对 日 本的期待值
一

味对抗是没有 出路的 ， 以邻为壑或远交近攻 的手

增大后才适时采取新的步骤 。 这种情况似乎告诉人法在现代国际社会里都会导致背离主观愿望的负 面

们外交需要着眼长远 、 先予后取的道理 。效应 。

＿其次 ， 日本移民与 日 本政府建立起较为密切的 （责任编辑 刘 维广 ）

ｍｉ联系 ， 使用
“

感情牌
”

也是 日 本对拉美外交的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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