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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

孟晓旭

*1

内容提要

:

大国竞争背景下

,

日本违背经济规律

,

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

,

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

,

其目标是在

“

战略自主

”

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

,

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

、

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

。

对内

,

日本积极完善战

略体系

,

加强战略管理

,

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

。

对外

,

日本以

“

新

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

为指导

,

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

“

脱钩断链

”

和

“

友岸外

包

”

政策

;

以日美合作为中心

,

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

,

深度融

入欧美经济圈

,

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

,

重塑自

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

,

内含的强烈地

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

,

给

地区发展

、

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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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2015

年的美国对华战略博弈

,

将经济安全作为主要内容和重要手

段

。

面对中美大国竞争

,

相关各国积极构建经济安全战略

,

收紧措施

,

深化

合作

,

强化经济安全能力

,

甚至还参与

“

次级竞争

”,

拓展地缘利益

。

其中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特殊且重要

。

一方面

,

日本是美国的盟国

,

在军事

安全上依赖美国并坚持采取随美路线

,

同时与中国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

和安全博弈

。

另一方面

,

战后以来日本坚持

“

经济立国

”

路线

,

将国家安全

与利益置于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

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并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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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共通的经济全球化愿景

。

在美国遏制中国

“

经济优势

”

并侧重采取经济竞争的背景下

,

岸田文雄政府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举措可

谓大国关系变动下地区主要国家如何因应的典型

。

截至目前

,

学界分别对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战略动向及日本经济安全

战略这两个独立的课题开展了不少研究

①

,

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还不

多见

②

。

实际上

,

国际环境是日本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之一

。

2022

年

12

月

,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最新版

《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

也强调

,

“

维持和强化开放

、

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 “

实现和他国共存共荣的国际环

境

”。

③

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

,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面对大国竞争

,

建议

“

日

本的经济安全必须充分考虑未来国际秩序向日本不愿看到的方向变化的可能

性

”

④

,

体现出强烈的国际战略性

。

新版

《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

立意应对大国

竞争筹划经济安全

,

并将之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新高度

。

⑤

因此

,

结合大国竞

争背景探讨日本经济安全战略之构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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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些智库基于本国立场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

,

参见

: PHP研究所 「ハイテク

覇榷

竞争时

代の日本の针路
—

『

戦

略的不可欠性』を确保し、自由で开かれた一流国を目指す

—

」、2020 年 4 月、

https://thinktank.php.co.jp/wp -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402.pdf[2022 -11 -05];村山裕三

「日本の技術経済安全保障政策
—

米中
覇榷

竞争の中の 『

戦

略的不可欠性』を求めて—」、https://

thinktank.php.co.jp/wp -content/uploads/2020/10/pdf_policy_20201023.pdf[2022 -1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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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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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政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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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2020 年 12 月 16 日、https://jimin.jp -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

1.pdf[2022 -12 -06]。

「新たな国家安全保障
戦

略等の策定に

関

する有识者との意见交换」、2022 年 9 月 1 日、

https://www.cas.go.jp/jp/siryou/pdf/yousi.pdf[2022 -1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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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大国竞争与经济安全

美国发动的大国竞争是全方位的

,

涉及经济

、

外交等各领域

,

旨在维护

其在国际体系中决定办事方式的

“

结构性权力

”。

①

基于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国

际影响力

,

美国重视经济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并将之作为主要手段

,

侧

重在新兴技术

、

关键原材料

、

关键产品和产业等领域对中国实施

“

局部和有

选择的脱钩

”。

与特朗普政府的

“

孤立主义

”

相反

,

为维持与安全关系密切的

技术霸权

,

拜登政府强调联合盟友组建

“

经济繁荣网络

”

等

,

鼓动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技术贸易投资

“

去中国化

”,

对华开展

“

包围外交

”,

批判中国使用

所谓

“

经济胁迫

”

方式

,

以期削弱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

“

联系性权力

”

和

“

结构性权力

”。

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

是美国塑造全球贸易投资规则

和技术标准

、

创造

“

公平

”

竞争环境的关键

,

因此为赢取大国竞争

,

美国要

求盟友日本提供战略支持

。

(

一

)

大国竞争与经济权力

大国竞争的实质是战略竞争

。

美国国内形成共识

,

认为中国等大国对美

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

明确提出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断衰弱的背

景下

,

大国长期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

。

②

早在

1972

年

,

兰

德公司战略研究室主任安德鲁

·

马歇尔撰写的报告

《

与苏联的长期竞争

:

战

略分析框架

》

在国家安全领域提出

“

竞争战略

”

概念

,

并采用了

“

净评估

”

方法

,

对决定国家实力的相关要素进行比较分析

,

主张在辨识关键差异下利

用优势赢取竞争

。

③

“

战略竞争

”

运用

“

竞争战略

”,

具有不局限于当下的长

期性特点

。

大国长期战略竞争锁定国际秩序走向

,

核心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

关系再构建

。

在安全战略层面

,

竞争是指各方尚未达到武装冲突层级的对峙形态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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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苏珊

·

斯特兰奇指出

,

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

“

结构性权力

”

是指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

,

世界

经济的不稳和混乱并不表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丧失

“

结构性权力

”,

美国只会改变使用

“

结构性权力

”

的方式

。

参见苏珊

·

斯特兰奇

: 《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

———

国家与市场

》,

杨宇光等译

,

北京

:

经济科

学出版社

, 1990

年

,

第

29—33

页

。

“ Summaryofthe2018 NationalDefenseStrategy”, https: //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

pubs/2018 -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22 -10 -20].

AndrewW.Marshall, Long -TermComPetition with theSoviets: AFrameworkforStrategicAnalysis,

SantaMonica: RAND,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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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的非战争性

,

在评估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影响力的基础上

,

美国将大国

竞争聚焦于经济领域

,

关注经济安全

,

谋求经济权力

。 2017

年

,

特朗普政府

首份

《

国家安全战略

》

提出

“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

①

2021

年

3

月

,

拜登

政府将中国定位为

“

更为本质上的威胁

”,

并发布

《

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

》

明确将经济安全上升到中美制度竞争的高度

。

俄乌冲突下

,

美国限制高科技

出口等措施对俄实施经济打击

,

但在经济安全上警告和牵制中国的意味更深

。

2022

年

10

月

,

美国新版

《

国家安全战略

》

强调

,

中国

“

经常利用其经济实

力来影响各国

”,

美国将对华开展经济竞争

。

②

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

,

密切的对外经济联系及其形成的

“

非对称性相互

依赖

”

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

,

促使大国竞争重视国家对外经济联系的战略

作用

。

国家对外经济联系的扩大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

《

共产党宣言

》

中就指出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经济联

系强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

③

随着经济互联加强和全球化发展

,

国家卷入彼此

事务并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边界之外的事务

④

,

国家间形成相互关联但不平等的

依附关系

⑤

,

即

“

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

”。

所谓依赖

,

是指为外力所支配或受

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

。

相互依赖则指会使各方付出较大代价的相互影响

。

⑥

国家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

,

构成了非均衡的关系格局

,

并带来各国在世界

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差异和国际经济权力的大小

,

是国家间建立的一种实力关

系

,

成为大国争取

“

结构性权力

”

和其他各国重点关注的经济安全议题

。

冷

战结束后

,

非对称性的经济依赖关系呈现逐渐替代政治军事实力成为更有效

的权力手段的迹象

。

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

“

构成一方对另一方行使权力的基础

,

产生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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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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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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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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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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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

”。

①

基于对外经济联系的脆弱性

,

各个国家均努力

加强自己的独立性

,

并增强他国对本国的依赖性

。

国家对经济权力的重视和

对脆弱性的关注与国际形势及自身状况密切相关

,

其采取的外部措施或是强

化自身对外的经济联系

,

或是弱化对手的对外经济联系

,

内部措施则是强化

自身的经济安全能力

、

加强出口管理以及弱化对手的国内创新能力

。

此外

,

国家权力强弱还表现为制定规则并主导其他国家遵守规则的能力

。

因此

,

守

成国警惕崛起国的对外经济

“

办事方法

”

等结构性权力的增长和崛起国在密

切的对外经济合作下增强的联系性权力

,

以及这两种权力交互促动下的国际

格局趋向

。

基于外部措施的视角

,

国家在自身经济实力相对强大和能够主导国际经

济议题的时候

,

更关注对外经济合作的积极意义

,

乐于推动对外经济合作

。

反之

,

国家在自身经济相对衰弱和对国际经济议题的主导不断受到挑战时

,

则更警惕他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上的主动性和目的性

。

在国际形势恶化特别是

面临秩序变革的时期

,

守成国甚至倾向于管制对外经济联系以确保实现自身

经济安全

。

其中

,

对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崛起国持有敌视态度且有经济优势的

守成国还会利用经济联系

,

通过

“

脱钩断链

”

恶化崛起国的经济环境

,

牵制

其发展速度

,

弱化其权力

。

基于内部措施的视角

,

大国竞争聚焦科学技术等现代权力杠杆

。

经济实

力决定国家实力

,

进而影响国家权力

;

而经济实力取决于该国技术力量和创

新能力

。

②

科技通过影响经济或军事领域决定国家实力的大小

,

并影响权力的

发挥

。

乔治

·

莫德尔斯基提出成为世界领导国的四个条件

,

其一就是该国经

济居于国际主导地位

,

且拥有通过技术革命创造主导产业的能力

。

③

换言之

,

经济和技术能协助国家塑造和控制竞争

,

进而形成优势

。

国际政治的变革历

程及其趋向表明

,

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更能掌握定义和控制国际秩序的权力

。

基于国家间竞争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现实

,

科技实力作为经济

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基础越来越体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

。

大国竞争下的经济安

全核心就集中在垄断技术优势上

,

既防止他国在供应链上

“

卡脖子

”,

也限制

他国借助外部技术通过创新增强实力

,

进而提升不对称优势

,

实现竞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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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经济依赖与经济安全

对外经济联系不仅关涉权力

,

更与国家安全有密切的关系

。

密切的经济

联系及由此发展出的经济相互依赖能够降低国际冲突发生的概率

。

爱德华

·

曼斯菲尔德基于实证研究提出

,

当年贸易依赖程度的提高会减少今后五年内

战争爆发的次数

。

①

国分良成认为

,

相互依存对形成国际性的协调关系十分必

要

,

相互依存的增大与深化使双方利害复杂交织

,

从而使摩擦发展成关系破

裂的可能性相对减少

。

②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带来共同繁荣与和平稳

定

。

大国之间

、

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

,

以及其他国家彼此之间

,

会出现

“

经

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

”

问题

。

即

,

当甲国严重依赖乙国提供某些重要物资时

,

乙国利用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

迫使甲国就冲突做出妥协

。

其背后的原

因是

,

被他国依赖程度高的国家的国际经济权力比对方更大

,

能够在某些问

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

③

,

以及结合自身的经济实力扩大国际影

响力

。

在这种情况下

,

甲国会将经济相互依赖视为风险

,

并试图采取

“

脱钩

断链

”

等措施

。

根据安全威胁的程度

,

甲国会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做

出不同的侧重选择

。

现实主义派观察指出

, “

如果世界市场经济威胁到国家的

生存

,

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国家生存所必要的一切条件

”。

④

面对大国竞争下不确定风险的上升

,

相互依赖的增加也会使其他国家更

为担心失去自主权

。

一国对国际经济依赖程度越高

、

根据国际关系变化调整

利害关系的能力越低

,

就越可能将国际经济联系规模的变化视为威胁

。

⑤

面对

大国竞争

,

其他国家为扩大经济利益和确保经济安全

,

既强化有益的对外经

济联系

,

也避免可能形成损失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

;

与守成国关系密切且与

崛起国有地缘竞争和安全矛盾的国家

,

还会利用大国竞争及国际形势变化经

营外部经济环境

,

拓展国家战略利益

。

对于如何衡量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的程度

,

罗伯特

·

基欧汉和约瑟夫

·

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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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指标

。

敏感性指标测量行为体的变化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其他行为体

,

衡量标准是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

多快

,

所付出的代价多大

。

脆弱性指标测量行为体终止一种关系需要付出的

代价

,

衡量标准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为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

付的代价

。

①

理查德

·

库珀认为

,

各国经济政策的冲突主要源于跨国交易对国

内外发展状况的敏感性

,

而非跨国交易的绝对数额或者相对数额的大小

。

②

张

蕴岭提出

,

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

,

贸易量都不能反映国际贸易所导致的

代价效应

,

它们最多体现了两国之间的联系

,

而敏感性和脆弱性更能反映出

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

。

③

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侧重方式各不相同

,

主要有三类

。

第一类是将经济

作为实现安全的手段

,

也就是

“

经济方略

”。

除采取压力改变对方行动外

,

还

包括输出经济利益

(

如援助

、

技术合作

)

和构筑良好关系

(

如同盟

、

从属关

系

)

等

,

战略目的也不限于经济利益

,

还包括遏制战争

、

争取或维持盟国

、

削弱或加强他国同盟等政治外交目标

。

战略方式有

: “

发信号

”,

即向对方传

达友好

、

反对等重要信息

; “

封锁

”,

即通过经济制裁使对方弱化

; “

强制

”,

即制造经济损失使对方向其希望的方向转变

; “

收买

”,

即通过交换经济利益

推动对方向其理想方向转变

; “

诱导

”,

即改变对方国内利益结构进而改变其国

家利益定义

、

引导对方迎合等

。

第二类是强化经济韧性和产业竞争力

,

为应对

威胁采取脱离市场规则的政策

,

具体包括实施保护关税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等

保护主义

。

战略方式有

: “

抵消

”,

即消除经济负面影响

; “

提取

”,

即筹措对安

全重要的财富和资源

; “

强化

”,

即增强产业竞争力等来维持和强化本国和盟国

力量等

。

第三类是强化国际经济体系

,

维持相互依存

。

即通过国际合作构建危

机管理体制

,

及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

,

维持和主导国际秩序

。

④

(

三

)

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要求

为深化中美大国竞争

,

拜登政府提出

“

综合威慑

”

概念

,

强调联合盟友

及伙伴

,

在各领域利用经济

、

技术和外交手段形成力量优势

,

对制衡对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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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效威慑

。

具体到经济安全领域的措施

,

包括与盟国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开

展密切的经济合作

,

联合防止中国增强实力

。

①

美国认为与盟友在经济领域的

“

集体资源

”

可以超越中国

“

规模优势

”,

并在

“

印太战略

”

下将

“

印太

”

作

为主战场

。

2022

年

2

月

,

拜登政府提出

“

印太战略

”,

强调

“

整合协调美国与盟友

、

伙伴的对华竞争手段和方法

”,

表示要改变之前美国在

“

狭隘视角

”

下做出的

亚洲

“

只是地缘政治竞争棋盘

”

的判断

,

主张

“

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努力抵制

‘

经济胁迫

'”。

②

美国新版

《

国家安全战略

》

强调的优先事项就是集中资源在

“

印太

”

形成有影响力的联盟

。

③

大国竞争下

,

美国将中国渲染为秩序的

“

破

坏者

”,

强调

“

防止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行为扰乱全球市场并损害美国的竞

争力

”,

并致力于与盟友及伙伴建立一个国际共识

,

即

“

中国的产业政策和贸

易行为正在破坏全球贸易体系

”。

④

大国竞争下

,

美国以经济为抓手

,

要求盟友把重点放在自身具有相对优

势的领域

。

日本是美国推进地区经济政策的关键

,

拥有中美都不可忽视的经

济和科技实力

,

而且战后长期在亚太区域深耕经济合作

,

在地区经济合作上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美国多次就半导体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向日本施压

。

2022

年

9

月

,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日本半导体相关企业高管座谈

,

呼吁日本

加大对美投资

,

建立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 12

月

9

日

,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

多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举行会谈

,

要求日本作为共享对华战略的同

盟国响应其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出口管制

。

此外

,

为回应日本要求美国强化在区域的战略性存在

,

拜登政府进一步

接受并深化日本倡导的

“

印太战略

”,

加大对

“

印太

”

的经济参与

,

绕过国

会提出

“

印太经济框架

” (IPEF),

强调

“

加倍强化与

‘

印太

'

经济联系的同

时

,

为广泛收获

‘

印太

'

地区的增量机遇做好准备

”。

⑤

其目的是填补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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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退出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TPP)

造成的空白

,

力争在供应链

、

重

要技术等领域与日本等盟友及伙伴共建规则

,

获取大国竞争优势

。 “

印太经济

框架

”

涵盖的四个支柱恰是美国

《

国家安全战略

》

在经济领域内提出的优先

事项

。

在美国的战略要求下

,

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针对中国

指向

。

二

、

日本对经济安全的战略认知

相较其他各国

,

日本较早地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视野

。

作为

“

经济立国

”

的

“

非正常

”

国家

,

日本偏好

“

将经济等更广阔领域的目标作

为高度重要的国家目标

”,

并

“

最大限度地充分运用非军事手段

”。

①

20

世纪

70

年代

,

大平正芳政府就倡导

“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

强调通过经济手段维

护国家安全等

。 21

世纪以来

,

经济全球化下外部风险的增大

,

特别是新冠疫

情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导致日本经济安全意识高涨

。

大国竞争进一步刺激和

加速了日本构建经济安全战略的进程

。

②

2022

年

5

月

,

岸田明确表示

,

提高

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等经济安全举措是日本应对动荡世界的基本思路

。

③

基于经

济安全视角

,

日本密切关注大国竞争并积极思考战略出路

。

(

一

)

日本对经济安全内涵的界定

日本提出

,

经济安全具有手法多样

、

影响因素复杂和战略目标多元的特

点

,

具有

“

自身

”

和

“

对方

”

以及

“

防

”

和

“

攻

”

的

“

二元并立

”,

在维护

安全的同时兼具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战略抱负

。

野林健等人

认为

,

经济安全是在强化本国竞争力的同时削减他国竞争力

。

④

明石道融和小

久保祐辉认为

,

经济安全是指采取经济措施

,

保护国家层面的安全不受外部

经济手段的威胁

。

⑤

川口贵久等认为

,

经济安全是通过经济的手段实现政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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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确保安全

。

①

自民党

“

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

”

的政策报告认为

,

要

“

从经济层面确保日本的独立

、

生存以及繁荣

”,

经济安全战略应是

“

从经济

方面确保

《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

中定义的国家利益

”

的战略

,

并将

“

战略自

律性

”

和

“

战略不可或缺性

”

视为经济安全的核心要素

。

②

该份由执政党提

出的报告成为日本政府推进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引

。

日本关注经济安全的国际安全属性

,

认为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越

强

,

经济安全就越重要

,

并提出应该根据国际环境和技术的变化

,

将

“

安全

”

与

“

经济

”

结合起来

,

在国际社会和大国竞争中行使有影响力的外交

。

日本

安全保障类教科书

《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

》

认为

,

经济安全应同时确保经济

自主和国际竞争力

,

途径是一国必须克服经济脆弱性

,

维持或提升本国在国

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③

国分俊史提出

,

中美竞争是以不使用军事对抗为大前

提的

,

是通过经济相互碰撞的

“

使用经济的战争

”,

因此就有了经济安全问

题

。

④

实际上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在萌发期就将国际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

重视

。 1980

年

,

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在

“

综合安全保障

”

报告中就

“

经济

安全

”

提出的目标之一是维持和运营相互依存的体系

,

包括维持自由贸易体

制

,

以及作为中间方案的与经济上重要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

。

⑤

在全球化时代

,

日本进一步注意到经济与安全在国际层面的复杂互动联

系

,

并提出两种维护经济安全的路径

: (1)

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

提升抵抗经

济风险的能力

; (2)

管理对外经济联系

,

免受威胁

。

具体措施包括

:

通过制

度建设和政策管理等

,

强化安全的国内经济环境

,

创造良好的外部经济安全

环境

,

在对外经济联系中降低安全威胁和减少利益损失

,

同时主张应对

“

他

国经济威压动向

”。

⑥

在管理对外经济联系上

,

日本防攻兼备

,

强调应尽量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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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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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1980 年 7 月 2 日、https://

worldjpn.grips.ac.jp/documents/texts/JPSC/19800702.O1J.html[2022 -10 -20]。

「国家安全保障
戦

略について」、2022 年 12 月、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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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技术转移至可能在国际安全领域成为威胁的国家

,

并研发各类新技术

。

①

(

二

)

日本对形势的战略认知

2022

年版日本

《

外交蓝皮书

》 (

亦称

《

外交蓝皮书

(2022)》)

提出

,

当

前国际秩序及基本价值面临严峻挑战

,

世界进入以中美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

时代

。

②

2022

年版的日本

《

防卫白皮书

》

将急剧增强的国家间战略竞争明确

定位为安全上的重要课题

,

提出

“

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在国际上呈扩大化趋

势

”。

③

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的

《

东亚战略概观

2022》

提出

, “

随着美国与中

、

俄对立的加剧

,

大国竞争时代已到来

”,

大国竞争包括围绕以科学技术为中心

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围绕地缘政治开展的战略竞争

。

④

日本警惕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影响下的国际安全趋势

,

认为国际秩序面

临变动的安全挑战在经济领域尤为突出

,

存在将经济手段作为追求本国利益

的

“

武器

”

加以运用的情况

。

日本经济同友会提出

,

在国际既有秩序出现动

摇的情况下

,

经济领域成为国家间对峙的最前线

,

在国家安全仅靠政治和军

事力量无法实现的当下

,

大国竞争更侧重使用经济手段

,

出现通过经济手段

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

、

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以利于本国的活动

。

⑤

日本自

民党提出

: “

经济依存关系复杂化

,

有将其用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动向

,

产生了

国际经济可能被分割的新状况

。”

⑥

《

外交蓝皮书

(2022)》

提出

,

国家安全已

从单纯军事领域扩大到经济技术领域

, 5G、

人工智能

(AI)、

物联网

(IoT)

以及量子技术等重要新兴技术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

,

经济依存关系有可能

在国家间交涉中被利用

。

⑦

在复杂且不确定的国际秩序变革期

,

日本认为大国竞争将会长期持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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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华

“

脱钩

”

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中长期战略

,

中国也提出在军事

、

经济

、

产业等所有领域抗衡美国的中长期战略

,

中美对立很难在短期内发生

大变化

。

①

伴随中美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展开激烈博弈

,

日本更趋深刻地思考

经济和外交

、

安全的密切关系

,

强调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密不可分

,

并在

“

地缘政治学

”

之外提出

“

地缘经济学

”

和

“

地缘科技学

”

等概念

,

认为在

大国竞争下

,

美国早已转变了

“

对华接触

”

政策

,

基于民主主义和价值观开

展对华政策

,

在经济活动中加入了安全因素

。

②

面对聚焦经济安全的大国竞争

,

日本开始警惕具有经济优势的中美

“

频

繁

”

使用

“

经济制裁

”,

甚至担心在国际经济领域被中美排除在外

,

所以同时

关注中国修订

《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

和正式实施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口管制法

》

以及美国出台

《

国防授权法案

》

等经济安全举措

。

时任自

民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主席的甘利明就曾表示

: “

特朗普政府出于利己

外交频繁使用经济制裁

,

中国也在增加与对方国家贸易额的基础上将经济制

裁作为施压手段来使用

”,

日本

“

如处理不当

,

别说企业

,

甚至整个国家都有

可能被排除在中美双方的供给网之外

”, “

必须提升本国自律性和强韧性

”。

③

(

三

)

日本在应对上的战略思考

日本密切关注与澳大利亚

、

印度及欧洲国家应对大国竞争的经济安全举

措

,

支持扩大

“

自由公正

”

的贸易圈

,

肯定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的经济安全

合作

。

岸田表示

: “

世界主要国家都大力推进措施

,

强化支援半导体等产业的

基础

,

防止外国研究人员参与的精微技术外流

,

强化应对网络攻击

,

加强出

口管理

。”

④

《

外交蓝皮书

(2022)》

强调

: “

各国为确保

‘

战略自律性

'

和

‘

战略不可或缺性

',

正考虑维持和扩大自由

、

公正的经济圈

,

与现有国际法

整合等

,

并在经济安全上进行努力

。

面向供应链的强韧化

,

也看到与志同道

合的国家扩大合作的动向

。”

⑤

为在大国竞争下实现国家安全

,

日本认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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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且迅速地制定经济安全战略

,

提出

“

需要以更高阶的战略构思来制定自

己的战略

”, “

有必要就如何从经济方面确保日本独立

、

生存和繁荣确立明确

的战略

”, “

采取具体措施

”。

①

其中

,

基于对大国竞争关系着国际秩序未来走向和价值取向的判断

,

日

本突出强调

“

中国挑战

”,

将中国视为对手和主要影响因素

,

提出

“

由于中国

快速经济增长和军事现代化

, ‘

大国竞争

'

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成了重要的战

略课题

”。

②

2022

年

,

日本国际论坛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报告

《

建

议

:

日美应对中国战略的基本原则

》

提出

,

日美必须摒弃经济和国家安全是

两个不相关领域的观念

,

应意识到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所带来的安全风险

,

要

求认真评估其对

“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的长期影响

。

③

具体而言

,

日本认为中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可能带来的威胁主要有三个方

面

:

一是将国外先进技术与信息数据转为军用

,

生产的无人机

、

监控摄像头

等存在安全风险

,

可能导致使用经济工具的新型

“

战争

”

出现

;

二是利用经

济优势对外施加影响

,

包括控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等

;

三是借助经济崛起输

出政治模式

,

威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恶化

“

印太

”

环境

。

日本还认为

,

在

西方技术优势不再的情况下

,

来自中国技术发展趋势的安全影响凸显

,

甚至

出现了与

“

民主价值观

”

相反的所谓

“

数字专制主义

”

动向

。

自民党内支持

经济安全呼声高涨的背景就是中国崛起的经济技术优势与地缘政治关联

。

④

综上

,

面对大国竞争的加剧

,

一方面

,

日本感到为难

, “

日美共享价值

观

,

长期形成可靠的同盟关系

。

同时

,

日本扩大和深化了与中国的经济相互

依存关系

,

日中关系在历史

、

地缘政治

、

经济

、

文化领域

,

都与美中关系有

很大不同

。

在一些产业领域

,

日本的竞争对手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

在这样复

杂的前提下

,

日本有必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突围

”。

⑤

另一方面

,

日本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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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同样作为

“

中等强国

”

的欧洲国家

,

即使与美国关系停滞不前

,

也在经

济领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

在安全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

提高战略自主性

。

基于日本主导高度自由化且倡导高质量和规则的

《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

》 (CPTPP)

这个

“

筹码

”,

日本经济团体提出

“

不能被动地应对中

美欧动向和要求

,

必须自己选择

,

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和地区相互协调和

竞争

,

积极参与规则的形成

”,

强化由经济力

、

技术力

、

防卫力构成的综合

国力

。

①

三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路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日本在相当长时期未集中讨论过经济安全问题

,

经

济安全

“

在日本扎根程度以及政策体现并不明确

”

②

。 2018

年前后

,

日本加速

推进经济安全政策

。 2020

年以来

,

日本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在出口管理和外资

管制领域采取相应经济安全举措

。

③

岸田上台执政后

,

进一步加速构建经济安

全战略

。 2021

年

10

月

,

岸田在首次施政演说中强调

“

果断推进经济安全等新

时代课题

”,

表示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

“

第三个支柱

”

就是经济安全

。

④

2021

年

11

月

,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提出了经济安全战略

“

三大支柱

”,

包括

:

通过确保供应链的强韧和基础设施的可靠

,

提高

“

自律性

”;

致力于培养人工

智能

、

量子技术等关键技术

,

确保日本技术的优势

,

强化

“

不可或缺性

”;

维

持和强化基于基本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

。

⑤

总体来看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是

一个综合型防攻兼备的竞争性战略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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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経学の时代に日本が取

るベき针路とは—」、2021 年 4 月、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

pdf[2022 -12 -06]。

中村直贵 「経済安全保障
—

概念の再定义と一贯した政策体系の构筑に向けて

—

」、『立法と

调
査

』第 428 号、2020 年 10 月。

村山裕三 「日本の技術経済安全保障政策
—

米中
覇榷

竞争の中の 『

戦

略的不可欠性』を求めて—」、

2020 年 10 月、https://thinktank.php.co.jp/wp -content/uploads/2020/10/pdf_ policy_ 20201023.pdf

[2022 -10 -20]。

「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阁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说」、2021 年 10 月 8 日、https://

www.kantei.go.jp/jp/100_ 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2022 -11 -15]。

白石重明 「『経済安全保障』の本质的课题」、2022 年 3 月 8 日、https://www.npi.or.jp/

research/data/NPI_RN_20220308_shiraishi.pdf[2022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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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完善战略体系

,

加强战略管理

,

追求

“

战略稳定性

”

和

“

战略综合性

”

日本将经济安全保障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

通过统筹顶层设计

,

推

动战略体系化

。 2021

年

12

月

,

岸田在第一届防卫和经济安全研讨会上强调维

护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动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

表示会在新

《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

等文件中明确写入

“

经济安全

”

相关内容

。

①

经济安全也被纳入日本政府在

各领域的战略设计中

,

如

《

海洋基本计划

》

中就写明要强化经济安全

,

把

海洋资源开发等列为经济安全重要课题之一

。

日本还拟在即将修订的

《

开

发合作大纲

》

中加入重视重要矿物资源稳定供应等经济安全内容

。

在机制建设和统筹监管上

,

日本在政府内构筑跨部门协调与合作机制

,

提高信息掌控能力

,

加强经济安全战略管理

。 2020

年

4

月

,

日本在国家安全

保障局内新设

“

经济班

”,

对各省厅经济事务实施一元化管理

,

统筹制定贸

易

、

高新技术等领域涉及经济安全的政策与规划

。 “

经济班

”

具有跨部门的综

合性

,

成员来自经济产业省

、

财务省

、

外务省

、

总务省及警察厅等各省厅

,

就其规模而言

,

在国家安全保障局中仅次于核心部门

“

综合组

”,

体现了日本

政府对经济安全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应对

。

其他主要省厅也相继成立经济安全综合部门

,

统筹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

,

强化对经济活动的监管

。 2019

年

6

月

,

经产省设置

“

经济安全保障室

”,

负

责讨论经济安全并制定政策

。 10

月

,

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安全保障政策课

新设

“

新安全保障课题政策室

”,

负责外交政策中的经济安全课题

。 2021

年

4

月

,

防卫省新设

“

经济安全保障情报企划官

”,

负责搜集和分析关涉人工智能

、

量子技术和

3D

打印等可能转化为军事用途的先进技术信息

。 12

月

,

内阁府新

设

“

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室

”。 2022

年

4

月

,

公安调查厅设置

“

经济安全保障特

别调查室

”。

同年

,

警察厅和金融厅也分别设立了

“

经济安全保障对策室

”。

在制度保障上

,

日本政府强化经济投资审查制度

,

建立土地使用调查制

度

,

完善经济安全法制建设

。 2018

年

12

月

,

日本首次制定有关中央省厅和自

卫队使用的信息通信设备采购指导方针

,

规定严格遵守采购标准和认证制度

。

2020

年

5

月

,

日本修订版

《

外汇法

》

开始实施

,

加强管控对安全有重要影响

的外资

。 2021

年

6

月

,

日本出台

《

土地利用限制法

》,

限制利用与交易对安

全重要的土地

。 2022

年

4

月和

5

月

,

岸田政府力推的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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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防卫·経済安全保障シンポヅウム」、2021 年 12 月 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

kishida/actions/202112/03boueikeizai.html[2022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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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分别获众参两院批准

,

成为日本首份专门性经济安全法律

。

日本还将经济安全政策与企业活动及国民财产关联

,

加强

“

产官学

”

合

作

,

扩大投资并采取措施

,

加大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指导与管理

,

强化经

济安全的社会基础

,

努力构建完善的技术安全体系

。

日本严格管制军民两用

技术

,

加强对相关企业的核验工作

,

限制可能会被用于军事用途的技术信息

的公开

,

对关系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

在官民技术合作方面

,

打造由官民共同参加的磋商框架

,

投入国家

“

经济安全保障基金

”,

支持政府

系智库调查海外动向并提供信息

,

加强

“

产官学

”

信息共享和加快研发

。

日

本政府还指导企业成立负责经济安全的管理架构

。 2020

年

,

三菱电机新设

“

经济安全保障统括室

”,

由前经产省干部出任主管董事

。 2021

年

,

以日本经

济团体联合会

(

简称

“

经团联

”)

加盟企业为中心

,

成立了新组织

“

国际经

济外交综合战略中心

”。 2022

年

4

月

,

日本电气新设负责经济安全的董事

,

并

成立

“

经济安全保障室

”。

日本警察厅及各地警局也向企业及大学提供

“

经济

安全保障咨询

”,

避免尖端技术外流

。

(

二

)

紧抓重点领域

,

采取针对性举措

,

强化

“

战略自律性

”

和

“

战略

不可或缺性

”

关于经济安全的战略重点

,

自民党

“

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

”

的政策

建议报告就

16

个重点领域提出了应解决的课题及其对策等

,

并从加强体制和

国际合作等方面给出建议

,

强化

“

战略自律性

”

和

“

战略不可或缺性

”。 “

战

略自律性

”

强调内部安全能力建设

,

确保不过度依赖他国

; “

战略不可或缺

性

”

则注重提升国际战略地位

,

强化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产业

,

掌握价值链

和供应链要害

,

确保

“

长期的

” “

可持续

”

繁荣

。

①

2021

年

10

月

,

自民党干

事长甘利明在日美同盟专家会议

“

富士山对话

”

上就此表示

, “

自律

”

意味

着认识并修正自身瓶颈

, “

不可或缺

”

意味着确保掌握其他国家的瓶颈

。

据此

,

日本紧盯关涉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

。 2022

年

1

月

,

岸田就经济安

全强调将

“

支援半导体制造工厂的设备投资

,

以及政府和民间面向

AI、

量子

、

生物

、

生命科学

、

光通信

、

太空

、

海洋等领域的研发投资

”。

②

经济安全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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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由民主
党

政务调
査

会新国际秩序创造
戦

略本部 「『経済安全保障
戦

略』の策定に向けて」、

2020 年 12 月 16 日、https://jimin.jp -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

[2022 -12 -06]。

「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阁総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s://

www.kantei.go.jp/jp/101_ 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2022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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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广泛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重点则主要集中在强化供应链稳定

、

加强关

键基础设施安全

、

促进开发尖端技术和保护敏感技术专利等领域

,

这也是日

本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

关注的核心

,

即紧紧围绕

“

战略自律性

”

和

“

战

略不可或缺性

”

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点目标

。

在确保重要物资供应链稳定上

,

日本政府指定

“

特定重要物资

”,

制定

民间事业者认定供给确保计划

,

采用财政支援或优惠贷款方式鼓励企业稳

定供应

。

所谓重要物资

,

是指满足

“

若供应中断会对国民生存造成直接影

响

”

及

“

供应来源偏向少数特定国家

”

等条件的物资

,

特别是半导体

、

芯

片等

。 2021

年

5

月

,

甘利明表示

: “

控制半导体也就控制世界之说不过

分

。”

安倍则表示

: “

半导体可能成为所有产业的关键点

”, “

从经济安全的

观点来看

,

这也是国家战略的政策

”。

①

2021

年

12

月

,

日本通过了包括为

新建半导体工厂提供支持等内容的法案

。

在

2022

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案

中

,

日本政府决定对构建半导体供应链提供资金支持

,

总规模达

1.3

万亿

日元左右

,

具体包括为日美联合推进的新一代研究中心建设提供约

3500

亿

日元

,

为尖端产品生产基地提供约

4500

亿日元

,

为确保制造半导体必不可

少的零件材料提供

3700

亿日元

。 2022

年

12

月

,

日本政府基于

《

经济安全

保障推进法

》

把半导体

、

蓄电池

、

重要矿物等

11

个领域的物资指定为确保

稳定获取的

“

特定重要物资

”。

在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上

,

日本政府重点加强稳定性方面的审查

,

确

保国内企业不会使用可能产生风险的设备

,

并指定了

14

个领域的特定社会基

础设施

,

包括天然气

、

石油

、

电力等

。

日本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企业实施事前

审查

,

要求报告安装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的计划以及供应商

,

重点调查电力

、

通信等重要设备和系统是否使用了会对安全造成威胁的外国产品

,

确认业务

委托方是否合适

,

并根据情况发出劝告和命令

。

日本政府还对涉及安全的

“

特定重要技术

”

加大资金投入

、

政策倾斜和信

息支持

,

致力于主导前沿技术的研发

。

日本认识到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是高科

技竞争

, 2022

年版

《

防卫白皮书

》

提出

: “

防止尖端技术流出和强化出口管理

,

推进供应链强韧化和科学技术创新成为激烈的国家间竞争的核心

。”

②

日本认

为

,

尽管全球化快速推进

,

但世界仍处于无政府状态

,

安全自助的基础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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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民の半导体议连が発足」、『朝日新闻』2021 年 5 月 22 日。

防卫省 『令和 4 年版防卫白书』、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2/pdf/R040

00031.pdf[2022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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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实力

,

科学技术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①

2022

年

10

月

3

日

,

岸田

表示

: “

日本将致力于顺利实施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

提升在太空

、

海洋

和网络等领域的关键技术

。”

②

9

月

29

日

,

日本政府公布

“

特定重要技术

”

的

“

第一次研发愿景

”,

将无人侦察机等

27

项重点技术指定为援助对象

,

由国家

提供资金进行研发

,

并且规定这些

“

特定重要技术

”

的研究成果

,

若在国外

转用于军事等用途则不予公开

,

对关系国家安全及国民安全的发明则授予非

公开专利权

。

为防止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尖端技术的外泄

,

日本还对涉及

武器开发等精微技术的专利申请进行是否公开的事前审查

,

对外强化不公开

专利申请的信息保护措施

。

(

三

)

基于价值观加强对外经济安全合作

,

谋求

“

战略塑造性

”

和

“

战

略主导性

”

日本面临的经济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外部

,

这与日本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环境

有关

。

除加强内部战略应对外

,

加强对外经济安全合作是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

主要内容

。

③

同时

,

在对外合作中形成并主导国际经济安全规则也是强化

“

决定

办事方式

”

的

“

结构性权力

”,

对国际经济秩序具有塑造和主导作用

。

岸田就经济

安全表示

, “

仅靠日本一国难以实现相关对策

”, “

开展国际合作必不可少

”。

④

他

还强调

,

日本要

“

以维持和强化基于基本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目标

”。

⑤

日本将对外经济安全合作作为制定国际规则和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路径

,

强调

“

只有拥有根据国际规则建立秩序的力量才是实现经济安全的最有效手段

”。

⑥

日

本强调由己主导

,

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强化战略合作

⑦

,

确保自律性并获得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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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本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

: 《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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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第二百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阁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说」、2022 年 10 月 3 日、https://

www.kantei.go.jp/jp/101_ kishida/statement/2022/1003shoshinhyomei.html[2022 -11 -15]。

细谷雄一 「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に多层的视点が欠かせない訳
—

国家安全保障の中核としての国

际
戦

略を推进せよ

—

」、2021年 11月 29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70935[2022 -11 -07]。

「シ

ヤ

ングリラ·ダイア口

一

グ (アヅア安全保障会议)における岸田総理基调讲演」、2022 年

6月 10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2022 -11 -15]。

「防卫·経済安全保障シンポヅウム」、2021 年 12 月 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

kishida/actions/202112/03boueikeizai.html[2022 -10 -20]。

铃木一人 「日本の 『経済安全保障』绝対押さ之ておきたい论点
—

国家安全保障
戦

略と目的

は同じでも手段は

異

なる

—

」、2021 年 11 月 22 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69953?page=4

[2022 -10 -25]。

自由民主
党

政务调
査

会新国际秩序创造
戦

略本部 「『経済安全保障
戦

略』の策定に向けて」、

2020 年 12 月 16 日、https://jimin.jp -east-2.storage.api.nifcloud.com/pdf/news/policy/201021_1.pdf

[2022 -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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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①

。

这种

“

战略优越性

”

的目标就是实现战略塑造和战略主导

。

在对外经

济安全合作上

,

日本以日美双边为

“

核心伙伴关系

”,

以日美印澳

“

四边机

制

” (QUAD)

等多边框架为重心

,

在

“

印太战略

”

下开展扩大型的多层战略

安全合作

。

首先

,

在日美双边层面

,

加强日美经济安全合作有助于强化大国竞争下

的同盟关系

,

如将合作只限定在防卫领域而忽视尖端技术等领域

,

两国的国

际优势可能会消失

。

②

日美经济安全合作主要集中在关键供应链和重要技术领

域

,

特别是谋求主导国际经济安全秩序

。 2021

年

4

月

,

日美举行首脑会谈并发

布联合声明

《

新时代的日美全球伙伴关系

》,

商定在

“

日美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

系

”

下合作构建半导体供应链

。 5

月

,

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半导体联盟

,

谋求

参与制定半导体领域规则

。 11

月

,

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

、

经产大臣萩生田光一

与访日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会谈

,

就设立局长级磋商机制

“

日美贸易合作框架

”

达成一致

,

主张

“

建立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

”,

意在主导

“

印太

”

经济规则

。

2022

年

3

月

, “

日美贸易合作框架

”

首次会议围绕

“

印太

”

贸易合作以及第三

国贸易惯例

、

数字技术等交换意见

。 6

月

,

日美创设

“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

保

障稀土等重要矿物资源稳定供应

,

改变供应链依赖

,

降低经济安全风险

。 7

月

29

日

,

日美举行首次经济版

“2 +2”

部长级磋商

,

以经济安全为焦点

,

合作强

化供应链和出口管制

,

协商共同研究新一代半导体

,

并就应对不公平贸易惯例

与

“

经济威压

”

交换意见

。 8

月

25

日

, “

日美贸易合作框架

”

第二次会议讨论

了数字经济安全合作

,

并就

“

应对第三国扭曲贸易的做法进行磋商

”。

其次

,

在多边框架层面

,

美国在

“

印太战略

”

下将

QUAD

作为开展大国

竞争的主要多边平台

。

为借用美国的推力

,

日本将经济安全合作的重点也置

于

QUAD

框架下

,

以谋求集体性力量

。 2022

年

5

月

, QUAD

峰会联合声明强

调

“

四国清楚自身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能力和弱项

,

将进一步利用互补

优势实现多样化和竞争性的半导体市场

”,

并发布

《

关键技术供应链原则共同

声明

》,

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关键供应链安全提供合作基础

。

③

QUAD

峰会联

—15—

①

②

③

「経済财政运営と改革の基本方针 2021について」、2021 年 6 月 18 日、https://www5.

cao.go.jp/keizai-shimon/kaigi/cabinet/2021/2021_ basicpolicies_ja.pdf[2022 -12 -06]。

细谷雄一 「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に多层的视点が欠かせない訳—国家安全保障の中核としての国际

戦

略を推进せよ—」、2021年 11月 29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70935[2022 -11 -07]。

外务省 「重要技術サプライチ

エ

一

ンに

関

する原则の共通声明」、2022 年 5 月 24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897.pdf[2022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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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声明的要点有

: (1)

确认积极致力于打造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安全供应链

;

(2)

建立新的基础设施合作关系

; (3)

开启网络安全合作

,

协作保护重要基

础设施

。

此外

,

日本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

“

印太经济框架

”,

就强化半导体供

应链展开合作

,

在关键领域加速对华

“

脱钩

”。

在三边层面

, 2021

年

4

月

,

日澳印达成

《

供应链弹性倡议

》,

同意就三国相互提供资源

、

技术的供应链展

开合作

; 2021

年

12

月

,

美日澳就基础设施和重要矿物合作达成协议

。

①

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同盟体系内的

“

北锚

”

和

“

南锚

”,

因应美国

发动的大国竞争积极开展经济安全合作

。 2020

年

11

月

,

日澳首脑会谈确认经

济安全日益重要

,

同意在信息通信和重要矿物资源等领域加强安全合作

,

就

电子商务规则制定和推进包括氢在内的能源安全合作达成一致

,

强调两国共

同繁荣取决于安全可靠的供应链

,

表示要在太空

、

网络

、

数字

、

关键技术和

基础设施

(

包括

5G

网络和海底电缆

)

以及资源安全

(

包括建立开放

、

安全

、

弹性和高效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

方面加强合作

。

两国强调要提高

“

印太

”

供

应链的复原力和效率以促进贸易和投资

,

承诺扩大自由

、

公平

、

包容和基于

规则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

并通过

CPTPP

等方式保持地区内外的市场开放

,

申

明贸易绝不应被用作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

同意密切合作以确保以市场为导

向的条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

促进非歧视性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

②

2022

年

1

月

,

日澳首脑会谈再次就经济安全合作达成一致

,

同意加强合作以应对非法技

术转移

、

构筑弹性供应链

、

保护重要基础设施

,

并承诺加强网络安全合作

,

促

进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发

,

商定在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上加强合

作

。

③

7

月

,

日澳设立局长级

“

日澳电信强韧化政策对话

”

机制

,

加强通信强韧

性和安全性

。 10

月

,

日澳经济部长对话通过的联合声明强调

,

在

“

印太经济框

架

”

下开展合作以应对

“

经济威压

”,

并确认强化供应链的重要性

。

再次

,

在扩大战略合作层面

,

日本进一步强化利用经济手段对东南亚国

家开展战略性支援

,

打造多层次稳定供应链

,

通过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推动

经济

“

高规则

”

落地

。

日本政府专门划拨

2435

亿日元资金

,

鼓励驻外企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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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务省 「日米豪3か国协力 (インフラ、重要
鉱

物)に

関

する协议」、2021年12月14日、https://www.

mofa.go.jp/mofaj/a_o/ocn/page25_002069.html[2022 -11 -15]。

外务省 「日豪首
脳

会谈」、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au/

page3_002927.html[2022 -11 -15]。

“Australia-Japan Leaders' MeetingJointStatement”, January6, 2022, https: //www.mofa.

go.jp/mofaj/files/100283824.pdf[2022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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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产线搬迁至东南亚等地

。 2021

年

11

月

,

日越举行首脑会谈

,

确认强化供

应链合作

,

商定在生产基地多元化

、

培育中下游产业和改善日企投资环境等

方面进行合作

,

同时还确认了维持

CPTPP

高规则的重要性

。 2022

年

5

月

,

日

越首脑会谈又同意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

日本表示将推进技术

转让

,

以使越南更深入参与区域和全球供应链

。

同月

,

日欧峰会发表联合声

明强调反对

“

经济威压

”,

同意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供应链上开展合作

。

①

9

月

,

日本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确认推进合作强化供应链

,

建立日本和东南亚各

国企业共享物资库存等数据的机制

。

岸田表示

,

日本将在

2022

年以后的五年

时间内

,

在东盟为至少

100

个提升供应链韧性的项目提供支援

,

并推进数据

跨国共享

、

合作的通用规则等以提升供应链韧性

。

②

11

月

,

日美韩首脑会谈

同意新设三国经济安全对话机制

,

强调合作促进技术主导

,

确保供应链安全

,

促进关键和新兴技术

,

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反对

“

经济威压

”

等

。

③

四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实质及不足

基于日美同盟和国际国家身份

,

战后日本经济安全政策与国际形势密切

相关

。

冷战背景下

,

日本就曾追随美国参加

“

巴黎统筹委员会

”,

对共产主义

国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

。 1987

年

“

东芝事件

”

爆发后

,

日本加入美国

“

战略

防御计划

”。 1988

年

4

月

,

日本外务省专设

“

经济安全保障室

”,

负责调查东

西方经济关系动向

。

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

、

维持作为

“

西方经济一员

”

地位

和改善战后国际环境的同时

,

在经济领域防范和针对中国的目标始终存在

,

在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努力维持技术优势

,

针对对华出口中涉及军事用

途的货物

、

技术等敏感物品更是采取

“

全管制

”

措施

,

担心产生

“

回旋镖效

应

”。

在中国经济影响力持续提升和大国竞争加剧的复杂背景下

,

经济安全战

略构建是岸田政府的主要战略议程

,

日本被动应对和主动构建经济安全战略

的

“

两重奏

”

背后透露了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战略自主性

,

其中夹杂的浓

—35—

①

②

③

外务省 「第 28 回日 EU定期首
脳

协议共同声明」、2022 年 5 月 12 日、https://www.mofa.

go.jp/mofaj/files/100343314.pdf[2022 -11 -15]。

「第 27 回国际交流会议 『アヅアの未来』

晚

さん会 岸田総理スピ

一

チ」、2022 年 5 月 26 日、

https://www.kantei.go.jp/jp/101_ kishida/statement/2022/0526speech.html[2022 -12 -10]。

外务省 「インド太平洋における三か国パ

一

トナ

一

シ

ツ

プに

関

するプ/ンぺン声明」、2022

年 11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20130.pdf[2022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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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政治外交战略意图难免使其具有一定的不足

。

(

一

) “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

下的战略自主摸索

日本担心大国竞争下自身的经济安全

、

发展环境乃至国际地位受到严重

影响

。

为确保供应链安全和经济优势

、

减少与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

境相关的风险

,

加上与中国有复杂地缘竞争与安全矛盾

,

日本立足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

,

并基于价值观选择了与盟国美国接近的经济安全战略构建路线

,

而新冠疫情助推了这一进程

。

在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下

,

美

国担忧若放任中国特别是其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

,

利己的安全平衡和国际秩

序恐将被打破

,

因此要求日本给予战略配合

。

美国聚焦数字贸易规则

、

半导

体等战略物资供应链以及精微技术出口等关键领域

,

在国际经济安全联盟中

主张构筑对华包围圈

。

在这个联盟中

,

日本处于美国的领导之下

,

美日打造

的

“

具有韧性

”

的半导体供应链由美国定义和主导

。 2021

年

9

月

,

美国商务

部以提升半导体供应链透明度为名

,

直接要求日本企业在内的全球重要芯片

企业提供商业数据等敏感信息

,

并以

《

国防生产法

》

等政策工具为后盾

,

迫

使它们遵照美国的要求采取行动

。

美国重视日本对华经济影响力和地缘政治

便利

,

要求并紧盯日本在大国竞争中发挥制华

“

力量倍增器

”

作用

。

在安倍

晋三遇刺身亡后

,

美国加大对岸田政府的

“

控制

”,

包括在总统

、

国务卿

、

驻

日使馆等各层面强化对有

“

宏池会

”

背景的岸田政府的

“

战略督导

”,

要求

日本强化执行拜登政府重视的作为大国竞争主要手段的

“

印太战略

”。

维护国家安全经常是政治领导人借以获取政策支持的一个口号

。

①

确保经

济安全也被日本政府运用为获得国内政策支持的口号

,

其实际目标是借助大

国竞争再次融入欧美经济圈

,

在关键领域战略性对华实施局部

“

经济脱钩

”。

按照岸田政府

“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

的逻辑

,

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实行的

是

“

更聪明的全球化

”。

作为奉行开放的自由贸易的国家

,

日本反对

“

去全球

化

”

和贸易保护主义

,

其经济安全战略管制面的目标虽有与中国部分

“

脱钩

断链

”

的一面

,

但更宏大的战略性目标则是与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

对接

,

应对大国长期竞争带来的

“

经济挑战

”,

重塑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和安

全秩序

。

日本积极将经济安全合作内容添置于日美同盟的框架中

,

赋予同盟

新的任务

,

即进行新一轮的对外

“

经济安排

”

重置

。

在经济安全领域

,

美欧协作密切

,

并设立了部长级会谈机制

。 2021

年

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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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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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磋商机制成立

,

在出口管制

、

应对强制

技术转移和稳定供应链等经济安全领域强化合作

。 2022

年

5

月

,

美欧举行第

二次部长级会议

,

双方商定建立预测和解决潜在半导体供应链中断风险的预

警系统

,

以及建立跨大西洋半导体投资方法等

。

日本为使本国产品继续被西

方市场认可和接受

,

就必须像美欧一样并与它们一起商讨构建经济安全机制

。

这样的观点在日本国内受到普遍认可

,

其背后是大国竞争下日本与美欧在国

际安全战略上的整体接近

。

日美新设经济版

“2 +2”

对话机制及其在经济安

全领域的深度合作也表明

,

日本开展国际经济安全合作的战略重点和价值方

向仍是美西方

。

尽管美国没有重返

TPP

的足够热情和动力

,

但日本坚持认为

美国不是

“

不重返

”,

岸田及日本官员依然在对美各级会谈中呼吁美国

“

尽早

回归

”。

日本支持美国提出的

“

印太经济框架

”,

其背后的战略判断就是美国

国内以美国主导多边贸易秩序构想的呼声开始高涨

,

同时也没有对亚太地区

的贸易秩序失去兴趣

。

日本认可与欧美在经济安全上的对接

,

认为这是

“

基于规则

”

且有未来

前景的举措

,

提出与欧美就制裁人权问题

、

严格投资管理

、

保护不受外国政

府影响的技术人员交流和对精微技术的保护等建立对等的体制很重要

。

①

这既

是日本在大国竞争形势下基于地缘战略动态采取经济手段追求国家利益的

体现

,

也是日本奉行的

“

民主价值观

”

发挥作用的体现

。

日本坚持民主

、

人权等

“

经济安全价值观

”,

认同

“

印太经济框架

”

宣传的

“

公平经济

”,

表明其经济安全战略还是以加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圈为首要

,

目的就是与欧

美经济实现战略对接

。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

“

一带一路

”

倡议

在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提升

,

令日本失落并担心会丧失区域经济主导权

。

大

国竞争下面临的

“

选边假想

”

和俄乌冲突下对地缘前景的担忧

,

导致日本

对长期以来中日在经济合作上形成的

“

量

”

的

“

不对称

”

经济联系都很警

惕与不安

。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大肆渲染中日贸易额在日本对外贸易额中

所占比重超出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额

,

却刻意忽视和不谈经济依赖的

“

敏感性

”

和

“

脆弱性

”

指标及其在中日经济关系上呈现的状况

,

目的就是

为自己脱离出战后以来与中国形成的

“

经济密切关系

”

造势

,

诱导国内民

众支持政府政策

。

日本重置经济联系圈背后的宏大战略意图是

,

要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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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経済安保 米中のはざまで)日本はどう活路を见いだすか 甘利明氏、佐
々

木伸彦氏、佐

桥亮氏」、『朝日新闻』2021 年 4 月 4 日。



 

日本学刊

 2023

年第

1

期

层面成为在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不受中国制约

、

可以在对华关系上不那么

顾及经济因素的

“

独立大国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过程表明

,

日本正在尝试走出

“

安全上靠美国

”

“

经济上靠中国

”

的

“

二元依附

”

状态

,

对照欧洲国家在

“

新时代现实主义

外交

”

下摸索战略自主

。

共和党特朗普政府的

“

美国优先

”

和民主党拜登政

府面对俄乌冲突的

“

不出兵

”,

加深了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可信度的怀疑

;

而

中国经济崛起及对外经济合作下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反推日本逆转之前

“

强化对华经济联系

”

的政策

,

从战后初期主动的

“

以经促政

”

变为当前被

动的

“

防经胁政

”。

日本在经济安全领域摸索的

“

新道路

”

就是立足大国竞

争

,

基于战略自主提升经济安全能力

,

扩大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的经济合作

,

削弱对华

“

经济依赖

”。

这与日本在传统安全领域强化自身安全能力

,

对外与

共享价值观国家深化安全合作

、

同时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自主不一样

。

前者

的路径是在关键经济领域对华

“

脱钩

”,

后者的路径则是在关键安全领域对美

“

依附

”,

两者路径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战略自主的精神内核是奉行西方价

值观而不是亚洲价值观

。

日本政府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对自身经济增长的

期待

,

也体现了日本战略自主的国家主义底色

。 2022

年

1

月

,

岸田表示

: “

经

济安全作为新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

①

日本与美欧的接近和对华的疏远

,

是出于对进不了美欧市场的担忧以及

对未来中国经济对日本重要性的不抱期待

。

日本深知中日在关键经济领域上

的非对称性经济依赖还未达到严重程度

,

更何况日本还可凭借是世界第一大

经济体美国的盟友为后盾

。

②

日本对华局部

“

脱钩断链

”

的背后

,

体现的是

其对中国经济技术变得强大进而威胁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担忧

,

其目的是

构建新的经济关系以形成对华

“

封锁

”

和

“

规锁

”,

制造战略优势和竞争压

力

,

扩大日本的战略空间

。

日本尽管警惕中国可能会以经济为工具对日本施

加政治压力

,

但并不特别担心来自中国可能施加的

“

经济关系总量压力

”,

因

为中日

“

经济总量

”

与

“

敏感性

”

和

“

脆弱性

”

等关键性指标不是必然的正

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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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阁総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s://

www.kantei.go.jp/jp/101_ 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2022 -11 -15]。

中国对日出口商品的

“

不可替代性

”

较低

,

即使是特殊资源

,

日本也能从国际市场获得

。

在

动态的经济联系中

,

日本对华形成的经济依赖短期影响大

,

长期看是可以被替代的

,

反倒是市场体量

等硬性条件难以被替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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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甚至还有不少声音对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有

“

崩溃论

”

预测

,

主张对未来中日经济联系的

“

互相衰退

”

也有心理准备

,

消极看待中

日经济合作与政治外交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

。

日本有观点提出

: “

即使日中两

国经济合作绝对值持续扩大

,

也很难加深两国经济相互依存

。

对中国而言

,

日本不会重新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那样的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

对日

本而言

,

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与东盟相比也在降低

”;

由此认为

, “

未来日

中经济关系发展未必对政治关系的稳定有贡献

”。

①

从长远看

,

日本更不想把

“

经济命门

”

交由中国掌握

。

岸田

“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

的经济安全本质

就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继续维持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

,

而这个经济大国的

地位不是体现在经济总量意义上的

,

而是经济和安全影响力层面的

,

包括在

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及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等关键方面

。

尽管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愿景目标相对清晰

,

但当前中日经济联系密切

仍是现实

,

日本还不想失去巨大的中国市场

。

同时

,

日本也认为由于中国已

经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

,

对华

“

经济封锁

”

政策也会伤及自身

,

如果

“

政治

逻辑

”

发挥的作用过强

,

则有可能造成大的经济损失

。

②

因此

,

主张

“

新时

代现实主义外交

”

的岸田政府即使面对国内强烈的对华强硬要求

,

仍试图在

中美对立之间采取

“

平衡政策

”。

于是

,

在愿景目标

、

经济现实

、

政治压力和

外交平衡诸因素的复杂作用下

,

岸田政府的经济安全战略表现出政策路线上

更为偏美

、

实施手法上对华相对温和的矛盾性

。

日本企业也在政府政策之外

基于经济逻辑提出构建双轨供应链

,

在欧美之外嵌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

。

由于日本不能像

“

超级大国

”

美国一样同时追求价值理念与经济利益

,

因此

其尽可能地在国际层面利用规则和制度对大国行为进行规范

,

努力突出日本

的存在感和发挥经济影响力

。

一方面

,

日本引导美国回归

TPP

并警惕中国加

入

CPTPP,

一再强调确保

CPTPP

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对维护经济安全非常重

要

。

③

另一方面

,

日本又参加了中国主导推动的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 (RCEP),

意图获取区域经济一体化利益

。

这种国际经济安全上的矛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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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関

山健 「経済相互依存と政治
関

係
—

日本と中国—国交正常化 45 年の変化と今後
—

」、

http://ssdpaki.la.coocan.jp/proposals/8.html[2022 -11 -07]。

白石重明 「『経済安全保障』の本质的课题」、2022 年 3 月 8 日、https://www.npi.or.jp/

research/data/NPI_RN_20220308_shiraishi.pdf[2022 -11 -15]。

外务省 『令和 4 年版外交青书』、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2022 -1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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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

“

有追求愿景但还囿于现实

”

的未成形的战略自主

状态其实是一致的

。 2022

年

2

月

,

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鹰之表示

, “

经

济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能以独立的方式做出决策

,

而不是被其他国家的

举动所左右

”,

强调要强化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

。

①

(

二

)

大国竞争思维带来战略不足

从组织架构到法律制度

,

从政策方案到战略构建

,

从政府主导到民间参

与

,

日本持续强化推进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

但其在形成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因

大国竞争思维产生了明显的不足

。

一是与日本国家身份定位和应发挥的战略作用违背

,

反而会带来

“

战略

消耗

”。

战后日本通过与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享受互惠

,

实现

“

独立

、

生存以及

繁荣

”,

树立起引领自由贸易的

“

旗手

”

形象

,

并致力在大国之间实施

“

平

衡外交

”。

但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倡导对半导体产业提供政府补助金的系列做法

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

,

更降低了日本作为自由贸易

“

旗手

”

的国际

形象

。

②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

,

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偏美遏华倾向

,

未发挥出日本作为

“

中等国家

”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构筑中美共存国际体系中

应有的积极作用

,

不仅会削弱日本作为

“

特殊第三方

”

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

平衡作用

,

还会因

“

选边美国

”

而加大战略负担

,

更会导致

“

摇摆国家

”

③

和地区国家对

“

拉偏架

”

的日本产生战略失望

,

甚至动摇其

“

印太战略

”

的

区域支持基础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所体现的意在对外施加影响的

“

战略不可

或缺性

”

存在自身漏洞

,

因为一旦某个国家不依赖日本的经济和技术

,

凭借

“

战略不可或缺性

”

不仅不能减少威胁

,

甚至会让对方因感到敌意而采取更加

激进的安全反应措施

,

进而加深安全战略困境

。

例如

,

朝鲜核导问题就不可

能在日本的经济安全政策压力下得到缓解

,

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

二是扩大的经济安全政策对日本自身经济活动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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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abinetApprovesBillToBeefUp Japan'sEconomicSecurity”, February25, 2022, https: //

www.japantimes.co.jp/news/2022/02/25/business/economic-security-bill-cabinet/[2022 -10 -20].

「半导体补助金 最善の选
択

か再考を」、『朝日新闻』2021 年 11 月 12 日。

2012

年

,

美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丹尼尔

·

克利曼和新美国安全中心总裁理查德

·

方丹提出

“

摇摆国家

”

概念

。 “

摇摆国家

”

的特点是

,

作为民主国家的它们乐于支持现存体系中的开放

、

稳定和

规则

,

但立场不稳定

,

会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

参见

: DanielM.Kliman and Richard Fontaine, “Global

SwingStatesBrazil, India, Indonesia, Turkeyand theFutureofInternationalOrder”, TheGerman Marshall

Fund oftheUnited States, November27, 2012, http: //www.gmfus.org/publications/global-swing-states-

brazil-india-indonesia-turkey-and -future-international-order[2022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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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衰退

,

甚至反噬经济安全战略追求的

“

战略自律性

”。

经

济只有在开放交往中才有生命力

,

经济安全举措本身会消极影响经济发展和

能力提升

,

还会阻碍财富和服务在国家之间的顺畅流动

。

①

日本严格管制采购

和出口

,

会导致自身失去国际分工的利益

;

同时

,

这种干预也会影响企业的

发展

,

增大企业经营负担和风险

,

打击企业研发和生产积极性

,

并引发更多

的社会问题

,

影响经济活力

。 2022

年

3

月

,

日本经团联和日本商工会议向日

本政府提交了请愿书

,

要求在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

运用中减轻受管制企

业的负担

。

对于事先审查制度

,

日本经济界表示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会在

法律层面造成更多的

“

灰色地带

”。

此外

,

专利的非公开化制度也会产生减退

研发热情

、

减少专利授权收入等副作用

。

而且

,

日本在经济安全上对美国的

追随很可能造成自身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外部

“

依赖

”,

与

其所追求的

“

战略不可或缺性

”

目标背离

。

三是日本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追求所谓的价值观理念并不利于日本推动

自由贸易的扩大

,

反倒容易在地区引发意识形态的对抗

。

日本将经济安全和民

主

、

人权等价值观挂钩

,

会导致对外经济合作脱离经济安全本身

,

而被运作为

在

“

经济方略

”

下制约对方的政治外交工具

。

特别是在

“

印太

”

地区

,

大多数

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

,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等国情各异

,

而日本的

“

经济价值观

”

等与地区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并不一致

,

这些国家不愿

意被卷入大国博弈中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隐含的对华针对性也容易引发地区的

警惕和排斥

,

迟滞区域经济一体化及进程

,

背离日本区域经济构建愿景

。

五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影响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

、

国民安全结合起来

,

并在执

政党推动和政府指导下迅速构建

。

在法律制定比较谨慎的日本

, 《

经济安全保

障推进法

》

从提出到国会审议通过并未遭到强烈反对

,

显然具有很强的支持

基础

。

这表明经济安全战略及政策在日本已经成为跨党派共识

,

而不是某届

政府的特色政策

,

必将长期开展并持续深化

,

未来日本国家战略与安全的互

动将更加紧密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基于

“

安全

+

政治

”

的复合逻辑构筑对外

经济合作

“

壁垒

”,

加之明显的

“

去中国化

”

目标指向

,

必将在地区层面推

—95—

① 日本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

: 《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

》,

第

19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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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大国竞争走向

“

深水区

”,

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

(

一

)

助推大国竞争在地区层面开展博弈

,

阻碍亚太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深

入

,

并导致亚太安全形势复杂化和严峻化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关注大国竞争

,

强调

“

政治逻辑

”

而非着眼单纯的

“

经济逻辑

”。

所谓

“

经济逻辑

”,

就是以市场原理为中心寻求经济效率的逻

辑

,

是基于对市场功能的信赖

。

与此相对

, “

政治逻辑

”

追求与经济效率不同

的政治价值

、

地缘战略和安全利益

。

日本经济同友会认为

,

在大国竞争鲜明

深刻的情况下

,

世界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也无法回到自由贸易主义的全球化

,

以经济实力和尖端技术为武器构建新国际秩序的

“

非常时期

”

仍将持续

,

单

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经营无法跨越

“

非常时期

”,

建议经营者有必要将地缘政

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观点反映到经营战略上

,

并要求政府强化国家安全保障

局的经济安全体制

。

①

日本还提出

,

为实现

“

印太战略

”,

在经济安全上

“

有

必要主导东南亚

、

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

积极参与地缘经济学竞争

”。

②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有介入和影响大国竞争的目的

,

并且在政策路线执行

上体现出

“

偏美

”

的一面

。

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

,

日本并不是

“

中美竞争中的中立第三方

”, “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竞争

,

日本都与美国保持相

同的战略立场

,

成为大国竞争的当事方

”。

③

尽管日美在经济安全合作上也存

在矛盾

,

但两国战略合作需求和共有利害胜过相互摩擦

,

愿意利用各自在地

区经济干预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展更广泛的安全合作

,

联手削弱中国的经济实

力和竞争力

。

日本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上强化对华出口控制和

“

脱钩断

链

”,

支持美国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标准多边贸易协定

“

印太经济框架

”,

就是助力美国对华筑造

“

小院高墙

”,

并利用自己在地区的经济实力

、

影响力

和区域合作协定拉拢地区国家在大国竞争聚焦的

“

印太

”

地区辅助构建对华

“

包围圈

”。

同一报告还提出

, “

过度限于重视国际协调的自由主义

,

无法阻止

侵略

”,

因为大国竞争有围绕数字革命后社会系统的竞争及在中国周边的地缘

政治和力量平衡之争

,

甚至关系着设定

“

势力圈

”。

④

究其原因

, “

美国对亚洲

—06—

①

②

③

④

「『强靭な経済安保を』同友会提言」、『朝日新闻』2021 年 4 月 22 日。

公益社
団

法人経済同友会 「强靭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确立に向けて

—

地経学の时代に日本が取

るベき针路とは—」、2021 年 4 月、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

pdf[2022 -12 -06]。

高桥杉雄 「日本
—

大国间竞争の时代に求められる政治的选
択—

」、『东アヅア

戦

略概観 2022』、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east-asian/pdf/eastasian2022/j08.pdf[2022 -10 -20]。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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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

印太

'

干预的下降既有利于中国

,

也会导致日本在日中关系中的谈判能

力下降

”

①

。

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国

,

日本需要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能力

,

努力提

高日美在

“

印太

”

经济领域的

“

共同主导力

”,

增强美国一侧的对华经济竞争

优势

,

帮助美国维持领导地位

,

并通过日本的支持使美国

“

重视印太

、

遏制中

国

”

的战略重心不发生动摇

,

进而提升自己在亚太的对华战略优势和强化对华

战略压力

。

日本将经济安全作为开展亚太地缘政治争夺的手段

,

发挥了美国在

对华战略竞争中所期待的

“

力量倍增器

”

作用

,

在地区层面激化了大国博弈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推行

“

友岸外包

”,

突出所谓

“

人权

、

开放和透明

”

等价值观

,

重视与可信任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合作建立稳定供应链

,

降低

重要战略资源的地缘政治风险

,

在

“

高标准

” “

高规则

”

的经济标准下推动

具有排他性的区域经济贸易体系

,

这与战后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对增长的

正追求有较大差别

。

近年来

,

亚太经济一体化需求大幅增加

,

自由贸易接受

度高

,

各国在产业链

、

供应链和价值链上协作的内生性较强

,

形成了包括

RCEP

在内的多层次经济合作机制

,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向好

。

中国是区域一

体化的积极推动者

,

与亚太各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

,

并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

立场

。

但在大国竞争背景下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支持美国非互利的经济合作

框架

,

刻意排挤中国加入

CPTPP,

对抗性明显

,

蓄意推动地区在关键经济领

域形成少有交集甚至平行化的

“

两个集团

”。

日本这种

“

阵营化

”

做法无疑

会造成地区经济的撕裂

,

破坏亚太各国在原本分散和粗放化发展的产业链和

价值链上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脆弱的互补性

,

不利于地区形成基于自由贸易的

经济增长和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博弈色彩

,

必然会加剧地缘战略

竞争与安全风险

,

造成地区安全形势出现新的紧张与不安

。

日本以维护

“

国

家安全

”

的名义在半导体原材料上对韩国采取的限制举措

,

是导致彼此缺乏

互信并造成地区安全形势复杂的重要原因

,

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分别加大

了对美国和其他外部力量包括北约的安全投资和力量借用

。

日本利用大国竞

争炒作下一场冲突的

“

燃爆点

” ———

台海问题

,

并将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

经济安全挂钩

,

以所谓

“

台湾有事

”

为前提借稳定供应链之名行

“

挺独

”

之

—16—

①

公益社
団

法人経済同友会 「强靭な経済安全保障の确立に向けて

—

地経学の时代に日本が取

るベき针路とは—」、2021 年 4 月、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uploads/docs/210421a.

pdf[2022 -12 -06]。

实, 加大与中国台湾方面的“经济+安全”互动, 政治化提升台湾地区在全球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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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中的地位

,

挑战

“

一个中国

”

原则

,

为

“

台独

”

鼓噪

,

为日美介入

“

台

湾有事

”

找借口

、

打铺垫

,

制造台海地区新的紧张局势

。 2021

年

8

月

,

自民

党就与台湾民进党当局举办所谓

“2 +2”

会谈

,

讨论强化双方经济安全合作

,

还表示欢迎台湾当局申请加入

CPTPP,

其背后的战略目的就是借助经济合作之

名实施

“

以台制华

”。

日本斥资力邀台积电赴日建厂的目的

,

是要掏空未来中国

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

,

提前谋划地缘竞争

,

这显然不利于亚太的和平与稳定

。

(

二

)

削弱中日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

,

进而负面影响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有在大国竞争中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自主的意图

。

对此

,

小林鹰之提出

,

中日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联系极度紧密

,

日本和中国

“

脱

钩

”

十分不现实

,

日本应判断在哪些领域同中国合作

。

他强调有必要发展日本

自己的战略

,

提出要战略性思考到底是牵制中国

,

还是重视维持日本的经济技

术实力

,

在中美间取得平衡

。

①

同时

,

日本国内也存在一些较为理性的主张

,

认

为日本完全追随美国有可能导致中日关系恶化

,

对日本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

建

议应基于日本国家利益

,

在外交安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

,

尽量避免

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恶化

,

展示平衡感

。

然而

,

这些在大国竞争中基于国家利益

“

保持平衡

”

的主张

,

虽然存在于日本的对华经济战略中

,

却渐湮

“

沉默

”。

在当前日本对华持总体强硬态度的政治氛围中

,

自民党和政府内部主张

对华在关键领域实施

“

脱钩

”

以及在经济上与中国展开较量

、

进而迫使中国

在政治和外交上

“

屈服

”

的想法抬头

。 2021

年

10

月

3

日

,

时任自民党干事长

甘利明在电视节目中称

,

所谓经济安全就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战略性谋求对

华

“

脱钩

”。 12

月

,

安倍晋三也表示

,

中国应正确认识与日本经济关系的重

要性

,

并提出即使日本已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

但中国与日本的经济

关系出现障碍的话对中国也是巨大打击

,

强调让中国认识这一点对

“

抑止冒

险很重要

”。

②

日本国内其他观点提出

: “

如果中国正确认识与日本的经济相

互依存

,

也会尽量避免对日关系发生断绝和加剧对立

。

日本应该主张的事情

要坚决主张

,

这样中国才能意识到断绝关系的风险

。”

③

这与日本经济安全战

—26—

①

②

③

「対中外交、牵制か融和か 経済安保の行方、试金石」、2021 年 10 月 19 日、https://www.

asahi.com/articles/DA3S15080942.html[2022 -11 -15]。

「台湾有事巡り、安倍元首相 『军事的冒険は経済的自杀ヘの道』…中国をけん制」、2021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yomiuri.co.jp/world/20211201 -OYT1T50217/[2022 -11 -15]。

関

山健 「経済相互依存と政治
関

係
—

日本と中国—国交正常化 45 年の変化と今後
—

」、

http://ssdpaki.la.coocan.jp/proposals/8.html[2022 -1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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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偏向美国的行为相呼应

。 2022

年

2

月

19

日

,

外务大臣林芳正在慕尼黑安全

会议上表示

,

日本应基于与美国共享价值观

,

一道在台湾问题

、 AI、

量子技

术

、

生物科技等领域与中国展开

“

竞争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反映了战后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方向正在出

现变动迹象

,

从主张加大对华经济联系转变为强调对华经济在关键领域

“

脱钩断链

”

和所谓

“

规范

”

中国的经济行为

,

使得作为中日关系

“

压舱

石

”

和

“

助推器

”

的经济合作严重受到非市场化因素干扰和安全逻辑影响

。

这必将破坏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

,

也使未来中日在地区及第三方的经济合

作前景堪忧

。

日本以

“

经济安全

”

名义打压中国企业

,

并资助在华生产的

日企迁回国内

,

表明日本刻意减弱与中国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经

济联系

。

虽然日企加入中国市场的意愿仍然高涨

,

但数据显示

,

截至

2022

年

6

月

,

进驻中国大陆地区的日企达

12706

家

,

在华日企数量创十年来新

低

,

出现了

“

去中国化

”

动向

,

而且在华日企多属

IT

企业和制造业等非关

键产业领域

。

①

尽管有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影响

,

但大国竞争下日本的

“

中国

+1”

战略更

有削弱中国经济优势的政治和战略考虑

。

继吉田茂政府时期提出通过经济合

作改变

“

共产主义中国

”

的战略设想之后

,

日本对华

“

经济方略

”

思想再

起

,

路径却反向转变为与华在关键经济领域的

“

脱钩断链

”。

细谷雄一提出

,

“

以经济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进而谋求本国利益的

‘

经济方略

'

手法变得

重要

”, “

在此基础上要谋求与中国的

‘

选择性脱钩

',

一方面严格限制有助

于中国强化军力的最尖端技术出口

,

另一方面要在民生技术领域构建让中国

不得不依赖日本的关系

,

增加中国对于日本的脆弱性

”。

②

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有利用大国竞争影响中国崛起之经济环境的战略意

图

,

其重点落在减少对华经济联系存量

,

甚至是在关键经济合作领域

“

去存

量

”,

同时扩大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的经济增量

,

包括在关键领域的战略增

量

。

这与日本基于价值观在

“

印太战略

”

下对华实施

“

软制衡

”

形成了配

合

,

也必将与

“

印太战略

”

产生联动

,

在脱离中国经济

“

牵制

”

下助力日本

对华开展政治交涉和安全博弈

,

为日本想要的

“

大国地位

”

谋取战略条件

。

—36—

①

②

「日本企业の 『中国进出』动向调
査

(2022 年)」、2022 年 7 月、https://www.tdb.co.jp/

report/watching/press/p220705.html[2022 -10 -20]。

细谷雄一 「日中国交 50 年
狭

まる日本の自律性」、2022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sankei.

com/article/20220829 -7HBTCGP4ZJJ7BC6PXWP4UMH6OY/[2022 -1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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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视角看

,

日本在完成对华

“

选择性脱钩

”

后

,

会更轻率地采取对抗和

冲突的方式解决两国矛盾和争端问题

。

这种在

“

低门槛

”

和

“

低成本

”

的战

略评估下做出的行为将对中日关系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

大国竞争叙事下

,

美国利用盟友体系等优势对华实施集体遏制

,

聚集经

济领域实施战略打压

,

提出

“

安全

” “

公平

” “

繁荣

”

等经济竞争理念

,

诋毁

和挑战中国提出的全球倡议

,

限制中国在

“

印太

”

的增长潜力

,

谋求霸权护

持

。

受大国竞争战略影响的并不只有中国

,

更包括与中美均有密切关系的日

本

。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亚太

,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却在竞争意识下

将

“

安全逻辑

”

乃至更广泛的

“

政治逻辑

”

优先于

“

经济逻辑

”,

具有很大

的负面影响

。

这既不能将中国完全排除在外

,

还会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

更会伤及追求自由和开放的日本的国家利益

。

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恰当地平

衡

“

政治逻辑

”

和

“

经济逻辑

”,

对日本维护国家利益也十分重要

。

经济一

体化发展和新老矛盾交织的地区更需要加大域内的经济联系

, “

低政治领域与

高政治领域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赋予相互依存更大的能动性

,

为避免冲突或

降低冲突的程度提供了更大空间

”。

①

2022

年

1

月

,

岸田称中国在经济和安全

层面正成为全世界的重要存在

,

强调必须贯彻现实主义去判断如何与中国打

交道

。

岸田的

“

中国重要说

”

是侧重负面的冲突性影响还是正面的合作性收

益

,

以及未来日本该如何选择

,

都考验着岸田政府的战略智慧

。

在国际变局

下

,

日本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恰当的正向积极的战略作用

,

促进大国合作并

推动国际体系稳定

。

但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过程反映出日本对中国崛起

的不信任和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不自信

,

表明中日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互信严

重缺失

。

日本应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继续深化两国友好合作

关系

,

坚持亚洲国家身份

,

与中国一道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

并在其中发

挥积极和正向的作用

。

(

责任编辑

:

李璇夏

)

—46—

① 张宇燕

、

徐秀军

: 《

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 《

国际问题研究

》 2021

年第

1

期

,

第

45

页

。



■■■■■■■■■■■■■■■■■■■■■■■■■■■■■■■■■■■

Abstracts

ThtEvolutionofJapan'sEconomicDiplomacy inthtPostwarEra

OyaneSatoshi

The“Yoshidadoctrine” istheorigin ofJapan'seconomicdiplomacy.Fromtheend ofWWIIto

the1960s, Japan joined theinternationaleconomicsystemthrough theJapan -U.S.alliance.In

addition, Japan alsoparticipated bilateralalliancesand themultilateralinternationalsystem.Those

systemsbuild thedecisiveframework forJapan' sforeign economicrelationswhileplayingan

importantcomplementaryrolein relationswith Chinaand SoutheastAsian countries.Fromthe1970s

tothe1980s, Japan relied on Japan -U.S.relationstoimplementself-controlmeasurestocope

with foureconomiccrisesand provided ODAtocontributetointernationaland gain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through internationaland regionalcooperation mechanismssuch assummits, GATT,

and APEC.From the1990stothefirstdecadeofthe21stcentury, Japan explored beyond

traditionaleconomicdiplomacybysupportingdevelopingcountriesand protectingtheglobal

environment.Japan relied on thelegitimacyofinternationalmechanismsand normstoalleviate

errorsand conflictsin itsforeign relations.Besides, Japan hoped togain internationalrecognition.

Since2010, faced with theincreasinglydecliningdomesticeconomyand theriseofpowerful

emergingeconomies, Japan hasstrengthened itsdependenceon theJapan -U.S.alliancefromthe

perspectiveofcontainingChinaand joined countermeasuresagainsteconomicsecuritybased on this

foundation.Theevolution ofJapaneseeconomicdiplomacyisnotonlyconsistentbutalsoshows

unexpected changes.

GrtatPowtrsCompttitionandthtConstructionofJapan'sEconomicStcurity

Strattgy Meng Xiaoxu

In thecontextofgreatpowercompetition, Japan isstrategicallyconcerned aboutthe“asymmetric

dependenceofeconomy”, which violateseconomiclaws.Therefore, Japan focuseson securityand

politicallogicto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 ofeconomicsecuritystrategy, and seeks“strategicself-

discipline”, “strategicindispensability” and “strategicdominance”.Internally, Japan actively

improvesitsstrategicsystem, strengthensstrategicmanagement, enhancessecuritycapabilities

and strengthensstrategicsupport.On theinternationallevel, Japan based itsstrategyon democratic

valueswith theguidanceof“realism-based diplomacy”, pursuingpoliciesof“ decouplingand

chain breaking” in keyareaswith Chinaand “friendlyshoring” with Japan -U.S.cooperation as

—941—



 

日本学刊

 2023

年第

1

期

thefoundation.Japan seekstointegrateAmerican and European economicsystemsand market

rules, expandingeconomicsecuritycooperation with “ democraticpartners” and reshapingthe

liberalinternationaleconomicsecurityorder.Japan'seconomicsecuritystrategyistoexploreanew

path ofeconomicsecurityunderthe“strategicindependency” and pursuetheself-discipline,

indispensability, and superiorityofJapan'seconomy.However, ithasobviousstrategicdefects

and containsstronggeopoliticalcompetition and securitystrategicgameintention, which willalso

lead tomoreintensecompetition amongmajorcountriesattheregionallevel, posingmorecomplex

and severechallengestoregional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China-Japan relations, which

requiresmoreattention and research.

NtwTrtnds, MotivationsandImpactofJapan'sPolicy towardsTaiwan:

FromEconomicStcurity Ptrsptctivt ZhouShengsheng

With thegreatpowergamecaused bytheupheavalofnewinternationalpowerpattern and the

impactofCOVID-19 on theglobaleconomy, economicsecurityhasbecomean importantissuefor

Japan tosafeguard itssovereigntyand securityand competeforinternationalinfluence.In the

process, itisworth payingattention toJapan'smovestostrengthen itseconomicsecurityguarantee

involvingTaiwan.On theonehand, Japan'spolicytowardsTaiwan focuseson thedigital

technologyindustrywith semiconductorasthecore, in an attempttoensureJapan'scompetitive

advantagein thisfield.On theotherhand, Japan alsoattempttointegratetheTaiwan region into

thenewinternationalordercentered on theUnited Statesthrough “shared values” and cooperate

with thecontainmentstrategyoftheWestern countriesagainsttheChinesemainland.TheTaiwan

issuenotonlyconcernsChina'snationalsovereignty, securityand developmentinterests, butalso

bearson thecompletereunification ofChinaand thegreatrejuvenation oftheChinesenation.

Japan'srecklessactionson theTaiwan issuenotonlyseriouslyinterferewith theoverallsituation of

China-Japan relationsand regionaldevelopment, butalsoimposean adverseimpacton the

historicaltideofcross-Straitsreunification.However, thetrend ofcross-straitsrelationshas

been firmlyin thehandsoftheChinesemainland, and thebenefitsoftheconnect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willbeextremelylimited.

ThtImpactofJapan'sEconomicStcurity Strattgy onUnivtrsity Scitntific

Rtstarch CuiJianand LiShiyue

Thegradualformation ofJapan' seconomicsecuritystrategyin recentyearshasenhanced the

positioningoftechnologyand universityresearch.Fromtheperspectiveofdual-usetechnology,

thereisaveryclos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ealization ofthegoalofJapan'seconomicsecurity

strategyand thepositioningofuniversityresearch.Japan'seconomicsecuritystrategypromotesthe

government'spolicychangeson universityresearch in militarysecurityguaranteeresearch and

scienceand technologydiplomacy.Thatupgradingofstrategicpositioningand related policy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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