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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印太战略”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中得到高度继承与延

续，特别是在岸田时期，相关政策的实施力度甚至更加趋于强化。日美同盟基轴、自身战略认知调整以

及国内政治变动三重因素，构成岸田内阁深化“印太战略”的政治背景。在政策推进层面，表现在巩固

夯实四方安全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域内”和“域外”国家拉拢、牵引的力度，并在“印太”合

作框架中更加突出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岸田内阁以加强对华综合战略博弈为指引，加速推动“印太战略”

升级版日渐成形，不仅深度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同时也对中日关系形成显著负面冲击。虽然制衡实

效不足以及内政不力使岸田的“印太战略”推进面临一定挑战制约，但对于相关外交安全动向，中国需

保持时刻关注并做好适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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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深化：

背景、表现及对华影响

引言

“印太战略”
①

是安倍晋三于 2016 年 8 月首次

正式提出的日本外交理念，其主要支柱是“致力

于在印太地区实现基于法律支配的自由开放的海

洋秩序强化”。
[1]

尽管最初安倍将其粉饰成具有开

放性的多边合作框架，但实则难掩背后高度的对

华战略指向，并逐步发展为集外交、安全政策于

一体的综合地缘政治战略。在安倍辞任后，无论

是接任的菅义伟内阁还是后继的岸田内阁均在外

交路线上对“印太战略”进行了完整继承，而就

“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的政策动向与推

进动因，国内外学界也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探讨。

其中，日本学界将问题考察的视角主要着眼

于日本如何在“印太地区”竞争地区秩序主导

权，以及通过开展“印太多边合作”强化日本外

政治研究

  ①  安倍内阁于 2016 年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后将提法转向“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岸田内阁时期，相关表述统

一为“自由开放的印太”，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战略色彩被淡化，但从政策表现上实际对华战略指向一再趋强，因此本文将岸田时期

关于“自由开放印太”的表述及基于“印太”框架的安全合作政策推进，统一用“印太战略”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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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战略主动性。
①

美国学界则将问题视角主要集

中于同盟体制下的日美关系协调，美国希望日本

在“印太”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作用，以高度配

合美国的地区安全施策。
②

而中国国内学界一方面

关注“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的演进趋

势，同时亦多聚焦“印太战略”推进过程中安全

战略色彩的高度抬升。
③

结合既有文献所述与实

际动向追踪也可发现，菅义伟时期日本推动“印

太战略”的几大政策路径在岸田时期均得到延续，

其相关政策推进力度也显著增强，并且相较安倍

与菅义伟内阁，岸田版“印太战略”的推进，更

有其自身鲜明特色。本文将考察重点集中于岸田

时期日本“印太战略”的总体升级深化，具体讨

论的问题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岸田时

期日本深化“印太战略”的内外背景为何？第二，

相关政策力度强化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三，这种

调整趋势会对中国周边外交及中日关系产生怎样

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对岸田内阁

推进“印太战略”的整体走势进行把握，并在此

基础上对相关战略及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与

展望。

一、岸田时期日本深化“印太战略”的背景

因素

岸田时期日本深化“印太战略”的背景，有

源于国际环境的变动下美日互动加强及自身战略

认知的变化，也有来自国内政治逻辑的驱使。美

国因素方面，表现在对政权更迭后美国同盟政策

的高度自信；战略认知方面，显露于疫情冲击与

俄乌危机爆发下自身“战略焦虑”的放大；内政

逻辑方面，体现在内阁迎合保守势力稳定政权，

同时灵活运用官邸外交决策体制。

（一）美国因素：对美日同盟保持高度自信

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美日同盟始终是影响

日本对外政策的关键变量。当前岸田内阁不断推

进印太战略升级深化，背后推手首先来自日本对

同盟体制保持高度自信。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层面：

第一，在政策思路上，美日就对华问题的“政

策趋同性”不断增强。自 2010 年中日 GDP 实现逆

转之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制衡性色彩不断加强，特

别是在安倍二次执政以后，“安全制衡”日渐成为

日本对华政策主基调，在对华施压问题上甚至要求

美国为其进行背书。其时也恰逢奥巴马推出“亚太

再平衡”战略，但日本政界及战略界却认为“亚

太再平衡”实际“言大于实”，
[2]

始终无法摆脱在

对华问题上的“同盟疑虑”，因此在 2014 年后安倍

内阁开始逐步摸索改善对华关系。
[3]

而在拜登就任

后，美国将对外政策重心基本转至东亚，“应对中

国”成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其外交团队的主

干大多由熟谙东亚政策的官员组成。
[4]

2022 年 5 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讲中表示：

“美国将以十年为周期，致力于塑造、影响中国的

战略环境以影响中国的决策选择。”
[5]

而在 2022 年

10 月出台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被定

义为“唯一有能力在多领域改造、变更国际秩序

的战略竞争对手”。
[6]

对于美日就涉华问题的认知

趋同，兰德公司日本问题专家杰弗里·霍尔农评

价认为：“在对华问题方面，美日两国就政策及战

略的部署推进已近乎达到了过去前所未有的一致

  ①  日本学界涉及相关问题探讨的学术论著有：細谷雄一 .インド太平洋の地域秩序を主導せよ [J].Voice.2021(3)；中西輝政 .インド太

平洋に浮かぶ世界新秩序 [J].Voice.2021(7)；薬師寺克行 .『緩やかな多国間主義』の時代―激変する日本外交の底流 [J]. 外交 .2022(8)；高

原明生 ,中山俊宏 .戦略年次報告 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M].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21.

  ②  美国学界涉及相关问题讨论的学术作品有：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Jr，“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0: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CSIS,December, 2020,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japan-alliance-2020;Hiroyuki Suzuki，“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a Multipolar Indo-Pacific”，CSIS,0ctober,2020,https://www.csis.org/analysis/japans-leadership-role-multipolar-indo-

pacific;Sheila A. Smith,“Japan, the Quad and the Indo-Pacific Link”，Asan Forum，June 23, 2021，https://theasanforum.org/japan-the-quad-

and-the-indo-pacific/.

  ③  国内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有：孟晓旭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1(4)；朱清秀.“后安倍时代”日

本的印太构想将何去何从 [J].日本问题研究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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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7]

第二，在政策手段上，拜登政府回归了注重

同盟的协调外交轨道。虽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是特朗普时期就已奠定的基调，但在政策推进上

特朗普政府有意忽视盟友价值，更加偏向于“单

打独斗”，对外政策取向以“美国优先”为第一考

量，不仅对华实施贸易战，也对盟国施加贸易战

“大棒”，导致美日在经贸领域的一时“龃龉”。因

此出于对“同盟疑虑”加剧的不确定性，安倍内

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与美相区别的路径选择。

而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随即回归了传统的同盟

战略轨道。早在拜登上任前，长期对美国对日政

策有重要影响力的 CSIS 智库发表了第五份“阿

米蒂奇报告”，报告中指出：“美日同盟在当前仍

是美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面对区域及国际秩

序形势变化，美日两国比之以往应更加强化一体

协作。”
[8]

也正如报告所展望的，拜登政府团队

不仅在上任前夕就知会日方将延续“印太战略”

推进，2021 年 4 月的美日首脑会谈更是将主题基

调确立为“美日两国要实现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

作强化”。
[9]  

2022 年 2 月，拜登政府正式出台美

版“印太战略”文件，进一步向以日本为代表的

地区盟国释放驻留“印太”并致力加强多领域合

作的政治信号，其中指出：“美国要进一步强化

在印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与承诺，聚焦印太地区的

各个角落。”
[10]

（二 ） 战 略 认 知： 疫 情 冲 击 与“俄 乌 冲 突 ”

加剧“自身焦虑”

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变化，是影响日本对外政

策的另一关键变量。维持以美方为主导的国际秩

序，对日本而言是重要的国家利益所在。进入

“后安倍时代”，由于疫情冲击以及“俄乌冲突”

的相继爆发，在日本看来，本就受到挑战的战后

国际秩序更加趋于不稳，进而加剧自身“战略焦

虑”，不断强化“印太”地缘概念，推动外交安

全政策的“整合调整”。

第一，疫情冲击加速国际权力格局变革调

整。新冠疫情自 2020 年席卷全球以来，其影响

范围很快超出非传统安全领域，成为左右国际政

治及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因素。从中美博弈层

面来看，虽然中国最先遭遇疫情危机打击，但很

快便对疫情进行了有效控制，短时间内恢复了经

济活动，并通过积极向外援助疫苗和口罩使得国

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反观美国，在遭遇疫情危机

后，不仅在国内应对方面陷入“迟滞”，经济面

临下行趋势，在国际合作中也并未展现自身领导

作用。
[11]

而从更深层次的“价值观”视角而言，

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差异表现，亦反映出

西方以自由、人权为标准的“价值标准”，在疫

情危机来临下显得颇为“无所适从”，这也使得

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难免产生“挫败情绪”。

因此，基于上述两点，日本认为疫情冲击可能会

使中国在中美权力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进而使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西渐东升”趋势进一步加

剧。但日本的“忧虑”在于，伴随国际力量对比

朝着有利于中国的趋向行进时，在区域层次上中

国有可能通过自身影响力及话语权的上升获取地

区主导地位，这是将自身视为东亚地区“守成国

家”的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区域主义

政策上，日本不断强化以“印太”为概念的综合

地缘政治战略，通过开展协调外交及多边安全合

作谋求地区秩序建设及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进而

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舞台占据优势地位。“新

冠疫情使国际权力均势加大变动幅度，而‘印

太’是发生这种变化的中心地带。对此，日本需

以高度战略的视角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2]

第二，“俄乌冲突”诱发日本“战略躁动”。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作为冷战结束后

最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冲突，一方面危及了欧洲地

区安全格局，另一方面也深度冲击了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安全秩序，日本认为“俄乌冲突”是

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与重大威胁。2022 年

2 月 24 日，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发表演说表示：

“俄罗斯的举动是力图凭借单方面力量改变现状

的行为，并以此动摇国际秩序根基。”
[13]

长年深

度参与日本安保政策制定的战略派学者细谷雄一

也撰文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对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直接动摇。日本外交的基础

之一就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如果日本不

采取行动制止俄罗斯的行为，将是对日本外交原

则的自我否定。”
[14]

作为东亚国家，日本与俄乌

冲突前线战场相距甚远，但在危机爆发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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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认知转向将俄乌危机与“印太”地域相关

联，担忧在“印太地区”亦会出现“单方面改变

现状”的现实可能，因此日本需强化在印太地区

的外交及安全动作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此

背景下，岸田内阁基于“印太框架”下展开的协

调外交、地区安全及经贸合作等外交活动，更加

趋于活跃。

（三）内政逻辑：稳固党内支持基础与活用

外交决策体制

国内政治逻辑上，岸田自身派系根基处于弱

势地位，需通过在外交、安全层面沿袭甚至强化

“安倍路线”，维持与“安倍派”稳定关系，迎合

党内保守政治势力，从而维系党内支持基础。另

一方面，首相团队充分运用“以首相为核心”的

官邸主导外交决策体制，则是岸田内阁深化“印

太战略”的制度性因素。

首先，通过沿袭甚至强化“安倍路线”稳固

党内支持基础。从派阀政治的视角而言，尽管安

倍在 2022 年 7 月遇刺身亡，但其领导的“安倍

派”并未因此“分崩离析”，且短时间内难以离

散瓦解，作为党内第一派阀，其人数超出岸田所

在的宏池会两倍以上，保持与“安倍派”的关系

稳定依然是岸田维持党内支持基础的重中之重，

因而在外交、安全层面维系安倍既定政策路线对

岸田内阁政权运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党内意

志的视角来看，自 2009 年政权更迭后，自民党

内部为强化组织建设及党内政治团结，进一步确

立并强化保守主义理念，党内政治氛围加速“右

倾化”方向偏转，
[15]

安倍二次上台执政后，其

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言人使党内右倾化趋势更为加

剧。尽管安倍离世对保守势力形成冲击，但“自

由开放的印太”“加速安全政策变革转型”等政治

理念作为安倍的政治遗产，早已内化为党内保守

势力的高度共识，加之由于安倍长期执政时期国

政选举的接连胜选，使自民党大量中青年议员进

入政治舞台，这些人员在“后安倍时代”日渐崛

起，保守主义力量日益壮大。
[16]

因此，以“温和

派”著称的岸田，为有效统合保守势力获取其政

治支持，需高度迎合其政治主张，在外交、安全

层面沿袭安倍路线的同时，相关政策推进力度甚

至更加趋于强化。

其次，充分活用官邸外交决策体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开始实行行政制度改革，改

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重要政策课题的决策权限向

首相官邸集中。2001 年后制度改革的成果效应开

始逐步显现，特别是在外交、安全政策领域，决

策过程多以首相为核心加以展开。2001 年执政

的小泉内阁与 2012 年二次执政的安倍内阁均高

度强调首相对外交决策的的政治主导，而“印太

战略”正是安倍内阁官邸主导外交的政绩成果之

一。然而在安倍二次执政之后，尽管官邸主导的

制度基础更加趋于坚实，但“后安倍时代”官邸

主导外交的政策成效却依旧呈现“强弱不一”态

势，这也反映出决策理论所强调的“决策过程

深受决策者性格特质、选择偏好及政策能力影

响。”
[17]

菅义伟上台执政后，由于首相本人不善

外交且更加关注内政事务，致使外交决策过程中

外务省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官邸主导外交流于形

式，菅义伟内阁对安倍外交的政策延续陷入“迷

惘”。岸田文雄上任后，情况发生转变。岸田在

安倍二次执政时期，长期担任安倍内阁的外务大

臣，作为安倍外交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是安

倍诸多官邸主导外交政策的直接参与者与执行

者，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与资质能力，对安倍外

交路线的驾驭显然更加得心应手。上任不久，首

相岸田文雄就向侧近人士表示：“作为拥有多年

外相经验的政治领导者，想奉行官邸主导的外交

方式。”
[18]

具体举措上，一是借助内阁改组时机，

改任亲信林芳正担任外务大臣，组成以“岸田—

林”为核心的官邸外交人员架构；二是在外交安

全决策过程中延续安倍时期的政策会议模式，即

针对特定外交安全议题在官邸设置直属政策会

议，会议人员多为与首相政策立场高度贴合的专

家人士，其中就包括兼原信克、北村滋等安倍时

期外交决策团队的骨干力量，而兼原信克正是

“印太战略”最初构想草案的执笔者之一。
[19]

充

分运用官邸外交决策体制，成为岸田内阁得以深

化“印太战略”推进的制度性因素。

二、岸田时期日本深化“印太战略”的表现

早在安倍二次执政时期，日本已着力从两个

维度部署“印太战略”持续推进：一是在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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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合作上，打造并启动集“美日印澳”于一体的

四方安全合作机制；二是从东盟、欧洲两个方向

构筑更为广域的“准同盟”体系，增扩“对华包

围网”。以上路径在菅义伟时期完全得到沿袭。

而岸田内阁执政后，日本在四方安全合作及域内

域外拉拢、牵引各国，政策推进力度更趋加强，

并不断在“印太地区”的多边、双边合作协调上

突出“经济安全”议题，将“自由开放的印太”

锻造成更为立体的综合地缘政治战略。

（一）巩固、夯实四方安全合作机制

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已开始谋

划建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2012 年安倍二次执

政后，提议由“美日印澳”四国组建“亚洲民主

四边菱形”，加速四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建设。

2017 年 11 月四国首次举行局长级会晤，2019 年

9 月首度召开外长级会谈。2021 年是四方安全机

制正式得到确认并成形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四国

首次在华盛顿实现线下首脑会晤，并签署联合声

明。但当时的菅义伟政权已经处于“看守状态”，

使得菅义伟的华盛顿之行颇具“例行公事”色

彩。2022 年 5 月第二次四方首脑会议在东京举

行，岸田政府借助东道主优势，进一步彰显日本

在四方安全机制中引导、黏合各方的地位作用。

四国也通过此次会晤就强化合作领域广泛性及加

强多边合作紧密性达成重要共识。在此次会议颁

布的“首脑联合声明”中，四国一致认定“乌克

兰危机将影响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并再度重申

“要致力于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具体

合作领域上，四国表示将围绕安全保障、气候变

化、疫情应对、基建设施、敏感技术、供应链、

网络安全、宇宙空间等广泛议题深化多边安全合

作。此外，各方还一致确认将定期举行首脑级和

外长级会谈，以此作为四国互动协调的例行化机

制，并拟定澳大利亚作为 2023 年度四方首脑会

议的承办国。
[20]  

2023 年 1 月 23 日，岸田发表最

新施政方针演说，岸田指出：“将灵活运用‘美

日印澳四边机制’，加强与地区志同道合国家联

合，致力于构建自由开放印太而加强合作。”
[21]

为进一步巩固、夯实四边安全合作基础，岸

田政府也积极致力于四边框架内的双边互动及安

全合作强化。首先，双边合作的重心是与美国安

全关系的强化，日本认为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

平繁荣的基础，确保美国对印太地区的介入是

推进四方安全合作的重要一环。
[22]  

2022 年 12 月

16 日，岸田内阁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新

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日美两国将加

强同盟机制的协调功能，围绕跨领域作战和持有

并加强反击能力等多方面协作，以进一步强化同

盟的遏制能力及应对能力。”
[23]

具体合作议程上，

日本已开始讨论增加“宙斯盾”护卫舰的配置数

量，并成立具有“一体化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功

能的“自卫队统合指挥部”，指挥部长官承担军

事行动下与美军进行直接协调的职责。
[24]  

2023

年 1 月 12 日，美日举行“外长防长 2+2”会晤。

双方就反击能力和宇宙空间等领域强化合作达成

重要共识，美方首次表示宇宙空间适用“美日安

保条约”第 5 条。
[25]

虽然日本已正式确认将拥

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在侦查系统层面仍

存在较大技术短板，此番条款适用意味着日本在

启用“对敌基地攻击系统”之前，或可利用美军

的卫星侦查系统提升精准打击能力。2023 年 1 月

14 日，岸田文雄首次访问白宫与拜登举行会谈，

双方重申“将共同致力于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

拜登全面支持日本修改“安保三文件”及拥有

“对外反击能力”，并声称“美日关系得到前所未

有的强化。”
[26]

其次，双边合作的另一重点是加

强与澳大利亚的安全保障协作。在安倍二次执政

时期，日本就着力推进“日澳安全关系”升级，

经过签订一系列防务合作文件，日澳两国已基本

构筑“准同盟”关系，有学者表示“澳大利亚实

际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同盟”。
[27]  

2022 年 1 月，日

澳两国正式签署旨在加强军事合作一体化的《互

惠准入协定》。2022 年 10 月，岸田文雄访问澳

大利亚，与首相阿尔巴内斯举行会谈，双方签署

《关于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这是自 2007 年

后两国再度签署相关文件，两国就强化特别战略

伙伴关系、维持自由开放的现行国际秩序及加强

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28]  

2022 年

12 月 9 日，日澳在东京召开“外长防长 2+2”会

谈，双方讨论议题涉及提升演习强度、海上安

保、基建合作及网络安全等。最后，在与印度关

系上，日本也不断推动双方安全合作迈向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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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2022 年 5 月，日印两国借助美日印澳四

方会议召开之机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一致确认将

共同致力“自由开放的印太”。2022 年 9 月，日

印举行“外长防长 2+2”会谈，印度表示将支持

两国进一步加强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
[29]  

2023

年 1 月，印度空军与日本航空自卫队举行战斗机

联 合 训 练。 日 本 与 印 度 分 别 作 为 2023 年 G7 与

G20 的轮值主席国，日本希望借此契机进一步强

化双方在外交及安全层面的政治互动，通过加强

日印关系，使四方安全合作机制更加趋于牢固。

（二）持续加强对东盟的拉拢力度

在日方看来，东盟因其处于联结印太两洋的

结点方位及与中国长期密切保持的经济合作关

系，是有效驱动“印太”棋局的关键所在。
[30]

一

旦将东盟拉入进列，对掌握印太地区主导权乃至

塑造地区秩序环境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在

安倍二次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就已极为注重基

于“印太框架”下与东盟关系的巩固与深化。安

倍二次内阁时期与菅义伟政权时期，首相均将东

南亚作为外出访问的首个目标，2019 年东盟也正

式接受了“印太”这一概念，推出“印太展望”。

岸田执掌政权后，在延续安倍内阁对东南亚政策

的基础上，日本政府也持续通过外交手段加强对

东盟的政治拉拢。一方面，在东盟内部，岸田内

阁重点推动日本与印尼、越南、菲律宾的双边关

系深化，三国也是近年来与日本在外交安全互动

上较为频繁的东盟国家。2021 年 11 月，刚刚执

掌政权不久的岸田即与印尼总统佐科举行电话会

谈。2022 年 4 月，岸田抵达印尼与佐科举行首脑

会晤，双方就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推进“自由开

放的印太”及俄乌局势等议题达成诸多共识。
[31]

日越关系方面，2021 年 11 月越南总理范明政访

问日本，成为岸田上台后在首相官邸会见的首位

外国首脑。2022 年 5 月，岸田访问越南与范明

政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强化对乌克兰人道主义

支援及网络安全能力建设达成重要共识。
[32]

日菲

关系层面，2022 年 4 月两国首次举行“外长防长

2+2”会晤，双方确认将强化防卫领域合作，并

表示将在推进两国间防卫装备转移及技术交流的

同时，开始讨论确立相关机制以顺利推动军事物

资的相互提供。
[33]

另一方面，日本也利用国际

外交舞台一再强调东盟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地

位，呼吁东盟在“印太框架”合作中扮演重要战

略角色。例如在 2022 年 5 月“美日印澳”四方

首脑会谈中，四国一致重申将毫不动摇支持东盟

落实推进“印太展望”，发挥东盟在印太地区的

一 体 性 及 核 心 性 作 用。
[34]

再 比 如 2022 年 8 月，

日本与东盟举行外长级会谈，日方表示一贯支持

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核心主体作用，日本愿与

东盟着实推进面向“自由开放印太”的具体环节

合作，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将“自由开放的印

太”战略目标推向新的阶段。
[35]

（三）不断牵引域外国家深度“浸染”印太

自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在推进“印太战略”

过程中亦侧重与“域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国

家在政治及安全战略上的联动对接。在 2013 年

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欧盟被定义为具有

相似价值观及原则的重要战略伙伴。
[36]

此后，双

方相继签署 EPA、SPA 等一系列合作文件，日欧

战略互动日益加深。在安全保障领域，日本通过

强化与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双边防务合作，

大力推动“准同盟”关系网络向欧陆方向扩展。

其中，日本与英法两国已有多项安全合作文件签

署，且拥有固定合作机制框架，“准同盟”关系

基本趋于完善。岸田内阁时期，与欧洲加强安全

合作依旧被视为日本在印太地区构建广域、多层

次伙伴体系的主要路径。
[37]

在俄乌冲突陷入长期

化的背景下，岸田通过外交场合多次渲染日欧安

全保障环境共同面临外部风险，借此进一步强化

日欧外交安全互动，增强日欧安全战略认同，不

断牵引域外国家深度浸染印太地区。

2022 年 4 月，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日本并

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与此前德国总理访问亚洲

期间多将中国定为访问首站不同，舒尔茨专程将

日本选为此次亚洲之行的首要目的地，彰显德国

亚洲政策转型及日德关系深化趋势。会谈时间长

达 1 小时 25 分钟，岸田表示日德两国是享有共

同价值观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一致确认将强

化安全保障合作，共同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

太”，并商讨尽早召开第二次“外长防长 2+2”会

晤，以此加强两国在“印太地区”多领域合作

的紧密性。
[38]  

2023 年 1 月 9 日，岸田前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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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对 G7 成员国的访问行程，此行目的意在就

5 月即将召开的广岛 G7 峰会进行议程准备与协

调。1 月 10 日，岸田抵达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举

行首脑会晤。双方就能源、粮食安全及对俄制裁

深化双边合作达成一致共识，岸田表示将基于修

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化两国安全合作

方针，双方还商议在上半年尽早召开“外长防长

2+2”会议。
[39]  

1 月 10 日，岸田到达伦敦拜会英

国首相苏纳克。在首脑会谈后，两国签署“互惠

准入协定”，推动双边军事安全合作迈向更高层

级，“准 同 盟 伙 伴 关 系 ” 更 趋 强 化。1 月 12 日，

苏纳克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英日

两国分别将对方视为彼此在亚洲及欧洲最为亲密

的合作伙伴，当前英日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密

状态。英国欢迎日本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政治领导

力，双方将强化安全战略合作对接。《互惠准入

协定》的达成标志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迈出决定性

的一步。”
[40]

值得关注的是，岸田此次欧洲之行

还专程前往意大利，与意大利首相梅尼共同讨论

加强军事合作问题。双方就推进“2+2”会议机

制设立、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此外，日意英三国还将共同致力于新式战斗机的

合作研发，这也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进

行武器装备研发的相关合作。对华政策持“极

右”立场的梅尼政权上台，被日本视为将意大利

深度牵引至“印太”，增扩“对华安全包围网”

的重要机遇。

另一方面，岸田内阁围绕“印太安全”日益

加强与欧洲在战略层面对接还体现在与欧洲安全

合作机制实体——北约的牵涉与勾连上。2022 年

6 月，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北约峰会，他也是首位

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岸田在会中表示“欧

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今日乌克兰有可

能成为明日的东亚”。在记者会见中岸田又指出

“日本参加此次会议标志着日本与北约关系迈向

新的阶段，希望借此构筑印太与欧洲之间具有民

主主义纽带的伙伴关系”，力推日本与北约在印

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深化。
[41]

岸田大肆渲染“欧洲”

与“印太”在安全问题上存在高度关联，背后实

质是为自身转型安全战略、松绑安全政策甚至整

兵精武赢得口实与行动空间。在已经修订的“安

保三文件”中，日本已确认要在未来几年将军费

开支额度提升至 GDP 的 2%。而 2% 的占比要求，

正是北约国家的军费开支标准。

（四）更加突出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议题

早在安倍二次执政末期，日本政府已开始讨

论将经济要素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版图，菅义伟政

权时期，日本逐步加速经济安全的“国家战略

化”转型。岸田上台后，则将“经济安全保障”

确定为“内阁看板政策”，在外交安全战略决策

中进一步提升“经济安全”比重。为此岸田内阁

通过设置专职阁僚等方式，针对“经济安保”确

立官邸主导的政策决定体制。而在政策推进上，

岸田内阁着重强调通过外交途径，围绕“经济安

全”强化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借推动国际经济

安全合作主动引导国际经济秩序的确立。2022 年 1

月，外务大臣林芳正在接受《外交》杂志专访时表

示：“国际协调对经济安全保障而言不可或缺，日

本应在供应链、数字化及国际规则等领域与志同道

合国家加强广泛国际合作。”
[42]

而汇聚日美同盟及

诸多志同道合国家的“印太地缘”框架为日本强化

经济安全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有力平台。由此，岸

田政府更加致力于将“经济安全”纳入印太合作议

程，围绕“经济安全”加强与地区“志同道合”国

家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协调。

双边合作层面，重点依然是与美国进行合作

协调。2022 年 1 月，日美两国就设立“外交 + 经

济”的“经济版 2+2”会议达成共识，日美围绕

经济安全合作的正式协调机制就此成立。2022 年

5 月初，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出访美国，行

程重点是参观美国多个高精尖半导体研发机构。

萩生田表示：“新一代半导体的技术研发对量子计

算机、人工智能产业起支撑性作用，希望与美国

在尖端技术领域强化半导体技术的共同研发合作

和人才培养。”
[43]

而在之后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双

方再度确认要以构筑“有竞争力与强韧性的伙伴

关系”为指引，进一步强化包含尖端半导体研发

在内的经济安全合作。
[44]

同年 7 月，日美首次举

行“经济版 2+2”会谈，双方就“维护基于规则的

国际经济秩序”“构建强韧化的半导体供应链”“推

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合作”等方面达成一

致共识。
[45]

根据会谈结果，日本政府已开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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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国内设立包含高校、科研机构及美国大型

企业在内的联合研发据点，以大力推动日美两国

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深化。此外，日本也积极推

动与澳大利亚、印度及欧洲国家的经济安全合作，

相关合作议题均涉及供应链安全、能源资源及敏

感技术研发等。

多边合作层面则主要以“美日印澳”四边机

制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为主要抓手。在

2021 年 9 月首次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线下峰会上，

经济安全作为突出议题成为四国探讨的合作重点。

具体合作领域涉及人工智能、5G 通讯、半导体和

包含尖端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
[46]

而在具体合作

形式与政策举措上，相关细则在 2022 年 5 月的第

二次四方峰会上被进一步细化。首先，在基础设

施领域，美日印澳四国将在五年期间共同投入高

达 300 亿美元的资金力度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

施网络建设。其次，在供应链领域，各方将以此

前签订的《关键性技术供应链的相关原则声明》

来指导推进包含半导体在内的尖端、敏感技术领

域的供应链安全合作。
[47]

除了在四边机制内大力

推动经济安全的多边协调，日本也积极与美国的

印太经济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对接。拜登政府在访

日期间宣布成立包含美日澳、新西兰、韩国、印

度等 13 国在内的“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贸易经

济”“半导体供应链强化”“高质量基建”和“税收

与反腐”构成 IPEF 的四大合作支柱。
[48]

对此，岸

田政府不仅表示欢迎，也呼吁参与国应尽早开始

建立正式合作机制的议程协商。日方认为，拜登

政府在东京宣布成立 IPEF 反映出美国对日本在该

多边框架下所扮演的地位角色持有高度期待，日

本也有信心在 IPEF 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岸田内阁深化印太战略的对华影响

岸田内阁上台后，日本对外政策高度延续安

倍外交路线，持续推进并深化印太地缘战略。在

区域层次上，岸田内阁日益推动印太战略升级版

本确立成形，以此在军事安全领域和经济安全领

域强化对华综合战略博弈及多方战略围堵，使中

国周边外交环境的不稳定性加重。在双边关系层

面，日本亦不断打出“人权外交牌”及“台湾牌”

等战术手段充实“印太政策工具箱”，从而严重冲

击中日关系的“底层红线”，使中日关系长时期遇

冷并陷入恶化状态。

（一）加剧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不稳定因素

岸田内阁推进并深化印太战略，本质上是在继

承安倍外交安全路线基础上，通过强调“印太”地

缘概念及加强该地区双、多边安全合作大力推动日

本安全战略及安全政策转型。其安全战略的变革调

整以中国为高度指向，成为影响中国实现国家战略

目标及改善周边外交环境的重要变量，
[49]

也是影

响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不稳定因素。首先，为中

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制造障碍。在日本的对华

外交战略中，保有一定军事力量且作为美国亚太

同盟体系重要一环的韩国一直也是日本希望扩大

“印太伙伴网络”的潜在合作对象。
[50]

政权交接后

韩国对外政策显露调整倾向，岸田政府借此时机

多次释放愿与韩国改善关系的信号，其努力不乏

成效。2022 年 11 月，日韩时隔三年再度举行首脑

会谈，“共同致力自由开放的印太”成为双方讨论

的合作重点。
[51]

同年 12 月，对于日本完成“安保

三文件”修订，实现安全政策重大变革调整，韩

国也基本采取“认可”态度。
[52]

而在该月底，韩

国政府也出台“韩版印太战略”，正式加入“印太

俱乐部”。在日韩就“印太”议题加强战略接近的

背景下，尹锡悦政府对华政策恐将加大安全指向

色彩，中韩关系或将面临“不确定性”考验。另

一方面，越南、菲律宾本身即与中国存在海洋及

领土“争议”，岸田政府在“印太战略”推进中，

一再强化与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也是意图借此

干扰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取向，进而试图影响

东盟对华关系。其次，引发地区安全紧张态势。

日本以安保合作为重点，不断推动“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机制的巩固夯实，并持续拉拢以“北约”

为代表的域外军事力量浸染印太地区，加速亚洲

的“北约化”趋势，从而对中国的“力量崛起”

施加“多边压力”。日本此举意在为自身应对中国

的安全战略选项进行“多层加码”，但实际上东亚

及亚太地区军事安全对立的色彩趋强，只会进一

步加重日本与邻近国家的“安全困境”，进而迫使

相关国家推进军备竞赛及安全政策的“外向型”

调整，诱发地区安全紧张。2022 年 11 月，美日印

澳四国在日本太平洋水域举行“马拉巴尔”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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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演，从地理位置上看演习位置不断接近中国海

域。最后，对区域经贸合作形成干扰。日本高度

配合美国经济安全战略，将“经济安全”议题不

断融入印太多边合作，图谋以小集团及“小院高

墙”形式打造对华“经济安全联盟”，构筑所谓国

际社会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趋势，严重干扰亚

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正常经贸往来。2022 年 7 月，国务委员王毅发表

讲话指出：“当前亚洲前途呈现两种景象：一是

坚持开放区域主义，二是重拾冷战思维，将区域

经济集团化。对此，中国秉持和平发展理念，坚

定践行开放区域主义。”
[53]

（二）对中日关系形成显著负面冲击

除了与安全战略转型相互捆绑以加强应对

中国，日本还在“印太战略”推进中，不断打

出“人权外交牌”和“台湾牌”等战术手段充实

“印太政策工具箱”，从而对中日关系形成显著负

面冲击。人权问题上，早在 2021 年 5 月自民党

政调部门就出台政策报告，指出：“在‘自由开

放印太’的外交理念下，日本在主动参与维护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同时，也要积极迎合拥护人权

的国际潮流。”
[54]

岸田内阁上台后，响应自民党

保守势力主张专门设置“人权辅佐官”，直接负

责所谓涉华人权问题应对。2022 年中国农历春节

之际，日本国会更是通过所谓“人权决议”，公

然干涉中国内政。台湾问题上，岸田内阁亦延续

菅义伟时期的战略认知，将台湾地区视为印太地

区的“前线要冲”。菅义伟及岸田时期，日本战

略界不断鼓吹“台湾所处地缘方位事关日本海上

安全及本土防卫，因此必须将台湾地区划入‘印

太战略’版图，以此对中国形成更大程度牵制与

威慑”。继 2021 年 4 月《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写

入台湾问题后，岸田政府又在多个外交场合及官

方文件中公然言及台湾问题。2022 年 5 月拜登访

日期间及 2023 年 1 月岸田访欧期间，首脑会谈

均涉及台湾问题。此外，在 2022 年 7 月出台的

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更是用多达十几页

的内容讨论台湾问题，将台湾地区定义为与日本

共享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法治等普遍价值的重

要伙伴，日本应与美国及伙伴国加强密切协作，

防止印太地区出现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

为。
[55]

另一方面，日本亦不断推动将“台海”“印

太”和“俄乌冲突”的相互关联挂靠，以此借势

吓阻甚至威慑中国的对台政策选项。2022 年 6 月，

岸田文雄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

这是日本首相时隔八年第二次参加该峰会。在主

旨演讲中岸田声称：“日本决不会将俄乌战事视

为隔岸观火，决不允许在东海、南海区域出现变

更现状的尝试。台湾海峡处于两海之间，维持台

海稳定极其重要。”
[56]

岸田就任后虽表态称“要

与中国构建建设性稳定关系”，但日本将台湾地

区与“印太地缘”挂靠，借“印太战略”推进加

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其行为严重违背“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使得“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依旧陷于长时期

的恶化及遇冷状态。

四、岸田内阁深化“印太战略”的前景评估

整体而言，岸田内阁虽力图持续深化“印太

战略”推进，但受内外因素双重制约，其推进前

景仍面临显著挑战。从外部环境而言，岸田内

阁以四方安全机制、域外国家拉拢及域内外国

家牵引为手段，谋求不断扩大“印太准同盟体

系”，但从实效来看“广域对华包围网”反而多

呈现“制衡不均”局面。国内政治方面，由于领

导力缺失及内政丑闻频发，岸田内阁支持率一再

走低。内政不力或对印太战略推进促成“双向影

响”：一方面执政基础削弱将掣肘岸田外交安全

政策部署，但另一方面也将迫使其紧抓“外交

牌”试图挽回民意。

（一）“广域对华包围网”反造就“制衡不均”

岸田政府通过巩固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加大

域外国家拉拢和域内国家牵引等政策推进，谋求

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准同盟体系网络”，从而

对中国力量崛起形成“有限硬制衡”。但从实际

效果而言，“广域包围网”的形成反而使印太地

区呈现“制衡不均”的局面。
[57]

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因，一是在于体系层面，反映为经济全球化

下国际社会的“结构性经济依存”现状；二是

在“准同盟网络”内部，多数国家基于自身利益

判断在对华问题上远未形成高度共识，对华政策

始终存在各自分歧及认知“温差”。首先，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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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盟的争取工作一直效果欠佳。东盟作为致力

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内部多数国家

积极奉行平衡的外交政策，不愿在印太地区陷

入“选边”的战略困境，对华主张保持稳定关

系。2022 年 11 月，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东盟圆桌

峰会上代表东盟发言指出：“新加坡拒绝在中美

之间‘选边’。”
[58]  

2022 年 12 月，东盟秘书长林

玉辉在会见中国新任驻东盟大使时表示：“东盟

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推动中国东盟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59]

其次，欧洲在对华

问题上与日本存在一定偏差。虽然近年来欧洲

大国逐渐加强与日本的安全战略对接，但受制

于广泛经济联系及地缘限制等因素影响，与日

本相较，欧洲仍难以直接将中国视为其安全保

障层面的“威胁性存在”。2022 年 11 月，德国

总理舒尔茨率高级商业代表访问中国，在访华

前，舒尔茨专门发表文章称：“在新形势下，德

国需转变对华方式，但德国政府反对经济脱钩，

主张对华合作重要性。中欧之间虽然竞争因素

有所增加，但仍需努力拓展相互合作空间。”
[60]

有观点认为，舒尔茨的访华实际也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欧盟的对华立场。另一方面，2022 年

7 月北约在其颁布的“新版战略概念”文件中，

将俄罗斯定义为“最为重大的直接威胁”，而将

中国位列俄罗斯之后表述为“体制上的挑战”。
[61]

这与日美的对华战略定位存在显著差异。
①

并且

在此份战略文件中，北约也并未言明是否会将安

全防务职责权限扩展至印太，“距离的障碍”使

得日本无法真正期待北约成为对抗中国的“平衡

器”。
[62]

最后，即使是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

机制内部，各方对华制衡仍存在分歧，其中印度

最为显著。虽然印度对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合作并

无抵触色彩，但其长期秉持独立性较强的自主外

交政策，对于是否与美日澳三国保持高度对华制

衡，印度自身仍存有一定疑虑。
[63]

此外，澳大

利亚在莫里森下台后，新上任的阿尔巴尼斯政府

也从本国利益考量出发，在对华政策上寻求调整

“一边倒”模式，积极谋求中澳关系改善，从而

恢复两国正常经贸往来。

（二）内政不力或对印太战略推进促成“双向

影响”

作为外交的基础，国内政治亦深度影响岸

田内阁印太战略推进实施。受困于“统一教问

题”发酵及内政丑闻招致多名阁僚辞职等因素影

响，进入 2022 年 8 月以来，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

走低。根据日本 NHK 舆论调查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岸田内阁支持率已跌至趋近“危险水域”

的 33%。
[64]

执政基础的不断弱化，迫使岸田一方

面不得不将更多精力转向国内政策课题，例如在

2023 年度国会施政演说中重点强调“儿童政策已

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以及确定日本新任央行行

长人选以推动经济政策调整。另一方面，结合岸

田执政一年多以来的表现，无论是在应对物价上

涨还是在推进新资本主义政策上，首相往往缺乏

相应政治决断力及政策执行力，政治领导力不足

以及党内派系支持基础偏弱导致其很难通过内政

途径改善执政困境，因此岸田也势必会紧抓“外

交手段”，通过“外交政绩”转移民众注意力，从

而提振支持率以挽救其政权。2023 年，日本外交

将迎来诸多重要议程，除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

任理事国之外，最为瞩目的就是 5 月将于广岛举

行的“G7 峰会”。作为该年度 G7 的轮值主席国，

岸田早在 1 月便开启欧洲及北美外访行程进行预

热。根据日媒报道，首相已经确定在会议上将重

点讨论对乌援助及东亚安全保障问题。
[65]

如此一

来，广岛“G7 峰会”将成为日本与包含美、欧在

内的印太地区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多边安全合作的

重要机遇，各方或将对于强化致力“自由开放的

印太”达成更多认知共识。对于今后日本围绕印

太战略推进深化的一系列外交安全政策动向，中

国需保持高度关注，同时应采取多重措施做好适

时战略应对。

参考文献

[1] 外務省 . 特集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  平成

29年版外交青書 [EB/OL].(2017-09-26)[2022-12-05].https://www.

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chapter1_02.html#T003.

[2] 兼原信克 . 安全保障戦略 [M]. 東京：日本経済新聞，

  ①  与之相对比，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位列俄罗斯之前，日本则基本将中国视为“威胁存在”。



34 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

2021：411.

[3] 吴怀中 .“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政策变迁 [J]. 日

本学刊 ,2022(5):22-25.

[4] シーラ ·A スミス.バイデン政権 : インド太平洋

地域におけるコアリッション ·アプローチ [J]. 国際問

題 ,2021(6)：42.

[5] Blinken.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B/OL].(2022-05-26)[2022-12-08].https://www.state.gov/the-

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6]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EB/OL].

(2022-10)[2022-12-09].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

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10.2022.pdf.

[7] ジェフリー ·ホーナン . 海兵隊分散で反撃容易 . 日本

経済新聞 [N].2023-01-13.

[8]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Jr.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0: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EB/OL].

(2020-12-15)[2022-12-17].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japan-

alliance-2020.

[9] 外務省 . 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新たな時代におけ

る日米グローバル ·パートナーシップ」[EB/OL].(2021-04-16)

[2022-12-18].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00052.pdf.

[10] White house. U.S.-Indo-Pacific Strategy [EB/OL].(2022-02)

[2022-12-15].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

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11] 坂本正弘 . 新型肺炎 ·パンデミック猖獗下の尖鋭化

する米中対立 .JFIR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ホームページ [EB/

OL].(2020-06-01)[2022-12-16].https://www.jfir.or.jp/2020/06/01/6083/.

[12] 細谷雄一 . 日本に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で求められる重

い役割 . 東洋経済ホームページ [EB/OL].(2020-12-21)[2022-12-

17].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97039.

[13] 首相官邸 . ウクライナ情勢等についての会見 [EB/

OL].(2022-02-24)[2022-12-19].https://www.kantei.go.jp/jp/101_

kishida/statement/2022/0224kaiken.html.

[14] 細谷雄一 . 動揺するリベラル国際秩序 [J]. 外交，

2022(4):11.

[15] 中北浩爾 . 自民党―「一強の謎」[M]. 東京 : 中公新

書 ,2016:316-320.

[16] 孟明铭 , 吴怀中 . 疫情背景下日本自民党的涉华消极

动向及应对思路 [J]. 日本问题研究 ,2021(6):52.

[17] 詹姆斯·多尔蒂 ,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 争论

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 Ｍ ]. 阎学通 , 陈寒溪 , 译 .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2003:585-591.

[18] 産 経 新 聞 デ ジ タ ル . 首 相 主 導「官 邸 外

交 」 着 々　 林 氏 起 用 ·各 国 に パ イ プ [EB/OL].

(2021-11-23)[2022-12-25].  https: / /www.sankei.com/

article/20211123-IUMKG4YVYNKRTDSGS3BVSXCDVY/.

[19] 兼原信克 . 安全保障戦略 [M]. 東京 : 日本経済新

聞 ,2021:411.

[20] 外務省 . 日米豪印首脳会合共同声明 [EB/OL].

(2022-05-24)[2022-12-26].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

page1_001188.html.

[21] 首 相 官 邸 . 第 二 百 十 一 回 国 会 に お け る 岸

田 内 閣 総 理 大 臣 施 政 方 針 演 説 [EB/OL].(2023-01-23)

[2023-02-02].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

statement/2023/0123shiseihoshin.html.

[22] 遠藤和也 . 日米豪印(クアッド )首脳会合の意義

と成果 [J]. 外交 ,2022(4):80.

[23] 内閣官房 .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EB/

OL].(2022-12-16)[2023-02-02].https://www.cas.go.jp/jp/

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24] 3 自衛権　統合司令部　組織再編 [N]. 読売新

聞.2022-01-17.

[25] 宇宙空間にも安保条約適用　日本の衛星が米が守

る [N]. 日本経済新聞 .2023-01-13.

[26] 日米、抑止 ·対処力強化　首脳会談　中国の念頭

に結束 [N]. 読売新聞 .2023-01-14.

[27] 船橋洋一 . 第2の同盟「日豪」協調がますます求

められる訳 . 東洋経済ホームページ [EB/OL].(2021-02-22)

[2023-01-18].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12407.

[28] 外務省 . 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豪共同宣言 [EB/

OL].(2022-10-22)[2023-02-03].https://www.mofa.go.jp/mofaj/

files/100410297.pdf.

[29] 日印、海洋安保で協力拡充　2プラス 2[N]. 日本経

済新聞 .2022-09-09.

[30] 細谷雄一 . 日本に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で求められ

る重い役割.東洋経済ホームページ [EB/OL].(2020-12-21)

[2023-02-03].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97039.

[31] 外務省 . 令和四年版外交青書 [EB/OL].(2022-10-18)

[2023-02-03].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2/

pdf/index.html.

[32] FNN. 即時停戦の重要性、民間人攻撃に反対で一

岸田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深化：背景、表现及对华影响



35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

致　日越首脳会談 [EB/OL].(2022-05-01)[2023-02-03].https://

www.fnn.jp/articles/-/354740.

[33] NHK ニュース . 日本とフィリピン 初の『2プラ

ス 2』 防衛協力の強化で一致 [EB/OL].(2022-04-09)[2023-02-

04].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0409/k10013574531000.

html.

[34] 外務省 . 日米豪印首脳会 [EB/OL].(2022-05-24)

[2023-02-04].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1_001186.

html.

[35] 外務省 . 日ASEAN外相会議 [EB/OL].(2022-08-05)

[2023-02-05].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1_001254.

html.

[36] 内閣官房 .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EB/

OL].(2013-12-27)[2023-02-05].https://www.cas.go.jp/jp/

siryo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

[37] 内閣官房 .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EB/

OL].(2022-12-16)[2023-02-05].https://www.cas.go.jp/jp/

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38] 外務省 . 日独首脳会談 [EB/OL].(2022-04-29)[2023-

02-06].https://www.mofa.go.jp/mofaj/erp/c_see/de/page1_001149.

html.

[39] 日仏、安保で連携強化 [N]. 読売新聞 .2023-01-10.

[40] スナク . 日英の軍事協力　「決定的な一歩」[N]. 日

本経済新聞 .2023-01-12.

[41] 日NATO、協力強化を推進＝欧州 ·インド太平洋

「安保切り離せず」―岸田首相、歴代初の首脳会議出席 [EB/

OL].(2022-06-30)[2023-02-06].https://www.nippon.com/ja/news/

yjj2022063000122/?cx_recs_click=true.

[42] 林芳正，田中明彦 . 経済安全保障に不可欠な　同

志国とのハーモナイゼーション [J]. 外交 ,2022(2):12.

[43] 日経電子版 . 先端半導体「日米一体で」　経産相、

IBM幹部らに意向 [EB/OL].(2022-05-04)[2023-02-07].https://

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32UA0T00C22A5000000/.

[44] 外務省 . 日米首脳会談 [EB/OL].(2022-05-24)[2023-

02-07].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3322.html.

[45] 外務省 . 日米経済政策協議委員会（経済版「2＋

2」）[EB/OL].(2022-07-29)[2023-02-07].https://www.mofa.go.jp/

mofaj/na/na2/us/page6_000720.html.

[46] 対中　名指し避け連携　経済安保　民主的価値を

重視 [N]. 朝日新聞 ,2021-09-26.

[47] 外 務 省 . 日 米 豪 印 首 脳 会 合 [EB/OL].(2022-

05-24)[2023-02-07].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

page1_001186.html.

[48] 渡瀬裕哉 . バイデン大統領が示した IPEF（イン

ド太平洋経済枠組み）に込められた壮大なビジョン [EB/

OL].(2022-05-23)[2023-02-07].https://www.newsweekjapan.jp/

watase/2022/05/ipef_1.php.

[49] 吴怀中 . 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8(6):30.

[50] 兼原信克 . 日本の対中大戦略 [M]. 東京 :PHP 研究

所 ,2021:19-23.

[51] 外務省 . 日韓首脳会談 [EB/OL].(2022-11-13)[2023-02-

07].https://www.mofa.go.jp/mofaj/a_o/na/kr/page1_001401.html.

[52] 安保3文書、韓国政府は抑制的　反撃能力「半島事

案では同意を」[N]. 毎日新聞 ,2022-12-16.

[53] 王毅 . 和平、发展、自主、包容 坚定践行开放的区域

主义国际问题研究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4):3-6.

[54] 細谷雄一 . なぜ人権外交が重要視されるようにな

ったのか：戦後日本外交の歴史から回顧する [EB/OL].(2021-

08-18)[2023-02-08].https://www.nippon.com/ja/in-depth/a07501/.

[55] 防衛省 . 令和四年版防衛白書 [EB/OL].(2022-07)[2023-

02-09].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2/pdf/wp2022_JP_

Full_01.pdf.

[56] 産経新聞デジタル.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での岸田

首相基調講演全文「外交 ·安保面での役割強化」[EB/OL].

(2022-06-10)[2023-02-10].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610-

4VOZYTAQXNMITBSYV4A6YNATYM/3/.

[57] 吴怀中 . 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

析 [J]. 日本学刊 ,2021(5):83-85.

[58] 观察者网 . 新加坡外长维文代表东盟发言：我们拒绝

在中美间选边站 [OL].(2022-11-03)[2023-02-10].https://m.guancha.

cn/api/video/14043.shtml.

[59] 新华网 . 东盟秘书长：将推动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

伴 关 系 深 入 发 展 [OL].(2022-12-22)[2023-02-11].http://m.news.

cn/2022-12/22/c_1129226919.htm.

[60] 观察者网 . 访华前，德国总理朔尔茨发表署名文章：

有 关 我 这 次 中 国 行 [OL].(2022-11-03)[2023-02-10].https://www.

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11_03_665048.shtml.

[61] 日経電子版 .NATO「中国は体制上の挑戦」　戦略概

念で初言及 [EB/OL].(2022-06-29)[2023-02-10].https://www.nikkei.

com/article/DGXZQOGR29D3B029062022000000/.

[62] 末次富美雄 . 欧州各国の中国警戒感は「驚きの低

岸田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深化：背景、表现及对华影响



36 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

さ」　日本がNATOに期待しすぎてはいけないワケ . 実業之日

本フォーラムホームページ [EB/OL].(2022-06-10)[2023-02-12].

https://forum.j-n.co.jp/narrative/3917/.

[63] 日米豪抑止力期待、印「包囲網」懸念 [N]. 朝日新

聞 .2021-03-13.

[64] NHK 世論調査 . 内閣支持率 [EB/OL].(2023-01)[2023-

02-15].https://www.nhk.or.jp/senkyo/shijiritsu/.

[65] G7 結束へ　5 月広島サミット　日本の見せ場 [N]. 読

売新聞 .2023-01-07.

 

（责任编辑    王铁军）

The Deepening of Jap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during the Kishida Period: Background, 
Performance and Impact on China

Cong Yining    Wu Huaizhong

Abstract： As Abe's political legacy,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has been highly inherited and continued in Japan's diplomacy in 

the "post-Abe era." Especially during the Kishida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tended to be even more intensified. 

The basic axis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the adjustment of its own strategic cogni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hanges constitut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for the Kishida cabinet to deepen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At the level of policy promotion, it is manifested in 

consolidating the security mechanism of the Quartet while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efforts to attract and attract countries in the "intra-

regio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and more prominent economic security issues in the "Indo-Pacif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Guided 

by strengthen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game with China, the Kishida Cabinet has accelerated the formation of an upgraded 

vers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which not only deeply affects China's surrounding diplomatic environment,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lthough Kishida's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facing certain 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due to 

insufficient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weak internal affairs, China needs to keep an eye on relevant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and respond in a timely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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