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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如纯

【内容摘要】  日本对东盟外交具有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外交优先性的鲜明特点。日本与东盟设立

“合成橡胶论坛”成为日本重视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23 年是论坛成立 50 周年纪念节点，

日本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特别领导人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与东盟各国在经济、

安保合作、人员往来在内的广泛领域的双边合作。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日本高调

纪念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希望拉近与东盟关系以配合推进其“印太战略”，并为未来的双边关系提供

方向指引。日本与东盟关系的走势对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关系乃至中国东盟关

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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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 50 年节点的日本

对东盟峰会外交

回顾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历程，经济因素贯穿

始终。“经济外交”成为日本与东盟关系中最重要

的关键词。以 1973 年日本东盟设立“合成橡胶论

坛”起算，2023 年正值 50 周年纪念节点。日本政

府提议并推动以该论坛的成立作为日本东盟“友

好合作”的开端。为纪念日本东盟建立友好合作

关 系 50 周 年，2023 年 12 月 16 日 至 18 日， 日 本

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齐聚东京，举办特别首脑会

议及系列活动。特别首脑会议的成果之一是《日

本—东盟特别峰会共同愿景声明》，双方表示将加

强跨越代际的、长期的信任关系。

在“大国化志向”以及近年来“安倍路线”

下，日本对东盟外交早已突破传统的“经济外交”

框架，政治、安全以及地缘政治日益成为日本与

东盟深化合作的重要考量。特别是在世界格局和

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日本希望此次纪念

活动能成为拉近其与东盟关系的良机。

一、日本—东盟特别峰会：背景与举措

早在 2021 年 10 月召开的日本—东盟首脑会

议上，岸田文雄首相就表示将在 2023 年邀请东盟

各国首脑到日本召开特别峰会，纪念日本—东盟

友好合作 50 年，进而将日本—东盟关系提升到新

的阶段。此后，日本政府便启动了峰会的筹备工

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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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 50 年节点的日本对东盟峰会外交

作，并与东盟各国频繁互动，为峰会奠定基调。

日本政府于 2022 年 5 月牵头成立了“日本东

盟友好合作 50 年有识之士（专家）会议”，旨在

集中学界和经济界等专业人士的智慧，为政府相

关部门准备特别峰会提供参考和建议。在 5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除了学术界和经济界代

表，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出席会议，外

务省以及其他相关省厅也派员参加，与会人员就

今后专家会议应讨论的事项交换了意见。会议决

定，针对政治、安保、经济、文化、社会等广泛

议题，大概每月召开一次研究会，2022 年底进行

年终汇总，并于 2023 年 1 月向政府正式提出建议

书。
[1]

此后，研究会基本按照一月一次的频率召开，

至 2022 年底共举行了 8 次。与会专家就日本—东

盟关系、东盟各国政治、外交、安保等问题以及

中国与东盟关系等作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就相关

话题展开讨论。
[2]

2023 年 2 月 3 日，木原诚二在首相官邸接受

了专家会议主席、神奈川大学教授大庭三枝提交

的建议报告。报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现在

的日本和东盟各国直面的课题”中，指出“大国

间在世界和亚洲舞台的对立正在激化……东盟印

太展望（AOIP）和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

必须协调推进旨在实现地区永久稳定与和平、缓

和紧张局势的举措；对日本和东盟而言，维持并

强化基于自由开放规则的海洋秩序事关地区整体

的稳定与和平，是优先度极高的具体课题；克

服新冠疫情及其他危机对经济的打击，活跃经

济、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是日本与东盟各国的共同

课题……双方在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的同时，

有必要维持强化自由公平的经济秩序”。报告的第

二部分指明了构筑新日本—东盟合作伙伴关系三

大支柱：（1）构筑基于自由开放规则的公正地区

秩序；（2）实现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公正性三

者协调的共生社会；（3）培养相互理解和相互信

赖。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出了具体的合作领域和项

目，例如：在安全领域，报告建议基于东盟各国

的具体情况，推进防卫合作，实施自卫队与各国

军队的联合训练和演习等；在经济领域则强调要

维持强化自由开放且公平的经济秩序，强化经济

安全保障领域合作，设立类似日美经济版（2+2）

的磋商机制；在人文交流层面则提议促进日本与

东盟多层次人才交流和知识、文化交流等。
[3]

与此同时，进入 2023 年，日本政府、国际协

力机构（JICA）以及相关智库等也开始紧锣密鼓

地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邀请各国专家学者、

有识之士等共同回顾日本与东南亚的合作历程，

展望未来的合作方向，为纪念日本东盟友好合作

50 周年营造氛围。2 月 13 日，日本—东盟友好合

作 50 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时任日

本外相林芳正向活动发来视频致辞，正式提出 12

月在东京举办特别首脑会议，以纪念日本与东盟

友好合作 50 周年，并共同宣布下一个 50 年日本

与东盟合作愿景。
[4] 

3 月 16 日，日本国际交流基

金又在东京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在视频致辞中再次表示“希望在 12 月召开的

特别首脑会议上与各国首脑共同推出新的合作愿

景”，并呼吁“日本和东盟向着下一个 50 年共同

迈出新的一步”。
[5]

从日本的一系列安排来看，其对这次峰会非

常重视，希望借 50 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强化与

东盟各国的关系，为未来 10 年乃至 50 年的日本

与东南亚关系奠定新的基础。在积极筹备会议的

同时，为了给这场重要外交活动做铺垫，2023 年

以来，日本积极推动对东盟外交，高层互动表现

得日趋积极活跃（参见下页表 1）。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继 2022 年访问柬埔寨、越南、泰国、印尼

和新加坡后，在 2023 年又访问了新加坡、菲律

宾和马来西亚，新任外相上川阳子将东盟四国选

为上任后的首批出访国，上任伊始便于 10 月 8 日

至 13 日访问了文莱、越南、老挝和泰国，为峰会

推进相关准备工作。总体来看，除了缅甸之外，

2023 年日本首相和外相利用正式访问、多边会议

等场合与东南亚国家首脑等举行会谈，就各自关

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寻求各国对举办峰会的支

持，从而为特别峰会的议题设置和会议的顺利召

开铺路。

二、《共同愿景》反映日本对东盟外交新定位

作为会议成果之一，此次特别峰会通过了名

为《日本—东盟友好合作共同愿景声明》（简称

《共同愿景》），该文件基本体现了前述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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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报告精神，指出要以相互信赖为基础，通过

“三大支柱”尊重东盟的一体性和中心性，强化有

意义的、实质性的和互惠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

其一，《共同愿景》强调双方要构筑跨越世代

的心连心的伙伴关系，并将此支柱作为日本—东

盟伙伴关系的基础。愿景提出要通过强化文化艺

术、体育、观光等跨领域的青少年及人员交流，

深化教育合作、学术研究交流合作等途径，进一

步培育相互信赖、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心连

心”关系。这表明日本已经意识到，单靠经济援

助或经济合作难以与东盟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

二者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

的基础之上。此次双方将“信赖的伙伴（Trusted 

Partners）”作为共同愿景声明的副标题，就是

要着力凸显日本对东盟的定位已经超越了传统的

“援助与被援助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已成为双边

关系的关键词。同时，日本之所以重视与东盟构

筑“心连心”的伙伴关系也体现了其危机意识。

日本外务省发布的 2021 年度海外对日舆论调查显

示，中国已成为东盟国家民众心目中东盟国家今

后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是此项调查开展以来，

中国首次超过日本。该调查也显示，东盟将中国

视为“目前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和美国分列

第二、三位。此外，中国成为东南亚域外东盟国

家民众“最值得信赖”的国家。
[7]

当前，日本在对

东盟贸易投资方面难以与中国相抗衡，其将深化

民间外交作为未来对东盟外交的重点，旨在以青

少年等为目标群体，通过人员交流、促进对彼此

文化和传统的理解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跨越

世代的“亲日”氛围。

其二，《共同愿景》强调日本与东盟要成为共

创未来经济社会的伙伴。具体而言，要通过高质

量基础设施投资、制度建设和人才开发等途径强

化彼此的连接性；支持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创新；

强化并确保供应链的强韧化及可信赖性，增强产

业竞争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透明公正的开

发金融等诸多措施，与东盟共同创造多样、包容、

强韧、自由公正、繁荣的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共

同应对共通的经济社会问题，确保人类安全保障。
[8]

日本之所以将东盟视为共创未来经济社会的伙

伴，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深耕东南亚数十年，日本

企业最早打入东南亚，在该地区投入巨大，且日

本和东盟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日本对东南亚能源、

资源及市场的需求与东盟国家对来自日本的投资、

技术、管理及商品与劳务市场的需求具有互补性。

双方合作符合彼此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日本与

东盟加强在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旨在构筑符合日

本利益的以信息数字化为代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

系。新冠疫情暴露出的产业链、供应链问题，在大

国博弈、地缘冲突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加剧。日本高

度重视以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新冠

疫情暴发后，日本开始推动日资企业有计划地从中

国市场撤离，规划了两条主线：一是返回日本国

内，二是向东南亚转移。同时，日本此举也是出于

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2022 年 5 月，拜登在东京

宣布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IPEF）”，日本与

越南、印尼等东南亚七国都参加了美国主导的这一

“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将供应链集中在所谓“友好

国家”。日本加紧在东南亚地区围绕产业链、供应

链进行布局，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发挥

东盟在全球供应链中重要一环的战略作用，另一

方面则是为了拉拢东南亚国家参与到由美日主导

的印太经济秩序的构建，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并

遏制中国崛起的进程。

其三，《共同愿景》强调日本与东盟要成为致

力于实现和平与稳定的伙伴。东南亚处于日本“印

太战略”的关键区位，争取东盟尤其是该地区个别

国家的配合是日本的迫切需要和可能抓手。虽然

《共同愿景》提及推进性别平等、强化网络安全、

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内容，但强化包括海

洋安全保障合作在内的安保合作则位于首要位置。

结合愿景在开篇之处便强调东盟印太展望（AOIP）

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在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和繁荣方面共有相关的本质性原则，这表明未

来日本仍致力于与东盟共同维护地区和国际秩序，

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作为对东盟外交的重要战略目

标。实际上，关于“印太”所包含的地理范围，即

便是日美之间也存在差异。但是在各国基于“印

太”概念的所有构想或者提案中，东盟在地理位置

上都位于中心位置。
[9]

自 2016 年日本提出“自由

开放的印太”概念以来，日本便积极寻求东南亚国

家的支持，并极力将“印太战略”（构想）和东盟

经济合作 50 年节点的日本对东盟峰会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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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展望相对接，凸显二者的共性。近期日本领导

人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谈时，几乎每次都要强调与

东盟推进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重点提及“不

让乌克兰危机在亚洲出现”，并大谈东海、南海及

台海局势，大力推动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

动”，以期达到遏制中国影响力的图谋。

 表1   2023年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高层互动情况（部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三、日本强化对东盟关系：趋势与展望

日本以友好合作 50 周年为契机，加紧在东南

亚的战略布局，旨在强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并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然而，考虑到日本综合国

力及其与东盟实力差距的变化，加之东盟各国坚

持自身的“中心地位”，不愿陷入大国博弈的地缘

政治陷阱，日本的外交攻势恐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针对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对华指向性，我国可充分发

挥与东盟的地理相近、文化相通、经贸密切等优

势，努力排除外部因素干扰，持续推动中国与东盟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经济合作 50 年节点的日本对东盟峰会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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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围绕安全保障提供支援将成为重点方向

可以预见，为了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今

后日本仍将延续此前的惯用手法，将海洋问题作

为抓手，重点强化与中国存在主权争端的东南亚国

家的海洋安全合作。2023 年 2 月 9 日至 12 日，菲

律宾总统马科斯上任后首次访问日本，期间两国签

署了七项合作协议，涉及铁路建设、农业合作、情

报通信技术合作等，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便是自卫

队人道救灾协议，该协议着眼于为日本自卫队进

入菲律宾参加救援行动提供便利，协议的签署将

助推两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安全关系，为日后双方签

署《互惠准入协定》奠定基础。在会后发表的共

同声明中，“两国首脑还对东海南海形势表示深刻

担忧，强烈反对依靠武力加剧紧张的行为”。
[10] 

11

月 3 日至 5 日，首相岸田文雄出访菲律宾和马来西

亚，这是他就任首相以来首次访问这两个东南亚国

家，重点在于加强与菲、马的防务安保合作。在与

马科斯的会谈中，两国首脑对双方就启动《互惠准

入协定》（RAA）的缔约谈判达成一致表示欢迎。日

本还与菲律宾签署协议，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

达系统以提高菲律宾海军的海上状况掌控能力，这

也是日本首次应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OSA）”来向菲律宾提供设备。
[11]

同时，日本也谋求对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进

行重点突破。2023 年 6 月 20 日，日本海上自卫队

准航母“出云”号和“五月雨”号护卫舰停靠越南

金兰湾国际港，两艘舰船上的人员合计约 600 人，

计划与越南海军人员展开交流，意在加强日越两国

的安全合作关系。
[12]

同年 10 月，日本新任外相上

川阳子将越南选为上任后的首批出访国之一。越南

国家主席武文赏则于 11 月 27 日至 30 日对日本进行

正式访问，并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正式将两国关

系提升至最高层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认努

力将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提升到新高度，打开合作

新局面。
[13]

在安全保障领域，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

扩大防卫交流，推进防卫装备品转移以及在“政府

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框架下的合作。
[14]

（二）日本对东盟外交攻势恐难达到预期效果

二战结束后，日本再次将触角伸向东南亚，并

以经济援助为抓手迅速打开了东南亚市场，在此基

础上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日本通过多种渠

道，政经结合、朝野合力，在东南亚地区赢得了一

定程度的口碑，日本也把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当作主

要亲日国家看待。东盟多数国家对日本的印象相对

温和友好，尤其是个别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甚至积极主动拉近与日本在政治、安全方面的 “特

殊”关系。
[15]

总体而言，长期以来日本与东南亚各

国的关系是建立在“援助与被援助”基础上的，日

本也借助自身的这种优势地位在诸多问题上掌握着

主导权和话语权。然而，50 年来，日本和东南亚各

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对日本与东盟关

系带来了深远影响。

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约合 42106 亿美元，低于德国的 44561 亿美

元，从世界第三降至第四，时隔 50 多年被德国反

超。
[16]

尽管受近几年日元大幅贬值等因素影响，日

本 GDP 被德国赶超存在一定偶然性，但日本经济在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确是不争的事

实。日本对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等经济合作需要以

庞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未来，在财政状况日趋严

峻的背景下，日本能否持续向东南亚地区投入巨额

资金从目前来看还是未知数。

而与日本综合国力下降、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作为世界最有活力的地

区之一，经济快速发展，其与日本经济总量的差

距正在不断缩小。双方实力地位的变化也导致东

盟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在与日本的互动中更加注

重凸显对自身利益和诉求的主张。在此次特别峰

会及会后发布的共同愿景中，日本不断强调与东

盟构筑“伙伴关系”，强调对东盟“中心性”的支

持，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了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东盟外交的相关战

略诉求难以完全按照日本预想的方向推进，其必

须兼顾东盟的声音。

其次，东盟成员国普遍不愿在中美、中日博

弈之间选边站队。在大国均重视对东盟外交的背景

下，东南亚国家注重以平衡外交在大国间寻求利益

最大化。东盟提出的“印太展望”重点在于强化自

身的中心地位，反对陷入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东盟

内部对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存在明显分歧，有东

盟成员国外交官表示，“日本与东盟关系的重点是

经济，我们希望维持这一点”。
[17]

历史一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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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东南亚国家的立场和感受，只会招致东南亚国

家的反感和反对，在这方面实际上已有先例。冷战

期间，一些日本企业在进军东南亚的过程中，只注

重商业利益，进行垄断式经营和过度开发，最终招

致当地民众的疑虑与戒心。1974 年初，时任首相田

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各国，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反日集

会和游行，即所谓的“东南亚冲击”。为了平息东

南亚国家民众的不满情绪，弥补日本与各国间出现

的紧张关系和感情裂痕，1977 年 8 月，时任日本首

相福田赳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了后来被称为

“福田主义”的演说，提出了改善日本与东南亚关系

的新政策宣言，即：（1）日本不做军事大国；（2）建

立“心心相印”的互信关系；（3）以平等合作的立

场，为东南亚各国的和平以及繁荣作出贡献。如今，

如果日本单方面将自身意志强加给东盟，使东盟国

家与自身立场保持一致，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

不仅得不到东盟的支持，也无益于地区安全和合作。

（三）面对新形势推进中国与东盟关系

东南亚国家是我国近邻，历来是中国周边外交

的优先方向，增进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合作，服务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理应成为构筑亚洲乃至亚太

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一是稳步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具

有制度优势和顶层设计，在互利互惠的大原则下，

凭借中国与很多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便

利和优势，以自己的节奏稳步有序推进与东盟各国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安全等各方面的友好

交流，不被美日等外部因素带乱了节奏。

二是针对各国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公关。应统筹

政府、学界、企业以及民间的各种力量，做长期、

有针对性的工作。除了社科院、著名高校等智库之

外，与东南亚地缘相近、人员往来密切的地方高校

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的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使研

究和交流更务实、更接地气。

三是对重点国家重点投入，稳住基本盘，最大

限度争取友好阵营。完善中老、中泰、中柬铁路的

对接，使其示范效益得到发挥。印尼是东盟大国也

是东盟秘书处所在地，处理好与印尼关系应放在对

东南亚外交的重要位置。但是，应该注意到，东盟

尽管重视与我国开展经贸合作带来的利好，但对我

国维护主权和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看法不尽一致。特

别是菲律宾等与我国岛礁争端严重的国家，很大程

度上寄希望于日本配合美国在地区的渗透和介入。

因此，对菲律宾在强调友好合作的同时，对其配合

美日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应有预案。尤其是对美国

霸权表明严正立场并做有力回应，会使地区反华敌

对势力有所忌惮。

四是以和平合作为基调，积极支持并参与以东

盟为核心、以 10+3 为主渠道的区域经济合作。在

RCEP 签署并生效背景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不断

取得进展。东南亚地区多为小国、弱国、穷国，要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为依托，带动各国经济发

展。继续提倡互利互惠前提下与日本、韩国等东亚

经济强国在东南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使我国负

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四、结语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而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也面临着关键抉择。在少

子老龄化不断加剧、劳动力不足以及国际局势复杂

多变的背景下，如何重振经济是日本政府面临的严

峻课题。目前，东南亚国家资源丰富，年轻劳动力

充裕，经济增速较快，潜在消费市场巨大，已成为

全球经济版图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进一步

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对于日本经济复苏来说至

关重要。从战略角度而言，东南亚国家的作用更是

不可或缺，与东盟各国携手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

拉拢东盟共同遏制中国崛起是日本对东盟外交的重

要战略目标。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日本国力的

缩小是难以改变的大趋势，其与东盟国家的实力地

位对比与 50 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东盟已

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
[18]

面

对这种情况，日本需要构建的是符合自身情况及现

实的对东盟外交政策，重温“福田主义”的精神，

坚持和平国家的定位，与东盟构筑真正的“心连

心”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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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ASEAN Summit Diplomacy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ai Ruchun

Abstract： Japan's diplomacy toward ASEAN is characterized by policy continuity and economic diplomacy prior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nthetic Rubber Forum" between Japan and ASEAN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ndmark events in which Japa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ASEAN. As 2023 mark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um, Japan is inviting ASEAN lead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pecial Leaders' Meeting to be held in Tokyo, hoping to promote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inclu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the world patter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Japan has made a high-profile commemoration of its "friendly cooperation" with ASEAN, 

hoping to bring closer relations with ASEAN to support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future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trend of Japan-ASEAN relations will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mpact on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even China-ASEAN relations.

Key Words： Japan-ASEAN Relations; Economic Diplomacy; Special Summit; Indo-Pacific Strategy;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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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済協力 50 周年の節目における日本の ASEAN 首脳会議外交

白如純

要旨： 日本の ASEAN 外交は政策の継続性と経済外交の優先性という鮮明な特徴がある。日本と ASEAN が設立した「合

成ゴムフォーラム」は日本が ASEAN に対する経済外交を重視している画期的な出来事の一つとなる。2023 年はフォー

ラム設立 50 周年という節目の年である。日本は ASEAN 各国の指導者を東京で開催される特別首脳会議に招待し、これ

を契機として、経済、安全保障、人的交流を含む広範な分野で ASEAN 各国と二国間協力を進め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る。

世界の構図と国際秩序が激しく変動している中で、日本が ASEAN との「友好協力」を力強く記念し、ASEAN との関係を

強化することは、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の推進および将来の二国間関係の方向性を見据えたものである。日 ASEAN 関係の動

向はアジア・太平洋の地政学的構図、東アジアの地域経済協力、中日関係、さらに中国と ASEAN の関係にも影響を与え

るだろう。

キーワード： 日 ASEAN 関係，経済外交，特別首脳会議，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東アジアの地域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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