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岸田政府 “印太战略” 的经济安全

指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孟晓旭

　 　 内容提要： 日本岸田政府重视并积极深化 “印太战略”， 将经济安全作为

主要战略内容在对外安全合作中加以推进， 包括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框架下

拓展经济安全合作， 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 “印太经济框架” 谋取共同制定经

济规则， 与欧洲国家等在 “印太战略” 下加强地区经济安全合作， 对小国重

点就提升经济安全能力开展支援性合作等， 多层次构建基于规则的印太经济

安全秩序。 岸田政府谋求日美共同主导印太经济安全秩序， 将与美国发动的

大国战略竞争形成联动， 推动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加大中国在印太地区

面临的战略压力， 不利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并阻碍 “一带一路” 建设，
需要重视并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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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田政府十分重视 “印太战略”。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在香格里拉对话

会上， 岸田提出的 “岸田和平愿景” 的 “第一大支柱” 是 “着力推动自

由开放的印太”， 并宣布将在 ２０２３ 年公布一项合作重点放在经济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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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 “印太和平计划”。① 和安倍及菅义伟时期相比， 岸田政府推行的

“印太战略” 更具浓厚的经济安全指向性。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岸田在启动

“印太经济框架” （ＩＰＥＦ） 的致辞中表示： “为实现 ‘印太战略’， 日本与

美国和区域伙伴合作以巩固和加强基本价值观和原则、 追求经济繁荣、 确

保和平与稳定这三大支柱为中心开展”②， 突出经济问题在岸田政府 “印太

战略” 中的重要位置。 在美国强化 “印太战略” 并持续在经济领域对华开

展博弈的新形势下， 日本 “印太战略” 对经济安全的重视及其与美国对外

战略产生的联动影响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一、 岸田政府与 “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 是日本应对大国竞争和谋求秩序构建的重要依托， 是

“中等国家” 日本实现区域大国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 日本较早关注 “印
太” 并构建出成型的 “印太战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安倍在印度做有关 “两
洋交汇” 的演讲中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 提出 “扩大的

亚洲” 的概念。③ ２０１３ 年， 安倍又在印尼的外交演说中提出 “印太一体”
的概念。④ ２０１５ 年， 时任安倍政府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提出 “印太概念”
有三个支柱： （１） “价值和精神”， 包括民主主义、 自由和法治等普遍价

值； （２） “有活力的经济”， 强调经济的连接功能； （３） “安定的海洋”，
主张基于国际法的规定， 和平解决纷争。⑤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安倍在肯尼亚举

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ＴＩＣＡＤ） 上的演讲中正式提出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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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并在此后大力推进。 安倍政府的 “印太战略” 主

要基于民主价值观构筑秩序 “指导性联盟”， 普及规则、 形成规范， 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经济的连接性， 提升 “印太” 安全能力、 强化安

全秩序等。①

继任的菅义伟政府同样重视 “印太战略”。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菅义伟在就

职演说中强调， 要以日美同盟为基础， “与东盟、 澳大利亚、 印度、 欧洲

等共享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与地区合作， 共同实现基于法治的 ‘自由开放的

印太’”。② 不同的是， 菅义伟政府明确脱离安倍政府后期日本在 “印太战

略” 出现的朝融合型 “印太构想” 进行的可能转向， 再次回到 “印太战

略” 的主张上。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菅义伟访美期间突出强调， 日美要在维护

“自由开放的印太”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③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 岸田政府更加重视印太地区的秩序问题， 进

一步深化 “印太战略” ， 并注重对外开展战略合作。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就 “印太战略” 表示： “尽管欧洲危机仍在继

续， 但两位领导人重申印太地区对全球和平、 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临日益严重的战略挑战。” ④ 同时， 岸田政府更

是利用 “印太战略” 开展欧洲 － 印太的联动外交， 以在变动形势下引

起其他各国多方的战略共鸣， 通过集体性联合制衡共同加强维护自由

主义国际秩序。
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推进 “印太战略”， 并将之作为对华开展竞争的

重要手段。 为防止具有 “宏池会” 背景的岸田倾向 “友华政策” 出现

“短板”， 美国要求岸田政府在 “印太战略” 上配合美国。 在岸田政府完

成组阁的第二天， 日美首脑首次电话会谈就确认 “共同努力实现自由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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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太”①。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９ 日， 在安倍遇刺身亡的第二天， 拜登在日美首脑

电话会谈中强调安倍主张的 “印太战略” 要持续下去。② ９ 月 ２ 日， 美国

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题为 《我们联盟未来》 的演讲中， 强调美日同盟从

“盟友保护时代” 进入 “向印太地区同盟投射的时代”， 称 “美日两国战

略愿景从未像现在这样契合”。③

深化 “印太战略” 也是岸田政府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的政策。 日本提出

的 “印太战略” 在国际上被诸多国家特别是被美、 印、 澳和欧洲国家接

受， 令日本在国际上的自信心大为提升， 并将之视为重要的 “外交资产”。
岸田认识到， “日本迄今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在国际社会日趋

赢得广泛的支持”， “放眼全世界，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与欧盟等各行为体都提出了与印度太平洋相关的愿

景”。④ 作为在安倍政府内长期担任过外相的岸田， 囿于自身派系属党内小

派阀的现实制约， 也愿意在 “路径依赖” 下利用 “印太战略” 继续展示

外交成绩， 争取保守层支持。 毕竟 “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右翼势力的助推”
是日本构建 “印太战略” 的重要 “动因”。⑤ 岸田的政治意图就是提升政

府支持度， 意在维持长期执政。
岸田政府的 “印太战略” 与安倍政府、 菅义伟政府的 “印太战略”

相比， 其更重视经济安全。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安全在岸田政府的战略视野

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岸田政府重视推进经济安全战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在首次施政演说中， 岸田就修改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称将 “果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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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安保等新时代课题”， 强调日本增长战略的 “第三个支柱” 就是经

济安全保障， 提出要 “实施确保战略性物资、 防止技术外流的举措， 构建

自律型经济结构。 制定相关法案， 打造牢固的供应链， 推进日本经济安全

保障”。① 而经济安全战略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对外维持基于规则的经济安

全环境。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大国竞争下经济领域成为美国重点争夺的

战略领域， 美国 “印太战略” 重视经济安全， 并要求日本在地区上配合以

及发挥盟友 “力量倍增器” 作用。 同时， 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 日本也想

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和地区经济合作基础， 配合美国在经济领域削弱竞争

对手， 并增强自身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 日本 “印太战略” 聚焦经济安全

　 　 岸田政府的 “印太战略” 在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视野下秉持综合

安全观， 其关注的经济安全合作既涉及新兴技术、 关键供应链和重要基础

设施等具体合作领域， 还包含坚持公正的经济规则和反对所谓 “经济胁

迫” 等经济安全环境构筑问题， 以及提升小国经济能力应对地区经济安全

发展脆弱性等一系列与经济安全秩序密切相关的领域。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岸田在国会演说中表示， “印太战略” 下还将在为实现数字时代的基于信

任的跨境数据流动 （ＤＦＦＴ） 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 将数字经

济也纳入其中。② 同时，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 日本 “印太战略” 还关注能

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广义经济安全问题。
一是利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ＱＵＡＤ） 机制这个 “印太战略”

核心框架， 深入推进印太经济安全合作。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在东京举

办的 ＱＵＡＤ 峰会发布的 《联合声明》 确认， 在基础设施领域未来五年将

提供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的援助与投资， 构筑 “四方债务管理资源门户”
（ＱＤＭＲＰ） 平台， 促进债务的可持续性及透明性， 强化相关国家应对债

３５

岸田政府 “印太战略” 的经济安全指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①

②

　 「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 首相官邸ホー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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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７ｓｈｉｓｅｉｈｏｓｈｉ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５］。



务问题的能力。 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 强调要利用互补优势以实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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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在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方面的合作， 确保印太地区的技术发展以

共同的 “民主价值观” 为指导， 并与行业伙伴建立联系， 扩大关键和新

兴技术资本。①

ＱＵＡＤ 成员国是日本 “印太战略” 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双多边

的经济安全合作上， 日本更侧重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安全合作， 战略

合作更加深入和广泛。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日美 《联合声明》 确认， 将在

“保护和促进关键技术方面进行合作， 包括通过使用出口管制， 支持各自

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供应链的弹性”。 日美还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探索

下一代半导体的发展”。② 同年 ６ 月， 日美创设名为 “矿物资源安保伙伴关

系” 的新型国际框架， 保障稀土等重要矿物资源的稳定供应。 为强化经济

安全合作， 日美还创设经济版 “２ ＋ ２” 部长级磋商机制。 同年 ７ 月 ２９ 日，
日美经济版 “２ ＋ ２” 首次会议主要讨论了通过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实现和

平与繁荣， 对抗经济威压和不公正不透明的贷款惯例， 促进和保护重要、
新兴技术和重要基础设施， 强化供应链的韧性等经济安全问题。③

日澳两国多次在双边层面确认经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日澳首脑 《联合声明》 就经济安全合作提出三方面的合作： （１） 解

决和应对 “经济胁迫”， 加强信息共享， 并探索应对挑战的方法。 （２）
提升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 支持促进共同价值观的技术设计、 开

发、 保护、 治理和使用。 （３） 将利用关键和新兴技术， 建立有弹性和安

全的电信网络。④ 新签订的 《日澳安全合作宣言》 表示， 合作推动 “以
规则为基础、 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和投资体系， 以及多样化和有弹性的

供应链， 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进经济安全的方式包括建立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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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供应链， 促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和透明可持续的贷款做法， 加强对关键

基础设施的保护包括电信安全和复原能力， 解决强迫技术转让问题包括

手段更为复杂的技术转让， 加强边境和执法合作， 抵制经济胁迫和虚假

信息。①

日本与美、 澳、 印还建立了三边合作关系。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日美澳就

基础设施和重要矿物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②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日美澳三方升

级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ＴＩＰ）， 强调提升项目的公平性和透明度。③ 日

澳印三边则主要致力于构建弹性供应链。 同年 ３ 月 １５ 日， 日澳印三国举行

贸易部长级会议并发表共同声明。 三国一致同意， 将尽快制定 “供应链原

则”， 重视可持续发展、 环境和人权， 确保数据的透明性和可信赖性， 以

强化印太地区的供应链。
二是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 “印太经济框架” （ ＩＰＥＦ）， 谋取共同主导

经济规则的制定， 鼓励和支持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参与， 巩固日美经济

安全合作和谋求共同主导印太经济安全秩序。 岸田就 “印太经济框架” 强

调， 在供应链弹性、 脱碳和清洁能源以及数字经济方面开展合作非常重

要， 主张在这个框架下共同构建经济秩序。④ 日本认为， ＩＰＥＦ 有利于 “维
持和加强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 并促进该地区法治和包容性的经济增

长”。 ⑤“印太经济框架联合声明” 关注四大领域， 包括在贸易领域强调

“寻求建立高标准、 包容性、 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承诺促进可持续和包容

性的经济增长： 在供应链领域， 强调致力于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 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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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ンド太平洋経済枠組みの立上げ岸田総理大臣による挨拶」、 外務省ホー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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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使其更具弹性和整合性， 确保获得半导体和关键

矿物等： 在清洁能源、 脱碳和基础设施领域， 提出支持可持续性基础设施

的发展以及提供技术援助， 寻求提高竞争力和加强连通性。 在税收和反腐

败领域， 提出促进公平竞争， 根据现有的多边义务、 标准和协议， 制定和

执行有效而强大的税收、 反洗钱和反贿赂制度， 以遏制印太地区的逃税和

腐败， 并推进负责任和透明的制度。①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ＩＰＥＦ 部长级会议

进一步具体化 “四大领域” 的经济安全合作， 包括各国将任命负责信息

收集的协调人以尽早掌握供应链断裂状况， 强调普及降低对化石燃料依

赖度的技术， 推进通关手续顺畅化和保护劳动者权利及致力于防止贪污

和逃税等。
三是俄乌冲突背景下侧重与欧洲等国在 “印太战略” 下加强经济安全

合作。 岸田在与欧洲首脑会谈中多次强调印太安全与欧洲安全密不可分，
这更是日美的共识。 日美首脑 《联合声明》 强调 “与欧洲和加拿大等其他

区域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的重要性”。②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日本外务大臣

林芳正在由法国和欧盟联合举办的 “印太合作部长级会议” 上， 呼吁日欧

要在经济安全领域开展合作以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 并陈述欧洲遭受

的网络攻击和 “经济胁迫”， 强调俄乌冲突下包括印太在内的各地区， 权

力的逻辑正日益明显并动摇国际秩序， 提出与 “志同道合” 的国家合作，
维持和巩固基于规则、 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 林芳正强调， 他所说

的 “权力” 不仅涉及军事实力， 还涉及经济和技术影响力。 林芳正主张，
“志同道合” 的日欧需加强合作， 制定有关数据流的共同国际规则， 强调

实现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通过减少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脆弱性提高自主

性， 并通过防止尖端技术外流保持优势， 在拥有实力的基础上阻止经济胁

迫。③ ５ 月 １２ 日， 日本欧盟首脑 《联合声明》 表示， 通过包容性合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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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开放的印太”， 强调促进经济安全， 应对或缓解过度依赖的风险， 以

应对半导体和原材料等关键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反对 “经济胁迫”， 并宣称将 “通过在相关领域制定新的标准、 规则或规

范来加强全球经济体系， 以支持我们的共同价值观”。① 日本欧盟首脑还就

创设新合作机制 “数字伙伴关系” 达成共识， 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等。②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日加达成 “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作出贡献的日加行动

计划”， 强调加强经济安全， 努力提高供应链的弹性以促进可持续和可预测

的贸易， 鼓励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新兴技术方面加强双边合作， 强调共

同应对 “经济胁迫”， 承诺共同努力， 识别、 预防、 威慑和应对经济胁迫，
分享有关经济胁迫的信息， 并探索开发新的外交和经济工具以应对挑战。③

四是对小国重点就提升经济安全能力开展支援性合作， 构筑印太经济

安全秩序环境。 岸田政府的 “印太战略” 关注小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日

本认为东南亚是大国 “竞相扩大影响力” 的重要外交舞台， 在地缘政治不

确定性增强的形势下与东盟开展协调合作十分重要。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 日，
岸田表示为推进 “印太战略” 将 “加强与东盟、 欧洲、 大洋洲等志同道合

国家间的合作， 我将为此制定新的计划”， 将东盟排在了第一位。④ “岸田

和平愿景” 也强调： “在印太地区与东盟的合作不可或缺”， “太平洋岛屿

国家也同东盟国家一样， 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伙伴”⑤。
岸田就任首相后最先访问国就是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 其后访问的

是印尼、 越南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 日， 日泰首脑会谈商定

为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而合作， 并就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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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意见。 ６ 月 １１ 日， 日本新加坡首脑会谈确认将通过举办旨在强化供应链

的研修活动等方式， 扩大两国在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 并商定尽快召开数

字领域的专家会议。 ９ 月 １８ 日，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柬埔寨举行

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提出双方开展新经济合作项目， 双方企业积极共享

库存和物流等数据信息， 加强供应链安全合作。
在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安全合作方面，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ＱＵＡＤ 峰

会 《联合声明》 强调： “将单边与集体行动相结合， 强化与太平洋岛屿国

家的合作， 以提高其经济福祉、 卫生基础设施和环境恢复能力， 改善海洋

安全和维持渔业， 提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① ９ 月 ９ 日， 日本帕劳首脑会

谈后就合作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太” 构想达成共识， 日本承诺为完善帕劳电

网提供最高 ２１． ４ 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 另外，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日美澳宣布

共同出资开发海底光缆项目， 为瑙鲁、 基里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三个

太平洋岛国提供服务， 应对 “地区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战略挑战”。

　 　 三、 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岸田多次表态愿意构建建设性、 稳定的中日关系， 日本当前的举

措不是 “倒向美国还是中国” 的问题， 而是 “守护还是失去普遍价值与和

平秩序” 的问题。② 但是， 日本 “印太战略” 及其经济安全指向带有明显

的制华意味， 对中国具有复杂的影响。
一是加剧大国竞争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博弈， 加大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

的战略压力。 日本 “印太战略” 中经济安全指向的目标是加大与美国为核

心的共有价值观国家开展经济安全合作， 意在印太地区形成日美共同主导

的经济安全秩序。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日美两国确立 “竞争力和韧性伙伴

关系”， 明确提出要合作加强印太地区和世界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③ 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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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日本 “印太战略” 更明显地体现出配合美国 “印太战略” 的特点，
在关键方面出现美主日从的趋向。 日本将经济利益置于其后， 积极配合美

国 “印太战略” 的经济计划， 加入美国主导的 “印太经济框架”， 容忍其

对自身主导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的竞争性

挑战。 另一方面， 日本也有利用美国深化 “印太战略” 的契机， 再次将美

国的战略重心引向印太地区， 防止其被俄乌冲突吸引而被置于欧洲地区，
目的就是加强对中国的联合牵制， 特别是在经济上对华形成具有优势的经

济联合竞争力。 同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拜登政府首次公布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指导

性文件 《国家安全战略》 （ＮＳＳ）， 将中国定位为 “兼具改变国际秩序意愿和

能力的唯一竞争对手”。 基于美国的战略动向， 日本将会继续在 “印太战

略” 下配合美国开展战略应对， 加强美国的竞争优势， 共同与中国展开 “较
量”。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林芳正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就曾表示， 日本

应和美国等国一同在台湾问题、 人工智能、 量子技术、 生物科技等领域与中

国展开较量。 中国面临来自日美 “印太战略” 的联合战略压力将持续增大。
二是日本在 “维持经济安全秩序” 的名义下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 排

斥中国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 日本在 “印太战

略” 下不断强调 “明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的同时， 还积极推动

共同讨论 “中国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一致的持续行动， 包括通过经济

和其他手段进行胁迫” 等所谓 “挑战性” 问题。①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日

美外长会谈提出， 考虑到中国不断向印太地区施加经济压力， 一致认为美

国参与区域经济秩序建设愈加重要， 林芳正重申希望美国尽快重返 ＴＰＰ。
和对美国的态度相反， 日本 “印太战略” 不希望中国加入 ＴＰＰ。 １０ 月 １２
日， 日澳经济部长对话就 ＣＰＴＰＰ 表示， 欢迎遵守高水平规则的国家参加，
同时认为经济施压及不当贸易惯例违反协定的目的， 暗示将慎重对待申请

加入的中国的批准程序。 关于中国申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 日加外长一致认为应

“保持其高标准和维护 ＣＰＴＰＰ 的精神和原则的重要性， ＣＰＴＰＰ 不容忍经济

胁迫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②， 意在排斥中国， 主导区域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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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增大 “一带一路” 面临的挑战。 日本将人权和债务问题作为维持

经济安全秩序的重要合作内容， 目的就是阻碍 “一带一路” 的深入推进。
在价值观外交主导下， 日美 《联合声明》 强调停止使用强迫劳动的道德和

经济必要性， 表示认识到为供应链中尊重人权的企业营造有利环境的重要

性， 并重申在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下促进债务可持续性和透明度的重要

性， 以及国际公认的规则和标准对主要债权国的重要性等。① 为牵制 “一
带一路”， 在泰国与中国面临潜艇交易与高铁计划开展受阻的情况下， 日

本则趁机与泰国加强 “印太战略” 合作， 将日本对泰政策的出发点落在战

略合作而非其 “印太战略” 宣称的价值观外交上， 对华的对抗意味明显。

　 　 四、 结语

　 　 为吸引各国加强合作并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 岸田宣称日

本 “印太战略” 是 “以包容性为基本理念”， 并强调追求经济的繁荣。 ②但

在战略实施中， “印太战略” 的经济安全指向上却有的明显的对华针对性，
这种 “对抗性” 挑战地区国家的切身经济利益和发展关切， 暴露出日本

“印太战略” 与现实的背离。 被日美视为 “印太战略” 中心的东盟， 重视

与中国的经济友好合作关系，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在东盟

各国实施的对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选择日本作为未来最重要伙伴国家的

回答占 ４３％ ， 次于选择中国的 ４８％ 。 地区国家更需要和平发展的稳定环

境， 希望走合作共赢而非对立对抗的道路， 不愿意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选边

站队， 更不想成为日美 “对抗中国” 的棋子。 而且， 在地区产业链实施

“去中国化” 带来的风险， 也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 在国际形势复

杂多变和地区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 日本应在大国间发挥推动合作的

桥梁作用， 与中国一道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

下深化地区合作， 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 张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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