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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结构视角下日本
对拉丁美洲的软实力外交∗ ∗

张　 梅

内容提要: 随着 “全球南方” 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ꎬ
日本愈加重视对拉美地区的软实力外交ꎮ 对于日本来说ꎬ 拉美的特

殊之处是日本移民的历史及大量日裔的存在ꎮ 拉美的特殊性和日本

的集团文化特性使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呈现出 “内外有别” 的两

层同心圆结构ꎬ 成为由皇室、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日本国际交流基

金及相关网络等多元主体实施的系统性工程ꎮ 对于 “内” 侧的日

裔ꎬ 日本运用移民历史记忆、 日本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产业连接等软

实力资源来达到吸引和同化日裔的目的ꎮ 对于 “外” 侧的更广泛

的拉美社会ꎬ 日本运用防灾、 环境问题上的理念和知识、 日本经济

发展模式、 维护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福祉的经验等软实力资源ꎬ 通

过议程设置和经验推广来获得拉美民众对日本的认同ꎮ 内外两层并

不是截然分开ꎬ 而是紧密联系ꎬ 呈现渐进辐射特点ꎮ 软实力外交加

强了日裔对血脉纽带和日本文化特质的认同感ꎬ 为日拉经贸往来互

动营造了良好的环境ꎬ 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日本的良好形象ꎬ 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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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对拉美地区愈加重视ꎬ 对拉美外交由着眼资源、 能源

的经济外交朝着紧盯大国博弈的政治战略方向倾斜ꎮ 近年来日本外务大臣多

把外交首访放在拉美国家ꎬ 以推进其所谓价值观外交以及同拉美地区的经济

合作ꎮ 随着 “全球南方” 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并在大国博弈中扮演

日趋重要的作用ꎬ ２０２３ 年的日本 «外交蓝皮书» 首次提出要强化与 “全球南

方” 的合作ꎬ 维护 “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①ꎮ ２０２３ 年西方七国集

团 (Ｇ７) 年度峰会在日本广岛开幕ꎬ 峰会邀请巴西、 印度等 “全球南方” 国

家与会ꎬ 并将 “全球南方” 列入议题ꎬ 暴露了日本将 “全球南方” 国家拉入

地缘博弈的意图ꎮ
拉美对于日本来说的一大特殊之处是日本移民的历史及大量日裔的存在ꎮ

拉美的特殊性和日本的文化特性使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凸显出与迥异于其他

地区的特征ꎮ 考察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

揭示了实施国的文化特性对于软实力外交结构和路径具有重要影响ꎬ 集团文

化特性使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呈现出 “内外有别” 的两层同心圆结构ꎻ 二是

对中国在 “一带一路” 共建过程中的对拉软实力外交具有启示作用ꎮ

一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把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ꎬ 为各国开展软实力外交提供了理论依据ꎬ 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ꎮ 在

日本的软实力外交中ꎬ 拉美地区占据特殊地位ꎬ 而集团文化对其实施主体和

路径等产生了很大影响ꎮ
(一) 软实力外交

建构主义认为ꎬ 物质因素固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ꎬ 但最重要的还是

相关国家在看待对方国家时持有怎样的看法ꎮ 一国的国际威望、 角色身份和

特征不一定是这个国家固有的ꎬ 而是由主观的文化概念建构起来的ꎮ② 而国际

威望的建构是通过对国家软实力资源的发掘和利用来实现的ꎮ 硬实力是指一

个国家用军事和经济等力量来强制对方做它不愿做的ꎬ 而软实力产生于 “一
个国家能让其他国家想己之所想” 的时刻ꎬ 从行为上讲强调的是非强迫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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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对方ꎮ① 从行为分部上讲ꎬ 硬实力的行为包括命令、 胁迫、 诱导ꎬ 而软实力

的行为则主要是议程设置、 吸引、 同化ꎮ 软实力得以产生的资源包括文化、
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ꎮ② 其中ꎬ 文化作为产生软实力的重要资源ꎬ 内涵丰

富ꎬ 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ꎬ 精神文化包括道德、 精神及经济的价值体

系ꎬ 社会组织的方式ꎬ 语言等ꎮ③ 本文中的软实力外交是指利用软实力作为外

交资源寻求获得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影响力的外交实践ꎬ 包括输出文

化及价值观等来吸引他国、 利用社会经济制度及发展模式同化他国、 在国际

舞台上建构良好国家形象以及塑造和引领政治议题等④ꎬ 这些外交实践本质上

都是为维护本国利益服务ꎮ
美国政府正式在官方层面上利用文化作为外交的武器始于二战期间ꎬ 率

先在拉美实施ꎮ 美国不断向拉美国家输出其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价值观ꎬ 帮

助拉美国家确立美国所认同的民主制度ꎬ 统一西半球经济思想意识ꎮ⑤ 相比之

下ꎬ 日本的软实力外交不像美国那样具有强烈的 “输出民主” 的意味ꎬ 而是

更多地为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ꎮ 二战后ꎬ 日本的软实力外交经常成

为经济合作的润滑油ꎬ 来缓解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等国的经济摩擦ꎬ 从

而推动经济大国的构建ꎮ⑥ 软实力外交还服务于日本谋求全面大国化、 获取全

球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ꎮ
日本的软实力外交路径多样ꎬ 包括运用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 宣介日本

经验和日本模式、 发挥外交构想力、 开展非政府组织和市民外交、 开展对外

开发援助等ꎮ⑦ 有学者分析了日本针对美洲的文化外交的具体路径ꎬ 如对外文

化交流和宣传、 海外人员交流、 日本研究和知识交流、 对外日语教育、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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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援助等ꎮ① 但总体来看ꎬ 目前尚缺乏对日本为实现整体对拉战略目标而发

掘和利用文化和价值观因素的过程的系统性研究ꎬ 缺乏对拉美的区域特点及

日本文化特性对软实力外交影响的深入剖析ꎮ
(二) 拉美在日本软实力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及日本的战略目标

日本与拉美地区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友好关系ꎬ 很多拉美国家的人民对日

本怀有亲近感ꎮ 这种感情纽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在拉美的移民历史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日本兴起了向墨西哥、 秘鲁、 巴西等国移民的风潮ꎬ 还有

不少日本人从巴西辗转到达阿根廷定居ꎮ 日本移民在艰苦条件下劳动ꎬ 弥补

了拉美国家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ꎮ 二战后日本向拉美国家的移民一度恢复ꎬ
后因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失去了移民的必要性ꎮ 移民的历史造就了拉美地

区活跃的日裔社会ꎬ １９９０ 年秘鲁大选甚至产生了日裔总统阿尔贝托藤森ꎮ
目前拉美地区约有 ２１３ 万日裔ꎬ 其中巴西约 １９０ 万人ꎬ 秘鲁 １０ 万人ꎬ 阿根廷

６ ５ 万人ꎬ 墨西哥 ２ 万人ꎬ 玻利维亚 １ ４ 万人ꎬ 巴拉圭 １ 万人ꎬ 智利 ０ ３ 万

人ꎬ 哥伦比亚 ０ ２ 万人ꎬ 古巴０ １２ 万人ꎬ 多米尼加０ ０８ 万人ꎬ 乌拉圭０ ０４６ 万

人ꎮ② 日裔活跃在拉美政治、 经济等各个领域ꎬ 成为连接拉美和日本的纽带ꎮ
近年来的日本 «外交蓝皮书» 也愈发强调对拉美日裔工作的重要性ꎮ③

拉美日裔是日拉关系研究的热点ꎮ 学者或从历史角度考察日本在墨西哥

和秘鲁等国的早期移民活动ꎬ 以及二战后在拉美的日侨社会乱象及原因④ꎬ 或

从现实角度剖析当地日裔社团和网络在日本开展对拉文化外交中的作用⑤ꎬ 也

有学者聚焦于巴西一国分析其日裔政策历史演变和现状ꎮ⑥ 同时ꎬ 日拉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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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ꎬ 研究成果涉及外交、 经济等多个层面ꎮ① 正如学者指

出ꎬ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和石油危机的暴发ꎬ 拉美国

家在能源供应方面的重要性增加ꎮ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日本对拉外交明显地

朝紧盯大国博弈的政治战略方向倾斜ꎬ 寻求拉美国家在联合国改革中对自身

的全面支持ꎮ③

软实力外交终归是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ꎮ 结合日本在拉美的多元利益ꎬ
当前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三方面ꎮ 第一ꎬ 在外交方面ꎬ
日本积极拉拢作为 “全球南方” 的拉美国家ꎬ 在国际秩序变动期维护 “基于

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④ꎮ 同时ꎬ 日本紧盯拉美这个大票仓ꎬ 为成为联

合国常任理事国铺路ꎬ 其中巴西更是日本争取 “入常” 的重要伙伴ꎮ 第二ꎬ
在经济方面ꎬ 日本希望保障铁矿、 铜矿、 银矿、 稀有金属、 原油、 天然气、
生物燃料等矿物和能源以及食品从拉美地区的进口ꎬ 加强其全球价值链的构

建ꎮ 拉美是支撑日本制造业的重要原材料来源地ꎬ 也是日本实现食品安全保

障的重要地区ꎮ ６ ５ 亿人口的拉美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市场ꎮ 在自由贸易方

面ꎬ 墨西哥、 智利、 秘鲁与日本签署的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ＥＰＡ) 分别于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生效ꎬ 这几个国家也是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的成员国ꎮ 墨西哥更是被日本视为对美出口基地ꎬ 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ꎮ 第三ꎬ 在社会文化上ꎬ 日本希望维系和强化日本与拉美日裔

的历史纽带ꎬ 加强在环境保护、 贫困、 治安、 保健卫生、 老龄化等问题上的

合作ꎬ 增强 “智慧连接性”ꎬ 维持和提升拉美人民对日本的亲近感和好感度ꎮ
(三) 日本的集团文化

集团文化影响着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的实施主体和路径ꎮ 其根源为家族

主义ꎬ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ꎮ 它在近代表现为家族主义

国家观ꎬ 即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ꎬ 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比拟为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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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关系ꎬ 整个日本成为以天皇为总家长的巨大家族集团ꎻ 在现代表现为皇

国主义国家观ꎬ 被军国主义者利用来发动侵略战争ꎻ 在战后则表现为 “日本

式经营”ꎬ 特别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ꎬ 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

动力之一ꎮ①

集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内外有别”ꎮ 社会学认为ꎬ 自我范畴化

(ｓｅｌｆ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是社会认同、 群体归属、 心理群体形成等背后的认知过

程ꎬ 它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产生内群吸引ꎬ 形成对内群的积极的刻板印象和对

外群的消极的刻板印象ꎬ 夸大内外群的差异ꎮ② 日本的集团文化特性使得这种

内外群的区分更加明显ꎮ 近藤指出日本人无论在个人心理层面ꎬ 还是在家庭、
公司、 国家政体ꎬ 甚至在宗教及宇宙观层面ꎬ 都离不开 “内 /外” 的二元

对立ꎮ③

集团主义文化中内群和外群的区别之一是感情投入程度不同ꎮ 土居健郎

提出了 “娇宠” 文化理论ꎬ 把日本人的 “内” 与 “外” 的空间分为三个同心

圆ꎮ 娇宠感情自然发生的 “身内” (亲戚或者自己人) 世界ꎬ 允许带入娇宠

感情的同伴世界以及没有任何感情的陌生人世界ꎮ 前两个是 “内”ꎬ “他人”
是 “外”ꎮ④ 尚会鹏认为ꎬ 这三个圈子中ꎬ 关系的亲密程度由内向外渐渐变

小ꎬ 日本人在这几个圈子中的交换模式是不同的: “身内” 圈子趋于感情型交

换ꎻ 同伴圈子是一种半感情、 半计算性的交换关系ꎻ 最外层的 “他人” 圈子

则趋于计算性、 功能性、 去感情的交易型交换ꎮ⑤

集团文化对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的实施主体和路径都有很大影响ꎮ 参照

集团结构图式ꎬ 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也可以视为 “内外有别” 的两层同心圆

结构: 内部是日裔社会ꎬ 外部是更广泛的拉美社会ꎮ 二者的行为分部、 软实

力资源、 交换关系、 扩展方式都呈现出不同特点 (见表 １)ꎮ 下面从实施主

体、 路径、 效果等方面具体阐释这种 “内外有别” 的两层同心圆结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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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双层结构图

分层 拉美日裔 (内) 更广泛的拉美社会 (外)

行为分部 吸引、 同化 议程设置、 吸引

软实力资源
历史记忆、 日本文化和价值观、 产业
连接

日本文化ꎻ 防灾、 环境问题上的理念和
知识ꎻ 日本经济发展模式ꎻ 维护社会稳
定与弱势群体福祉的措施等

交换关系 半情感、 半计算
交易型交换: 日本模式 ＋ 国际议题ꎬ 换
取国际威望ꎮ

扩展方式
日裔既是日本软实力外交的对象ꎬ 又是
把日本文化传递给非日裔社会的媒介

双边援助ꎻ 三方合作以存在日裔社会的
重点拉美国家为媒介ꎬ 向其他拉美国家
拓展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二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实施主体

软实力外交并不仅局限于文化交流活动ꎬ 而是包含皇室外交、 对拉援助

在内的系统性工程ꎮ 软实力外交的实施主体包括皇室、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及相关网络等ꎬ 实施主体的功能也体现了日裔群体和非日

裔群体的 “内外” 层次之分ꎮ
(一) 皇室外交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中的一大特色是皇室对拉美的频繁访问ꎮ 除拉美

之外ꎬ 日本皇室成员多访问英国、 西班牙、 不丹等保留君主制的国家ꎮ 拉美

没有君主制国家ꎬ 却吸引日本皇室成员频频出访ꎬ 主要理由是日裔的存在ꎮ
其目的是通过天皇制建构日裔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ꎬ 让日裔意识到自身与

日本人在血缘上、 文化上的连接性ꎮ 根据日本宫内厅官网ꎬ 二战后至今日本

皇室成员共访问拉美国家 ３９ 次ꎬ 每次访问 １ ~ ４ 个国家ꎮ
日本皇室成员的对拉访问具有如下特点ꎮ 第一ꎬ 从时间来看ꎬ 对区域内

国家的访问呈现逐渐增加趋势ꎮ 二战后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仅 １ 次ꎬ ６０ 年代 ２
次ꎬ ７０ 年代 ３ 次ꎬ ８０ 年代 ４ 次ꎬ ９０ 年代骤增至 １０ 次ꎬ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为 ６
次ꎬ 第二个 １０ 年达 １３ 次ꎬ ２０２０ 年疫情暴发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未能出访ꎮ 第二ꎬ
访问国家多达 １６ 个ꎬ 覆盖面广ꎬ 同时兼顾重点ꎮ 访问次数最多的为巴西ꎬ 共

１４ 次ꎬ 其次为阿根廷ꎬ 共 ９ 次ꎬ 再次为墨西哥ꎬ 共 ７ 次ꎮ 这些都是日裔数量

比较多的国家ꎮ 其中 ２３ 次都顺访美国ꎮ 第三ꎬ 访问名义上ꎬ 日本移民逢十周

年纪念为 １０ 次ꎬ 单纯的国际友好访问 １０ 次ꎬ 建交或邦交友好关系逢十周年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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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７ 次ꎬ 其他为出席国际会议或活动ꎮ 在访问过程中ꎬ 除日裔群体之外ꎬ
皇室成员也会见访问国的领导人及当地人士ꎮ

表 ２　 日本皇室成员出访国家和出访次数表

出访
国家

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秘鲁、
巴拉圭

智利
玻利
维亚

危地马拉、
乌拉圭、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牙买加、

哥斯达黎加、
哥伦比亚

出访次数 １４ ９ ７ ６ ５ ３ ２ １

　 　 资料来源: 宮内庁、 「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ｕｎａｉｃｈｏ ｇｏ ｊｐ / ａｂｏｕｔ /
ｇｏｋｏｍｕ / ｓｈｉｎｚｅｎ / ｇａｉｋｏｋｕ / ｇａｉｋｏｋｕ － ｒ０１ － １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９]

(二)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双重功能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ＪＩＣＡ) 是日本外务省下属的独立行政法人ꎬ 是实施

对拉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机构ꎬ 它承担着双重功能ꎮ
第一个功能是培养日裔社会对日本的认同感ꎮ 这一功能与该机构的前身

相关ꎮ 日本的海外移民事业在二战前是由日本政府和各都道府县实施的ꎬ 二

战后则由 １９５４ 年成立的 “财团法人日本海外协会联合会 (海协联)” 和 １９５５
年成立的 “日本海外移居振兴株式会社” 来推进ꎮ １９６３ 年这两个机构合并为

“海外移居集团”ꎮ １９６４ 年ꎬ 设置在日本各都道府县的海外协会被划归该集团

的当地事务所ꎬ 同时外务省管辖的横滨移民斡旋所也被划到该集团ꎮ １９７４ 年ꎬ
该集团与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合作的 “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 合并ꎬ 成立

了 “国际协力事业团”ꎬ ２００３ 年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ꎮ 也就

是说ꎬ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前身包含了承担战后移民业务的机构ꎮ 随着日本

经济的发展ꎬ 日本人海外移居业务大幅缩减ꎬ 但是该机构仍保留了一些支持

日裔社会的补助金发放业务、 贷款回收、 日裔研修员的接收和海外移民资料

馆运营等业务ꎮ
第二个功能是实施对拉援助ꎮ 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分为双边援

助和通过国际机构的多边援助ꎮ 双边援助有无偿资金合作、 技术合作和有偿

资金合作三种形式ꎮ 外务省国际合作局综合规划和制定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在

内的开发合作政策ꎮ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是承担双边援助的官方机构ꎬ 在拉美

设有 ２３ 个事务所ꎻ 数量庞大的海外协力队是软实力外交的重要实施者ꎬ 包括

青年海外协力队和资深海外志愿者ꎮ １９６８ 年ꎬ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第一次向中

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派遣协力队员ꎬ １９７８ 年向南美国家巴拉圭派遣协力队员ꎮ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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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日本已累计向 ９８ 个国家派遣 ５ 万多人ꎬ 向北美和拉美累计

派遣 １４３７９ 人ꎬ 占日本全部派遣人数的 ２６ ４％ ꎮ 驻拉美国家比较特殊的协力

队员种类是 １９９６ 年新设的日裔社会青年协力队和日裔社会协力队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对中南美洲的 ９ 个国家已派遣 １５４３ 名协力队员ꎬ 主要面向日裔社会

积极开展活动ꎮ① 另外ꎬ 日本外务省将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定位为对外援助

的重要伙伴ꎬ 充分发挥其灵活创新、 能细致地对应当地居民受援需求的优势ꎬ
在资金和服务方面给予支持ꎮ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启动以来ꎬ 亚洲一直是援助的重点

区域ꎬ 拉美存在感并不强ꎮ １９７０ 年ꎬ 日本对拉援助仅占其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的 ０ ５％ ꎬ １９８０ 年升至 ５ ９％ ꎬ １９９０ 年升至 ７ ７％ ꎬ ２０００ 年进一步升至 ８ ８％ ꎮ
其背景是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和石油危机的暴发ꎬ 日本首相多次访问拉美

国家ꎬ 就扩大石油进口开展外交磋商ꎬ 不断提高对拉援助的比重ꎮ 随着日本

官方发展援助对中东、 非洲的关注逐渐增加ꎬ ２０１０ 年日本对拉美援助份额降

至 ６ ６％ ꎬ ２０１２ 年以来徘徊在 ２％ ~ ４％之间ꎬ ２０２０ 年援助额为 ６ ４４ 亿美元ꎬ
占比 ３ ８％ ꎮ 不少拉美国家经济相对发达ꎬ 接受援助的必要性变小ꎬ 这也是日

本对拉援助份额减少的一个原因ꎮ② 援助覆盖拉美近 ３０ 个国家ꎬ 近几年支出

总额常居前三位的包括巴西、 秘鲁、 哥斯达黎加等ꎬ 这些多是日裔数量较多

的国家 (见表 ３)ꎮ

表 ３　 近年来在日本对拉美 ＯＤＡ 支出总额中排名前三位的国家

年份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２０１６ 巴西 哥斯达黎加 秘鲁

２０１７ 哥斯达黎加 巴西 秘鲁

２０１８ 巴西 秘鲁 哥斯达黎加

２０１９ 巴西 巴拉圭 哥斯达黎加

２０２０ 巴西 墨西哥 萨尔瓦多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政府历年的 «开发合作白皮书» 绘制ꎮ

(三)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以及网络组建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也是日本外务省下属的独立行政法人ꎬ 在拉美地区设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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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日本文化中心ꎮ 墨西哥日本文化中心主要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提供

日语教育支持ꎬ 日本自 １９９８ 年开始派驻专家ꎮ 圣保罗日本文化中心主要向南

美国家提供日语教育支持ꎬ 日本自 １９９４ 年开始派驻专家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７ 年日本

在巴西圣保罗设立了实体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交流机构 “日本屋”ꎬ ２０１８ 年访

客累计达 １４１ ８ 万人ꎬ 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底访客累计达 ２８４ ６ 万人ꎬ 远远高出

预期ꎮ①

在网络构建方面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与当地的核心机构和主要机构合作

推广日语和日本文化ꎮ 以南美地区为例ꎬ 核心机构多是日本人会和日裔协会ꎬ
它们拥有能够影响其他日语教育机构的网络ꎬ 在日语教育方面辐射效果强ꎻ
主要机构则包括全国日语教师会、 日语教育联合会、 大学和日本学校等 (见
表 ４)ꎮ 由于巴西在日语教育机构、 日本母语教师、 日语学习人数方面都领先

其他南美国家ꎬ 因此近年来日本愈发重视南美国家日语教育的网络化ꎮ ２０１５
年起ꎬ 秘鲁日裔协会每年主办南美西语国家日语教育联络会议ꎬ 南美西语国

家派日语教育者参会ꎮ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则构建了

中美洲加勒比日语教育网 (ＲＣＣＪ)、 中美洲加勒比日语教育研讨会、 中美洲

加勒比日语演讲比赛等沟通和交流网络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拉美地区共有 ５７４ 家日语

教育机构ꎬ ２３１３ 名日语老师ꎬ ３４５５７ 名日语学习者ꎮ 总体上看ꎬ 拉美地区日

语学习者人数远远少于东亚 (１７１３８３３ 人) 和东南亚 (１１８５３７５ 人)ꎮ 从国别

来看ꎬ 日语学习者较多的国家依次为巴西 (２０７３２ 人)、 墨西哥 (１４５５２ 人)、
阿根廷 (４４８６ 人)、 秘鲁 (３７６１ 人) 及哥伦比亚 (２０２４ 人)ꎮ②

表 ４　 南美西语圈国家承担日语教育的核心机构和主要机构

国家 核心机构 主要机构

阿根廷 驻阿日语教育联合会
拉普拉塔国立大学、 私立布宜诺斯艾利
斯日阿学院

乌拉圭 驻乌拉圭日本人会 共和国大学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日语能力测试教师会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日裔协会日语中心、 私立罗斯
安第斯大学

哥伦比亚全国日语教师会和日语教育研
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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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ａｐａｎ Ｈｏｕｓｅ、 「 Ｊａｐａｎ Ｈｏｕｓｅ 実施報告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ａｐａｎｈｏｕｓｅ ｊｐ / ｎ＿ ｐｄｆ /
ｗｈａｔｓｊｈ / ｒｅｐｏｒｔ /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３０３＿ ｊａ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２０]

日本国際交流基金、 「２０２１ 年度 『海外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 結果」、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ｆ 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ｂｏｕｔ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２ / ０２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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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圣地亚哥大学、 日智文化协会、 智利中
央日 本 人 会、 日 本 综 合 学 习 中 心
(ＣＥＩＪＡ)

巴拉圭
巴拉圭日本人会联合会全、 巴拉圭日裔
教育推进委员会

日本学校、 日本巴拉圭学院

秘鲁 秘鲁日裔协会 拉乌尼翁分校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日语教师会、 西蒙玻利瓦尔
大学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日裔协会联合会

　 　 注: “核心机构” 是指拥有能够影响其他日语教育机构的广泛网络的机构ꎻ “主要机构” 是指独

立的机构ꎬ 规模也很大ꎬ 按照自身需求开展日语教育ꎬ 不像核心机构那样拥有一定的网络ꎮ
资料来源: 「南米スペイン語圏日本語教育実態調査報告書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２９ 頁ꎮ

ｈｔｔｐｓ: / / ｆｊｓｐ ｏｒｇ ｂｒ / ｌｉｎｇｕａ － ｊａｐｏｎｅｓａ / ｐｅｓｑｕｉｓａ － ｄｅ － ｄａｄｏｓ / ＃ｎａｍｂｅｉ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３]

总之ꎬ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实施主体的功能也体现了日裔群体和非日

裔群体的 “内外” 层次之分和由内及外辐射的特点ꎮ 皇室成员访问和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的网络构建都具有自 “内” 及 “外” 的普及效果ꎻ 日本国际协力

机构的功能也分为内外两层ꎬ 既包括日裔社会对日本的认同感培养ꎬ 又包括

对拉美国家的援助ꎮ

三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实施路径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实施路径也分为内外两层ꎮ 对日裔展开软实力

外交实质上是帮助 “日裔” 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ꎮ 与塑造日裔的血缘和文化

认同的方式不同ꎬ 在面向更广泛的拉美社会时ꎬ 日本非常注重在援助中输出

日本的理念和知识、 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 维护社会稳定和弱势群体福祉的

措施等ꎮ
(一) 对拉美日裔的实施路径

身份认同是后天塑造而非先天获得的ꎮ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他们对于自

己是什么人的一种理解ꎬ 包括个体和社会双重属性ꎮ 社会认同是与身份一致

的自我描述ꎬ 这种描述来自于社会范畴中的成员资格 (国家、 性别、 种族、
职业、 体育队和更加短暂的群体资格)ꎮ① 拉美日裔在世代不断更替的过程中ꎬ

—３１１—

① [澳] 迈克尔Ａ 豪格、 [英]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 «社会认同过程»ꎬ 北京: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３１ 页ꎻ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菲利普萨顿著ꎬ 王修晓译: «社会学基

本概念»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１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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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变得稀薄ꎬ 容易对自身的异质性感到自卑ꎬ 在建构

身份认同上遭遇困难ꎮ 因此日本面临从血缘、 文化、 产业连接等方面重塑其

认同的迫切任务ꎮ 拉美日裔社会既是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的对象ꎬ 又是软实

力外交的媒介ꎮ
第一ꎬ 通过历史记忆塑造身份认同ꎮ 蕴含集体记忆的历史场所以及承载

记忆的仪式性活动能够帮助个体形成对于所在群体的归属感ꎮ 日本和拉美各

国都有保存和普及日本移民历史的设施ꎮ 在日本国内ꎬ 有国际协力机构横滨

海外移居资料馆以及位于兵库县神户市的 “海外移民和文化交流中心”ꎮ 在拉

美各国ꎬ 有阿根廷的日本庭园、 巴西的日本移居史料馆、 秘鲁的 “平冈千代

照日本人秘鲁移居史料馆”、 墨西哥的 “茜草纪念馆”、 玻利维亚日本人移居

资料馆等ꎮ 日裔在这些资料馆能够找到祖辈的姓名ꎬ 意识到自己是日本后裔ꎮ
这些资料馆承担着传承和教育的功能ꎬ 既加深了日本国民对海外移民历史和

日裔的了解ꎬ 又使日裔直观地了解祖先移民拉美的艰苦奋斗历程及其对拉美

社会的贡献ꎬ 产生身为日裔的自豪感ꎮ
拉美的日裔团体经常以日本皇室成员来访作为契机来修建纪念设施ꎬ 营

造日裔集体记忆ꎮ 例如ꎬ １９５８ 年三笠宫夫妇访问巴西参加日本人移民 ５０ 周年

纪念活动ꎬ 巴西文协大楼的建设工程开工ꎮ １９６７ 年ꎬ 为纪念皇太子夫妇访问

巴西ꎬ 日裔团体决定在文协大楼内修建 “太子殿下访巴纪念大礼堂”ꎬ 大礼堂

于 １９７０ 年落成ꎮ 巴西日本移民史料馆的落成也是以 １９７８ 年皇太子夫妇出席

日本人移民巴西 ７０ 周年庆典活动为契机的ꎮ① 日本皇室成员访问拉美国家也

通常会选择与移民相关的场所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真子内亲王出席日本人移民巴西

１１０ 周年纪念活动ꎬ 访问了很多日本皇室成员首次访问的地方ꎬ 包括圣保罗内

陆地区的几处初期移居地以及被称为 “陆地孤岛” “绿色地狱” 的亚马孙地

区的托姆阿苏等ꎬ 被日本外务省誉为 “带给巴西日裔巨大的感动”②ꎮ ２０１９
年ꎬ 真子内亲王在日本人移民秘鲁 １２０ 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之际访问秘鲁ꎬ 在

日本人移民秘鲁百周年纪念碑前献花ꎬ 并参观了玻利维亚日本人移居资料馆

和日本庭园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德仁天皇和皇后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第 ６０ 届 “海外日

裔大会”ꎮ 皇室成员访问拉美与日本移民相关的场所以及出席日裔相关活动ꎬ
意在肯定日本移居者及其子孙不畏艰辛、 克服困难、 勤劳肯干的精神ꎬ 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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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ブラジル日本文化福祉協会–文協 (概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ｎｋ
ｙｏ ｏｒｇ ｂｒ / ｊｐ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ｑｕｅｍ － ｓｏｍｏｓ － ｊａ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３]

外務省、 『外交青書 ２０１９』、 日経印刷、 ２０１９ 年、 ９２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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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移民对象国扎根并做出贡献ꎮ
第二ꎬ 增加日裔对日本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ꎮ 为增加日裔亲身感受日本

社会和文化的机会ꎬ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主要实施了三类日裔访日项目ꎮ 第一

类是 “日裔社会下一代培养研修” 项目ꎬ 从中南美洲各国邀请中学生、 高中

生和大学生访日一个月ꎬ 内容包括学习日裔移民历史、 体验日本学校、 学习

日本文化、 在日本人家中住宿等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已邀请 １６１０ 名日裔学生

访日ꎮ 第二类是培养未来的日裔社会领袖的项目ꎬ 为日裔提供在日本修读硕

士和博士课程的机会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已有 １９４ 名拉美日裔获批此项目ꎮ
第三类是日裔研修员接收项目ꎬ 即接受拉美日裔以及在与日合作中发挥领袖

作用的人 (不限于日裔) 作为研修员赴日本进行最长 １０ 个月的研修ꎬ 每年大

约邀请 １４０ 名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已累计邀请 ４８１０ 名ꎮ① 这些项目通过向日

裔提供在日本学习和在日本人家庭寄宿的机会ꎬ 加深其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

理解ꎮ 此外ꎬ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青年志愿者还向日裔教授棒球等日本人比

较热衷的运动项目ꎮ
第三ꎬ 推进日本社会与日裔的产业连接ꎮ 日裔年轻一代对日本的先进产

业很感兴趣ꎬ 日本民间企业也希望到拉美开拓商业合作ꎮ 基于此需求ꎬ 日本

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日裔与日本民间部门的合作ꎮ 首先ꎬ 为了促进日裔和日本

企业的合作关系ꎬ 日本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每年都会派出 “中南美日裔社会合作调

查团”ꎬ 旨在促进日裔与日本民间企业的商业对接ꎬ 至 ２０２０ 年已派出 １１２ 家

企业和团体、 法人ꎮ② 此类项目可促成日本企业邀请日裔赴日研修ꎬ 在当地注

册公司或与当地企业展开合作ꎮ 其次ꎬ 医疗领域的合作是日本加强与拉美日

裔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拉美很多国家都有日裔成立并负责运营的日裔医院ꎮ
２０１８ 年起巴西的日裔医院每年召开联合会议ꎬ 加强横向合作ꎬ 同时把日本优

质的医疗产品和技术、 知识带到日裔医院ꎮ③ 随着日本老龄化加剧ꎬ 很多日裔

到日本从事老人看护领域的工作ꎮ 再次ꎬ 农业也是日本加强与日裔社会联系

的重要纽带ꎮ 日本农林水产省定期实施与拉美日裔农业从业者的合作交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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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石橋匡、 「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ｐｒｉｖ＿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ｃａｓｅ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石橋匡、 「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ｐｒｉｖ＿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ｃａｓｅ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日系病院の連携で社会全体の医療の質を上げる」、 『Ｍｕｎｄｉ ( Ｔｈ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号、 １４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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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ꎬ 在拉推广日本在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先进技术ꎬ 推动日本食品产业进军拉

美ꎮ① 日本冲绳县出身的移民在玻利维亚的开拓地叫 “冲绳移居地”ꎮ ２０２１ 年

初ꎬ 冲绳移居地生产的大豆首次出口到日本冲绳县ꎬ 被称作 “回冲绳” 项目ꎬ
引起日本媒体广泛报道ꎮ②

第四ꎬ 以日裔为媒介传播日本文化ꎮ 拉美的日裔团体经常举办各类日本

文化节ꎬ 这些文化节既是增强日裔凝聚力、 塑造日裔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ꎬ
也是向日裔以外的拉美社会传播日本文化的重要平台ꎮ 其中ꎬ 在巴西的日本

各都道府县老乡联合会主办的 “日本节” 能吸引多达 ２０ 万人参加ꎬ 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日本节之一ꎮ③ 日本使领馆、 驻拉美机构也会给予适当支持ꎮ 节日

内容包括日本艺能表演和武道演示ꎬ 形式丰富ꎮ 文化节上还设有日本各地乡

土料理的餐厅、 销售日裔农民生产的蔬菜水果和日用杂货的商店、 日裔企业

展台以及日裔女性选美大赛等ꎮ 此类文化节吸引了大量非日裔人群参加ꎬ 在

向拉美社会普及日本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再如ꎬ 大扫除是日本文

化的特色之一ꎬ 渗透着日本独特的清洁观念ꎮ 日裔团体在街区举办大型扫除

活动ꎬ 吸引当地居民参加ꎬ 为日裔赢得了良好口碑ꎮ 日裔承担起向当地社会

传播日本特色文化的角色ꎮ
(二) 面向拉美社会的实施路径

为了能使软实力外交拓展到拉美社会各阶层ꎬ 除前面提到的文化交流之

外ꎬ 日本还非常注重在援助中输出日本的知识、 理念及模式ꎬ 如防灾、 环境

保护、 “一村一品” 运动、 “改善” 经验、 派出所制度等ꎬ 这体现了日本软实

力外交中设置和引领国际议题方面的能力ꎮ 这些援助措施可以理解为 “人的

安全保障” 理念下的援助ꎮ “人的安全保障” 是指从危及人类生存的贫穷和恐

怖的威胁中获得自由的状态ꎬ 被列入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ꎬ 也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金字招牌ꎮ
第一ꎬ 传授防灾、 环境方面的理念和知识ꎮ 拉美地区与日本均经常遭受

地震、 火山、 飓风等自然灾害ꎬ 日本充分利用自身在防灾方面的丰富经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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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令和 ３ 年度 中南米日系農業者等との連携交流ビジネス創出委託事業 (農林水産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ａｇｒｉ ｊｐ / Ｒ３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３０]

「ボリビアのオキナワから沖縄へ ＝ 地球の反対つなぐ 『初輸出』」、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ｐｐｏｎ ｃｏｍ / ｊａ / ｎｅｗｓ / ｙｊｊ２０２１０２０７００２４１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３０]

外務省、 「日本と中南米をつなぐ日系人」、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４ 日、 第 ８ 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３４９３９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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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国际社会的口碑ꎬ 对该地区进行防灾培训支持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
日本就与智利政府进行了防灾领域的合作ꎬ 在此基础上与智利通过三方合作

对拉美各国实施防灾人才培养据点化项目ꎬ 并用日语发音命名为 “纽带项

目”ꎬ 迄今已培养 ５０００ 多名专业人才ꎬ 远超预期目标 ２０００ 名ꎮ① 在加勒比地

区ꎬ 日本也派遣了防洪和防沙专家ꎮ 在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 哥

斯达黎加等中美洲国家ꎬ 日本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实施 “中美洲广域防灾能力提高

项目”ꎬ ２０２０ 年已完成项目第二阶段ꎮ② 生态环境已成为超越国别和地区限制

的全球性问题ꎬ 也是日本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议题ꎮ 日本与拉美国家就环

境问题进行了很多合作ꎮ 针对尼加拉瓜第二大湖泊马那瓜湖水污染ꎬ 日本国

际协力机构尼加拉瓜事务所借鉴日本琵琶湖的综合湖沼流域管理模式ꎬ 成立

了环境保护小组ꎬ 并命名为 “琵琶湖任务小组”ꎮ 该项目在 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６ 次气

候变化框架条约缔约国会议 (ＣＯＰ２６) 的教育活动环节中进行了宣传ꎮ③ 在玻

利维亚ꎬ 部分曾受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邀请赴日研修的玻利维亚人于 ２０１７ 年结

成环保小组ꎬ 在玻利维亚各地开展废弃物管理、 环保宣传教育活动ꎬ 改善旅

游环境ꎮ 此外日本还在拉美国家实施了利用遥感技术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的

项目ꎮ 这些环境保护项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ꎬ 提高了日本在设

置和引领国际议题方面的能力ꎮ
第二ꎬ 输出日本经济发展模式ꎮ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ꎬ 二战后积累了很多

发展经验ꎬ 在农业上比较成功的当属 “一村一品” 理念ꎬ 在制造业上要数

“改善” 经验ꎮ 一村一品理念最早于 １９７９ 年由日本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提出ꎬ
逐渐推广到全日本ꎬ 然后经国际协力机构推广到包括拉美在内的很多国家和

地区ꎮ 一村一品是赋予产品文化内涵ꎬ 使产品和乡村品牌化ꎮ 很多拉美国家

虽然经济增长迅速ꎬ 但是城乡差距依旧很大ꎮ 日本从 ２１ 世纪初就在萨尔瓦

多、 危地马拉、 秘鲁、 阿根廷、 哥伦比亚等国开展一村一品运动ꎮ 通过派遣

专家、 与拉美国家相关部门合作ꎬ 推进一村一品技术合作项目ꎬ 意在消除贫

困和缩小收入差距ꎬ 培养地方共同体意识ꎮ 同时ꎬ 日本在拉美地区推广 “改
善” 经验ꎮ “改善经验” 是日本作为制造大国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的诸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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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務省、 『２０２１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 日経印刷、 ２０２１ 年、 １０７ 頁ꎮ
外務省、 『２０２１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 日経印刷、 ２０２１ 年、 ８０ 頁ꎮ
「 【ＣＯＰ２６でも紹介】 ニカラグアの巨大な湖の水をきれいにする!: 日本の 「琵琶湖」 をお

手本に 「ＢＩＷＡＫＯタスクフォース」 が大活躍」、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ｔｏｐｉｃｓ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１１１１６＿０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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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称ꎬ 对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ꎮ①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

始ꎬ 日本在巴西、 巴拉圭、 厄瓜多尔、 哥斯达黎加、 阿根廷等国家实施 “改
善” 经验技术合作项目ꎬ 旨在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质量和效率以应对国际竞

争ꎮ 其中在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实施技术合作项目时间较长ꎬ 通过这两个国

家分别向中美洲国家和南美国家辐射ꎮ②

第三ꎬ 推广维护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福祉的经验ꎮ 针对巴西及其他拉美

国家治安状况差的问题ꎬ 日本在拉美积极推广日本的 “交番” (派出所) 制

度ꎮ 派出所是指警察署划分管辖区域、 警察在该区域内执行公务的据点设施ꎮ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对巴西圣保罗州实施的 “地域警察活动项

目” 派遣短期专家ꎬ 并邀请相关人员赴日研修ꎬ 协助制定派出所功能的统一

标准和业务方针ꎮ 日本逐步把圣保罗州模式扩大到巴西全国ꎬ 然后通过巴西

与其他拉美国家南南合作的方式向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等国推

广ꎮ③ 对于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ꎬ 日本与国际移民组织 (ＩＯＭ) 和联合国世

界粮食计划署 (ＷＦＰ) 合作ꎬ 对墨西哥、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等

国给予促使移民自发返回、 防止移民流出、 帮助回返移民再次融入社会等方

面的援助ꎮ④ 此外ꎬ 日本还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对拉美实施援助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日本就与中美洲四国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危地马

拉) 开展初中和高中数学教育的技术合作并持续至今ꎮ 在医疗方面ꎬ 日本在

巴西率先实行母子保健项目ꎬ 并扩展到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以及一些东南亚

国家和非洲国家ꎮ 日本宣称这些措施契合健康福祉和优质教育等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ꎬ 为自身在国际社会上的行动建构一种 “适当性逻辑”ꎮ
综上所述ꎬ 一方面ꎬ 日本通过营造集体记忆、 提供亲身感受日本社会文化

的机会、 加强产业连接等多种途径建构拉美日裔的身份认同ꎮ 日裔成为日本企

业进军拉美的桥梁ꎬ 日裔网络也成为日本政治家、 皇室成员访日时的稳固支撑ꎮ
对于日本来说ꎬ 拉美的日裔网络类似集团结构中的 “同伴” 圈子ꎬ 可视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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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本の高度経済成長の原動力となった品質生産性向上アプローチ 　 カイゼン
(ＫＡＩＺＲＥ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ｍｐｈ / ｉｓｓｕｅｓ / ｋｕ５７ｐｑ００００２ｉｚｓｍ８ －
ａｔｔ / ｊａｐａｎｂｒａｎｄ＿０２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３０]

「ＫＡＩＺＥＮ ＴＡＮＧＯ プロジェクト (グローバルカイゼンネットワーク展開プロジェクト) の
開始について」、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ｏｄａ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１６０２２９７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ブラジルに対する日本の協力の足跡」、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ｂｒａｚｉｌ / ｏｆｆｉｃｅ / ｏｔｈｅｒｓ / ｋｕ５７ｐｑ
００００２ａｋ９ｖｆ － ａｔｔ / ６０ｔｈ＿ ｊｐ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外務省、 『２０２１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 日経印刷、 ２０２１ 年、 １０７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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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感情、 半计算性的交换关系ꎬ 既有很浓的感情因素ꎬ 又具有很强的功能性ꎮ
另一方面ꎬ 面向更广泛的拉美社会ꎬ 日本则很大程度上通过援助来进行ꎮ 日本

努力使援助议题设置贴近一些国际通用的规范ꎬ 如保护环境、 减少贫困、 实现

和平稳定、 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等ꎬ 这些都属于被联合国列入千年发展目标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 “人的安全保障” 理念范畴ꎮ 在实施过程中所动员的软实力资

源则是日本模式和日本经验ꎮ 从圈层结构上讲ꎬ 面向更广泛的拉美社会的软实

力外交是从巴西、 智利、 阿根廷等存在日裔社会的拉美重点国家向其他拉美国

家渗透和传播的过程ꎮ 这类似于日本集团结构中的 “他人” 圈层ꎬ 感情因素变

淡ꎬ 趋于交易型交换ꎬ 即用日本经验和日本模式解决国际议题来换取国际威望ꎮ

四　 实施效果

日本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取得了一定效果ꎬ 维护了日本在拉美的国家

利益ꎮ
首先ꎬ 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加强了日裔对血脉纽带和日本文化特质的认

同感ꎬ 也有利于日裔在拉美社会获得认可ꎮ 日裔通过移民历史的集体记忆加

强了与日本人血脉上的连带感以及对日本文化的认同ꎮ 日本在多国展开调查ꎬ
掌握世代交替中的日裔的文化认同情况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日本外务省中南美洲局委

托民间机构在拉美日裔规模位列第三和第四的阿根廷、 墨西哥以及日裔规模

较小的古巴三个国家实施调查ꎬ 调查内容包括年龄、 学历、 访日经历、 对日

关注点、 日裔团体参加情况等ꎮ 调查显示ꎬ 日裔喜爱日本的方面是 “和食”
“清扫和秩序” “组织力和纪律” “团队精神” “严守时间” 等ꎻ 今后希望深入

了解的是 “传统文化” “技术、 机器人” 和 “组织力和纪律” 等ꎻ 对日本持

负面印象的方面是 “日本社会的封闭性” “对外国人有歧视心理” 等ꎮ① 这些

调查都显示了日语教育对日裔身份认同所起的重要作用ꎬ 因此日本政府把加

强日语教育作为对日裔工作的有力措施ꎮ 此外ꎬ 日本的政策加强了日裔与日

本的产业联系ꎬ 提高了日裔在各个行业的活跃度ꎬ 提升了日裔在当地的形象ꎮ
根据日本外务省 ２０２０ 年在拉美的舆论调查ꎬ 当地居民对日裔的印象中排在前

列的是 “勤奋、 有效率” “亲切、 有礼貌” “值得信赖” “诚实、 守约”ꎻ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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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成 ３０ 年度中南米日系社会実相調査 (結果報告)」、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ｓａ / ｐａｇｅ２２＿００３１９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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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裔对所在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的比重在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分别为

８２％ 、 ８０％ 、 ７６％ ꎬ 认为 “日裔为强化日本和所在国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的

比重在墨西哥、 哥伦比亚、 巴西分别为 ７６％ 、 ７３％ 、 ７１％ ꎮ①

其次ꎬ 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为日拉经贸往来起到了润滑作用ꎬ 推动日资

企业与日裔社会建立连接ꎬ 培养日裔农业从业者等项目都有利于加强日拉经

济联系ꎮ 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曾是拉美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ꎮ 根

据日本官方统计数据ꎬ ２０２１ 年ꎬ 日本对拉美地区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

３３５ 亿美元和 ２８２ 亿美元ꎬ 仅占日本总出口额和总进口额的 ３ ７％ 和 ４ ３％ ꎮ②

尽管双边贸易额不高ꎬ 日本认为自身与拉美地区的贸易关系更加平衡ꎬ 产品

构成更加多样化ꎮ 拉美地区对日本的非传统矿产、 金属和食品供应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ꎮ 智利和墨西哥满足了日本钼需求的 ２ / ３ꎬ 智利和阿根廷满足了日

本大部分的锂需求ꎮ 巴西、 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已成为日本鸡肉和猪肉进口的

主要来源ꎮ 墨西哥和秘鲁是日本市场芦笋、 鳄梨和芒果的主要供应商ꎮ 日本

的寿司店依赖墨西哥的金枪鱼和智利三文鱼供应ꎮ 大豆等农产品的进口也主

要来自拉美地区ꎮ③ 除双边贸易之外ꎬ 日本通过拉美国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第

三国市场出口规模很大ꎮ 有研究表明ꎬ 在后疫情时代其他国家对拉美直接投

资下降的情况下ꎬ 日本的直接投资、 技术合作和发展援助会对拉美的经济复

苏和社会发展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ꎮ④

再次ꎬ 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日本的良好形象ꎮ 日本外

务省委托调查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对中南美国家开展对日

舆论调查ꎮ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调查的拉美五国为墨西哥、 巴西、 哥伦比亚、 智

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ꎬ ２０２０ 年调查了拉美七国ꎬ 分别为阿根廷、 乌拉圭、
哥伦比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巴西、 玻利维亚、 墨西哥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
认为日本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或 “稍微重要

的作用” 的比重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７２％ 增长至 ８２％ ꎻ 认为日本对维护世界和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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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外務省、 「海外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ｐｒ / ｙｏｒｏ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网站的数据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ｊａｐａｎ / ｓｔａｔｓ / ｔｒａｄｅ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Ｋｕｗａｙａｍａ Ｍｉｋｉｏꎬ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ＬＡＣ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ｉ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ｃｃｓｓ ｋｏｂｅ － ｕ ａｃ ｊｐ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 ｒａ / ｄｐ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Ｐ２０１９ － １８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Ｊａｐａｎ’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ＬＡＣ’ｓ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３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ａｐａｎｓ － ｒｏｌｅ － ｉｎ － ｌａｃｓ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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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际秩序有积极贡献的比重从 ７８％上升至 ８９％ ꎮ 关于对日本的印象ꎬ 认

为日本是 “经济力和技术力高的国家” 的比重 (６９％ ) 排在首位ꎬ 显示出拉

美国家民众对日本技术立国、 富裕发达国家的印象很强ꎻ 回答 “拥有丰富传

统和文化的国家” 的比重 (５４％ ) 和 “动漫、 时尚、 美食等新文化” 的比重

(３１％ ) 表明拉美国家民众对日本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关心ꎻ 认为日本 “生活水

平高” 的人也占据了较高比重 (４３％ )ꎮ① 此外ꎬ 拉美国家民众对日本电器产

品的认可程度也比较高ꎮ②

另一方面ꎬ 日本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不可避免具有局限性ꎮ 首先ꎬ 尽管

拉美民众对日本的信任程度上升ꎬ 但横向比较来看ꎬ 在合作的重要性上ꎬ 日

本受认可程度不及中国ꎮ 根据前述调查ꎬ ２０１８ 年认为日本 “值得信赖” 的比

重为 ７０％ ꎬ 在 ２０２０ 年升至 ７４％ ꎮ 可是ꎬ 关于谁是目前重要的合作伙伴ꎬ 在亚

洲和欧美的 １３ 个主要国家中ꎬ ２０１５ 年排名前三位的是美国 (７０％ )、 日本

(３３％ ) 和中国 (２９％ )ꎬ ２０１８ 年依次是美国 (５６％ )、 中国 (２２％ )、 加拿

大 (１７％ )ꎬ 而日本 (１４％ ) 与阿根廷 (１４％ ) 并列第四ꎬ ２０２０ 年依次是美

国 (３３％ )、 中国 (２４％ ) 和日本 (２０％ )ꎻ 关于谁是将来重要的合作伙伴ꎬ
２０１５ 年依次是日本 (４２％ )、 美国 (３１％ ) 和中国 (３０％ )ꎬ ２０１８ 年依次是

美国 (６６％ )、 中国 (４８％ ) 和日本 (２２％ )ꎬ ２０２０ 年是美国 (５０％ )、 中国

(４３％ ) 和日本 (３２％ )ꎮ 这说明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ꎬ 在合作重要

性上受认可程度提高ꎮ
其次ꎬ 笼络拉美国家寻求联合国改革中对日本的全面支持也是日本对拉

美软实力外交的目标之一ꎬ 但日本未能如愿ꎮ 日本与巴西、 德国和印度组成

“四国集团”ꎬ 要求增加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名额ꎮ 日本首相和外相经常利用

访问拉美之机游说这些国家支持自己的联合国改革方案ꎮ 可是ꎬ 成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不仅需要强大的实力支撑ꎬ 还需要充分展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感和

担当精神ꎮ 日本至今未能正视和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行ꎬ 以及在核污水排放问题

上一意孤行ꎬ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ꎮ 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
但常年饱受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困扰ꎮ 这些都为四国 “争常” 带来很大阻碍ꎮ 在

“入常” 无望的情况下ꎬ 日本退而求其次ꎬ 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ꎮ ２０２２ 年ꎬ
日本第 １２ 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ꎬ 成为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ꎮ

—１２１—

①

②

外務省、 「海外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ｐｒ / ｙｏｒｏ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０]

参见拉美晴雨表民调数据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ａｔｉｎ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ｒｏ ｏｒｇ / ｌａｔ ｊｓｐ?Ｉｄｉｏｍａ ＝ ０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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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 “内外” 分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 而是流动的ꎮ 尽管日裔在日本对

拉美的软实力外交中处于 “内” 的圈层ꎬ 被日本视为有感情色彩的内群成员ꎬ
但日裔到日本务工时反而意识到自己是 “外国人”ꎮ 特别是有些日裔已失去日

本人的姓氏ꎬ 会更强烈地感到日本社会的封闭性和对外国人的潜在排斥态度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日本修改 «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ꎬ 放宽了对日裔的入境限制ꎬ
基于血缘主义原理引进劳动力ꎮ 虽然日本很多城市推行 “多文化共生” 政策ꎬ
但是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和雇佣方式的限制等ꎬ 拉美日裔很难完全融

入日本社会ꎮ①这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效果ꎮ

五　 结语

拉美的特殊性和日本文化特性使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呈现 “内外有别”
的两层同心圆结构ꎬ 内外两层的行为分部、 软实力资源、 交换关系都有所不

同ꎮ 一方面ꎬ 大量日裔的存在是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重要前提条件ꎮ 对

处于 “内” 侧的日裔ꎬ 日本运用移民历史记忆、 日本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产业

连接等软实力资源来达到吸引和同化日裔的目的ꎮ 拉美的日裔网络类似集团

结构中的 “同伴” 圈子ꎬ 可视为一种半感情、 半计算性的交换关系ꎮ 另一方

面ꎬ 对处于 “外” 侧的更广泛的拉美社会ꎬ 日本运用防灾和环境问题上的理

念和知识、 日本经济发展模式、 维护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福祉的经验等软实

力资源ꎬ 通过议程设置和经验推广来获得拉美民众对日本的认同ꎮ 这类似于

日本集团结构中的 “他人” 圈层ꎬ 感情因素变淡ꎬ 趋于用日本经验和日本模

式来换取国际威望的交易型交换ꎮ 内外两层并不是截然分开ꎬ 而是紧密联系ꎬ
呈现渐进辐射特点ꎮ 日裔既是日本软实力外交的对象ꎬ 也是把日本文化传递

给非日裔社会的媒介ꎬ 存在大规模日裔社会的拉美国家也成为向其他拉美国

家传播日本文化和价值观的媒介ꎮ
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ꎬ 为新时代加强中华

文明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ꎮ 中国在拉美国家的

软实力构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ꎬ 但如今仍有很多拉美民众对于中国持有刻板

印象ꎬ 这显示出使拉美社会全面了解中国的渠道和途径仍有不足ꎮ 当前ꎬ 中

—２２１—

① 张梅: «文化融入视角下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衍变与困境»ꎬ 载 «北京社会科学»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７ － １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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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ꎮ 中央已明确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建成

文化强国、 国家软实力显著增强的目标ꎬ 并将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列入

“十四五” 规划ꎮ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结构和路径对 “讲好中国故事”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ꎮ 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ꎮ

第一ꎬ 增强拉美华人华侨对中国在血脉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感ꎬ 帮助他们

加强身份认同ꎮ 日本在拉美多国建有日本移民历史博物馆ꎬ 通过皇室成员访

问和历史记忆场所的打造来塑造日裔群体的身份认同ꎮ 中国在很多拉美国家

的移民历史比日本更加悠久ꎬ 应打造一些蕴含华人华侨历史记忆的场所ꎮ 而

且ꎬ 日本通过各类访日项目为日裔提供了很多亲身感受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机

会ꎬ 并在农业、 医疗等产业领域与日裔建立连接ꎮ 中国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在

华裔群体里寻找有潜力的年轻人或各行业杰出人才ꎬ 为其提供访华机会ꎬ 强

化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ꎬ 并借助他们的社会基础推动中拉产业合作ꎮ
第二ꎬ 在推进软实力外交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圈层结构逐层递进ꎮ 通过华

人华侨的力量传播中国文化ꎬ 如华裔团体举办的中国文化节等体验活动ꎬ 有

利于从社区和日常生活层面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拉美社会各界ꎮ 中国

对拉美国家的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也不应同步出击ꎬ 广撒网ꎬ 而是在已有合

作的重点拉美国家进行深耕ꎬ 推广一些成功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ꎬ 建立示范

性项目ꎬ 然后再逐步扩展到其他拉美国家ꎬ 形成品牌效应ꎬ 从而进一步增强

中国的良好形象ꎮ
第三ꎬ 做好议题设置ꎬ 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ꎮ 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

展中国家ꎬ 是天然的合作伙伴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拉美国家领

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ꎬ 携手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ꎬ 有力促进

了中拉各领域的合作ꎮ 中国在推进软实力外交过程中可在以下三方面加强中

拉合作ꎮ 首先ꎬ 贫困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拉减贫合作已成为

中拉民心相通的重要推动力和中拉合作的新抓手ꎮ 其次ꎬ 重大自然灾害风险

是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ꎮ 中拉正在加强灾害

管理交流合作ꎬ 共同应对灾害风险ꎮ 同时ꎬ 中拉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ꎬ 不

断深化绿色合作ꎬ 体现了谋求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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