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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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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梓菁

内容提要: 日本积极推进其拉美区域战略ꎬ 这是区域间主义中

准区域间主义的具体表现ꎮ 所谓准区域间主义主要是指单一国家行

为体与特定区域内区域组织或区域集团的互动ꎮ 从历史视角看ꎬ 战

后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经历了 “阶段性” 演变ꎬ 直到进入 ２１ 世纪

后ꎬ 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才正式进入加速期ꎬ 活跃于拉美多

个区域性组织ꎮ 新时期ꎬ 日本的拉美区域性战略已经形成稳定的布

局ꎬ 包括为应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区域间关系新变化而加强制度制

衡ꎬ 构建多边与双边关系网络来实现日本参与拉美区域发展的制度

建设ꎬ 通过与拉美区域的议程合作来自下而上影响全球议题偏好ꎬ
最后是弱化拉美区域集体认同ꎬ 以确保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顺利推

进ꎮ 日本强化拉美区域战略有很强的功利性ꎬ 其将准区域间主义视

为一种战略工具ꎬ 以实现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 宣扬 “印太战

略”、 抢夺拉美区域贸易规则制定权ꎬ 获得拉美国家对日本 “入
常” 的支持等ꎮ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推进值得学界持续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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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　

　 　 ２０１２ 年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以来ꎬ 日本将拉美作为区域整体ꎬ 不断

推进和完善其拉美区域战略ꎬ 提出诸多区域战略构想ꎬ 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 日本外长林芳正访问墨西哥、 厄瓜多尔、 巴西和阿根廷并发表

演说ꎬ 提出要扩大 “团结网”ꎬ 即 “加强法治的网” “守护地球的网” “共同

成长的网”①ꎬ 标志着岸田政府正式提出其对拉美区域战略ꎮ 现阶段ꎬ 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将发展与南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列为重点ꎬ 开展

“全球南方” 外交攻势ꎬ 而强化对拉美的区域战略正是该战略的重要一环ꎮ 新

时期ꎬ 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也在不断深化ꎬ 特别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十年以来ꎬ 拉美地区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 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ꎬ 双方在

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与投资等多个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就ꎮ 其中ꎬ 在机制建

设方面ꎬ 中国牵头搭建了中国—拉共体论坛ꎬ 为中拉双方推进整体合作提供

平台机制ꎬ 是 “南南合作” 的典范ꎮ 对此ꎬ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也有应对新

兴发展中国家区域间关系新发展的基本意图ꎮ
因此ꎬ 本文将首先阐述区域间主义理论框架下准区域间主义的概念及类

型ꎬ 并尝试从现实出发ꎬ 提出符合日本拉美区域战略实际的解释框架ꎻ 回顾

和梳理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历史演变ꎬ 为当下的变化奠定历史分析基础ꎻ 然

后从准区域间主义理论视角出发ꎬ 对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拉美区域战略

的新布局进行功能性分析ꎬ 一方面为中国拉美区域战略推进提供借鉴ꎬ 另一

方面探寻日本对拉区域战略推进的意图ꎬ 为中国及时应对做好准备ꎮ

一　 区域间主义框架下的准区域间主义研究

长期以来ꎬ 日本与拉美关系 (简称日拉关系) 是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日拉关系的研究十分丰富ꎬ 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大国博弈的视角出发ꎬ 考察日本对拉美的外交战略演

变②ꎻ 二是聚焦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领域ꎬ 理清日本对拉美援助的

—５２１—

①

②

外務省、 「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講演 「連帯の輪」 を広げる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中南米と共に歩む日本外交―」、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ｓａ / ｂｒ / ｐａｇｅ３＿００３５８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５]

日拉关系研究的外交战略视角ꎬ 参见孙洪波: «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 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

史演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ꎻ 高洪: «略论 ２１ 世纪日本对拉美外交战略变迁»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ꎻ 浅香 幸枝、 「 「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政策」 と中南米日系社会と
の連携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ンアメリカン日系大会の視座から――」、 国際政治、 ２０２２ 巻 ２０７ 号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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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领域与基本特征①ꎻ 三是从经贸关系发展出发ꎬ 研究日本与拉美的经贸关

系②ꎻ 四是从社会问题研究视角出发ꎬ 探寻日本移民在拉美的历史演变及现状

特征ꎮ③ 但从区域间主义出发探寻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历史演变及现状特征

仍为较新的研究视角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新区域主义

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ꎬ 区域间主义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开始诞生ꎮ④ 新区

域主义的特征之一是非西方世界区域一体化获得较大发展ꎬ 发展中世界各个

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大量出现ꎮ 同时ꎬ 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理论衰落ꎬ 区域

研究逐渐走出 “欧洲中心论”⑤ꎮ 在新区域主义潮流中诞生的区域间主义呈现

出以下两点变化ꎮ 一是超越了过去区域间主义必须是两大区域组织间对话的

概念界定ꎮ 新区域主义框架中出现的跨区域主义 ( ｔｒａｎ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成为区

域间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学者们主要关注不同行为体在参与区域间合作中

的多样性存在ꎮ⑥ 二是区域间关系网络的扩张和区域间主义结构的转变ꎮ 虽然

欧盟仍然是这个网络的主要参与者ꎬ 但以欧盟为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ꎬ 如今

的区域间主义是一个具有多中心的关系网络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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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拉关系研究的官方发展援助视角ꎬ 参见屈彩云: «经济政治化: 日本环境援助的战略性推

进、 诉求及效应»ꎬ 载 «日本学刊»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ꎻ 堀江 政彦、 「わが国の対中南米 ＯＤＡ 政策」、 国

際資源 (２７４)ꎬ １５ － １９ꎬ １９９７ － １０ꎻ 松下 冽、 田巻 松雄、 所 康弘、 松本 八重子編著、 「日本の国際

協力 中南米編　 環境保全と貧困克服を目指して」、 ミネルヴァ書房、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等ꎮ
日拉关系研究的经贸视角ꎬ 参见徐世澄: «亚洲与拉美的关系: 回顾和展望»ꎬ 载 «拉丁美洲

研究»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ꎻ 苏振兴: «拉美与东亚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９３ 年

第 ６ 期ꎻ 陈泉: «日本与拉美贸易现状»ꎬ 载 «国际观察» 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ꎻ 江时学: «拉丁美洲同日本

的经济关系»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ꎻ 道下 仁朗、 「日本チリ経済連携協定の成立過

程」、 松山大学論集、 第 ３２ 巻第 １ 号、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等ꎮ
日拉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ꎬ 参见陈梦莉: «从移民输出到侨裔回流: 日本的巴西日裔政策历

史演变和现状评估»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ꎻ 杜娟: «日本人移民巴西初期的历程和特

征»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ꎻ 刘兆华、 祝曙光: «二战前拉美日裔同化与融合的制约因

素———以秘鲁和巴西为例»ꎬ 载 «史学月刊»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ꎻ 上谷 直克、 「第 ８ 回　 新型コロナ禍下の
中南米移民―― 「３つの流れ」 の現況」、 ＩＤＥ スクエア － －コラム 新型コロナと移民、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等ꎮ

郑先武著: «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３ 页ꎮ
肖欢荣著: «地区主义: 理论的历史演进»ꎬ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１７ 页ꎮ
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ｉꎬ “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Ｄｏｌｌａｒ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ꎬ ＣＡꎬ Ｍａｙ １８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２

Ｍａｔｈｅｗ Ｄｏｉｄｇ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７



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　

(一) 区域间主义的概念及类型

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区域间主义的概念存在多种解释ꎬ 且以描述性解释为主ꎬ
而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解释仍在探索之中ꎮ① 比约恩赫特纳 (Ｂｊöｒｎ Ｈｅｔｔｎｅ)
是较早定义区域间主义的学者ꎮ 他认为ꎬ “区域间主义概念保留既有法律认可的实

体或至少准法律实体的区域之间的正式关系ꎬ 区域间主义可以被视为全球化可能

采取的更为规范的形式之一ꎮ” “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民族国家世界中市场主导的

全球化相比ꎬ 它更加根植于领土ꎮ 与传统的多边主义相比ꎬ 它更具有排他性ꎬ 因

为区域组织受到地理邻近原则的限制ꎮ”② 郑先武认为ꎬ “区域间主义是来自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特定国际区域或次区域的各种行为体 (包括国家和非国家) 推动区

域间制度化合作的各种思想、 观念、 计划及其实践进程”③ꎮ 国内外学者对区域

间主义的概念解释各有侧重ꎬ 进一步拓展了区域间主义的理论空间ꎮ
关于区域间主义的类型ꎬ 比较经典的是鲁兰德 (Ｊüｒｇｅｎ Ｒüｌａｎｄ) 的分类ꎬ 他

将区域组织之间的互动分为两种类型ꎬ 一种为 “双边区域间主义” 的互动ꎬ 另一

种是 “跨区域主义” 的互动ꎮ 双边区域间主义是一种低制度化合作ꎬ 例如东盟—
欧盟对话、 东盟—南方共同市场等ꎮ 跨区域主义的成员则更分散ꎬ 可能包括来自

两个以上区域的成员国ꎮ④ 海纳汉吉 (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 将区域间主义分为广义与

狭义两种类型ꎬ 广义区域间关系包括区域组织 /集团与其他区域第三国的对外关

系ꎬ 称之为 “半区域间主义” 或 “准区域间主义”ꎻ 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的国

家、 国家集团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ꎬ 即 “宏区域主义”ꎻ 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间主

义则被视为狭义的区域间关系或 “纯区域间主义”ꎬ 即区域组织 /集团之间的关系ꎮ⑤

虽然关于准区域间主义是否属于区域间主义理论范畴仍存在争议⑥ꎬ 但目

前国际社会中单一行为体通过准区域间主义的方式推进其区域战略已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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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斌、 张晓慧: «东亚区域间主义: 理论与现实»ꎬ 载 «当代亚太»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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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üｒｇｅｎ Ｒüｌａｎｄꎬ “ Ｉｎｔｅｒ －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ｉｎ ＡＮＵ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３５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３ － ４
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ｉꎬ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ꎬ ｉｎ Ｊüｒｇｅｎ

Ｒüｌａｎｄꎬ Ｈｅｉｎｅｒ Ｈäｎｇｇｉꎬ ａｎｄ Ｒａｌｆ Ｒｏｌｏｆｆ ( ｅｄｓ)ꎬ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Ｓｔｏｎ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４０ － ４１

根据经典的区域间主义概念ꎬ 所谓区域间主义只是区域组织 / 集团之间的对话与合作ꎬ 而单一

国家行为体对其他地区的区域间关系构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间主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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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见现象ꎮ 有学者指出ꎬ 纯区域间主义概念界定或理论研究已经不能适应

当下区域间主义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ꎮ① 郑先武也认为ꎬ 汉吉对区域间主义

的概念解释忽视了大国通过准区域间主义开展区域间关系发展与合作的现实

情况ꎮ② 由此可知ꎬ 当前学术界对准区域间主义的理论探讨及现实情况分析仍存

在不足ꎬ 大部分研究仍关注的是纯区域间主义或宏区域主义ꎬ 例如对欧盟与东

盟、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等两大区域组织或集团间的关系研究ꎬ 以及对亚太经

合组织、 北约等宏区域主义的研究ꎬ 而对单一国家的准区域间主义研究并不看

重ꎮ 同时ꎬ 在准区域间主义研究的案例选取中ꎬ 大部分学者只关注最有代表性

和影响力的美国ꎬ 对其他单一国家的区域间关系研究并不重视ꎮ
由此可知ꎬ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是典型的区域间主义类型中的准区域间

主义ꎬ 是单一国家对外开展区域间关系的现实表现ꎮ 从准区域间主义出发ꎬ
研究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ꎮ 首先看日本的国际区

域战略发展ꎬ 其经历了由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的转变ꎮ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

爆发之后ꎬ 日本正式开始重视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ꎬ 但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ꎮ
２００２ 年中国与东盟开启自贸区谈判ꎬ 对日本产生了刺激和推动ꎬ 促使日本政

府采取有进取性的措施ꎮ③ 此外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

高效全球治理的需求更趋强烈ꎬ 而以往承担全球治理重任的多边机制却陷入

困境ꎬ 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谈判停滞不前④ꎬ 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

逐渐向区域主义转变ꎮ 特别是近年来ꎬ 曾是区域合作两大中心的欧洲和北美

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ꎬ 对区域合作的发展潮流造成严重冲击ꎮ 对此ꎬ 在

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ꎬ 日本开始抢占国际区域合作战略的先机ꎬ 在亚太、 欧

盟、 东亚区域三个方向同时取得重大突破ꎬ 这意味着日本逐渐由秩序的被动

接受者向塑造者身份转变ꎬ 日本的国际区域战略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新姿态ꎮ
拉美虽然是发展中国家里最早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地区ꎬ 但由于历史

及国内外因素ꎬ 迄今仍未走上以单一区域组织为核心的一体化道路ꎮ⑤ 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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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准区域间主义理论视角出发ꎬ 重新审视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历史演变及现

状特征ꎬ 对理论的丰富与现实的解读有一定的参考意义ꎮ
(二) 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准区域间主义功能性分析框架

准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研究旨在以既有的区域间主义

“功能—效用” 为理论框架ꎬ 搭建一个适用于分析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合理框

架ꎮ 鲁兰德从国际关系主要学派 (如新现实主义、 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
的观点出发ꎬ 将区域间主义总结为五大功能ꎬ 被学界广泛认可: 一是平衡 /制
衡ꎬ 二是制度建设ꎬ 三是合理化ꎬ 四是议程设定ꎬ 五是集体认同塑造ꎮ① 下面

将在参照鲁兰德区域间主义功能性分析的基础上ꎬ 提出符合日本拉美区域战

略实际的功能性分析框架ꎮ
就区域间主义的类型而言ꎬ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是典型的准区域间主义ꎬ

因此ꎬ 区域间主义的五大功能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其分析ꎮ 其中ꎬ “合理化” 功

能存在一定的争议ꎮ 所谓 “合理化” 是指全球多边论坛必须应对日益复杂和

技术性的政策问题ꎬ 代表拥有不同利益的参与者ꎬ 其可能会导致全球治理失

灵ꎮ 而区域内和跨区域论坛可将全球问题谈判分为一个 “自下而上” 的交错

进程ꎬ 逐步将问题解决ꎬ 最终提升到全球水平ꎮ② 而合理化功能成功发挥效用

意味着区域间合作双方有着较强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ꎬ 能够使得在区域间

对话中通过的议题 “自下而上” 影响到全球多边议题偏好ꎮ 而就日本与拉美

两大行为体而言ꎬ 其影响力并未达到可以影响全球层面的程度ꎬ 因此ꎬ “合理

化” 这一功能在此并不适用ꎮ 结合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现实情况ꎬ 可归纳出

以下四点功能性分析框架ꎮ
第一ꎬ 平衡 /制衡ꎮ 从国际关系的权力范畴来看ꎬ 该功能是一种基于权力

的平衡博弈ꎮ 这种平衡博弈有两种形式ꎬ 一种是基于军事领域区域间合作的

“权力平衡”ꎬ 另一种是制度平衡ꎬ 即通过区域间机制建设或激活现有区域间

论坛的方式来应对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ꎮ③ 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是基于

制度层面的平衡ꎬ 即开展制度性竞争ꎮ 当前ꎬ 除了传统大国美国、 欧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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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美的区域机制搭建外ꎬ 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ꎬ 中国、 印度、
巴西等国家的区域间合作增加ꎬ 它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区域合作关系①ꎬ 特别

是中国与拉美的区域间关系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ꎬ 如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

的中拉合作等ꎮ② 这引起了日本的恐慌ꎬ 其拉美区域战略功能的具体表现为试

图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拉美影响力进行制度制衡ꎮ
第二ꎬ 制度建设ꎮ 区域间主义的 “制度建设” 功能更多是无强制约束力

的 “软制度化”ꎬ 如定期峰会、 部长级和高级官员会议、 企业对话论坛、 非正

式专家会议等ꎮ③ 拉美地区虽然一体化合作进程启动较早ꎬ 但尚未出现一个可

覆盖全域的一体化组织ꎬ 因此ꎬ 日本在拉美的区域战略推进更多是基于区域内

已有次区域合作组织间关系的发展ꎬ 以及域内双边关系机制网络的构建来实现ꎮ
第三ꎬ 议程设置ꎮ 该功能强调ꎬ 如果民族国家或区域集团尝试推进目前在全

球论坛中无法引起共鸣的政策或主题ꎬ 那么区域间机制就会采用议程设置的方式

来实现ꎬ 可游说或反对全球层面的某个问题ꎮ④ 由于日本是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ꎬ
对其他地区的区域战略推进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与目的性ꎬ 其在议题选择或

议程设置过程中势必会选取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相关内容ꎬ 例如推进 “高质量基

础设施建设” 明显带有日本的战略偏好ꎬ 一方面寻求在拉美地区与他国开展竞争ꎬ
另一方面尝试将 “高质量基础设施” 的理念进一步向全球推广ꎮ

第四ꎬ 集体认同塑造ꎮ 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ꎬ 该功能是指区域间对话可

能会激发集体认同ꎬ 区域间行为体互动会凸显 “自我与他者” 间的差异ꎬ 从

而激发各自区域集团的内部团结性与凝聚力ꎮ 但也存在第二种情况ꎬ 即若区

域间关系主体实力高度不对称ꎬ 可能会导致弱势方对强势方的 “反抗”ꎮ 这种

观点类似于 “上对下” 的 “家长式作风”ꎬ 甚至是 “新殖民主义”ꎮ 这可能会

鼓励较弱一方发展自己的一套 “集体符号” 来明确反对另一方ꎮ⑤ 而日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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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区域战略是典型 “北方国家 ＋ 南方区域” 的不对称 “南北关系”ꎬ 在这

种结构下ꎬ 日本在拉美区域的战略推进势必也会引起拉美区域内部的疑虑甚

至反抗ꎮ 因此ꎬ 为应对 “集体认同塑造” 功能中出现的第二种情况ꎬ 即弱势

一方对强势一方的 “反抗”ꎬ 日本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与拉美区域的情

感联系ꎬ 以弱化来自拉美区域本土性的反抗ꎮ

二　 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历史演变

日本同拉美的早期接触可追溯到 ４００ 多年前ꎮ 历史上ꎬ 日本外交使臣支

仓常长曾在 １６１３—１６２０ 年间率领使节团先到墨西哥后又转往欧洲ꎬ 此事件成

为拉美与日本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ꎮ① 明治维新后ꎬ 日本打破了闭关锁国政

策ꎮ １８８８ 年日墨建交后ꎬ 双边人员往来逐年增多ꎬ 墨西哥成为日本移民最早

进入的拉美国家ꎮ② 因此ꎬ 日拉关系发展深远ꎬ 双方在早期就开展了初步的接

触与合作ꎬ 涉及通商贸易和日本移民等领域ꎬ 为日后双边关系的互动提供了

历史背景ꎮ 战后ꎬ 随着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及日拉关系的变迁ꎬ 日本

的拉美区域战略主要经历了 “忽视期” “发展期” 和 “加速期” 三个阶段ꎮ
(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的 “忽视期”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ꎬ 受 １９２９ 年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ꎬ 主要

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拉美经济受到沉重打击ꎮ 对此ꎬ 拉美国家开始反思发展

模式失败的根源ꎮ 在此阶段ꎬ 拉美地区出现了一个区域性组织诞生的小高潮ꎬ
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就ꎮ③ 二战后ꎬ 受美国影响ꎬ 日本与拉美各国逐渐恢复外

交关系ꎬ 但日本主要关注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ꎬ 而非拉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ꎮ
特别是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受拉美债务危机、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并陷入

长期衰退等多重因素影响ꎬ 日拉关系发展进入低谷ꎮ 在此时期ꎬ 与拉美区域

间合作并不是日本对拉关系的重点ꎮ
二战后ꎬ 日本逐渐成为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ꎬ 但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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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８ 页ꎮ
王益明、 龙燕宇: «新功能主义视角下拉美一体化进程探析»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

第 ３ 期ꎬ 第 １８ －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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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的影响ꎬ 日拉贸易也出现了波动ꎮ １９５０ 年ꎬ 拉美对日本的进出口额

分别为 ０ ４７１ 亿美元和 ０ ６７１ 亿美元ꎬ 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较低ꎮ①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日拉贸易额才突破 ３００ 亿美元ꎮ② 受拉美经济危机的冲击ꎬ
１９８２—１９８７ 年间ꎬ 拉美对日本的年度贸易额均低于 １５０ 亿美元ꎮ 直到 １９８８ 年

拉美对日本的贸易额才突破 １９８１ 年的水平ꎬ 达到 １６８ ７１ 亿美元ꎬ 但拉美在日

本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 ４ １％ 和 ３ ２％ ꎮ③ 日本与拉美国家双边

经贸体系的构建也始于这个时期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ꎬ 巴西与日本正式签署了 «日
巴租税条约»ꎬ 为日巴两国的投资、 贸易往来提供法律保障ꎮ④ １９６８ 年 “日本

—墨西哥联合委员会” 和 “日本—巴西联合委员会” 成立ꎬ 标志着日本与拉

美国家定期经济互动机制诞生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ꎬ 日本与墨西哥在东京签署了

«日墨通商协定»ꎬ 两国就关税、 进出口、 汇率等方面相互确保最惠国待遇ꎮ⑤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ꎬ 第三届日本与阿根廷的 “经济联合委员会” 召开ꎬ 两国代表团

就经济贸易现状进行分析ꎮ⑥ １９７９ 年ꎬ 作为民间层面的经济交流机制ꎬ 日本

与智利、 墨西哥等多个拉美国家举行双边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ꎬ 双方派遣多

个经济团体和企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ꎮ⑦

为谋求更好的发展道路ꎬ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拉美诞生了一批地区性

一体化组织ꎬ 但日本与这些组织的关系进展缓慢ꎮ 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成立⑧ꎬ 但直到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日本才成为该区域组织的观察员国ꎮ⑨ １９５１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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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美国、 加拿大及所有拉美国家的美洲国家组织 (ＯＡＳ) 诞生ꎬ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ꎬ 美洲国家组织赋予日本常任观察员的资格ꎮ①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ꎬ 加勒比共同

体 (ＣＡＲＩＣＯＭ) 正式成立②ꎬ 但此时的日本尚未搭建与加勒比共同体的对话

机制ꎮ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ꎬ 拉美一体化协会 (ＡＬＡＤＩ) 成立ꎬ 其旨在实现地区经济

一体化ꎬ 最终建立拉美共同市场ꎮ③ 在此阶段ꎬ 日本与拉美一体化协会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民间层面ꎬ 如 １９９３ 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向协会派遣海外调查

员ꎬ 以加强交流与合作ꎮ④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ꎬ 孔塔多拉集团 (哥伦比亚、 墨西

哥、 委内瑞拉和巴拿马) 和利马集团 (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和秘鲁) 八国

外长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ꎬ 标志着里约集团 (拉美八国集团) 诞生ꎮ⑤

１９８９ 年ꎬ 日本同里约集团建立多层级对话机制ꎬ 如 “日本—里约集团外长级

对话” “日本—里约集团年度对话” 及 “日本—里约高级别经济对话”ꎮ⑥

在这一时期ꎬ 从现实情况来看ꎬ 相对于欧盟ꎬ 拉美区域性组织并没有成

为实质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ꎬ 且拉美国家间关系复杂ꎬ 导致诸多区域性组织

名存实亡ꎻ 从理论视角来看ꎬ 战后非西方世界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主要致力于

克服制约其发展的结构性经济与政治不对称问题ꎬ 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

序ꎮ⑦ 因此ꎬ 非西方世界的区域间主义更具有封闭性ꎬ 未能真正发展对外关系

网络ꎬ 它们的内在发展理念是依附主义理论ꎬ 这意味着他们对国内问题的关

注多于对外事务ꎮ⑧

(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发展期”
冷战结束后ꎬ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潮流ꎬ 拉美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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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重焕生机ꎮ① 然而ꎬ 从 １９９１ 年下半年起ꎬ 随着 “泡沫经济” 的破灭ꎬ
日本经济出现衰退ꎮ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间ꎬ 日本又卷入亚洲金融危机ꎮ 对日本

来说ꎬ 拉美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有所下降ꎬ 但在政治外交层面ꎬ 日本开始

凭借经济交往能力推进大国政治战略目标ꎬ 并开始明确提出对拉美的区域

战略构想ꎮ
在双边经贸关系方面ꎬ 日本依然是拉美重要的贸易伙伴国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ꎬ 拉美经济体的商业环境转好ꎮ 对拉美国家来说ꎬ 日本等亚洲国家

在经济合作领域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日本对拉美出口额为 １０２ ９
亿美元ꎬ 进口额为 ９８ ５１ 美元ꎬ 其中出口额的 ９３％ 是重化工业制品ꎬ 进口额

的 ９６ １％是食品和工业原料等ꎬ 呈现一种典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贸易结构ꎮ② １９９３ 年ꎬ 日本与拉美的贸易总额上升到 ２５３ 亿美元ꎬ 成为拉美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美国)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 １９９７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ꎬ
随着日本国内经济低迷及墨西哥、 巴西等国金融危机的爆发ꎬ 日拉贸易再次

受到冲击ꎬ 呈现出下滑的趋势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期间ꎬ 日拉年均贸易额约 ２５０
亿 ~ ３５０ 亿美元ꎬ 拉美仅占日本对外贸易的 ４％ ꎮ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拉美原有的一体化组织开始调整和重组ꎬ 新的经济一体

化组织纷纷涌现ꎬ 日本也加快了与拉美区域间关系互动的步伐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ꎬ
阿根廷、 巴西、 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ꎬ 旨在实现经济

政治一体化ꎮ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ꎬ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拉美时表示应构建 “日
拉新时代的伙伴关系”ꎬ 还提议搭建日本与南方共同市场的合作对话机制ꎬ 以

参与拉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第一届 “日本—南方共同市场高级

事务级协议会” 召开ꎬ 各方明确了 “开放性一体化” 的基本原则ꎮ④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ꎬ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ＳＩＣＡ) 成立ꎬ 该组织包含中美洲议会、 中美洲经

济一体化银行及中美洲共同市场等超国家组织ꎮ １９９５ 年起ꎬ 日本开始正式实

施与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成员国签署的政策协议ꎬ 即 “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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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慧芝、 曾爱平: «拉美与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比较: 基于历史的考察»ꎬ 载 «拉丁美洲研

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５ 页ꎮ
外務省、 「平成 ３ 年版外交青書」 １９９１ 年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１９９１ / ｈ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１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Ｊａｐａｎ －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ｌａｔｉｎ / ｌａｔｉｎ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経済産業省、 「日本と中南米との経済関係について」、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 ｅｐａ / ｆｉｌｅ / ｊｐｅｐ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ｍｓｕｓａ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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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①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首届日本—加勒比共同体事务级协商会议召开ꎮ 日本对

此评价ꎬ “加勒比诸国与日本具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ꎬ 在国际社会中能够对日

本的立场给予理解和支持ꎮ”②

综上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ꎬ 新

区域主义浪潮下的第二代区域间主义诞生ꎮ 非西方世界的结构性理论开始衰

落ꎬ 呈现出开放性和外向型特征ꎬ 注重全面参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市场ꎬ
防止被边缘化ꎮ③ 因此ꎬ 对于拉美而言ꎬ 积极推动区域性组织的对外关系发展

与互动是现实的利益需求ꎮ 同时ꎬ 由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经济泡沫破裂及亚

洲金融危机的爆发ꎬ 日本自身经济的衰退导致拉美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重

要性下降ꎬ 拉美战略地位有所上升ꎬ 政治外交色彩有所增加ꎮ 同时ꎬ 随着国

际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出现ꎬ 日本逐渐由坚持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ꎬ 对拉

美区域战略的推进迈入加速期ꎮ
(三) ２１ 世纪初期的 “加速期”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拉美地区区域贸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各种区域和次区域

一体化新组织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日本外务省政策报告 «日本的 ＦＴＡ 战略» 出台ꎬ 进

一步阐明了自由贸易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日本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战略意义ꎮ④

在此战略理念的推动下ꎬ 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正式进入加速期ꎮ
２１ 世纪初ꎬ 日本对拉美的双边贸易发展呈一定的下降趋势ꎮ ２０００ 年日本

对拉美出口贸易额为 ２２６５３ 亿日元ꎬ 比上年增加 ２ ２％ ꎻ 进口贸易额为 １１８３３
亿日元ꎬ 比上年增加 ７ ４％ ꎬ 但日本对拉美贸易占日本总贸易额的比重呈下降

趋势ꎮ⑤ 为改善双边经贸关系ꎬ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小泉纯一郎首相时隔 ８ 年再次访

问拉美地区ꎬ 并正式提出了日本对拉美的综合性政策方针 “日本—拉美新伙

伴关系构想”ꎬ 将其作为日本对拉美的中长期方针ꎮ 在日本政府积极主动政策

的推进下ꎬ 日拉经贸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日本与拉美双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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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加国主要为日本与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 ５ 个成员国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尼加

拉瓜、 哥斯达黎加)ꎬ 还有巴拿马、 伯利兹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参加了第三次会议)ꎮ
外務省、 「カリブ共同体 (ＣＡＲＩＣＯＭ: カリコム) 概要」、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ｒｅａ /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ｋｉｋａｎ / ｃａｒｉｃｏｍ / ｇａｉｙｏ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Ｍａｔｈｅｗ Ｄｏｉｄｇ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２
外務省、 「日本のＦＴＡ 戦略」、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ｆｔａ / ｓｅｎｒｙａ

ｋ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日本経済産業省、 「通商白書」 ２００１ 年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ｒｐ ｄａ ｎｄｌ ｇｏ ｊｐ / ｉｎｆｏ: ｎｄｌｊｐ / ｐｉｄ / ９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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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总额达到 ７１０９８ 亿日元ꎬ 是 ２００１ 年的两倍多ꎮ
日本发展与拉美区域间关系的积极性提高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ꎬ 第三届美洲首

脑峰会召开ꎬ 各方表示要在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Ａ) 的

生效ꎮ 日本认为ꎬ 若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ꎬ 一个人口约 ８ 亿、 成员国

ＧＤＰ 总量超过 １１ 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规模自由贸易区将诞生ꎮ 此时ꎬ 拉美多

国出现希望同域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的动向ꎮ 墨西哥、 智利均

已表明要与日本缔结自贸协定的意愿ꎮ①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日本与南方共同市场

第四次高级事务协商会在东京召开ꎬ 双方确立了区域间在经济方面的合作ꎮ②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ꎬ 日本与智利举行首次双边经济会谈ꎬ 并进一步探讨加强两国间

贸易和投资关系ꎮ 同时ꎬ 通过与区域经济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 加勒比共同

体和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定期磋商ꎬ 参加旨在加强东亚与拉美关系的东亚—
拉美合作论坛ꎬ 日本正努力在多领域强化与拉美地区的关系ꎮ③

总之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活跃于拉美多个区域性组织ꎬ 成为多个拉

美区域性合作组织的观察国ꎬ 并且与拉美已有的区域性组织间创建新的交流

机制与平台ꎮ

三　 准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新布局

准区域间主义为日本与拉美的区域间关系发展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框

架ꎮ 在准区域间主义理论框架下思考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ꎬ 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该战略的延续与变化ꎮ 基于上述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准区域主义功

能性分析框架ꎬ 下面对新时期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现状发展进行分析ꎮ
(一) 制度制衡: 应对国际区域间关系的新变化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并不是基于军事同盟关系ꎬ 而是基于竞争性合作的

制度制衡ꎬ 即通过区域间机制的建设或激活来应对区域间关系发展的新变化ꎮ
欧洲、 北美是构建区域间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参与主体ꎬ 特别是美国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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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務省、 「外交青書 　 平成 １４ 年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２００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外務省、 「外交青書 　 平成 １３ 年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０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外務省、 「外交青書 　 平成 １６ 年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２００４ /
ｈａｋｕｓｈｏ / ｈ１６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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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区域视为其势力范围ꎮ 区域间主义对美国并非是一种新事物ꎬ 早在这一概

念出现之前ꎬ 美国就通过建立泛美体系开展了区域间合作的实践①ꎬ 美洲国家

组织就是由美国和拉美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ꎮ 截至目前ꎬ 美洲国家组

织已经举行 ５３ 届年会ꎬ 议题涉及人权、 安全与发展、 气候变化、 抗疫合作、
民主、 粮食安全、 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ꎮ② 该组织成立后的运作无不体现了美

国的战略意志ꎬ 这也是大国开展区域间合作的特征之一ꎮ
然而ꎬ 就经济和政治重要性而言ꎬ 随着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

非等国的崛起ꎬ 全球权力格局呈现新变化ꎮ 这些通常被定义为 “新兴经济体”
或 “崛起大国” 的国家正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框架 (区域间主义)ꎬ
通过这种框架它们可以实现双边、 区域和全球层面互动的愿望ꎮ 区域间的互

动导致了不同区域的国家联合ꎬ 这些国家来自拉美、 非洲、 欧亚大陆和亚洲

等不同地区ꎬ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区域”ꎮ③ 为应对国际社会中区域间关系的

新变化ꎬ 日本被迫做出 “回应”ꎬ 通过制度制衡避免在国际区域间发展的新形

势下被边缘化ꎮ 新兴大国在开展区域间合作中既有主动塑造的特征ꎬ 同时也

表现出较多不强调政治、 军事、 价值观等因素的 “软性特征”ꎬ 中国与拉美区

域间合作正是这种类型的代表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西、
阿根廷、 委内瑞拉、 古巴四国ꎬ 并与拉美国家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ꎮ 双方

共同宣布建立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ꎬ 正式成立中拉

论坛ꎬ 这成为中拉共建美好未来的新起点ꎮ④ 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举行ꎬ 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制定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

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ꎬ 在政治安全、 经济合作、 基础设施合作、
社会人文合作等多个领域达成共识ꎮ⑤

除了欧美国家在拉美的传统区域间合作外ꎬ 新兴国家在国际区域间合作

的拓展使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压力变大ꎮ 由此ꎬ 日本在新时期加大对拉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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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ｎｅ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ｘｗ＿６７３０１９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７＿１０４６３４４７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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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战略的投入ꎬ 通过区域间合作机制的稳固与创新ꎬ 与新兴国家开展制度性

竞争ꎮ
(二) 制度建设: 通过多边与双边关系网络构建提供日拉议事平台

区域间主义功能的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种 “软制度化”ꎬ 即通过举办定期

峰会、 安排部长级和高级官员会议、 企业对话、 非正式专家会议等多层次的

决策机构使其更具有灵活性、 自愿性和非约束性ꎬ 同时也可以为双方提供咨

询与信息交流的场所ꎮ 目前ꎬ 日本在拉美区域的制度建设大致分为多边与双

边两个层面ꎮ
在多边层面ꎬ 首先是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

作” 论坛ꎮ 安倍第二次上台后ꎬ 积极利用已有的平台机制ꎬ 谋求日本国家利

益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第十六届 “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 论坛召开ꎬ 双方表

示 “应继续推动联合国的改革ꎮ 为让联合国安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和实效性

的机构ꎬ 有必要尽快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①ꎮ 实质上ꎬ 这是日本为实现

“入常” 目标积极寻求拉美诸国的支持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第十七届 “日本—中

美洲对话与合作” 论坛召开ꎬ 双方表示 “要依据新的行动计划指针ꎬ 在经济

合作、 社会稳定、 民主化及气候变动的管理等方面加强合作”②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第十八届 “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 会议召开ꎬ 日本首次明确要在

“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 开展与拉美地区的合作ꎮ③ 其次是东亚—拉美合作

论坛ꎮ 论坛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ꎬ 由时任新加坡和智利领导人首倡成立ꎬ 是旨在强

化东亚和拉美交流与合作的地区性论坛ꎮ 该论坛是由亚洲和拉美国家参加的

独特组合ꎬ 其中亚洲国家 １６ 个ꎬ 拉美国家有 ２０ 个ꎬ 日本是唯一的七国集团

成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日本在近年来参加的外长会议中经常夹杂政治议题ꎬ
在第九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外长会议上ꎬ 日本在同亚洲及中南美洲等国与

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谈时ꎬ 均把东海问题、 南海问题、 朝核问题等作为讨论议

题ꎬ 并寻求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支持日本ꎮ④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外務省、 「第 １６ 回日本中米 「対話と協力」 フォーラム　 共同コミュニケ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０９６４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外務省、 「第 １７ 回日本中米 「対話と協力」 フォーラム共同コミュニケ (仮訳)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５５０５９３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外務省、 「第 １８ 回日中米 「対話と協力」 フォーラム共同コミュニケ (日本語仮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５５０５７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外務省、 「鈴木外務副大臣のドミニカ共和国訪問 (結果)」、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ｍ＿ ｃａ＿ ｃ / ｄｏ / ｐａｇｅ３＿００２９５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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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边经贸关系体系构建方面ꎬ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加快自由贸易 /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的签署ꎮ 在拉美地区ꎬ 日本陆续与墨西哥、 智利、 秘鲁签署了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ꎬ 为推动双方在改善投资、 加快贸易自由化方面提供条件ꎮ
２０１２ 年年底安倍上台后ꎬ 日本巩固了与拉美国家已有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基

础ꎬ 积极拉拢拉美国家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协议ꎬ 与墨西

哥的双边经贸合作便是重要的例证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日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

式生效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日本主导下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正式生效ꎬ 墨西哥也是成员国之一ꎮ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 生效后ꎬ 两国对特殊领域相应削减或废除关税ꎬ 在农产品和食品领

域的贸易会获得双向扩大ꎮ 除关税削减外ꎬ 两国的原产地规则也会有所放

松ꎮ① 此外ꎬ 从日墨的双边贸易额来看ꎬ 自 ２００５ 年日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

效后ꎬ 日墨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得到大幅度提升ꎬ ２０１９ 年日墨贸易总额达到

１ ８０１７ 亿日元ꎬ 是 ２００４ 年日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前 (０ ７９６２ 亿日元)
的 ２ ３ 倍以上ꎮ②

概言之ꎬ 日本对拉美的区域间制度建设表现出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基本

特征ꎬ 在重视多边区域合作机制搭建的同时ꎬ 还积极推动构建与拉美域内重

要大国间的双边经贸关系网络ꎮ
(三) 议程设置: 通过区域间议程合作影响全球议题偏好

根据议程设定的功能可知ꎬ 区域间组织可采用议程设置的方式将新议题

引入国际论坛ꎬ 来游说或反对某项议题ꎮ 日本通过在拉美搭建的区域间对话

平台或与域内国家的双边对话机制ꎬ 积极推动多样性议题的设置ꎬ 以求在国

际层面提升影响力ꎮ
一是推动 “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ꎮ 基础设施出

口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支撑ꎮ ２０１５ 年安倍首次明确提出高质量基础

设施伙伴关系战略ꎬ 该战略突出基础设施的 “高质量” 概念ꎬ 与中国在地区

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ꎮ 日本同样在与拉美区域间合作进程中推动 “高质

量基础设施建设” 理念的议程设置ꎬ 以提升该理念的传播范围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日本明确提出了 “日本与拉美连接性强化构想”ꎬ 其中的 “强化经济

—９３１—

①

②

ＪＥＴＲＯ、 「ＴＰＰ１１が発効、 原産地規則の緩和効果も」、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ｂｉｚ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６ｄ９ｅ５３３２ｆｅｅ９５ａｃ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外務省、 「メキシコ合衆国 ( Ｕｎｉｔｅｄ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基礎 デ ー タ」、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ｒｅａ / ｍｅｘｉｃｏ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４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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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性” 是指维护和发展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ꎬ 支援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ꎮ①

日本也注重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对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实质性帮助ꎬ
日本政府认为ꎬ “近年来ꎬ 拉美作为工业生产基地和市场备受瞩目ꎬ 吸引许多

日企进入其市场ꎮ 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看ꎬ 日本也在拉美

积极发展都市圈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例如 ２０１８ 年日本对玻利维亚的

物流改善和国内经济发展给予无偿援助”②ꎮ
二是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议程设置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菅义伟内阁宣布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ꎬ 即到 ２０５０ 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整体减少到零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日本进一步明确了碳中和目标及其阶段减排目标ꎬ 即 ２０３０ 年温

室气体排放比 ２０１３ 年削减 ４６％ ꎬ 并向 ５０％ 的更高目标进行挑战ꎮ③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日本内阁通过了 «基于巴黎协定成长战略的长期战略»④ 并提交联合

国ꎬ 决心在全球气候治理大变局中谋求规则主导权ꎮ 同样ꎬ 日本在与拉美的

准区域间合作中ꎬ 也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设置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 日本外长

林芳正发表演说呼吁扩大 “团结网”ꎬ 其中 “守护地球的网” 是三大团结网

之一ꎬ 即强调 “拉美还面临收入差距较大、 贫困和环境破坏等问题ꎬ 日本打

算继续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密切合作ꎬ 解决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⑤ꎮ 同时ꎬ
在日本与中美洲的对话与合作论坛中ꎬ 日本也多次提及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ꎮ

简言之ꎬ 日本凭借与拉美的区域间合作来推动相关议题议程的设置ꎬ 体

现出本国的核心利益与战略目标ꎬ 具有功利性特征ꎮ
(四) 集体身份认同: 弱化拉美区域对域外国家日本的排斥

在区域间合作主体实力失衡的情况下ꎬ 存在弱势一方 “反抗” 强势一方

的可能ꎬ 弱势一方通过激发出强烈的内在凝聚力与认同感来明确对抗强势一

方ꎮ 为此ꎬ 日本通过政府层面的拉美区域战略构想提出和强化民间情感联系ꎬ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外務省、 「日中南米連結性強化構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ｓａ / ｐａｇｅ２３＿００２９８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 「２０１８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４５３６４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 「日本の排出削減目標」、 ２０２２ 年１０ 月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ｉｃ / ｃｈ /
ｐａｇｅ１ｗ＿０００１２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０２]

外務省、 「パリ協定に基づく成長戦略としての長期戦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１００２８５６０１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０２]

外務省、 「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講演 「連帯の輪」 を広げる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中南米と共に歩む日本外交―」、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ｓａ / ｂｒ / ｐａｇｅ３＿００３５８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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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弱化与拉美区域间关系构建过程中的排他性ꎬ 实现日本拉美区域战略的顺

利推进ꎮ
在政府层面ꎬ 安倍上台后提出了关于拉美区域战略推进的三大构想ꎬ 以

寻求拉美国家的支持与理解ꎮ 一是提出了 “三个共同”ꎮ ２０１４ 年 ７—８ 月ꎬ 安

倍正式提出了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构想ꎬ 包括 “共同发展” “共同主导” “共
同启迪”ꎮ 关于 “共同发展”ꎬ 安倍指出希望拉美能够与正全力向前发展的日

本共同深化经济方面的联系ꎻ 关于 “共同主导”ꎬ 安倍指出 “日本将与包括已

签署经济伙伴关系的墨西哥、 智利、 秘鲁在内的拉美诸国开展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谈判ꎬ 最终希望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构成经济伙伴关系网”ꎬ 并指出双方

“在价值观和理念方面有共通性”ꎻ 关于 “共同启迪”ꎬ 安倍指出 “日本与拉

美已具有 ４００ 多年历史的友好关系ꎮ 为加深拉美日裔社会未来年轻领导人与

日本母国的纽带ꎬ 日拉双方应继续扩大交流活动”①ꎮ 二是提出了 “日拉连接

性构想”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安倍晋三访问阿根廷时正式提出了 “强化日本与拉

美连接性构想”ꎬ 逐步完善了日本对拉美的区域战略ꎮ 该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 (１) “强化经济的连接性”ꎬ 即维护和发展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ꎬ 通过推

动全球价值链和拉美地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来强化与拉美地区的经济

连接性ꎻ (２) “强化价值观的连接性”ꎬ 即维护和发展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ꎬ
加强价值观合作ꎻ (３) “强化智慧的连接性”ꎬ 即日本不仅要促进跨地区的知

识共享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还要面向其他需要支援的国家共享知

识ꎮ② 三是提出了 “三大网络”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 林芳正提出了岸田政府对拉美

区域战略的日本构想ꎬ 强调要从三个方面扩大 “团结网”: (１) 构建 “加强法

治的网”ꎬ 即 “在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ꎬ 维护自由、 民主、 人权等基本

价值”ꎬ 主张拉美国家统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战线ꎬ 共同应对乌克兰危机ꎻ
(２) 构建 “守护地球的网”ꎬ 即 “日本打算继续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密

切合作ꎬ 以解决他们面临的收入差距、 贫困和环境等问题”ꎻ (３) 构建 “共
同成长的网”ꎬ 认为 “在因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因素而日益分裂的国际社

会中ꎬ 实现 ‘共同成长’ 十分重要ꎬ 特别是加强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１４１—

①

②

外務省、 「安倍総理の中南米政策スピーチＪｕｎｔｏｓ!! 日本中南米協力に限りない深化を対中

南米外交三つの指導理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ｓａ / ｂｒ / ｐａｇｅ３＿
０００８７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 「日中南米連結性強化構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ｓａ / ｐａｇｅ２３＿００２９８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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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迫”①ꎮ
在民间层面ꎬ 利用移民拉美的日裔群体的特殊性ꎬ 深化情感联系ꎮ 安倍

第二次上台后ꎬ 通过对拉美地区的访问加强与拉美各国日裔社会的交流ꎬ 深

化感情纽带ꎮ ２０１４ 年安倍在圣保罗访问时ꎬ 表示要 “创造日裔群体可引以为

傲的日本ꎬ 强化日本与拉美日裔社会以及年轻领导人之间的羁绊”ꎮ 为强化与

拉美日裔社会的联系ꎬ 日本政府主要坚持 ２０１４ 年安倍在访问拉美时提出的三

个基本理念: 一是以拉美日裔社会对母国的信赖为基础ꎬ 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日裔社会在拉美地区建立的信赖关系ꎻ 二是强化与未来将在拉美地区发挥影

响力的年轻日裔领导人之间的纽带ꎻ 三是建立可以让日裔感到自豪的日本国

家形象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推动召开了 “有关加

强与拉美社会联系的专家座谈会”ꎬ 会议报告指出 “拉美地区与日本共享自

由、 民主、 人权、 法治和环保等基本价值观ꎮ 拉美地区不仅是日本在国际社

会中的重要伙伴国ꎬ 也是亲日的地区ꎮ 这种亲日情感的根基在于该地区拥有

约超过 ２１０ 万人的世界最大日裔社会”③ꎮ 在此背景下ꎬ 以日裔社会为切入点ꎬ
日本政府不断完善日本与拉美各国的社会性关联ꎮ 其一ꎬ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ＪＩＣＡ) 加强对移民者后代的人才培养ꎮ 为培养可以引领下一代的人才ꎬ 日本

邀请移民子女来日本学习ꎬ 通过在学校和寄宿家庭的学习和生活体验ꎬ 加深

移民子女对日本社会的理解ꎮ 其二ꎬ 日本农林水产省通过圣保罗日本艺术节

等活动宣传日本饮食文化ꎬ 日本外务省邀请在拉美地区长期发挥领导作用的

“下一代日裔领导人” 来日本ꎬ 通过与专家交流意见、 体验日本传统文化、 实

地访问等方式ꎬ 加强日裔领导人对日本的理解ꎮ 其三ꎬ 日本民间企业也会采

取措施支援日裔儿童适应拉美社会ꎮ④

总之ꎬ 从准区域间主义功能性分析框架来看ꎬ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主要

依赖制度制衡、 议程设置、 制度建设与弱化集体认同的排他性四个方面ꎬ 为

全面强化其拉美区域战略提供功能性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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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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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 「ブラジル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講演 「連帯の輪」 を広げる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中南米と共に歩む日本外交―」、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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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外務省、 「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に関する有識者懇談会報告書」、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２５４６５２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 「日本と中南米をつなぐ日系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３４９３９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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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强化拉美区域战略的内在动因

从准区域间主义研究的一般规律可知ꎬ 由某个单一大国推进的区域间合

作势必带有大国主导或主动塑造的基本特征ꎬ 具有一定的功利性ꎬ 或直接将

区域间主义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基本工具ꎮ① 因此ꎬ 日本积极在拉美地区进

行战略布局ꎬ 全面深化对拉美区域战略ꎬ 其背后有着实际的利益需求ꎬ 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 确保粮食、 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ꎬ 资源短缺ꎬ 大部分资源都依赖于进口ꎬ 开展资源外

交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内涵之一ꎮ 拉美是粮食、 能源资源的主要供给地ꎬ
是国际社会资源争夺的舞台ꎮ 因此ꎬ 日本强化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动因之一是

为实现粮食、 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ꎮ
在粮食资源方面ꎬ 拉美地区的农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ꎬ 该地区 ８０％ 以上

处于热带、 亚热带范围ꎬ ２０％ 地区处于温带范围ꎬ 生物资源十分丰富ꎮ 拉美

地区大片土地尚未开发ꎬ 农业发展潜力巨大ꎮ 以智利为例ꎬ 智利是拉美经济

较发达的国家之一ꎬ 矿业、 林业、 渔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四大支柱ꎬ 其农业

产出主要包括小麦、 燕麦、 大麦、 水稻、 玉米、 土豆等资源ꎮ② 为此ꎬ 日本多

次强调拉美地区在确保粮食供给稳定方面的重要性ꎬ 要在推进拉美区域战略

的进程中提高拉美的粮食生产能力ꎮ
在能源资源方面ꎬ 拉美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ꎮ 如阿根廷是拉美主要矿业

国之一ꎬ 该国主要矿产资源有石油、 天然气、 铜、 金、 铀、 铅、 锌、 硼酸盐、
黏土等ꎬ 大部分位于与智利、 玻利维亚交界的安第斯山脉附近ꎮ 阿根廷现已

探明矿产资源蕴藏量包括石油 ３ ９４ 亿立方米ꎬ 天然气 ３３２５ １１ 亿立方米ꎬ 可

开采页岩气 ２２ ７１ 万亿立方米ꎬ 可开采页岩油 ２７０ 亿桶ꎬ 煤炭 ８ ２５ 亿吨ꎬ 铁

矿 ３ 亿吨ꎬ 铀 ７０８０ 吨ꎮ③ 玻利维亚是世界著名矿产品出口国ꎬ 近年来该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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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开拓天然气出口市场ꎬ 并制定了旨在成为南方共同市场能源供应地的战略ꎮ
２０２０ 年玻利维亚外贸总额 １４０ ９５ 亿美元ꎬ 其中出口额 ７０ １５ 亿美元、 进口总

额为 ７０ ８ 亿美元ꎬ 主要贸易对象国为巴西、 中国、 阿根廷、 美国和日本ꎮ①

为此ꎬ 日本强化拉美区域战略的另一个动因是为确保粮食和能源资源的

稳定供给ꎬ 实现国内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ꎮ
(二) 在拉美地区推进以价值观为导向的 “印太战略”
日本不断扩大 “印太战略” 的适用范围ꎬ 以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西方国家

意识形态为切入点ꎬ 积极拉拢拉美诸国加入其中ꎮ
日本提出对拉美地区的战略构想ꎬ 通过加强区域连接性ꎬ 内化印太战略

理念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安倍访问阿根廷之际提出 “日本—拉美连接性强化构

想”ꎬ 而该构想的第一个支柱为 “强化经济的连接性”ꎮ 在安倍看来ꎬ 日本与

拉美地区在共同维护和推进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方面应加强合作ꎮ 同时ꎬ 日

本应积极完善与拉美国家的投资协定等ꎬ 为全球价值链做贡献ꎬ 这也将成为

高质量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ꎮ② 加强 “连接性” 是日本印太战略三大

支柱的核心概念ꎬ 因此安倍提出的 “日本—拉美连接性强化构想” 与日本印太

战略构想的三大支柱有异曲同工之处ꎬ 即积极加强双方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价值观、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维度合作ꎮ

在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中ꎬ 日本明确提出印太战略构想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在第十八届 “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 论坛中ꎬ 日本积极向中美洲一体化体

系的相关代表宣扬印太战略的基本构想ꎬ 强调基于法制的、 自由开放的海洋秩

序ꎮ③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 岸田首相提出 “印太新行动计划”ꎬ 突出了包括拉美在内的

“全球南方” 国家的重要性ꎮ④ 由此可知ꎬ 日本在拉美推进区域战略的进程中ꎬ
会明确提出日本的印太战略ꎬ 把自由民主价值观及基于法制、 规则的海洋秩

序等日本理念对拉美诸国进行渗透ꎬ 以获取拉美地区对日本印太战略的支持ꎮ
总之ꎬ 日本一直强调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性涉及日本的国家核心利益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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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其推出印太战略的动因之一ꎮ 拉美地区在海上交通中占据重要的战略要

冲位置ꎬ 对于日本而言ꎬ 拉拢拉美地区加入印太战略符合其维护海洋秩序稳

定的基本理念ꎮ 此外ꎬ 日本也以加强拉美区域内外的 “连接性” 为切入点ꎬ
全面深化印太战略在拉美地区的发展ꎮ

(三) 抢夺拉美区域的贸易规则制定权

近年来ꎬ 日本的国际区域战略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ꎬ 其积极推动与拉美

地区的区域合作ꎬ 通过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等双边或多边经贸协议构建日本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关系网络ꎬ 突出日本

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ꎬ 抢夺规则制定权的先机ꎮ
日本与墨西哥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正式生效ꎬ 协定具体涉及

多个方面ꎬ 包括 “一般性规则ꎬ 即赋予缔约国最惠国待遇”ꎻ 关于原产地产品的

关税问题ꎬ “双方规定会按照本国列表中制定的相关适用条件ꎬ 对产品关税进行

废除或降低的同时ꎬ 也要根据本国规定的水准不断降低关税”①ꎮ 此外ꎬ 日本与

墨西哥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签署了 «日本与墨西哥关税互助协定»ꎬ 该协定于次年 ７ 月

正式生效ꎮ 日本外务省表示ꎬ “该协定是双方关税当局妥善执行各自的海关法律法

规ꎬ 从实施贸易自由化措施 (关税程序的简化) 和采取有效的边境管理制度的观

点出发ꎬ 为加强包括非法毒品走私的信息交换在内的相互合作而提供法律框架ꎮ”②

日本与智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签署ꎬ 同年 ９ 月正式生

效ꎮ 日本与智利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ꎬ 增加投资机会ꎬ 保

护投资财产及投资活动ꎬ 保护知识产权ꎬ 通过政府调控增加两国民间经济交

流的机会ꎬ 完善两国营商环境ꎬ 设立争端解决机制等ꎮ③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 日本

与秘鲁的租税条约正式生效ꎬ 规定投资目标国不能对没有永久设施的伙伴国

企业征税ꎬ 还对股利、 利息、 使用费的税率限定给予明确规定ꎬ 此外还包括

防止偷税漏税行为的规定ꎬ 即双方税务当局应加强信息交换ꎬ 引入已有的国

际标准等内容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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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 「経済上の連携の強化に関する日本国とメキシコ合衆国との間の説明書」、 平成 １６
年 １０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ｔｒｅａｔｙ / ｐｄｆｓ / ｔｒｅａｔｙ１６１＿１ａ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 「日メキシコ税関相互支援協定の発効」、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ｍ＿ ｃａ＿ ｃ / ｍｘ / ｐａｇｅ２３＿００２５９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経済産業省、 「戦略的な経済上の連携に関する日本国とチリ共和国との間の協」、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ｆｔａ / ｊ＿ ｃｈｉｌｅ / ｐｄｆｓ / ｋｙｏｔｅｉ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 「日ペルー租税条約」、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１００００
８１９８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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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ꎬ 日本通过积极与拉美主要国家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关

税互助协定等ꎬ 构建双边经贸关系网络ꎬ 为灌输日本理念、 凸显贸易规则制

定方面的优势而做铺垫ꎮ 此外ꎬ 墨西哥、 秘鲁、 智利也是日本主导下的 «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国ꎮ 日本通过加强与拉美主要国家在

双边、 多边经贸关系方面的构建ꎬ 为日本抢夺贸易规则制定权、 提升国际影

响力提供有利条件ꎮ
(四) 寻求拉美国家对日本 “入常” 的支持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日本将实现政治大国作为其基本战略目标ꎬ 而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ꎮ 为实现

“入常” 目标ꎬ 日本往往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或区域合作的方

式ꎬ 获取他国的支持ꎮ 同样ꎬ 日本加强拉美区域战略的动因之一是寻求拉美

国家对日本 “入常” 的支持ꎮ
首先ꎬ 日本领导人在发言中裹挟政治议题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时任日本外长

河野太郎在访问巴西时发表演说ꎬ 强调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重要性ꎬ 指

出 “目前ꎬ 安理会并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ꎮ 为有效处理我们在安保领域

关注的议题ꎬ 安理会应朝着可以反映 ２１ 世纪国际社会现实的方向进行改

革”①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岸田首相与巴西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谈ꎬ 双方表示 “今年

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ꎬ 两国将共同主导联合国安理会改革ꎮ”②

其次ꎬ 日本积极利用已有对话或合作机制ꎬ 寻求拉美国家对其 “入常”
的支持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举办的第十八届 “日本—中美洲对话与合作” 论坛上

双方达成共识: “为实现根本的、 综合的、 全面的、 有效且民主的联合国改

革ꎬ 双方继续加强合作十分重要” “为实现更有代表性、 时效性和透明性的行

动目标ꎬ 应快速实现联合国安理会改革”③ꎮ
由此可知ꎬ 日本强化对拉美区域战略的另一个主要动因是为获得拉美国

家的支持ꎬ 为按照日本的意志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实现其 “入常” 战略

目标、 成为政治大国做准备ꎮ

—６４１—

①

②

③

外務省、 「ジャパンハウス サンパウロにおける河野外務大臣の政策スピーチ」、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ｓａ / ｂｒ / ｐａｇｅ４＿００４０６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 「日ブラジル首脳会談」、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ｓａ / ｂｒ / ｐａｇｅ４＿００５８９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外務省、 「第 １８ 回日本中米 「対話と協力」 フォーラムの開催結果」、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ｌａ＿ ｃ / ｍ＿ ｃａ＿ ｃ / ｐａｇｅ２５＿００２０３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２]



区域间主义视角下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　

五　 结语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推进是典型的单一国家行为体对区域关系的表现ꎬ
即区域间主义理论中的准区域间主义ꎮ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推进经历了 “忽
视期” “发展期” “加速期” 三个阶段ꎮ 目前ꎬ 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已形成较

为稳定的布局: 一是制度制衡ꎬ 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大国与拉美的区域间关

系构建开展制度性竞争ꎻ 二是制度建设ꎬ 即通过多边区域间机制搭建及与拉

美域内重点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网络构建ꎬ 形成可提供日本与拉美双方信息

交流与咨询的平台ꎻ 三是议程设置ꎬ 即选取符合日本战略目标与核心利益的

议题ꎬ 将其纳入与拉美区域间合作的议程ꎬ 以趁机在区域层面乃至全球层面

提升日本影响力ꎻ 四是弱化集体身份认同的排他性ꎬ 鉴于日本与拉美的区域

间关系组合是典型的 “北方国家 ＋南方区域” 的结构ꎬ 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ꎬ
为防范来自拉美本土的反抗ꎬ 日本不得不从政府及民间社会层面获得拉美国

家的认可与支持ꎮ 究其原因ꎬ 日本对拉美区域战略的推进背后有着复杂的内

在动因ꎬ 包括直接的资源与能源需求、 印太战略的推进、 对经贸规则制定权

的把握以及对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渴望ꎮ 当前ꎬ 岸田政府针对新兴发展

中国家积极开展 “全球南方” 外交攻势ꎬ 而日本的拉美区域战略正是该外交

攻势的重要表现ꎬ 可预见的是ꎬ 未来日本将进一步注重与拉美的区域间关系

发展ꎮ 对于中国的拉美区域战略推进的启示而言ꎬ 一方面ꎬ 中国应坚持已有

的 “软性特征”ꎬ 即不强调政治、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ꎬ 坚决抵制日本在推进拉

美区域战略时掺杂政治议题与战略目的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也应借鉴日本的有

益经验ꎬ 如在民间社会层面获得拉美国家理解与支持的诸多方式与手段ꎬ 深

度融入拉美社会等ꎬ 从政府和民间社会两个层面深化中国的拉美区域战略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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