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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
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

孙洪波

内容提要: 考察拉美在大国博弈及兴衰更替中的历史角色ꎬ 日

本对拉外交有诸多特殊之处ꎮ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ꎬ ２０ 世

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日拉关系发展的 “黄金期”ꎬ 日本在拉移民、 经

济利益及影响力也随之迅速扩大ꎮ 时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日本仍一

直自视为亚拉跨区域关系的 “引领者”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对拉外

交为谋求全球政治大国地位ꎬ 力争获得拉美国家的政治支持ꎮ 鉴于

长期的日美同盟关系ꎬ 日本对拉外交具有 “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

性” 的鲜明特征ꎮ 这既是战后国际体系、 日美特殊盟友关系、 国

际格局多极化等外部因素塑造的产物ꎬ 也是日本根据不同历史阶段

在拉利益进行对拉外交决策的逻辑反映ꎮ 回顾日本对拉政策历史演

变ꎬ 日本对拉外交的基本轮廓是基于日美战略同盟ꎬ 视拉美为其融

入国际社会的依托力量ꎬ 维护海外资源供应安全的战略来源地ꎬ 扩

大对外出口的重要国际市场ꎬ 倚重对拉产业价值链合作赢得国际竞

争优势ꎬ 以及谋求全球政治大国地位的支持性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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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ꎬ 日本与拉美的关系 (简称 “日拉关系”) 是拉美国际关系研

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ꎮ 回顾战后日拉关系发展史ꎬ 日拉关系有诸多特殊

之处值得关注: 一是大国关系层面ꎬ 考察拉美在大国博弈及兴衰更替中的历

史角色ꎬ 鉴于长期的日美同盟关系ꎬ 日本对拉战略有何特点ꎻ 二是经济外交

层面ꎬ 日本经济实力位居全球前三长达数十年ꎬ 作为 Ｇ７ 和 ＯＥＣＤ 成员国ꎬ 日

本对拉经济外交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互动有何特别之处ꎻ 三是地缘政治层面ꎬ
日本曾自视为亚拉跨区域关系的 “引领者”ꎬ 作为具有独特传统和体制的东方

国家ꎬ 日本是以何种方式融入西半球国际社会的ꎻ 四是社会联系层面ꎬ 日本

对拉移民较早且日裔规模庞大ꎬ 日本是如何利用日裔的社会渠道在拉进行

“软实力” 构建的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亚拉跨区域关系快速发展ꎬ 拉美国际关系多元化趋势使得

日本在拉美的影响力和份量有所下降ꎮ 特别是中拉关系的发展突飞猛进ꎬ 给

日拉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ꎮ 日本为此不断加大对拉外交投入和经营力

度ꎬ 以维护其在拉美的战略及经济利益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国内外学术界再次

重视日拉关系研究ꎬ 且多以中拉关系参照比较ꎮ 截至目前ꎬ 日本、 美国及国

内学界对日拉关系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ꎮ
日本相关研究方面ꎬ 日本外务省、 国际协力机构 (ＪＩＣＡ)、 国际合作银行

(ＪＢＩＣ) 等官方机构发布年度外交蓝皮书或报告ꎬ 重点评估拉美形势演变特

点、 拉美战略重要性以及日本对拉政策及合作进展ꎮ 日本拉美协会 (ＪＡＬＡＣ)
作为民间机构ꎬ 近年来发表了 «中国在拉美崛起格局下对日拉经贸关系再评

估» «ＣＰＴＰＰ: 高风险时代对日拉贸易关系的影响» 等有关日拉经贸关系论

文ꎮ 在国际机构及美国智库相关研究方面ꎬ 美洲开发银行出版了 «日本与拉

美: 构建可持续的跨太平洋关系»① «一体化的良性循环: 日拉关系的过去、
现状及未来»②ꎬ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出版了 «日拉合作与经济关系»③ 等多部

著作或专题报告ꎬ 重点分析日拉贸易、 投资、 援助关系等特征ꎮ 美洲对话组

织发布 «日拉关系进入新阶段»④ «日本与拉美: 在动荡年代中发展关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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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①ꎬ 评析日拉关系的历史特点ꎬ 同时对中拉经贸关系加以比较ꎮ 美洲

对话组织发布的这些报告对日拉关系与中拉关系的比较有失偏颇ꎬ 未能客观

评价中拉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特点及发展潜力ꎮ 在国内研究方面ꎬ 主要侧

重关注日拉经贸关系ꎬ 如研究日本对拉投资及主要特点②ꎬ 日本在亚拉关系中

的角色③ꎬ 日本在拉美的大国博弈及外交战略转型④ꎬ 日本在拉资源安全战

略⑤ꎬ 以及日本对拉文化外交网络⑥ꎮ
总体看ꎬ 学术界对日拉关系研究侧重聚焦在经贸领域ꎬ 尤其日本学者研

究成果较具代表性ꎮ 例如ꎬ 细野昭夫 ( Ａｋｉｏ Ｈｏｓｏｎｏ)、 桑山干夫 ( Ｍｉｋｉｏ
Ｋｕｗａｙａｍａ) 等学者概括总结了日拉经贸合作模式的主要特点⑦ꎮ 上述两位学

者强调ꎬ 日拉经贸关系更加多元、 平衡和全球化ꎬ 日资企业在拉创造就业、
扩大第三方市场出口及参与全球价值链方面成效突出ꎻ 日本对拉投资历史存

量高ꎬ 行业分布较为多元ꎬ 技术转让及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明显⑧ꎻ 日本对拉投

融资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贸易效果ꎬ 日本跨国公司立足拉美市场的同时ꎬ 看重

开拓第三方市场⑨ꎻ 在官方援助方面ꎬ 日本与拉美之间援助—受援的传统关系

目前通过全球治理议题下 “三方合作” 正转变为日本—拉美全球伙伴关系ꎻ
日本同拉美国家签署经济伙伴协定ꎬ 旨在寻求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便利化

及互补性ꎬ 日本可成为拉美非 ＡＰＥＣ (亚太经合组织) 或非 ＣＰＴＰＰ ( «全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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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国参与亚太自贸网络的桥梁①ꎮ
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以战后日本对拉政策为切入点ꎬ 首先梳

理日本对拉外交的历史阶段及政策演变ꎬ 重点聚焦分析安倍政府对拉外交ꎬ
最后系统总结日本对拉政策主要特点及成效得失ꎮ 本文提出日本对拉外交具

有 “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 这一鲜明特征ꎮ 这既是战后国际体系、 日美特

殊盟友关系、 国际格局多极化等外部因素塑造的产物ꎬ 也是日本为回归国际

社会、 保障海外资源供应安全、 谋求全球政治大国地位的历史进程中ꎬ 对拉

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政策逻辑的反映ꎮ

一　 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

据日本官方可考文献记载ꎬ 日拉关系源远流长ꎬ 最早可追溯到 ４００ 多年

前ꎮ 明治维新后ꎬ 日本打破闭关锁国政策ꎬ 开始向阿根廷、 墨西哥、 巴西等

拉美国家有零星移民ꎮ １８８８ 年ꎬ 日本同墨西哥签署友好与通商条约ꎬ 该条约

被日本官方视为同西方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ꎬ 是日本外交史上的标志

性事件ꎮ 在日俄战争中ꎬ 日本战胜俄国ꎬ 确立了日本的大国地位②ꎬ 在这一历

史进程中ꎬ 日本与部分拉美国家已开展了军事往来与合作ꎮ 日本官方认为ꎬ
１８８３—１９０５ 年期间ꎬ 智利、 阿根廷曾分别向日本出售过多艘军舰ꎬ 对日本赢

得甲午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③ꎮ
(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回归国际社会与拓展经济利益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年期间ꎬ 多数拉美国家宣布同日本断交并向日本宣战ꎮ 战后

依托美国的保护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日本逐渐恢复同拉美的外交关系ꎮ 伴随着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ꎬ 日拉国家高层互

访密切ꎬ 日本也逐渐拓展在拉美的资源、 市场等经济利益ꎮ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ꎬ 阿根廷、 巴西等 ２０ 个拉美国家参加了 «旧金山对日和平条

约»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墨西哥紧随英国ꎬ 是第二个批准 «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的

国家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包括秘鲁、 巴西等 ７ 个拉美国家在内的 ３４ 个国家在第七届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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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大会上提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ꎬ 同时 ２０ 个拉美国家均投票支持

这一提案①ꎮ １９５２—１９５９ 年期间ꎬ 日本同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古巴、 尼

加拉瓜等 ２０ 多个拉美国家恢复外交关系ꎬ 签署了贸易、 移民、 文化等领域协

定ꎮ 多数拉美国家在日本战后回归国际社会问题上给予支持ꎬ 历届日本政府

对拉美国家均持友好政治态度ꎮ②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日本对拉外交打开了新局面ꎬ 成为日拉关系发展史

上的 “黄金期”ꎮ 特别是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 日拉高层来往更加频繁ꎮ 随

着日本经济快速崛起ꎬ 日本对拉经济外交不断拓展ꎬ 日资企业进入拉美的纺

织、 能源、 钢铁、 汽车、 电子等领域ꎬ 同时日本还对拉美提供了大量经济援

助ꎮ 这一阶段日拉经贸关系主要有以下特点ꎮ
第一ꎬ 双边贸易保持高速增长ꎮ 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ꎬ 受资源进口及

工业品出口动力驱使ꎬ 这 ２０ 年间日拉贸易额年均增长高达 １５％ ~ ２０％ ꎮ 例

如ꎬ １９５６ 年日本向巴西出口 ５０ 辆火车车厢ꎮ １９７６ 年ꎬ 新日铁等多家日本公

司同巴西签署铁矿石长期供货合同ꎮ 日本同墨西哥、 委内瑞拉开启石油贸易

等能源合作ꎮ 截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日拉贸易额突破 ３００ 亿美元ꎮ③

第二ꎬ 对拉投融资迅速增加ꎮ 日本在拉投融资大项目增多ꎬ 对巴西、 智

利矿业均有大项目投资或贷款ꎬ 旨在获取资源ꎮ 例如ꎬ １９５７ 年ꎬ 日本和巴西

签订合资兴建米纳斯吉拉斯钢铁厂协定ꎻ 阿根廷、 墨西哥等国在钢铁行业发

展上也寻求日本的帮助ꎮ 截至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ꎬ 日本对拉美贷款达 ３００ 多亿美元ꎬ
其中辛迪加贷款 １３０ 多亿美元ꎬ 日本企业参与了秘鲁石油管道、 墨西哥钢铁

行业中的大项目ꎮ④

第三ꎬ 日资企业向拉美 “走出去”ꎮ 依托移民的桥梁作用ꎬ 日本企业进入

巴西时间较早ꎮ １９５５ 年ꎬ 东洋纺织建立巴西分公司ꎮ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年ꎬ 丰田汽

车、 石川重工等日资企业进入巴西市场ꎮ １９６１ 年ꎬ 尼桑公司进入墨西哥ꎮ 雅

马哈摩托、 本田汽车、 索尼电子等日资公司也迅速打开拉美市场ꎮ ｌ９６８ 年ꎬ

—３５—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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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主要财阀集资兴办 “中南美开发公司”ꎬ 主要投资南美的畜牧业和种植

业ꎮ １９７６ 年ꎬ 日本同巴西合资兴建亚马孙炼铝公司ꎮ １９７９ 年ꎬ 日本和墨西哥

合资兴建了生产电机的现代化联合企业ꎮ
第四ꎬ 主动谋划对拉经济援助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巴西发生自然灾害ꎬ

古巴遭受飓风灾害ꎬ 秘鲁、 智利等国发生地震ꎬ 日本均提供了现汇、 物资援

助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日本向拉美提供优惠贷款增多ꎬ 主要援建拉美通信、 交

通等基础设施 (见表 １)ꎮ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ꎬ 同巴西签署技术合作协定ꎬ 这是日本

同外国缔结的第一个技术合作协定ꎮ １９７９ 年ꎬ 日本同巴西联合设立在巴中西

部进行农业开发合作研究的机构ꎬ 成功地将巴西这一地区打造成为全球大豆

重要生产带①ꎮ

表 １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日本对拉美经济援助情况

受援国 主要援助项目

秘鲁

１９７０ 年ꎬ 向秘鲁援助 ２ 万美元现汇及价值 ８ 万美元的粮食用于地震灾害救援ꎬ 民间募
捐 ２０ 万美元
１９７２ 年ꎬ 优惠贷款 １３６ 亿日元ꎬ 援建秘鲁化工厂
１９７８ 年ꎬ 优惠贷款 ３６ 亿日元ꎬ 援建秘鲁通信网络
１９８０ 年ꎬ 优惠贷款 １９０ 亿日元ꎬ 援建秘鲁太平洋沿岸通信 、 港口、 道路及输电网

巴拉圭
１９７２ 年ꎬ 优惠贷款 ３９ 亿日元ꎬ 援建巴拉圭无线电微波设施
１９７５ 年ꎬ 优惠贷款 ２０ 亿日元ꎬ 援助巴拉圭实施国家通信建设计划

哥斯达黎加
１９７３ 年ꎬ 优惠贷款 ４３ 亿日元ꎬ 援建哥斯达黎加太平洋港口
１９７６ 年ꎬ 优惠贷款 ２５ 亿日元ꎬ 援助哥斯达黎加交通运输发展计划

厄瓜多尔
１９７４ 年ꎬ 优惠贷款 ２６ ８ 亿日元ꎬ 援建厄瓜多尔火力发电厂
１９７８ 年ꎬ 无偿援助 ５ 亿日元ꎬ 资助厄瓜多尔渔业训练

萨尔瓦多 １９７４ 年ꎬ 优惠贷款 ５７ 亿日元ꎬ 援建萨尔瓦多国际机场

玻利维亚
１９７５ 年ꎬ 优惠贷款 ３６ ８ 亿日元ꎬ 援助玻利维亚道路改造
１９７８ 年ꎬ 无偿援助 １０ 亿日元ꎬ 援建消化系统疾病研究中心

洪都拉斯 １９７５ 年ꎬ 无偿援助价值 ５６ ５ 万美元的大米

危地马拉 １９７６ 年ꎬ 无偿援助 ２ 万美元现汇和价值 ２ ３ 亿日元的地震救灾物资

智利 １９７９ 年ꎬ 无偿援助价值 ５ 亿日元的渔业调查船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外务省及日本驻拉美国家使馆网站、 «日本和拉丁美洲关系大事记 (１６０９—
１９８３ 年)» (杨启藩编ꎬ 载 «日本问题研究»ꎬ １９８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７ － ３９ 页) 等资料整理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ꎬ 日本外务省召开年度驻拉美使节会议ꎬ 强调日拉关系的重

要性并建议: 开展首脑外交ꎻ 以日本的技术和资本为后盾ꎬ 加强贸易和经济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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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作关系ꎻ 扩大移民规模ꎬ 积极配合和促进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ꎻ 加强

文化、 宣传活动ꎬ 增进拉美人民对日本的了解ꎻ 尽早设置中南美司①ꎮ 随后日

本外务省设立中南美司ꎬ 标志着战后以来日本对拉外交的战略提升ꎬ 同时也

表明日本在拉利益维护的重要性上升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古巴革命成功后ꎬ 日本紧随美国对古实施外交孤立和经

济制裁ꎮ 冷战期间ꎬ 古日分属两大阵营ꎬ 两国关系较为冷淡ꎮ
(二)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经济与政治利益并重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 受拉美爆发债务危机、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并陷入长

期衰退等多重因素影响ꎬ 日拉关系遭遇严重波折ꎬ 经贸合作进入相对低潮期ꎮ
截至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ꎬ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智利等国对日债务累计达 ２８６ 亿

美元②ꎮ 日拉年贸易额由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高峰期急转下跌ꎬ 截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降至 ２００ 亿美元ꎮ
与此同时ꎬ 日本对拉政策开始由重视经济外交转向经济与政治并重的历

史新阶段ꎬ 对拉外交为其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寻求多方支持ꎮ １９８２ 年ꎬ 日本首

相铃木善幸访问巴西和秘鲁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墨西哥ꎮ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ꎬ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墨西哥、 智利、 巴西、 秘鲁和哥斯达黎加ꎬ
并同中美洲国家领导人集体会见ꎮ 日拉双方主要讨论了联合国改革、 世贸组

织、 经济援助、 农业及环保等领域合作ꎬ 并宣布了日拉友谊计划③ꎮ 日本外务

省对此访评价认为ꎬ 拉美国家是构成 ２１ 世纪国际社会的关键部分ꎬ 日本在努

力打造新时代日拉伙伴关系④ꎮ
总体看ꎬ 截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日本官方宣称对拉政策旨在促进拉美

长期稳定ꎬ 助力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拉美生根ꎬ 加大国际合作投入⑤ꎬ 以

“构建 ２１ 世纪牢固、 互惠的日拉新关系”ꎬ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⑥ꎮ

—５５—

①

②

③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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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对拉政策以 “２Ｄ” 为导向ꎮ 日本强调对拉 “２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政策ꎬ 即支持拉美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ꎮ 例如ꎬ 支持中美洲和平重建ꎬ 参

与有关国家的选举监督ꎬ 并增加对中美洲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ꎻ 以官方经

济援助ꎬ 扩大日拉经贸合作空间ꎻ 加强同巴西、 墨西哥等国的经济技术合作ꎬ
重点推动有关环保、 可持续发展和合作ꎻ 支持联合国及美洲国家组织的拉美

政策议程ꎬ 就拉美禁毒议题提供金融及技术合作ꎮ
第二ꎬ 提升政治对话与合作水平ꎮ 日本同主要拉美国家建立了政治磋

商机制ꎬ 格外重视发展同拉美地区组织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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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启动同加勒比共同体对话

机制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同南共市举行首届部长级对话ꎬ 并举办了第一届日本—中

美洲对话与合作论坛ꎮ 此外ꎬ 日本还就拉美事务同美、 英等国建立了磋商

机制ꎮ
第三ꎬ 加强在拉软实力建设ꎮ 日本看重拉美日裔及日拉文化交流对扩大

在拉影响力及对日拉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ꎮ 针对日拉交往史上的重要时间节

点ꎬ 通常都会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日本与巴西联合举办纪念两国

签署友好及通商条约一百周年活动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期间ꎬ 日本同墨西哥、 阿

根廷、 秘鲁、 智利等多国举办了友好交往纪念活动ꎮ 日本还大力推动日拉教

育、 文化及学术机构交流ꎬ 增进双方了解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日拉经贸关系活力有所恢复ꎬ 保

持了对拉投融资及援助力度ꎮ 但随着国内经济低迷以及墨西哥、 巴西爆发金

融危机ꎬ 日拉贸易再次受到严重冲击①ꎮ
其一ꎬ 对拉贸易近乎陷入停滞ꎮ １９８２—１９９２ 年期间ꎬ 拉美占日本对外贸

易份额急剧下降ꎬ 日本对拉出口、 进口占日本出口和进口比重峰值分别由

６ ５％ 、 ５ ２％下降到 ３ ０％ 、 ３ ９％ 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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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ꎮ 日本在拉主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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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包括墨西哥、 巴西、 智利、 阿根廷及巴拿马等国ꎮ 日本对拉主要出口机

械设备、 化工及电子产品等资本货ꎬ 进口矿产、 能源及农产品ꎮ①

其二ꎬ 对拉投融资渐趋多元化ꎮ 日本汽车制造商进一步打开墨西哥、 阿

根廷、 巴西等国汽车产业市场ꎬ 日本企业分别参与了巴西、 委内瑞拉等国的

炼油厂、 通信网络、 炼钢等项目ꎮ 截至 ２０００ 年年底ꎬ 日本官方金融机构对拉

贷款及投资存量约 ５８０ 亿美元ꎬ 投融资项目共 １４８０ 多个②ꎮ 同亚洲相比ꎬ 日

本在拉制造业领域投资不高ꎬ 日本对拉投资额中仅 １５％ 投向制造业ꎬ ３３％ 投

入金融和保险业ꎬ ３２％投入交通领域③ꎮ 日本对拉美和加勒比金融业大量投资

流向开曼群岛、 百慕大、 巴哈马等避税天堂ꎮ
其三ꎬ 保持对拉经济援助投入力度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期间ꎬ 拉美是日本全

球开展国际合作的第二大地区ꎬ 仅次于亚洲ꎬ 其中ꎬ 巴西、 墨西哥是位居全

球前十位的合作伙伴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日本对拉援助 １１ ４１ 亿美元ꎬ 占当年日本对

外援助的 １０ ８％ 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期间ꎬ 日本对中美洲无偿援助、 经济技术合

作及优惠贷款分别为 ４ ２７ 亿美元、 ２ ９２ 亿美元、 ４ ０９ 亿美元ꎬ 其中尼加拉

瓜、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为重点受援国ꎮ④ 日本对拉援助贷款主要集中在农

业、 交通、 能源及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ꎮ
(三) ２１ 世纪头十年: 基于大国政治诉求

２１ 世纪后ꎬ 日本重新认识到拉美对日本经济及外交战略的重要性ꎬ 认为

拉美是日本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关键政治伙伴ꎮ 日本对拉外交战略进行了重新

定位ꎮ 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ꎬ 不断发动对拉外交攻势ꎬ 力争最大限度获

得政治支持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 日本首相森喜朗约见拉美国家驻日本使节ꎬ 强调推动联合

国安理会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ꎮ 事实上ꎬ 拉美国家对日本的 “入常” 政治

诉求反应不一ꎬ 其中不少国家对日做出灵活、 模糊表态ꎮ 如尼加拉瓜明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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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日本的立场诉求ꎬ 而萨尔瓦多、 圭亚那、 圣卢西亚、 秘鲁等国则希望日本

提供更多经济援助或债务减免ꎮ 智利则强调ꎬ 两国均是 ＡＰＥＣ 框架内的重要

角色ꎬ 愿支持日本加强联合国作用的立场ꎮ 墨西哥则强调支持日本在联合国

安理会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ꎬ 但认为安理会改革方案要有更加恰当的方式或

国别组合ꎬ 才具有现实可行性①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墨西哥、 巴西两国ꎬ 这是时隔八

年之后日本首相再次访拉ꎮ 小泉政府提出 “开创以未来为导向的新型日拉伙

伴关系”ꎬ 强调日本对拉政策遵循 “合作” 与 “交流” 两大原则ꎮ 合作方面ꎬ
以激活日拉经贸关系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为支柱ꎻ 交流方面ꎬ 以文化、 教育、
青年、 体育等领域为支柱ꎮ 日本与巴西两国领导人表示ꎬ 相互支持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扩员ꎬ 同时加强两国在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合作②ꎮ 日本与墨西哥两国领导人则强调深化 “新千年跨太平洋战略

伙伴关系”ꎬ 开启全球化新时代日墨关系新视野③ꎮ 日墨两国签署了经济伙伴

关系协议ꎬ 日方支持墨西哥提出的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ꎬ 愿同墨西哥合作

推动中美洲一体化的发展ꎮ
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日本更加强调同拉美国际合作

的重要性ꎬ 主要是聚焦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ꎮ 日本一直认为 ３３ 个拉美国家在

联合国改革及全球治理议题中具有重大影响力ꎬ 是日本谋求 “入常” 的票仓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期间ꎬ 日本外务省强调对拉外交三大支柱: 加强经贸关系、 促

进地区稳定和发展、 加强国际合作ꎻ ２０１２ 年ꎬ 日本外务省对拉外交又增添了

一个新支柱ꎬ 即对拉推广日本价值观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巴西、
墨西哥、 秘鲁及巴拿马时宣称ꎬ 日本将启动对拉美的 “新旅程”ꎬ 强调日本对

拉外交凝汇为两大主要支柱: 创建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ꎻ 强化全球

伙伴关系ꎬ 创建以规则为根基的更加美好的国际社会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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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ꎬ 这一阶段日本外务省定期召开驻拉美国家使节会ꎬ 重点

研讨日本对拉美经济外交问题ꎮ 日本驻拉美使节评估认为ꎬ 拉美是日本重要

的自然资源、 能源及农产品供应方ꎬ 目前需要非常紧迫地采取必要措施激活

日拉经贸合作ꎮ 综合日本驻拉美使节会的讨论ꎬ 日本对拉政策考虑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①ꎮ 第一ꎬ 扩宽日拉政治关系渠道ꎮ 推动日拉领导人对话或举办日

拉领导人峰会ꎬ 加强同拉美在国际组织及拉美地区组织内的合作ꎬ 日本应在

拉美—东亚合作论坛中扮演积极角色ꎮ 第二ꎬ 谋划对拉自贸网络建设ꎮ 重点

发展同太平洋联盟、 南共市、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关系ꎬ 通过跨区域自贸谈

判将更多拉美国家纳入由日本主导或参与的亚太自贸体系ꎮ 第三ꎬ 增加对拉

外交资源投入ꎮ 主动参与拉美国家提出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ꎬ 制定政策扩展

商业机遇ꎬ 以官方援助带动同拉美国家的经济及技术合作ꎮ 第四ꎬ 推广公私

合作模式 (ＰＰＰ)ꎮ 整合日本政府各部门力量的同时ꎬ 动员日本私人部门积极

推动日拉经贸关系ꎬ 以公私合作模式引入更多私人部门力量ꎬ 给日拉经贸关

系注入更多活力ꎮ 例如ꎬ 派遣由公私部门构成的贸易投资代表团访问拉美ꎬ
日本官方及私人部门之间就对拉合作建立高层级论坛ꎬ 定期举办经贸合作学

术研讨会ꎮ

二　 安倍政府对拉美的 “三共同” 政策

２０１４ 年ꎬ 安培访问拉美ꎬ 这是小泉纯一郎 ２００４ 年访拉后时隔 １０ 年日本

首相再次访拉ꎬ 标志着日本对拉政策进入新阶段ꎮ 安倍政府更为看重拉美在

大国博弈中的战略价值ꎬ 寻求拉美国家在联合国改革中对日本的全面支持成

为日本对拉外交战略的优先目标②ꎮ 安倍政府紧密联系 “四国集团” 中的巴

西ꎬ 特别是加大对中美洲、 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外交投入ꎬ 以期获得安理会改

革支持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期间ꎬ 首相安倍晋三七次访问拉美ꎬ 足见日本加大对拉外

交投入的程度ꎬ 特别是更加重视日拉关系国别布局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安倍赴布

宜诺斯艾利斯演讲ꎬ 助阵东京申请主办 ２０２０ 年奥运会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安倍访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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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墨西哥、 哥伦比亚、 智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拉美国家ꎬ 并举办日本

和加勒比共同体首脑峰会ꎬ 宣布要增加对加勒比国家经济援助投入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安倍访问牙买加ꎬ 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该国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安倍参

加联合国大会后访问古巴ꎬ 系日本首相首次访古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安倍赴秘鲁

参加 ＡＰＥＣ 峰会后访问秘鲁和阿根廷ꎮ 这是时隔 ５７ 年后日本首相再次访阿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１２ 月 ４ 日ꎬ 安倍访问乌拉圭、 巴拉圭ꎬ 这是日本首相对

两国的首次访问ꎮ
安倍政府推行 “俯瞰地球仪外交”ꎬ 不断加大对拉外交投入和布局ꎬ 主要

有以下特点ꎮ 一是更加密切同拉美国家的高层往来ꎬ 紧密联系 “四国集团”
中的巴西ꎬ 并强化同墨西哥、 阿根廷等拉美大国的关系ꎮ 二是加大对中美洲、
加勒比地区国家外交投入ꎬ 重点加强能源、 渔业及减灾救灾等领域合作ꎬ 以

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支持ꎻ 免除古巴对日部分债务ꎬ 扩大对古经济援助

及医疗合作ꎮ 三是深化双边经贸合作ꎬ 加强与巴西、 墨西哥等国在汽车、 石

油贸易、 油气勘探、 矿业、 基建等领域的合作ꎮ 四是重视挖掘环太平洋弧拉

美国家的地缘战略价值ꎬ 推动墨西哥、 智利及秘鲁参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议» (ＴＰＰ) 及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谈判ꎬ 并

加强同太平洋联盟的对话与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安倍访问巴西时提出了日本对拉 “三共同” 政策ꎬ 并在

２０１８ 年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时对倡议的内容又做出具

体阐述: 坚决捍卫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ꎬ 实现以扩大经贸合作为核心的 “共
同进步”ꎻ 以维护贸易渠道安全为核心的 “共同领导”ꎻ 以共享科研成果为核

心的 “共同启迪ꎮ”① 安倍政府以 “三共同” 政策倡议重构日拉关系ꎬ 以维护

其在拉美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ꎮ
第一ꎬ 共同进步ꎮ 通过签署贸易协定、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方式扩

大日拉经贸合作规模ꎮ 在贸易协定方面ꎬ 日本从 ２０１２ 年起同哥伦比亚就签署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谈判ꎬ 成为第一个同太平洋联盟成员国达成全面贸易

协定的东亚国家ꎻ 美国退出 ＴＰＰ 后ꎬ 日本继续积极推进协定的多边谈判ꎬ 促

成 ＣＰＴＰＰ 于 ２０１８ 年年底完成谈判并签署协议文本ꎬ 其中包括墨西哥、 秘鲁和

智利三国ꎮ 在融资领域ꎬ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重点为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融资支持ꎬ 日本软银集团设立 ５０ 亿美元对拉科技融资基金ꎻ 日立集团、 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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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等日本私营资本积极参与巴拿马城铁建设等一大批拉美基建项目ꎮ①

第二ꎬ 共同领导ꎮ 日本同拉美各国一起反对单边主义ꎬ 加强国际合作ꎬ
维护自由贸易ꎬ 特别是开放的航海秩序ꎮ 拉美在全球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

值ꎬ 如巴拿马运河和麦哲伦海峡在全球海运通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②ꎮ 日本致

力于维护海上自由、 开放航海通道ꎬ 包括从非洲东海岸到南北美洲西海岸的

航海通道ꎮ 日本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海洋国家ꎬ 日本与拉美国家一道ꎬ
基于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ꎬ 共同维护全球航行自由和开放

的航海秩序ꎮ 日本认为ꎬ 随着中国同周边国家海洋冲突愈演愈烈ꎬ 中国在拉

美的港口建设可能会 “威胁” 到拉美地区的航行自由ꎮ 为此ꎬ 日本希望同美

国一道ꎬ 发展拉美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来维护贸易通道安全ꎮ
第三ꎬ 共同启迪ꎮ 加强日拉科技合作ꎬ 共同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防灾救

灾、 人口老龄化、 环境污染和城市化等难题ꎮ 日本对拉美的科技合作具有开

放性特点ꎬ 其科研成果可同第三国共享ꎮ 例如ꎬ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曾向哥斯

达黎加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ꎬ 帮助其攻克防灾救灾难题ꎬ 而后该项目的科研

成果被成功应用到了萨尔瓦多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中ꎮ
此外ꎬ 安倍政府还提出了日拉互联互通合作倡议ꎬ 核心内容同 “三共同”

倡议类似ꎬ 主要强调日拉互联互通合作的三大支柱: 一是经济互联互通ꎬ 依

托自由、 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ꎬ 推动日拉产业价值链融合和高质量基础设施

建设ꎻ 二是理念互联互通ꎬ 基于全球多边主义规则ꎬ 通过政策对话和磋商实

现双方理念互联互通ꎻ 三是智慧互联互通ꎬ 通过加强创新及科技合作ꎬ 助力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ꎮ③

三　 日本对拉美外交的主要特点

回顾战后日本对拉政策演变ꎬ 日本对拉外交的基本历史轮廓是基于日美

战略同盟ꎬ 视拉美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依托力量ꎬ 维护海外资源供应安全的战

略来源地ꎬ 扩大对外出口的重要国际市场ꎬ 倚重全球产业价值链合作赢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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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竞争优势ꎬ 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伙伴和力量依托ꎮ 具体而言ꎬ 日本对拉外

交主要有以下鲜明特点ꎮ
(一) 基于日美同盟下的战略跟随

日本战后历届政府均强调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日美盟友关系基础之

上ꎮ 战略层面上ꎬ 日本对拉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日美同盟下的对美战略跟

随ꎬ 主要包括美国主导的西方民主秩序、 维护美国在拉战略利益以及融入美

国主导的美洲体系ꎮ
第一ꎬ 以民主价值观强化共同身份认同ꎮ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七国集团

主要成员国ꎬ 意识形态上自视为维护美式西方民主秩序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重

要力量ꎮ 在对拉政策理念上ꎬ 日本同美国与欧盟类似ꎬ 格外强调日本与拉美

国家共享民主基本价值观ꎮ 例如ꎬ 支持拉美的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革ꎬ
强调日拉在民主、 法治、 人权、 市场经济等方面拥有的共同基本价值观ꎬ 认

为这是日拉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ꎮ
第二ꎬ 以美国对拉战略为政策导向ꎮ 受日美同盟关系制约ꎬ 日本对拉

外交紧密跟随美国对拉战略导向ꎮ 尽管日本对拉外交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灵活性ꎬ 但对拉政策的基本框架锁定在日美同盟关系ꎬ 不以损害美国的政

治、 安全及战略利益为前提ꎬ 而是较多配合美国的对拉政策目标或议程ꎮ
譬如ꎬ 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动 ＴＰＰ、 美古关系正常化以及对拉美的禁毒政策

等ꎬ 日本均做出了积极的政策回应和跟进ꎮ 事实上ꎬ 日本对拉政策时刻考

虑到美国因素的影响ꎬ 以日美同盟关系为主轴ꎬ 根据阶段性的国家利益

诉求调整对拉外交或政策ꎬ 但其底线是不触动或挑战美国战略或安全

利益ꎮ
第三ꎬ 融入美国主导的美洲体系ꎮ 日本作为美洲体系的域外参与者ꎬ 在

恪守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ꎬ 对拉政策层面上主要依托并融入美国主导的美

洲体系ꎮ 日本较早成为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国ꎬ 以及美洲开发银行、 加勒比

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成员国ꎬ 上述国际机构均是日本发展对拉关系的重要渠

道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６ 年日本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后ꎬ 又在该银行设立了有关减贫、
融资、 咨询等领域的多项基金ꎬ 以此扩大同拉美的经贸合作并拓展在拉经济

利益ꎮ 在联合国、 美洲国家组织等框架内ꎬ 日本亦积极主动承担西半球的国

际责任ꎬ 借机扩大日本的影响力ꎮ
(二) 日本对拉美外交的相对自主性

日本虽恪守日美同盟关系ꎬ 对拉外交有跟随美国的一面ꎬ 但亦有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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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国家利益诉求ꎬ 如不同历史阶段对传统关系、 回归国际社会、 资源安

全、 海外市场、 全球价值链布局、 谋求 “入常”、 日裔群体以及地缘政治等因

素的综合考量与平衡ꎮ 因此ꎬ 日本对拉外交保持了相当的自主性、 独立性和

灵活度ꎬ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ꎮ
第一ꎬ 为 “入常” 寻求外交支持ꎮ 日本为实现 “入常” 的政治大国抱

负ꎬ 对拉外交已发起多轮攻势ꎬ 极力寻求拉美国家的普遍支持ꎮ 日本紧紧拉

住巴西作为 “入常” 盟友ꎬ 以同巴西、 德国、 印度组成的 “四国集团” 为依

托ꎬ 利用各种时机在联合国内冲刺 “入常”ꎻ 与此同时ꎬ 日本对墨西哥、 阿根

廷等国进行外交平衡ꎬ 并利用长期对中美洲、 加勒比地区的外交经营ꎬ 对中

小国家加以经济援助利诱ꎬ 为其 “入常” 方案积极发声ꎬ 支持其谋求政治大

国地位ꎮ
第二ꎬ 注重多角度布局国别关系ꎮ 国别关系层面ꎬ ２１ 世纪以来日本对

拉外交近乎实现全覆盖ꎬ 既战略性地看重同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等地区

大国的关系ꎬ 又竭力深度经营同中美洲、 加勒比地区小国的关系ꎮ 在地缘

政治层面ꎬ 日本看重太平洋沿岸拉美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价值ꎬ 对墨

西哥、 智利、 秘鲁、 哥伦比亚等国赋予了较多外交权重ꎮ 多边层面上ꎬ 日

本曾在 Ｇ８ ＋ ５ 框架下ꎬ 目前在联合国、 世贸组织、 二十国集团、 ＡＰＥＣ 等多

边框架下ꎬ 同巴西、 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就全球治理议题保持了密切

互动ꎮ
第三ꎬ 善于利用地区组织平台ꎮ 日本善于整体谋划同拉美次区域的关系ꎬ

截至目前ꎬ 日本同太平洋联盟、 南方共同市场、 加勒比共同体、 中美洲一体

化体系、 拉共体 (ＣＥＬＡＣ) 等地区组织建立了对话机制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日本同拉

共体建立了部长级对话机制ꎮ 日本已成为太平洋联盟观察员国ꎬ ２０１８ 年日本

同太平洋联盟举行部长级会议ꎮ 日本同中美洲、 加勒比国家不定期举行首脑

峰会ꎬ 并已建立稳定的部长级交流机制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同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和

加勒比共同体分别举行了 １７ 届、 ５ 届部长级会议①ꎮ 目前ꎬ 日本正同南共市

探讨启动自贸谈判有关议程ꎮ 此外ꎬ 日本还积极同拉美地区金融机构开展融

资合作ꎬ 助力同地区组织的合作 (见表 ２)ꎮ

—３６—

①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ｌａｔｉｎ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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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同拉美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

金融机构 融资合作项目

中美洲经济
一体化银行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签署以日元、 美元双货币计价贷款协议ꎬ 支持日本企业向中
美洲国家出口机械设备
１９６９—２００４ 年ꎬ 共提供 ９ 笔日元贷款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ꎬ 签署绿色贷款协议ꎬ 支持中美洲国家风电、 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签署美元计价绿色贷款协议ꎬ 支持中美洲可再生能源项目

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支持拉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
资以及加强基建经验共享

安第斯开发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签署 ３ 亿美元可持续能源项目贷款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签署有关拉美资源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签署美元计价绿色贷款协议ꎬ 支持拉美可再生能源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为阿根廷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联合融
资支持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国际合作年度报告等有关资料整理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ｂｉｃ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ｎｕ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０]

第四ꎬ 力争成为亚拉关系 “引领者”ꎮ 日本凭借其经济实力ꎬ 一度成为亚

拉关系发展的引领者ꎮ 日本亦曾试图依托 ＡＰＥＣ、 东亚—拉美论坛等多边机制

引领亚拉关系的发展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期间ꎬ 日本特别希望引领东亚与拉美的

合作ꎬ 宣称日本将在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中扮演领导者角色ꎮ 日本官方一直

强调日本在亚拉关系中具有的特殊性ꎬ 会成为拉美最值得信赖和最重要的伙

伴ꎮ 日本格外看重同拉美太平洋联盟的关系ꎬ 认为日本在拉美的太平洋弧有

长远战略利益ꎮ① ２０１８ 年ꎬ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宣称ꎬ 如果拉美与亚洲有更加

牢固的互联互通ꎬ 双方将拥有更多机会ꎬ 日本支持并积极参与亚拉跨区域的

互联互通建设②ꎮ
(三) 对拉经济外交的深度经营

日本看重拉美的自然资源、 劳动力成本、 市场潜力以及同美欧的市场联

系等经济优势ꎬ 对拉经济外交主要依托外务省、 经济产业省、 国际协力机构、
国际合作银行等官方机构以及日本主要大财团等跨国公司的力量ꎬ 日本对拉

—４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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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 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　

经济外交颇具特色ꎮ
第一ꎬ 保障海外资源供应安全ꎮ 日本历届政府均强调拉美自然资源对保

障其资源安全具有长期战略意义ꎬ 早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日本就不断加大

对拉美能矿、 农业等领域合作布局ꎻ 与此同时ꎬ 日本依托在美国、 荷兰等国

的日资跨国公司进入拉美资源开发领域ꎬ 如巴西的深海油气田开发、 智利的

铜产业领域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期间ꎬ 日本以不同渠道对巴西坎波斯盆地油气开

发提供 ５８ 亿美元贷款融资①ꎮ 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参股、 贷款或担保等多种方

式ꎬ 并利用日本跨国公司的市场力量ꎬ 参与拉美能矿、 农业资源开发ꎬ 以获

得长期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 (见表 ３)ꎮ 日本看重对拉美资源产业链的参与并

施加商业杠杆影响ꎬ 如三菱、 三井、 丸红商社等日本大财阀在南美洲与亚洲

的大宗产品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表 ３　 日本官方对拉美资源开发项目投融资情况

国别 融资项目

巴西

２００５ 年ꎬ 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淡水河谷公司签署有关 ５ 亿美元贷款协议
２０１１ 年ꎬ 向巴西深海油气田开发项目贷款 ８ １２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ꎬ 向巴西深海油田开发项目贷款 ６ ７５ 亿美元ꎻ 向巴西 ＡＭＣＥＬ 林业公司贷款 ９ 千
万美元ꎻ 向新日铁等公司贷款 １ ３５ 亿美元ꎬ 收购巴西铌矿 ＣＢＭＭ 公司股份
２０１３ 年ꎬ 向巴西深海油气田开发项目贷款 １１ ７ 亿美元ꎻ 同淡水河谷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
忘录ꎬ 获得铁矿石长期供应合同
２０１４ 年ꎬ 向巴西深海油气田开发项目贷款 １１ ２８ 亿美元ꎻ 向日资企业贷款 ９４００ 万美元ꎬ
支持其收购巴西 ＣＧＧ 农业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ꎬ 向巴西深海油气田开发项目贷款 １１ ２８ 亿美元
２０１８ 年ꎬ 向巴西深海油气田开发项目贷款 ９ ９５ 亿美元

智利

２０１１ 年ꎬ 向智利 ＭＬＣＣ 铜矿公司贷款 １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ꎬ 向智利 ＳＧ － ＳＣＭ 铜矿公司贷款 ７ 亿美元ꎻ 同智利国家铜矿公司签署 ３ ２ 亿美元
长期 “贷款换资源” 协议ꎻ 向住友集团控股的 ＳＣ － ＳＧＦ 公司贷款 ２ １４ 亿美元ꎬ 支持在
智利的铜矿开发项目ꎻ 向智利铜矿公司 ＭＬＣＣ 贷款 ３ ３４ 亿美元ꎻ 向日本企业贷款 ４７ 亿
美元ꎬ 支持收购 Ａｎｇｌ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在智利的矿业资产ꎻ 向智利矿业公司 ＭＥＬ 提供贷款 ６ 亿
美元ꎬ 支持其扩大铜矿产能项目
２０１３ 年ꎬ 向智利矿业公司 Ａｎｔｕｃｏｙａ 贷款 ６ ５ 亿美元ꎻ 向丸红商社贷款 ４ ７９ 亿美元ꎬ 支持
其收购 Ａｎｔｕｃｏｙａ 公司 ３０％的股份
２０１７ 年ꎬ 向智利矿业公司 ＭＥＬ 贷款 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９ 年ꎬ 向智利矿业公司 ＭＬＰ 贷款 ４ ２５ 亿美元ꎻ 向多家日资公司参股的智利矿业公司
ＣＭＴＱＢ 提供贷款 ５ ６ 亿美元

—５６—

①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Ｊｕｎｉｃｈｉｒｏ Ｋｏｉｚｕｍｉ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Ｊａｐａ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ꎬ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ｌａｔｉｎ / ｐｍｖ０４０９ / ａｄｒｅｓ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９]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秘鲁
２０１４ 年ꎬ 向三菱集团贷款 ３ ９ 亿美元ꎬ 支持其收购 ＡＡＱ 在秘鲁的矿业资产
２０１９ 年ꎬ 向三菱集团贷款 ５ 亿美元ꎬ 支持其持股公司 ＡＡＱ 扩大铜矿产能

委内瑞拉 ２０１１ 年ꎬ 签署期限 １５ 年的贷款换石油协议

墨西哥 ２０１８ 年ꎬ 向 ＤＯＷＡ 金属矿产公司贷款 ２ ２３ 亿美元ꎬ 支持其开发锌、 银等矿产资源

哥伦比亚
２０１２ 年ꎬ 向伊藤忠集团的 ＩＣＡ 煤炭子公司贷款 ８ ８５ 亿美元ꎬ 支持其收购哥伦比亚煤矿资
产项目

玻利维亚
２０１０ 年ꎬ 向玻利维亚 Ｓａｎ Ｃｒｉｓｔóｂａｌ 矿业公司提供 ２ ５３ 亿美元贷款
２０１３ 年ꎬ 向三菱集团子公司 ＭＳＣ 贷款 ３ 亿美元ꎬ 支持其扩大锌、 铅开发产能

注: 投融资金额为不完全统计数据ꎮ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网站新闻报道资料整理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ｂｉｃ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ｌａｔｉｎ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１]

第二ꎬ 立足亚太战略视野谋划经贸合作机制ꎮ 日本推动同拉美经贸合作

机制化取得重要进展ꎬ 从日墨经贸协定到 ＡＰＥＣ 框架再到 ＣＰＴＰＰ 均有斩获ꎮ
双边层面ꎬ 日本同墨西哥于 ２００５ 年签署了双边经济伙伴协定 (ＥＰＡ) 之后ꎬ
又同智利 (２００７ 年)、 秘鲁 (２０１２ 年) 签署了 ＥＰＡꎬ 目前日本有意同巴西、
哥伦比亚等谈判签署 ＥＰＡꎮ 日本着眼未来ꎬ 一旦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加入太

平洋联盟ꎬ 日本可依托太平洋联盟同两国达成 ＥＰＡꎮ① 美国退出 ＴＰＰ 后ꎬ 日本

凭借其经济体量ꎬ 成为推动 ＣＰＴＰＰ 谈判的 “领导者” 角色ꎬ 拉拢墨西哥、 秘

鲁、 智利继续参与谈判并落实了协议生效ꎮ 日本有意推动哥伦比亚、 哥斯达

黎加等更多太平洋弧拉美国家加入 ＡＰＥＣꎮ 日本很有兴趣推动同拉美的非

ＡＰＥＣ 和非 ＣＰＴＰＰ 成员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ꎬ 目前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有

意参加 ＣＰＴＰＰꎬ 日本可能推动非 ＡＰＥＣ 的拉美国家参与 ＣＰＴＰＰ 和 «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ꎮ②

第三ꎬ 精细化参与拉美产业价值链ꎮ 日本善于利用拉美国家在地缘经济、
贸易政策上的优势ꎬ 将拉美成功纳入其全球价值链ꎬ 积极开拓域外第三方市

场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日本在拉企业销售额高达 １４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大约 ７５０ 亿美元出

口到美国、 欧盟及中东市场ꎮ 例如ꎬ 丰田公司利用巴拉圭廉价劳动力成本优

势ꎬ 建立汽车零配件生产厂ꎬ 再利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汽车贸易协定ꎬ 将产

品供应其在巴西的整车装配中心ꎬ 最后通过巴西辐射整个中南美洲市场ꎻ 日

—６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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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协力机构积极向墨西哥的日资汽车生产基地提供管理技能和生产工艺

培训ꎬ 促进墨西哥日资汽车产业集群发展ꎬ 并利用北美自贸协定向美国出口

整车ꎮ 日本政府大力扶持日资中小企业参与墨西哥汽车产业价值链ꎬ 助力日

本汽车行业海外布局并提升全球竞争力 (见表 ４)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日本汽车公司在

墨西哥的产量占墨汽车总产量的 ３５％ ꎬ 其中 ８０％出口到美国等第三方市场ꎮ①

表 ４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支持日资企业参与墨西哥汽车产业链的情况

年份 融资支持项目

２０１１ 向新日铁持股的墨西哥 ＴＥＮＩＧＡＬ 公司贷款 ２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同马自达墨西哥公司签署贷款协议ꎻ 向日本 ＭＯＬＩＴＥＣ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贷款 ６３１ 万
美元

２０１４

向 ＨＩＲＵＴＡ ＫＯＧＹＯ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贷款 ３８００ 万美元ꎻ 同尼桑的墨西哥子公司贷
款 ３ 亿美元ꎻ 同日本汽配生产企业 ＳＩＩＸ 签署 ４９０ 万美元贷款协议ꎻ 向日本 ＮＩＳＳＩＮ 公司在
墨西哥的子公司贷款 ２ ３７ 亿比索ꎻ 向日本 Ｈｉｇｕｃｈｉ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贷款 ５３０ 万美
元ꎻ 向日本 ＦＵＪＩ ＰＲＥＳＳ 公司在墨西哥参股公司贷款 ３６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５

向日本Ｍａｔｓｕｏ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贷款１０００ 万美元ꎻ 向日本 Ｋｕｒｏｔａ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
公司签署 ３３０ 万美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ＴＯＨＫＥＮ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签署 ７００ 万美元
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Ｔｅｃｈｎｏ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签署 ２００ 万美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ＨＡＩ
在墨西哥的子公司签署 ２８００ 万美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ＪＴＥＫＴ 在墨西哥的子公司签署
４ ０５ 亿比索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ＳＵＲＴＥＣＨＫＡＲＩＹＡ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ＳＳＭ 签署 ４６０ 万
美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Ｇ － ＴＥＫＴ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Ｇ － ＭＥＸ 签署 ４６０ 万美元贷款协
议ꎻ 向日本 Ｓｈｉｐｐｏ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ＤＭＭ 贷款 １７２ 万美元ꎻ 向日本 ＨＩＲＵＴＡ 公司在
墨西哥的子公司贷款 １１８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６

同日本 Ｓａｎｋｉｎ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ＳＰＴ 签署 ３７５ 万美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ＧＯＨＳＹＵ 公
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ＧＭＸ 签署 ５ ３５ 亿比索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ＧＳ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ＧＳＭＸ 签署６００ 万美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Ｔａｉｃａ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ＨＴＭ 签署８４０ 万美
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ＨＩＣ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ＨＭＸ 签署 ２１０ 万美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Ｎｕｋａｂｅ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签署 ５９０ 万美元贷款协议ꎻ 同日本 ＭＩＮＯ 公司在墨西哥的
子公司 ＭＩＭＸ 签署 ２８００ 万美元贷款协议

２０１７ 同墨西哥 Ａｓｈｉｍｏｒｉ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ＡＩＭ 签署 ２ １３ 亿比索贷款协议

２０１８ 同日本 ＭＯＬＩＴＥ 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ＭＳＭ 签署 １ ０９ 亿比索贷款协议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网站新闻报道资料整理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ｂｉｃ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ｌａｔｉｎ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２]

第四ꎬ 积极参与拉美基础设施ꎮ 日本积极参与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以

及墨西哥提出的普埃布拉—巴拿马计划有关基础设施项目ꎬ 提供 ４６ 亿美元融

资支持ꎮ 日本从亚太经济圈角度看待拉美互联互通建设的未来走向ꎬ 认为参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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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美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拉美南北、 东西方向的互联互通建

设ꎮ①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期间ꎬ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联合日本主要财团同巴西、 墨

西哥、 智利、 巴拿马等国签署多笔贷款协议ꎬ 支持上述国家有关地铁、 电力、
油气管道及通信等领域基建项目ꎮ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支持部分拉美国家发行武

士债券ꎬ 并给予购持或风险担保ꎬ 扩大有关国家基建融资来源 (见表 ５)ꎮ

表 ５　 部分拉美国家发行武士债券情况

国别 武士债券发行 政策目标

墨西哥

哥伦比亚

巴拿马

乌拉圭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 为墨西哥政府发行的 １５００ 亿日元武士
债券提供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为墨西哥政府发行的 １５００ 亿日元武士
债券提供本金及部分利息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购持部分墨西哥政府发行的 ８００ 亿日元
武士债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购持墨西哥政府发行的武士债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为哥伦比亚政府发行的 ２２５ 亿日元武士
债券提供本金及部分利息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为巴拿马发行 ４１５ 亿日元武士债券提供
本金及部分利息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为乌拉圭政府发行 ４００ 亿日元武士债券
提供担保ꎬ 提供本金及部分利息担保

日元在拉美的国际化ꎻ 激活
日本武士债券市场ꎻ 提升日
本国际金融竞争力ꎻ 助力拉
美国家政府融资多元化

注: １ 此表为不完全统计ꎬ 仅限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网站公布信息ꎻ ２ 战略目标为日本提供官

方贷款时的明确声明ꎮ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网站新闻报道资料整理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ｂｉｃ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 ｌａｔｉ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４]

(四) 以官方援助扩大国际影响力

尽管拉美不是日本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ꎬ 但日本却是拉美的主要援助国

之一ꎮ 日本通过援助拓展了在拉美的农业、 矿业及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利益ꎬ
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 减灾救灾等方面同拉美国家加强合作ꎮ 日本对拉援助

主要有以下特点②ꎮ
第一ꎬ 援助偏重政治和社会目标ꎮ 日本以官方援助深化双边关系和经贸

—８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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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ꎬ 目标是促进拉美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革ꎬ 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ꎮ
政治方面ꎬ 日本援助支持一些拉美国家的民主选举ꎬ 积极参与联合国及美洲

国家组织派出的选举观察团ꎬ 同时还资助有关民主化的学术研究、 研讨会及

人力资源培训ꎮ 经济与社会方面ꎬ 日本援助主要包括基础设施、 中小企业发

展、 社会治安等领域ꎮ
第二ꎬ 格外关注新兴治理领域ꎮ 日本在亚马孙雨林保护、 城市空气污染、

水污染及贫民窟治理等方面ꎬ 向巴西、 墨西哥、 秘鲁等国提供了技术合作及

经济援助ꎮ 在应对气候变化、 减灾救灾等方面ꎬ 日本同拉美国家的合作成效

突出ꎮ 日本同美国合作对拉美女性发展给予援助ꎬ 主要集中在教育、 医疗等

领域ꎮ 日本还向美洲国家组织在禁毒方面提供经济援助ꎮ 由于一些拉美国家

从 “受援国” 中毕业ꎬ 日本注重同这些国家开展三方合作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为应对

寨卡疫情ꎬ 日本通过世卫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及儿童基金会、 国际红十

字会对拉美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援助 １００ 万美元①ꎮ
第三ꎬ 主要援助形式转向技术合作ꎮ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ꎬ 日本对拉

官方援助占对外援助的 ８％ ~ １１％ ②ꎮ 从援助形式看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日

本对拉官方援助金额的 ７０％是以官方援助贷款形式ꎬ 技术合作仅占 ２０％ ꎬ 实

物或现金援助所占比重较低ꎮ １９８４—１９９４ 年期间ꎬ 日本对拉援助金额高达 ７１
亿美元③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期间ꎬ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拉美第二大援助国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年期间ꎬ 日本对拉官方援助中优惠贷款占 ３８ ７％ ꎬ 技术合作占

３２ ９％ ꎬ 无偿援助占 ２８ ４％ ④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与拉美的技术合作比较活

跃ꎬ 反映出拉美对技术的需要及吸收能力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

对拉美优惠贷款累计 １６０ 亿美元ꎬ 援助项目 １６８ 个⑤ꎮ
此外ꎬ 日本对拉援助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实施草根阶层援助项目ꎬ 主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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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由拉美非政府组织或地方政府实施的社会项目ꎬ 援助金额一般在 ５ 万 ~ １０
万美元之间ꎬ 重点解决一些民生问题ꎮ

(五) 发挥拉美日裔的文化外交作用

自明治维新时期ꎬ 日本开始实行鼓励性移民政策ꎬ 大批日本侨民融入拉

美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日本再次出现向拉美移民的热潮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

底ꎬ 拉美日裔人口高达 ２１３ 万人ꎬ 占全球日裔的 ６０％ ①ꎮ 日本政府认为ꎬ 拉美

日裔为日本的宝贵人力和社会资产ꎬ 是日拉关系发展的重要人际纽带②ꎮ
日本官方或民间经常组织参加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等国举办的国际文

化节ꎬ 以展示日本风俗、 美食等传统文化ꎮ 针对日本向拉美移民的重要时间

节点ꎬ 日本都会同拉美国家官方或民间机构联合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ꎮ 日本

基金会在墨西哥城和圣保罗市设有办公室ꎬ 主要开展日语教学、 日本文化推

广等活动ꎮ 日本还在圣保罗市设有 “日本之家”ꎬ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设有日本

公园等ꎬ 增加日本文化在拉美的存在感及传播力ꎮ 日本还邀请日拉双方知名

人士ꎬ 创建凝聚日拉友好力量的社会网络ꎬ 如设立 “日本—巴西 ２１ 世纪理事

会”ꎬ 成员主要由两国社会名流组成ꎮ 日本政府还大规模邀请拉美学生、 青年

赴日学习或交流ꎬ 如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期间曾邀请 １０００ 名巴西留学生赴日本

学习ꎮ③

多年来ꎬ 日本外务省定期举办针对拉美日裔的侨务工作会ꎬ 主要探讨如何

发挥日裔的桥梁作用ꎬ 促进日拉经贸、 文化关系ꎬ 旨在扩大日本在拉影响力ꎮ
日本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拉美日裔的社会组织、 社团网络、 日裔年轻领导

人培养以及日资公司与日裔的联系等问题ꎬ 主张对新一代日裔加强日本传统文

化及认同教育ꎬ 希望更好地发挥日裔对日拉关系的推动作用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日本对拉移民有近百年历史ꎬ 历经多代发展ꎬ 年轻日裔同日本的联系在减弱ꎬ
新一代日裔对日本传统文化兴趣下降ꎬ 对母国的认同度有所降低ꎮ

(六) 基于南北关系下的全球治理合作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ꎬ 同拉美国家在全球性议题及相关治理改革中的合作

—０７—

①
②

③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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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互动本质上仍属于南北关系范畴ꎮ 受国际格局变化影响ꎬ 尤其国际金融危

机之后ꎬ 日拉多边互动更为频繁ꎮ 日本发展对拉关系主要是维护本国在全球

治理中的国家利益ꎬ 彰显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以及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形象ꎬ
并主动推广自身发展经验ꎮ

日本与拉美国家均坚持多边主义ꎬ 主张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ꎮ 日本看重同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环保、 应对气候变

化、 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的合作ꎮ 日本与墨西哥在组织举办世界水论坛上保

持了密切合作ꎮ 根据 «京都议定书»ꎬ 日本与墨西哥、 巴西等国在清洁发展机

制框架下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合作ꎮ 日本提出构建循环型经济社会 “３Ｒ”
(Ｒｅｄｕｃｅ、 Ｒｅｕｓ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 倡议ꎬ 得到了拉美国家的普遍支持和响应ꎮ 日本

特别看重同巴西的多边互动ꎬ 两国合作领域也很广泛ꎬ 如可再生能源、 反贫

困、 反恐、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ꎬ 两国还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ꎮ
同时也要看到ꎬ 日本作为七国集团成员ꎬ 与不少拉美国家在联合国改革、

全球经济金融及债务治理中的诸多议题上也存在分歧ꎮ 日本认为ꎬ 不少拉美国

家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ꎬ 目前已大幅削减对拉经济援助ꎮ 日本提出的全球

治理议题相关倡议多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ꎬ 需要拉美国家的政治呼应与支持ꎮ

四　 结论

伴随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ꎬ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拉关系发展的 “黄
金期”ꎬ 日本依托多数拉美国家的支持重返国际社会ꎬ 日本对拉移民、 经济利

益及影响力亦随之迅速扩大ꎮ 时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日本仍一直自视为亚洲

与拉美关系的 “引领者”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对拉外交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ꎬ
希望获得拉美国家的支持ꎮ 纵观不同历史阶段ꎬ 日本对拉外交取得了显著成

效ꎬ 同时也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ꎮ
第一ꎬ 对美战略跟随具有依附性ꎮ 基于日美同盟关系ꎬ 日本对拉外交战

略框架奉行对美战略跟随ꎬ 同时借力美国主导的美洲体系ꎬ 并凭借其经济实

力ꎬ 积极主动承担地区责任ꎬ 加速融入西半球国际社会ꎮ 这为日本战后回归

国际社会、 拓展经济外交、 扩大在拉美的影响力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营造了

相对宽松有利的环境ꎮ 但也要看到ꎬ 日本对美国战略跟随存在明显弊端ꎬ 由

于对美战略跟随的依附性ꎬ 日本对拉政策多受美国对拉政策及美拉关系影响ꎬ
对日本的外交自主性、 灵活性构成了一定制约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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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注重外交深度布局和经营ꎮ 日本善以各种手段长期深度经营同拉

美国家的关系ꎬ 既看重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等拉美大国ꎬ 以及富有地缘战

略价值的太平洋沿岸国家ꎬ 又极力向中美洲及加勒比小国深度渗透ꎮ 日本对

拉外交的国别定位渐趋清晰ꎬ 将巴西视为全球性战略伙伴ꎬ 而墨西哥则是地

区性伙伴ꎬ 阿根廷的地位有所下降ꎮ 日本对中美洲、 加勒比的长期深度经营

主要是为了拓展国际空间、 扩大政治影响力ꎬ 以及在多边问题上为自己拉票ꎬ
并服务其 “入常” 战略目标ꎮ

第三ꎬ 对拉经济外交多手段精细运筹ꎮ 日本实施资源进口来源多元化战

略ꎬ 对拉美资源开发、 国际市场及产业链施加杠杆影响ꎬ 以确保日本资源海

外供应安全及商业利益ꎮ 日本曾援助智利发展三文鱼产业、 援助巴西发展大

豆产业ꎬ 目前上述两国都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ꎮ 日本对拉经济外交

基本上是抱团出海ꎬ 官方与民间、 金融集团与实体企业、 大企业与小企业之

间相互协调、 密切配合ꎬ 具有竞争优势互补、 风险合理分担等特点ꎮ 日资跨

国公司在拉经营时间长、 参股企业较多ꎬ 更多从全球产业价值链角度看待同

拉美合作ꎬ 较为看重三方合作优势ꎮ
第四ꎬ 日本在亚拉跨区域关系中分量明显下降ꎮ 外交传统上ꎬ 日本与拉

美互不为战略重点ꎬ 拉美国家主要看重日本的市场、 技术以及经济援助等利

益ꎮ 由于日本经济实力有所削弱及拉美对亚洲关系更趋多元化ꎬ 日本在亚拉

跨区域关系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ꎮ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对日本的赶超ꎬ 中拉

关系对亚拉跨区域关系的引领更趋突出ꎬ 同时印度以及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

与拉美关系的发展也为亚拉关系注入了更多新活力ꎮ 未来一段时间ꎬ 拉美将

延续向亚太经济圈的战略融入ꎬ 同亚洲新兴经济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
经贸合作也将更为密切ꎮ

第五ꎬ 经济周期因素对日拉关系带来巨大冲击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拉美债

务危机及日本经济泡沫破裂ꎬ 使日拉经贸关系遭受重创ꎬ 日本由此卷入 “巴
黎俱乐部” 的拉美债务谈判ꎮ 日本的商业银行仅次于美国ꎬ 是拉美的第二大

债权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并陷入增长困境ꎬ 日拉关系难以

焕发生机ꎬ 给日拉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冲击ꎮ 但也要看到日本在拉美长期经

营的影响力ꎬ 日本的经济体量、 对拉投资存量及日本跨国公司在拉经营能力ꎬ
仍对日拉经贸关系具有较好的支撑作用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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