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本对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中 的海上防务合作
——以 ２０１ ５ 年版

“

开发合作大纲
”

为例

包霞琴 李文悦
＊

【 内容搛要 】 第二次安倍内

阁 上 台 后 ， 以 政 府 开 发 援 助

（ＯＤＡ）政策调 整为标志 ，
日 本的

东南亚外交呈现加速与其安全战

略相结 合 的 新特点 。 ２０１ ５ 年 ２

月 ， 曰本政府通过的
“

开发合作大

纲
”

为深化 与东南亚 国 家在海洋

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 了合法性依

据 。 在新 ＯＤＡ 大纲 的 原则指导

下 ， 日本以
“

提供海上能力建设援

助 ”

和
“

南海问题
”

为切入点 ， 加强

了与菲律宾 、 越南 等 国的海上 防

务合作 。 在亚太地 区安全格局转

型的背景下 ，突出 ＯＤＡ 的战略性

活 用 ， 其 目 的是增强双方的 防卫

力 董合作 ， 提升 日 本在地 区安全

事务中的影响力 。 日 本对东南亚

ＯＤＡ 政策的安全功能拓展 ， 深刻

反映出 日本的地区战略及其在构

建未来东亚秩序中的角色定位 。

【关键词】 日 本 ＯＤＡ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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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 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二辑

进入 ２ １ 世纪后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发生急剧变化 ，

日本外交呈现顺应形势发展的新特点 。 本文聚焦 日 本对东南亚的政府开

发援助 （ＯＤＡ）外交 ，重点分析新地缘政治经济时代 日本对东南亚 ＯＤＡ外

交中的海上防务合作 。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 日 本政府通过了新的
“

开发合

作大纲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ｅｒ） ，显示出加速与 其地区战略

相配合的特点 ，为 日本政府利用 ＯＤＡ 资金与技术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在经

济 、海洋 、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依据 ，也为 日 本扩大在东南亚地区 的

政治经济影响力提供 了资金保障 ，深刻反映出 日 本的地区战略及其在构

建未来东亚秩序中 的角色定位 。

一

、 ２０１５ 年版
“

开发合作大纲
”

的 内 容与 特点

ＯＤＡ作为战后
“

日本最大的外交手段
”

，在战后 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过

程中影响巨大 。 而 ＯＤＡ大纲是 日本 Ｃ？Ａ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集中体现了 日

本政治 、经济 、外交意图乃至国家发展战略 。 冷战结束后至今 ， 日本共发布了

三部ＯＤＡ大纲① ，反映了不同时期 日本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与特点 。

影响 日本 ＯＤＡ大纲修订的因素既有客观环境的变化 ，又有决策者对

其战略 目标的追求 。 前 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 ２０１４ 年 ＯＤＡ实施 ６０ 周

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 了题为
“

变化中 的 日 本 ＯＤＡ
： 为 了世界 和 日本的未

来
”

的演讲 ， 明确表示 ？

．之所以对 ＯＤＡ大纲进行重新修订 ，是 由于国 内外

环境变化下 日本ＯＤＡ 角色的变化 。

？ 日本的 ＯＤＡ进人了重塑阶段 ，更强

调 ＯＤＡ在振兴经济和确保安全上的作用 。

“

此次 ＯＤＡ 大纲的修订是在

其整体国家战略转型背景下进行的 ，具体来说就是对
‘

积极和平主义
’

外

交一安保理念的政策实践 。

”③可以说 ，
２０ １５ 年版 ＯＤＡ 大纲是在安倍内 阁

①三部 ＯＤＡ 大纲分别为 １９ ９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发表的
“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
”

和 ２０１ ５ 年发

表的
“

开发合作大纲
”

。

② 「岸 田外務大臣 ＯＤＡ政策 千進化ｔ ＾＆ ＯＤＡ 世界 ｔ 日本Ｗ未来 之灼 （二 」 ，

日 本外務省２０１４年 ３月２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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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箫轲 ：ｒ积极和平主义
”

背景下 日本 ＯＤＡ政策的调整 与影响 》 ，载 《东北亚论坛 》 ，

２０ １６ 年第 ４ 期 ， 第 ３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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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对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 中 的 海上 防务合作

“

积极和平主义
”

理念指导下对
“

全面正常化
”

国家战略的追求 ，是安倍内阁

特色外交 、安保政策的实践 。 同时 日本国 内经济不景气 、相关产业施压以

及国际社会对于对外援助的新要求和 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等都是此

次 ＯＤＡ大纲修订的重要变童 。

（
一

） ２０１５ 年版
“

开发 合作 大纲
”

出 台 的 背景

安倍内 阁于 ２０１ ３ 年 １２ 月 通过的战后首份《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明确

提出 ，要
“

进一步战略性灵活运用 ＯＤＡ ，提高受援国相关机构的能力建设 ，

实现安全保障相关领域 的无缝支援
”

。
？２０１ ３ 年通过的《 日本再兴战略 》也

提出 ，要战略性使用 ＯＤＡ ，

“

以便出 口基础设施并确保资源供应
”

，

“

支援经

济领域的 国际扩展
”

，

“

构筑 良好的 国际环境
”

。
② ２０ １６ 年由 日 本防卫省发

布的《 日本的防务能力建设援助 》更是明确表示 ， 为了应对复杂的安全环

境 ，
日本将利用国 内资源对其他国家的防务能力 建设进行多边和双边援

助的战略 。
③

由此可见 ，在安倍内 阁 的政治理念下 ， ＯＤＡ作为外交手段上升到 战略

高度 ，成为践行
“

积极和平主义
”

， 实现
“

全 面正常化
”

国 家的一种手段 ，

ＯＤＡ 大纲所显现出来的积极外交的政治意图契合了 日本追求
“

全面正常

化
”

国家的战略 目标 。

（二 ） ２０１５ 年版
“

开发合作 大纲
”

的 主要 内 容

ＯＤＡ 大纲的修订工作始于 ２０ １４年 ３ 月 ，在 日本外务省的主导下成立

了 由八位专家学者组成的
“

有识者恳谈会
”

。

“

有识者恳谈会
”

经过四次讨

论和审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向外务省提交 了
“

修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

的报告书
”？

， 即新 ＯＤＡ大纲的基本雏形 。

“

有识者恳谈会
”

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有 ： 第一 ，建议将
“

政府开发援助大

①「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匕ＯＫ 」 ， 首相官邸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第 ２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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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 十二辑

纲
”

改名为
“

开发合作大纲
”

， 以体现支援主体多重性和援助多样化的现实 。

第二 ，有条件地支援军队的救助活动 ，放宽
一

直以来坚持的
“

非军事合作
”

政策 。 报告认为 ，根据发展 中 国家
一些 自然灾害的救助活动多依赖军队

的实际情况 ， 可向救援军队提供用 于
“

非军事 目 的
”

的支援 。 第三 ，细化开

发援助标准 。 由 于发展中 国家情况多样 、要求不一 ，建议修改一直以来所

采用的根据人均所得判断援助的标准 ，认为援助标准必须与受援国 的实

际所需相结合 ，以更有效地利用好 日本有限的资金 。

根据
“

有识者恳谈会
”报告而最终制定的新大纲全称为 《开发合作大

纲 ：为和平 、繁荣 ， 以及每个人更好的未来 》 ， 由 理念 、重点政策 、实施三方面

组成 。
①新大纲有三个方面引人注 目 ：

一是和平问题超越繁荣问题 ，成为新大纲 的重点 。 大纲 明确指 出
“

发

展的含义不再是狭义 的经济发展 ， 同时包括和平建设 、政府治理 、促进基

本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等
”

；认为
“

全世界人民都有权利生活在和平之下 ，

日本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

；

“

新时期 ＯＤＡ 的 目

标之一是达成 日本及受援区域内 的
‘

和平安全
”’

。 为此 ， 日 本将采取综合

手段预防冲突 、干预进程 、重建和平 ，这里着重提到要加强发展 中国 家的

能力建设 ，包括执法机构 的能力建设 ， 确保海上安全的能力建设等 。 尤其

引人注目 的是 ，新大纲允许向他国军队提供非军事 目的 的援助 ，这可以说

是 日 本重视和平与安全问题最突 出的表现 。 这一变化表明 日 本的 ＯＤＡ

外交已经外溢到安全防务领域 ，特别强调海上安全尤其是海洋 国家的海

上执法能力建设 、打击恐怖主义与国际组织犯罪 、强化网络安全等内容 。

二是 ＯＤＡ 的对象和 内涵有所扩大 。 作为落实安倍经济学的重要工

具 ，ＯＤＡ从简单扶贫扩大到
“

高质量增长
”

，除了继续重视和加强传统的基

础设施建设 、提出了
“

高品质基础设施建设
”之外 ，还强调 了教育 、职业培

训 、科研创新 、私有部门及制度机构创设等
“

软件
”

合作 ，通过对受援国 的能

力建设来实现受援国髙质量的增长 。

三是为了弥补财政预算的不足 ，在机制上加强与 民间资本的合作 ，促

① 「開発協力大網
一

平和 ，繁栄 人 ？

３
（７）上良 吞未来 之灼

（
二
一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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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本对 东 南亚 ＯＤＡ外 交 中 的海 上防务合 作

进中小企业海外发展 。 同时加强外务省和新 Ｊ ＩＣＡ（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的

主导作用 ，从而保证对外援助的连贯性和效率 ，使对外援助更好地服务于

对外政治和经济战略 。
①

二
、 日 本对 东 南 亚 ＯＤＡ 外交的

新特点 ：
加强 海上 防务合作

２０１ ５年版 ＯＤＡ大纲对 日本的东南亚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 ，最突出的

特点就是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防务合作 ， 以
“

海洋安全
”

和
“

中国 威

胁
”

为抓手 ，将海上防务合作打造成 日本推行东南亚 ＯＤＡ外交的新方向 。

（
一

） 提供 防卫装备 开展
“

巡逻船外交
”

海上防务合作在 ＯＤＡ 外交中的 内容与形式 ，主要表现为 以下两个方

面 。

一方面 ，新 ＯＤＡ 大纲首次允许向他 国军队提供
“

非军事 目 的
”的援

助 ， 因此 ，安倍内 阁
“

巡逻船外交
”

的机制化与长效化 ，成为新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的一大特点 。 此举 旨 在对接 日 本对东南亚的安全外交政策 ， 防止相

关国家在经济与安全上对中 国产生双重依赖 ， 从而牵制 中 国 在地区安全

事务上影响力 的快速提升 。

在新大纲出 台前 ， 《产经新闻 》就多次分析称 ，借新大纲出台 ，可向东南

亚各国提供海上巡逻船 ，从而对在海洋领域
“

扩展势力范围
”

的 中国实施

牵制与遏制 。

？
《朝 日新闻 》发表评论文章 ，直接将安倍 内阁对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中的海上防务合作 ， 即以提供巡逻船 只的方式 ，支持越南 、菲律宾等

低蒈备能力 的南海沿岸 国家 ，应对加强海洋发展的中国 的战略 ，评价为初

见成效的
“

巡逻船外交
”

。
？然而 ，考虑到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尽管

安倍政权的
“

巡逻船外交
”

得以制度化 ，但从长远来看是否能起到
“

牵制 中

①参见 「開発協力大網ＧＯＫ 」
，
日本外務省 ２０１ ５ 年 ２ 月 １ ０ 日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ｍｏｆａ．

ｇｏ
．

ｊ
ｐ／
ｍｏｆａ

ｊ

／ｇａｉｋｏ／ｏｄａ／ ｆ ｉ ｌｅｓ／００００７２７７４ ． ｐｄ
ｆ

，２０ １ ８
－

０３
－ １５

，

② 「ＯＤＡ大網見直 Ｌ安倍 力 Ｖ
—

前 面Ｔ
？

中 国牽制 」 ， ｒ産経新聞 Ｊ
２０１ 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ｓａｎｋｅ ｉ ．ｃｏｍ／ 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ｓ ／ ｎｅｗｓ／ １ ４０６２６／ｐ

ｌ ｔｌ ４０６２６０００ ９－ｎ ｌ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８－０３ － １ ５

。

③ 「白書 （
；：巡視船供 与実 绩外務省 」 ，

ｒ 朝 日 新聞 Ｊ ２０ １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 ，
ｈ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ａｓａｈｉ  ． ｃｏｍ／ ａ ｒｔ
ｉｃ ｌ

ｅｓ／ＤＡ３Ｓ１ ２８５３０００ 

．ｈ ｔｍ ｌ
＊２０１ ８

－０３ －

１５ 〇

１ １ ３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二辑

国的效果
”

依然具有不确定性 。
①另一方面 ，从海上防务合作的对象来看 ，

日本过去主要着眼于东盟整体 ，在多边场合利用 ＯＤＡ政策进行海上防务

领域的装备提供 、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 ，提高东盟各国海上安保机关的执

法能力 。 但新 ＯＤＡ大纲则为 日本深化与东南亚
“

核心 国家
”

的双边防务

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与资金支持 ，形成双边合作与多边交流相辅相成的新

局面 。

菲律宾和越南作为两个 主要的南海争端声索国 ， 在 日 本的新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中属于
“

核心国家
”

，双方在海上防务合作领域从广度和深度上

都有了迅速发展 。 ２０ １６年 ２ 月 ， 日本驻菲律宾大使石川 和秀与菲律宾 国

防部长加斯明签署 《防卫装备转移和技术合作协定 》 ， 这是 日 本首次与东

南亚国家签署此类协定 。

②根据该协定 ， 日 本可以 向菲律宾转移防务装备

和技术 ，规定 日菲两国可以进行联合研究和开发 ， 甚至联合生产防务装

备 ，以实现安全保障和防卫合作强化 。 在此背景下 ，同年 ９ 月 ， 日本和菲律

宾就租借 ５ 架海上 自卫队 ＴＣ－

９０教练机达成协议 。
③这是 日 本首次向他国

租借 自卫队飞机 。
２０１ ７ 年 ３ 月 ，首批两架 ＴＣ－

９０ 教练机抵达菲律宾赫拉

克利奥 ？ 阿拉诺海军基地 ，计划执行
“

海上空 中巡逻 、情报监视与侦察
”

等

任务 ，增强菲律宾在海上安全方面的能力 。
④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日本外相河野太

郎在出席华盛顿 日 美
“

２ ＋２
”

会议记者会时表示 ，未来 三年 日本政府将 以

ＯＤＡ方式向越南和菲律宾提供 １６ 艘巡逻船 ，借以提升这些国家的海上安

保能力 。
？

①「巡視船外交 （Ｃ政権 ；＾本腰中国念頭 ｜
二沿岸 国Ｗ警備後押 Ｕ ， ｒ朝 日新聞 Ｊ２０ １７ 年 ３

月５日 ，
ｈｔ ｔ

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 ｃｏｍ／ａｒ ｔｉｄｅｓ／ＡＳＫ３３５ＴＫＪＫ３３ＵＴＦＫ０１Ｃ ．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
－０３－ １ ５

。

② 「防衛装備品及７技術 移転 丨
二 関卞厶 日 本国政府 ＂ 匕 ＞共和国政府 ｔ ＣＯ間

〇協定 」 ， 日 本外務省２０ １６
年

２月２９日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

ｇｏ
＿

ｊ
ｐ／ｍｏｆ ａ

ｊ
／ｆｉ ｌｅｓ／ ０００１ ５２４８９ ．

ｐｄｆ ，２０ １８
－

０３
－

１ ５ ．

③ 「ＴＣ
－

９０ 等刃 移転 」 ， 日 本外務省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ｍｏｆａ ．

ｇ
ｏ ．

ｊ ｐ／
ｍｏｆａ

ｊ
／ ｓ
＿

ｓａ／ｓｅａ２ ／ｐｈ／ｐ
ａ
ｇｅ

３
＿

００ １７９６ ．ｈ ｔｍｌ
，２０ １８－０３－ １ ５ 〇

④ 「海上自衛隊練習機 ＴＣ－

９０ Ｃ
７Ｔ７

４” 匕＞、〇移転 （
；：〇 ｖ 、Ｔ 」 ， 日本防衛装備庁 ２０ １７

年

３
月２ １日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ｄ ．

ｇｏ
．

ｊ
ｐ／

ａｔ ｌ
ａ
／ｐｉｎｕｐ ／ｐｉｎｕｐ２９０３２１ ．

ｐ
ｄｆ

； 《 日 向菲律宾出租教练机

２ 架
“

到货
”

完成移交 》 ，新华 网 ，
２０ １７ 年 ３月２９日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 ｘ ｉｎｈｕａｎ ｅｔ ． ｃｏｍ／ｗｏｒｋｉ ／２ ０１ ７
－

０３ ／２９／ｃ＿１ ２９５２０２９３ ．ｈ ｔｍ
，２０ １８ －０３－ １５

。

⑤ 《河野太郎 ： 日 本将向 越南和 菲律宾 提供 １６ 艘舰船 》
，环球 网 ，

２０ 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ｈｔ 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 ｉｕ ．ｃｏｍ ／ｅｘｃｌｕｓ ｉｖｅ／ ２０ １７－０８ ／１ １ １４４３３０ ．ｈ ｔｍｌ ，２０１ ８
－

０ ３
－

１５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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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本对东 南亚 ＯＤＡ 外交 中 的海上 防 务合作

（ 二 ） 举行联合 军演 加强 海上合作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防务合作还表现在联合军演 、 相关人员 培

训等方面 。 早在 ２０ １４年 ４ 月 ２ 日 ，两艘 日 本海上 自 卫队驱逐舰
“

白根
”

号

及
“

朝雪
”

号抵达菲律宾军港 ，进行为期 ４ 天 的友好访问 ，并同菲律宾海军

举行联合军演 。
０）２０１４ 年 １ ０ 月 ， 日 本海上 自 卫队以观察员 身份 ，与美 国和

菲律宾海军首次在南海海域举行了联合军演 。 这也是 日本 自卫 队首次参

加菲律宾军队的实战军演 。
＠２０１ ５年 ５ 月 ， 日本海上 自卫队两艘驱逐舰

“

春

雨
”

号和
“

天雾
”

号在马尼拉湾和苏比克湾间海域与菲律宾
“

拉蒙 ？ 阿尔卡

拉斯
”

号巡逻舰举行 了首次两国 间海上联合军演 。 不 同于此前菲律宾海

岸着卫队与 日本海上保安厅 的海警演习 ，此次双方参演兵力均为海军军

舰 ，标志着 日菲军事合作进人了新阶段 。
③同年 ６ 月 ， 日菲再次举行联合训

练 。 虽然名 义上是灾时人道援助及搜救 ，但 日 本海上 自卫队的一架 Ｐ－ ３Ｃ

反潜巡逻机首次抵达菲律宾西部濒临南海 的巴拉望岛 的普林塞萨港 ，而

且菲军人员 也搭乘该巡逻机在巴拉望岛 以西南海的公海上空飞行 。 菲律

宾希望 日本能以 ＯＤＡ 形式对其提供续航距离长 、情报收集能力 优秀 的

Ｐ－

３Ｃ等装备 。

？

日 本与越南之间的海上合作也快速发展 ， ２０１ ６ 年 ４ 月 １ ２ 日 ， 日 本海

上 自卫队护卫舰
“

有明
”

号和
“

瀨户雾
”

号首次停靠于越南军事重镇金兰湾

国际港 。 停靠期间 ， 日本海军护卫舰与越南海军举行了联合操舰训练 。
⑤

曰 本政府有关人士认为
“

这是极具战略性的停靠港 口 的选定 ，
是历史性

的访问
”

。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日 本海上 自 卫队的 扫雷母舰
“

浦贺
”

号与

扫雷艇
“

高岛
”号停靠越南金兰湾国际港进行补给与休整 。 这是海上 自卫

①《美国之音 ： 日 本派两艘军舰赴菲律宾搞联合军演 》 ，参考消息网 ， ２０１ ４ 年 ４ 月 ４ 日 ，

ｈｔｔｐ ： ／ ／ｍｉ ｌ
．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 ｃｏｍ／２０１４ ／０４０４／３７０７９０ ．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

８－０３－１ ５
〇

② 《外媒关注 自卫队首参加美菲军演 称为牵制 中国 》 ， 参考消息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４

日 ， ｈｔ ｔ
ｐ ：

＂ｍｉ ｌ ．ｃａｎｋａｏｘ ｉａｏｘｉ ． ｃｏｍ／２０ １４／ １００４／５ １ ７６２３ ．
ｓｈｔｍｌ

，

③ 《 日 菲今首 次举行海 上联合军亊滇 习
＞ ， 人 民网 ， ２０１ ５ 年 ５ 月 １ ２ 日 ， ｈ？

ｐ
： ／／ｗｏ ｒ ｌｄ．

ｐｅｏｐ ｌｅ ．ｃｏｍ ． ｅｎ／ｎ／２０１ ５／０ ５１ ２／ｃ ｌ ５７２７８
－

２６９８９０１ ８ ．ｈ ｔｍｌ ，２０ １ ８
－

０３
－

１５ 〇

④ 《 日 本 Ｐ３Ｃ抵达菲律宾 菲 希望 日 本提供该飞机 》
，环球网 ， ２０ 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ｈｔ
？

ｔｐ


＂ ／ｍｉ ｌ 

．ｈ ｕａｎｑｉｕ ． ｃｏｍ／ｗｏｒＷ ／２０１ ５
－０６／６７４ ０９５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１ ８

＞

０３
－

１ ５


。

⑤ 《 日 本海 上自卫队两艘护 卫舰首次停靠越南金 兰湾 ＞ ，新华网 ， ２０１ 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ｈｔ ｔｐ ： ／ ／ｎｅ
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６
－

０ ４／ １ ２／ｃ＿ １２８８８６９２３ ． ｈｔｍ ｌ ．２０ １８
－

０３
－

１５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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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二辑

队舰船第二次停靠该港 。
①２０１ 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日本海上 自卫队直升机护卫

舰
“

出云
”

号 以及护卫舰
“

涟
”

号同时与美国海军髙速运输舰
“

Ｆａｌ ｌ Ｒｉｖｅｒ
”

号

停靠在越南中部军事要冲金兰湾国际港 。
②这进一步凸显了 日 本通过与越

南的海上防务合作 ，实现 日美同盟强化与 日本的东南亚外交重构的双重

外交支柱 。

（ 三 ） 防务机构的 制度 化建设 与 人 员 培训

日本迄今为止已经与菲律宾开展 了海洋安全保障领域 的多项合作 。

除了向菲律宾出 口海上巡逻船和开展联合军事演 习之外 ， 还包括帮助菲

律宾海岸警备队重建部队机制 ，并派出教官培训菲律宾警备队员 。 首先 ，

日本在海上力量培养和人员 训练方面与菲律宾进行合作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

曰菲举行外长会谈 。 日本外相岸 田文雄将海洋合作视为 日 菲战略伙伴关

系的重要支柱 ，并承诺
“

除了提供 １０ 艘巡逻船和增强通信系统之外 ， 日本

将与菲律宾在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合作 ，并在人力资源开发方

面加大支持 。

”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 日本派遣 １ 名 防卫省 国际政策课员和 ３ 名海

上 自卫官在菲律宾海军系统训练中心举行有关舰船柴油发动机整备的讲

座 ，并通过与菲律宾海军相关人士的意见交换 ，就舰船的运用能力的重要

性增进共识。
④

总之 ，ＯＤＡ这一成熟的经济外交手段 ，极大地促进了 日本与菲律宾和

越南在髙层互访会谈和安全对话中防务合作共识的达成和具体合作项 目

的高效实施 ，从而推动菲 、越在地区海洋事务上合作能力与合作意愿 的逐

步增强 。 多层次 、制度化 、针对性的海上防务合作 由此成为 日 菲 、
日越间共

同 的地区战略 、利益需求以及安全合作的新内容和新特点 。

①《 自卫队军舰再次停靠金兰湾 ， 日媒 ：警惕中国南海活动 ｈ参考消息网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日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 ｉ
．ｃｏｍ／ｍｉｌ／２０ １６０５３０ ／１ １７ ５６６４ ．ｓｈｔｍｌ

，
２０ １８

－

０３
－

１５ 。

② 《 日 美舰艇首次同时停靠金兰湾 ，
日媒称美 日 展现团结牵制中国》 ，参考消息网 ，

２０ １７

年
５

月２２日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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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ｈ ｔｍｌ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 ５
。

③ 「 日
＊

７ ４” 匕 ＞外相会談 （概要 ） 」 ， 日本外務省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ｍｏｆａ ．

ｇ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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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〇

④ 「平成 ２８ 年度 Ｕ 匕＞ ｛
二妇 丨 于苍能力構築支援事業 （艏船 七儿 ？ 工 ＞ 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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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对东南 亚 ＯＤＡ外交 中 的 海上防务合作

三 、 日 本对 东 南亚 ＯＤＡ 外交
“

安全化
”

的动 因

近年来 ，东南亚地区海洋权益争端加剧 ， 亚太地区力量格局与安全态

势发生重大变化 。 在此背景下 ， 日 本与东南亚 国家调整 内外战略 ，加大了

在海洋安全事务上的相互倚重 。 安倍内 阁对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的
“

安全

化
”

趋势也是基于 日本内政外交重大调整的必然结果 。

（

一

）

“

积极和平主义
”

理念 与 国 家安全保 障战略的 转型
“

积极和平主义
”

被安倍 内 阁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 ，

意指要将战后以来的
“

热爱和平
”

、

“

支持和平
”

转变为
“

缔造和平
”

，标志着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 巨大转变 。 安倍内 阁对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 的
“

安全

化
”

趋势 ，正是
“

积极和平主义
”

理念在东南亚地区的具体体现 ，与指导 日 本

外交与防务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一系列调整与细化密切相关 。

安倍上台执政后 ，加快了摆脱
“

战后体制
”的步伐 ， 目标是

“

夺回强大的

日本
”

，重新 回归政治大国 的行列 。 而防卫力量的提升则是实现其政治大

国战略 目标 的重要手段 ，也有助于 日 本在东亚安全秩序重构 中获得主动

权和主导权 。 为 了实现这一 目标 ， 安倍内 阁除了积极谋求重整军备外 ，还

积极推动 日 本防卫政策在战略定位 、实施重点与落实方式等方面的转型 。

一方面 ， 日 本政府于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通过 了被称为
“

安保三支箭
”

的《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 》 、新版《 防卫计划大纲 》和 《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 》 ，为 日 本

今后的防卫力量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 其中 ，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解禁

集体 自卫权为前提 ，提出增加 自 卫队海外派遣的
“

积极和平主义
”

；后两个

文件则对 日本今后防卫力量的发展进行了具体规划 。 东南亚国家是 日 本

地区防务合作的重点实施地区 ， 日本
“

将以持续 ４０ 年以上的传统伙伴关系

为基础 ，与东盟深化 、发展政治和安全合作
”

。
①而在实施的重点领域方面 ，

特别指 出
“

海洋安全
”

的重要性 ，

“

追求开放与稳定的海洋环境
”

被作为 日 本

① 「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 日 本外務省 ，
２ ０１ ３ 年 １ ２ 月 １７ 日 ， 第 ２１ 页 ，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ｎ ｔｅｉ ．

ｇ
ｏ ．

ｊｐ／ ｊ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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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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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

ｐ
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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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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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二辑

国家安全保障的第二项基本理念 ，其重要性甚至高于
“

坚持和 平国家路

线
”

。
①因此 ，加强 同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对 日 本来说具有极其重要

的战略意义 。

另一方面 ， 日 本于 ２０１ ４年 ４ 月通过了取代
“

武器出 口三原则
”

的
“

防卫

装备转移三原则
”

，为 日 本以 ＯＤＡ 形式对外转移防卫装备 ，实现海洋安全

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法理依据 。 正是
“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

与新 ＯＤＡ 大

纲相配合 ， 日 本得 以机制化 、规模化地向菲律宾与越南 出 售或租借武器

装备 。

值得关注的是 ，为 了实现防卫力量的提升 ， 日本除了要克服体制上的

诸多障碍为 ＯＤＡ的战略性与高效性使用铺平道路外 ，还要考虑重整军备

的现实诉求 。 因此 ，国 内亟待更新换代的防卫装备便成为
“

巡逻船外交
”

的

重要物质基础 。 截至 ２０ １６年 ４ 月 ， 日本海上保安厅拥有的巡逻船艇中 ，能

在外海航行的大中型巡逻船有 １２８ 艘 ，在近海岸巡逻的 中小型巡逻艇有

２３８ 艘 ，使用年限均为 ２０ 年至 ２５ 年 。 而其中巡逻艇 的老化程度很严重 ，

约 ４０％超过了使用年限 。 如此下去 ，
５ 年后约 ６０％（ １４２ 艘 ）的巡逻艇和

２５％ （３２ 艘 ）巡逻船将陷人老化 。
②因此 ， 日本频频利用 ＯＤＡ 政策承诺 向

越南 、菲律宾等国提供巡逻船 ，且大多以改造过的二手船为主 。

（ 二 ） 对冲 和 牵制 中 国地 区 影 响 力 的 扩大

近年来 ， 日本将中国经济发展和地区影响力 的提升视为
“

现实威胁
”

，

如何应对这
一威胁已成为 日 本地区战略的重要任务 。 日 本不断加大对东

南亚国家的援助 ，尽可能地牵制中 国在该地区影响 的进
一步壮大 ，寻求通

过政治 、经济 、军事等多种渠道 ，增强地区局势的影响力 ，维持和巩固 日本

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 尤其是相较于经济合作 ，中 国与 东南亚多数

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较为有 限 ， 层次较低 。
③而且近年来 中 国与

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直接阻碍了双方安全合作的开展 。 所以 ， 日本

着眼于中国影响力还处于薄弱的
“

安全
”

领域 ，通过不断强调
“

中 国不透明

①「国家安全保障戦略（
ＣＯｈＴ 」 ， 日 本外務省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第 ２ 页 。

②
“

日媒称 日 本逾 ３ 成巡逻船超期服役船龄髙达 ３８ 年
”

，参考消息网 ，
２０ １６ 年 ９ 月 ２ １

日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 ｉ
ａｏｘｉ

． ｃｏｍ／ｍｉ ｌ／２０ １６０９２１／ １３ １２３４０ ，ｓｈｔｍ ｌ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５ 。

③ 杨光海 ： 《论中 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外交 》 ，载《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 》 ，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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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本对东 南亚 ＯＤＡ 外交 中 的海上防务合作

的军费增长
”

、

“

以实力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
”

等￥渲染
“

中国威胁

论
”

，促进其与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 。

另外 ，考虑到菲律宾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与中 国存在的领土争议 日 益

尖锐化 ， 日本试图利用南海问题借助这些国家
“

对冲
”

中 国实力 ， 同时达到

作为非当事国依然可 以正 当
“

全面干涉
”

南海问题的效果 ， 从而在地区安

全层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
？具体来说 ，支援菲律宾海岸瞥卫队的海上通

信系统和警备能力建设 ，无疑将帮助 日本在南海监视中国 。 因此 ， 日 本采取

ＯＤＡ形式对部分东南亚国家提供包括舰艇在内的海上防务力量援助 ，加强

军事演习 、人员培训方面的海洋问题沟通机制 ，便是其围绕南海问题 ，运用

经济手段 ，提高 自 身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一种新方式 。

（ 三 ） 美国 因 素 的影 响

战后的 日本外交始终受到美国 的深刻影响与牵制 ，近年来随着美国

亚太战略的调整 ， 日本在该地区的安全外交表现出 更强的 自 主性 。 美国

出 台的
“

亚太再平衡
”

战略直接支持了 日 本对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的
“

安全

化
”

转向 。 具体来说 ，为 了强化 日美同盟关系 的安全合作 ，美 国不断放松对

日本的诸多限制 。

一方面 ， 日美 同盟的活动范围从东北亚地 区扩展至东

南亚地区 ，尤其是围绕南海问题频频开展双边安全对话 。 早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日美在
“

２
＋

２
”

会议联合声明 中就指出
“

协力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 、稳定

和繁荣
”

，

“

日本政府应战略性灵活运用 ＯＤＡ ， 向沿海 国家提供巡逻艇
”

。
③

日 本
“

借船出海
”

，通过积极参与 由 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互动 ，并借
“

能力建设支援
”

之名 以 ＯＤＡ 形式向

外出 口技术装备 ，进而推动联合军演的持续深人开展 。

由此可见 ，美国因素极大地促进了 日 本将 ＯＤＡ政策与海上安全保障

的战略对接 ，为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海上安全合作关 系的深入发展打下 了

坚实基础 。

①参见 「平成 ２９ 年版外交靑會 （ 外交青窬 ２０ １ ７ ） 」 ， 日 本外務省 ，
２０ １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第 ３

页 ，
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ｍｏ ｆａ ．

ｇｏ
．

ｊｐ／ｍｏｆａ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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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ｄ ｆ

，
２０ １８－０ ３

－

１ ５
。

② 参见包霞琴 、黄 贝 ： 《 日 本南海政策 中的
“

对 冲战略
”

及其评估
——以安倍内阁的对华

政策为视角 》
，
《 日本学 刊 ＞ ？ ２０ １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７ 页 。

③ 「 日米安全保庫協蟻委員会 共同発表 」 ， 日 本外務省 ，
２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７ 曰 ， 第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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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二辑

（ 四 ） 东南亚 国 家 的 海洋安全合作意愿

由 于东南亚地区特殊的地缘位置 ，其与 日 本的海洋安全战略息息相

关 。 安倍内阁东南亚 ＯＤＡ外交的海上防务合作新动向 ，直接反映出
“

安

倍主义
”

中强调的
“

海洋国家合作
”的利益诉求 。 这一地区外交原则与上述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强调的实施重点
一

脉相承 ，都是为 了拉近与东南亚

国家的安全关系 。

作为安倍内阁对东南亚外交的基本方针 ，

“

安倍主义
”

形成于 ２０ １３ 年

１ 月 安倍第二次就任首相后出 访越南 、泰国和 印度尼西亚东盟三国期间 ，

首次提出并着重强调 日 本与东南亚国 家共同 的海洋安全利益 ， 表明 日 本

与东南亚各国在海洋安全上开展合作的强烈意愿 。

“

海洋安全
”

概念首次

出现在安倍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宣布的
“

亚洲外交五原则
”

中 ：

“

维持亚洲地

区海洋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彻底 自 由开放与和平是 日本亘古不变的国家

利益
”

，

“

日本四周环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 日 本始终从海洋安全与 自 身安

全考虑出发
”

，

“

海洋的安全与繁荣是贯穿 日 本外交的
一

个主题 ，实现这
一

目标除了依靠 日美同盟 ，还在于强化 日本与海洋亚洲的联系
”

，

“

自 由 开放

的海洋是公共财产 ， 日本愿与东盟 国家一起全力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维

护海洋权益和航行 自 由
”

。
①因 此 ，服务于 日 本东南亚地 区外交战略的

ＯＤＡ 政策也向海上防务合作领域大幅倾斜 。

其实 ， 日 本与东南亚国家早在冷战结束初期就开始 围绕海洋安全展

开合作 ，最初是在反海盗和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 而随着地区安全环

境的 日益复杂化和 日本 国 内的政治与社会转型 ， 在传统安全领域与东南

亚 国家合作的步伐开始加快 。 ２０１０ 年后 ， 日 本与东南亚国家间的 防务合

作关系进人深化阶段 ，双方不再局限于此前的增进相互交流与信赖关系 ，

而是在
“

能力建设支援
”

等方面展开了具体合作 。
２ ０１６ 年 出 台 的 《 日 本与

东盟防卫合作倡议 》中列举的五种安全合作方式就包括
“

防卫装备与技术

合作
”

， 即技术装备的 出 口 、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的专业人才培养和军工

产业的配合 。
？这种合作 旨在增强东南亚国家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情报搜

①「開 力汍心 ，海 患為
——

日本外交Ｏ新亡 原則
——

」 ， 日 本外務省 ，
２ 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８日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

ｇｏ
．

ｊ ｐ／ｍｏｆ ａ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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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ｈｔｍ

ｌ
，
２０１ ８

－０ ３－

１５ 。

② 「匕工 ＞千亇＞
？

匕 夕３ ＞
？

日 ＡＳＥＡＮ 防衛協力 彳 二シア テ ４ ７
＊

？

」 ， 日 本防衛省 ，

２０ １６ 年
１ １

月
１６日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ｄ ．

ｇｏ
．

ｊ Ｐ／ｊ
／ ｐｒｅｓｓ／ｙｏｕｊ

ｉｎ／２０１６／ ｌｌ ／１６＿ｌ ．

ｐ
ｄ ｆ

，
２０ １８

－０３－ １５
。

１２０



■ 曰 本对东南亚 ＯＤＡ 外 交 中 的 海上防务合作

集 、警戒监视和搜索救援等方面整体能力 的提升 。 这也为 日 本 东南亚

ＯＤＡ 外交
“

安全化
”

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关键指导与参照 。

同时 ，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希望借助 ＯＤＡ 与 日本进行海洋安全合作的

意愿有所增强 。 首先 ，除了菲律宾 、越南这两个在南海问题上与 中国存在

直接领土矛盾的东南亚国家外 ， 印度 尼西亚 、 新加坡等国家对 中 国的崛起

也表示担忧 ，他们基于
“

大国平衡战略
”

，通过与 日本加强安全合作 ，来分散

各大国在该地区安全格局 中的影 响力 。 其次 ，为 了应对地区安全格局的

转型 ，

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 ，对 日 本的技术装备

需求大增 。 如前所述 ， 日 本武器出 口禁令的放松为双方的海上防务合作

提供了法律依据 。 而新 ＯＤＡ 大纲的部分解禁非军事用途 ，则从资金上保

障了 防务合作的持续落实 。 最后 ，ＯＤＡ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政策工具 ，是

战后 日 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基石 。 正是具有
“

亲 民
”

特征的经

济援助性质的 ＯＤＡ提高 了东南亚 民众对 日本的好感度 ，部分打消 了东南

亚各国的戒备心理 ，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安倍内 阁利用 ＯＤＡ外交强化防务

安全合作消除了 民意与舆论上的障碍 。

四
、 评 估 与 预 测

（
一

） 防务合作的 实 际 效果

安倍 内 阁借助反恐 、反海盗 、 海上安全救助 、 海上灾难的防治与救助

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切人 口
，不断拓展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 ＯＤＡ运用范

围 ，加强与东南亚 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 ， 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双边关

系 。 日本为深化与菲律宾 、越南等国的防务合作 ，积极建立各级对话机制 ，

在深化防务合作的 同时 ，也密切了 双边关系 。
２０ １ ５ 年 ， 日 越关系升级为

“

促进亚洲和平与繁荣 的广泛的战略伙伴关 系
”

①后 ，
日越将

“

加强两国安

全与防务领域合作
”

写人《 日越关 系共同愿景声明 》 。 此外 ， 日越双方签署

了 以安全保障合作为 目标 的 《 加强海上安保机构间合作备忘录 》《加强联

① 「 日 越関係 ｔ

二関卞 Ｉ） 共同 匕 夕 ３＞声明 」 ， 日 本外務省 ，
２０１ 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ｈｔ ｔｐ ： ／ ／

ｗｗｗ．ｍｏ ｆａ ．

ｇｏ
．

ｊｐ／ｍｏｆａ
ｊ
／ｆｉｌ

ｅｓ ／００００９９８３８ ．ｐｄ ｆ ，２０１ ８
－０３－ １５

〇

１ ２ １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二辑

合国维和合作备忘录 》两大文件 。
？同年 ， 日 菲关系提高 至

“

强化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

。
？

据 ２０１ ７年 １ １ 月 日 本外务省公布的
“

东盟对 日舆论调査
”

结果显示 ，受

访的东盟十国 民众中 ９ １％的受访者认为 日本是
“

非常可靠
”

或
“

比较可靠
”

的国家 ，
８７％的受访者认为 曰本对东南亚是

“

非常有帮助
”

或
“

比较有帮助
”

的国家 ，此外 ，
５５％的受访者认为过去 ５ ０年 日本是对东南亚发展贡献最大

的国家 。
③由此可见 ， 安倍 内阁对东南亚的 ＯＤＡ外交为维护 日 本 自 身安

全 ，加强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发挥了一定作用 。

同时 ，借由 ＯＤＡ 向菲律宾 、越南等南海周边国家提供武器装备 、反恐

设备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进一步扩大了 日 本防卫产业的海外市

场 ，使得 日本 自卫队在友好交流的名义下不断拓宽活动范围 ， 日 本在地区

安全领域的影响力 不断提升 。 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 ，
日 本通过对马六 甲海峡沿

岸 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 ，逐渐掌握了马六 甲海峡多边反海盗机制的

主导权 。 安倍再次执政后 ，逐渐建立 日菲外交 、海警 、海军
“

３ 
＋３

”

海上安全

磋商机制 ，
日越外交 、防卫 、海洋安全相关部 门

“

３＋３
”

机制 ，这些机制加强

了 日 本与对象国的海洋安全合作 ，也意味着 日 本更深层次地介人了 东南

亚安全事务 。 日 本通过对受援国 的海警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 ，扩大 自 身

在东南亚地区的准军事 力量存在的同时 ，也为其 自 卫队参与双边乃至多

边的海洋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 。

（二 ） 防务合作 的制 约 因素

第一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 ， 日 本经济 的增长区 间
一

直徘徊在低增长或负增长的状态 。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和 ２０１ ０ 年的东北大

地震进一步增加 了 日 本经济复苏的难度 。 ２ ０１ ２年 １２ 月 安倍再次当选首

相后
，推出了集金融政策 、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为

一

体的综合经

①「安倍総理 大臣 ？
＾ 卜 十么 共産党書記長 会談 （結果 ） 」 ， 日本外務省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１５ 日 ，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

ｇｏ
．

ｊ
ｐ／ｍｏｆａ

ｊ
／ ｓ＿ｓａ／ｓｅａｌ／

＇

ｖｎ／ｐａｇｅ４Ｊ） ０１３７１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５ 。

② 「地域及７乇打奁超无々平和 ，安全及 成長 共通乃理念 ｔ 目標乃促進

仍之灼仁強化 亡戦略的八
°
—

卜 十一：
＾ ／７

°

（
二 関中 冬 日 本

一

７ ４ＵＯ共 同宣言 」 ， 日 本

外務省 ，
２０１ ５

年 
６月４日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

ｇｏ
．

ｊ
ｐ／ｍｏ ｆａ

ｊ
／ｆ ｉｌｅｓ／００００８３５８４ ．

ｐｄｆ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 ５ 。

③ 「ＡＳＥＡＮ１０力
、国 厶 対 日世論調査 」 ， 日 本外務省 ，２０ １７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

ｇｏ
．

ｊ ｐ／ｍｏｆａ
ｊ
／ｐ

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ｅｓ
ｓ４＿００５２１ １ ．ｈｔｍ

ｌ ，２０１ ８
－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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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本对东南 亚 ＯＤＡ 外 交 中的海 上防 务合作

济发展战略 ，被外界称为
“

安倍经济学
”

， 同时推出
“

三支箭战略
”① ，意在对

曰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 但 由于 日 本的经

济体制僵化 已久 ，

“

安倍经济学
”

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 在此背景下 ， 虽然

２０ １ ５年后增加了对东盟的 ＯＤＡ投人 ，但国内反对声音迭起 ， 日本的 ＯＤＡ

外交攻势总体来看后劲不足 。

第二 ，从 日 本宏观的外交战略考虑来看 ， 东南亚虽然是 日 本
“

俯瞰地

球仪外交
”

的重要一环 ，但是 日 本对非洲和 中东地区 日 益重视 ，并表示将

加大对非洲的 ＯＤＡ投人 ， 因此在 ＯＤＡ 的资金分配上 ， 日 本已经更加倾向

于 中东和非洲地区 。 裉据 日本政府发布的 ２０ １３ 年至 ２０１ ７ 年的 《政府开发

援助 白皮书 》来看 ，
２０１ ３ 年 以来 日 本对东南亚的 ＯＤＡ投入没有大幅提

升 。
＠２０ １６年 日本在中东和非洲的 ＯＤＡ 投入总额几乎与东南亚的 ＯＤＡ

投人总额持平 。

第三 ，除 ＯＤＡ资金总额有限和分配重点转移等因素外 ， 日 本新东南

亚 ＯＤＡ 外交的
“

安全化
”

效果同 时受制于国 家总体国防力量的分配 。 与

美国不同 ， 日本缺乏通过提供军事保护伞 以吸引 东南亚 国家从防务合作

大幅升级为军事合作 的能力 。 此外 ，东南亚国家与 日本的 国家利 益有所

不同 ，双方 的海洋战略优先 目标存在差异 ，这也大大限制 了 日 本新东南亚

ＯＤＡ外交在海上防务合作方面的实际推进速度与深人程度 。

综上所述 ， 日本在 ２０ １ ５ 年
“

开发合作大纲
”

出 台后 ，加大 了 与越南 、菲

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海上防务合作 ， 突 出 了ＯＤＡ 的战略性活用 ，其 目 的

是提升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事务中 的影响力 ， 具有明 显的牵制 中 国和

围堵中 国的战略考虑 ，深刻反映出 日本的地 区安全战略及其在构建未来

东亚秩序中的角色定位 。

①第一支箭是指
“

大胆的
”

金融政策 ， 第二支箭是指
“

灵活的
”

财政政策 ， 而第三 支箭则

是被称为成长战略的结构性改革 。

② 「 開発協力白 書
＾ ＯＤＡ 白害 ， 参考资料集 ， 年次報告 」 ， 日本外務省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

ｇｏ
．

ｊｐ／ｍｏｆａ
ｊ
／ｇ

ａｉｋｏ／ｏｄａ／ｓｈ ｉｒ
ｙｏ／ｈａｋｕｓｙｏ ．

ｈ ｔｍｌ
，２０ １ ８＞０３－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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