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一带一路战略分析与中日合作
对策思考

高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



一、日本针对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分析
二、日本基本态度的转变：从消极观望到消极参与
三，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总体看法
四，日本的对策
五、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前景展望



一、日本针对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分析



中国的一带一路思路从本质上挑战了日本现有的战略
思路（无论是陆权发展思路和海权发展思路），因此，
日本对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来看持有强烈的抵触因素。

1）日本的区域合作战略：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盟主，80年代以
来，日本的区域合作战略总体上是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合作，
因此，日本对“10✛1”、 “10✛3”、日美FTA、美国主导的
TPP十分热心，对于中日韩FTA、RCEP、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等
比较消极。
2）日本的海洋战略：作为东亚地区传统的海洋强国，日本在
“海洋立国”战略指导下，希望继续维持在东亚的海洋强权，
并与美国一起共同主导亚太地区的海洋秩序与海上强权。中国
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权发展态势挑战了日本传统的海权。
3）在地缘政治角度，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中东—马六甲——印
度洋——太平洋基本与一带一路的路径是重叠的，对日本具有
刺激性，有挑战性。



二、日本基本态度的转变：从消极观望到消极参与



分为三派，
第一，反对派。
第二，消极观望派（主要看美国的态度）。
第三，积极加入派。

在7月8日的汉堡G20峰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表达了日本想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愿。



三、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总体看法
1）中国推出的新概念，显示中国力量，去
产能，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
2）中国利用一带一路推进新一轮全球化与
美国对抗。
3）技术角度不可行，因为设计不科学、投
资浩大、管理漏洞、政策不透明。
4）是中国的海上安全缓冲器。



四、日本的对策



1）舆论宣传。
2）根据美国的态度作出决定。
3）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合作，尤其是与印度建立
“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

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五、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前景展望
1，明确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后的基本政策定位，推

动日本与中国积极合作，建立日本模式的“示范效
应”。
2， 中日如何合作？具体的合作领域？
第一，在参考日本建议的基础上，确保一带一路的

制度设计，包括项目推进方式、推进规则、管控模式、
管控路径等。

第二，重点开展亚投行与亚开行的合作，中国与日
本合作主要是通过亚开行合作。

第三，具体项目方面，尽力将竞争转为合作。



第四，中日海上合作建议。
在反恐、海上搜救、海上生态环境治理、海洋国际治

理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
19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海洋工作“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服务于国家安全和权益维护”的新定位，提出三大聚焦，
即，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深度参与全
球海洋治理。

中国正在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
包容、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其特征为，1，开放包容。2，具体务实。重点围绕海
洋治理、蓝色经济、海洋生态、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文化
等方面开展合作，搭建常态化合作平台。海洋治理包括，有
效遏制陆源污染、海上溢油、海漂垃圾、海洋酸化等方面。
3，互利共赢。共促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互信共同体、利益共
同体、责任共同体。



日本对于“一带一路”

●从口头到行动
●从消极观望到消极参与
●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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