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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新地域

主义可能构成全球

化受挫后各国的选

择。

国际新秩序：“新地域主义”

庚子年现已入秋。疫情深刻影响全球各个角落，

东京也不例外。疫情初起，日本厚生劳动省即号召

国民回避“三密”。所谓“三密”即密集、密封、

密接，指高度聚集、密闭场所、近距离接触。中日

都是汉字国家，一个“三密”，言简意赅。

眼下的东京，凡 60 岁以上男女皆尽量减少外

出，鲜有人去居酒屋、酒吧或卡拉 OK 消遣。池袋、

新宿等地已无往日喧嚣，但年轻人仍无畏，他们今

天成为酒肆歌厅消费主力，虽其勇可嘉，但不免为

他们捏一把汗。

散步途中，再也没有偶遇中国观光游客。自今

春以降，日媒经常报道航空公司、著名酒店以及老

牌百货店经营困难，数千万外国游客消失，日本观

光业遭痛击。疫情下日本产业蒙上阴霾，但其对华

贸易业绩表现尚好。第二季度在华日资业绩迅速恢

复，让日本产业界见到一丝明亮。

中日地理如此接近，但两国关系却是当今世界

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一方面中日存在历史问题、

领土问题，另一方面日本战后加入美国阵营。在中

美关系全面紧张的今天，中日关系更加入国家安全

保障因素。

如何处理在“美中两个巨人之间”定位问题，

是最近几年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对日本来说，中

美之间“不选边”很难，但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

前提下，日本是否有全面对抗中国的选择？

今年是战后 75 年，旧金山和约签订 69 年。在

这个漫长的“战后”时代，对日本保守主义政治来说，

摆脱“战后体制”是其首要目标。许多日本人认为，

“战后体制”对日不公，他们想获得更为自主的国

际地位，实现“自尊”。

日本很难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在中美之间，

日本并无不选边的可能。在今天的日本，“亲华”

是政治不正确。如果官方做出某一涉华任命，必须

向媒体申明，强调该人不仅业务纯熟，且其敢于对

华表明严厉态度。近日外务省任命下任驻华大使垂

秀夫，即有如上处理。

这个世界是否还能“回到过去”？一种意见是

期待疫情结束后“回到过去”，另一种意见是我们

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我们究竟要信哪种意见呢？

“回到过去派”认为，只要疫苗研制成功全民

接种即万事大吉，我们就会恢复往日生活。但是，

我们假设如某一新冠病毒疫苗被证明有效，我们给

特朗普打了一针，但中美关系能回到过去吗？

中美关系其实是一种结构问题。旧结构已然失

衡，新结构尚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是

否丧失了希望？其实，不论双边关系如何紧张，但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渴望更好生活，都希望通过国

际贸易，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每个国家人民，将

会通过自由的媒体，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意图。

从这点看，我们需要等待。

我们都在时间之舟中，我们的确无法回到

“2019”那个“过去”。为构筑更好的生活，我们

必须毅然进入一个未知世界。下一个秩序是怎样的

秩序，我们不得而知。但新秩序的形成，其动

力不是某一政治家的妄想或煽动，而是经济现

象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最终，许多国家

许多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成为构建新平

衡的强大动力。  

今天，新地域主义可能构成全球化受挫后各国

的选择。这种“新地域主义”，是基于生活圈的开放

地域主义。从亚洲地区看，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

贸易伙伴，中国东盟之间经贸、人员往来仍有扩大潜

力。中国外交应恢复自己的周边外交传统，寻求构建

新时代经济发展及安全保障的亚洲地域模式。

　　从亚洲地区看，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之间经贸、人员往来仍有扩大潜力。中国外交应恢复自己

的周边外交传统，寻求构建新时代经济发展及安全保障的亚洲地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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