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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在石破茂组阁之际，也提到了

中日之间近期所发生的一些情况，

包括民间个案。他也提到诸如东海、

南海等问题云云。当然，站在中方

立场看，日本根本就是南海的域外

国家。而石破茂 10 月 4 日下午在日

本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将努

力与中方共同打造“建设性的、稳

定的”日中关系，之后，无论是他

本人还是外相中谷元，都曾向中方

作出如此表述——这才该是日方对

华方向的重点。诚如王毅对岩屋毅

所说，“期待新内阁有新气象，中

日关系有新发展”。以及“双方要

以史为鉴，不忘初心，拓展合作，

排除干扰，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

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

性、稳定的双边关系”。

在东盟，谈朋友

石破茂担任日本首相之后首度

外访之地是老挝，原因当然是东盟

峰会与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

此举行。日本媒体分析，石破茂想

借此国际会议场合，与东南亚国家

在经济与安全保障方面谋求合作。

陈子雷教授告诉记者：“东盟

一直是日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之

一，是其供应链基地，也是日本海

外投资的主要地区、海外直接投资

最密集的一个地区。总之，东盟和

日本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而同时

也要注意到，中国、日本、韩国和

东盟，都处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框架下的

合作机制中。除了 RCEP 这一多边

合作机制，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也

有双边合作机制。”陈子雷还特别

提到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CPTPP），认为这另

一多边合作机制，令日本与东盟参

与 RCEP 的诸如文莱、马来西亚、

越南等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

能够借此与加拿大、智利、墨西哥、

秘鲁等太平洋东岸国家加深合作。

当然，回想 CPTPP 的历史——

美国在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宣

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然后时任日本经济再生

担当大臣茂木敏充与时任越南工

贸部长陈俊英在越南岘港举行新

闻发布会，共同宣布除美国外的

11 国就继续推进 TPP 正式达成一

致，11 国将遂签署新的自由贸易

协定：CPTPP。尽管美国尚未“回

归”，可 CPTPP 近年还是有些新

意的。比如 2021 年 9 月，中国方

面向 CPTPP 的文件保存方新西兰

正式提出申请加入信函。

不妨做一个比较：2023年7月，

英国正式获批成为 CPTPP 成员国，

其亦成为首个CPTPP的欧洲成员国。

而英国提出申请的时间是 2021 年 2

月，比中国早大半年。换言之，目

前正是中国能否如期加入 CPTPP 的

关键时间节点。今年 6 月、8 月，中

国分别与马来西亚、越南达成协议，

两国或“欢迎”或“支持”中国加

入 CPTPP。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研究员徐德顺认为，随着国际和

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亚洲各国逐

渐务实开展地区合作并积极推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CPTPP 是击退

逆全球化浪潮的有力工具。“CPTPP

制定了比世贸组织（WTO）以及

其他自贸协定更为苛刻的条款，提

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新规则，涵盖了

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国有

企业、劳工、环境，还包括监管一

致性、透明度与反腐败等诸多领

域。”徐德顺说，“这些规则的制

定和实施，不仅引领着亚太地区的

公平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影

响着全球贸易与投资体制的未来发

展格局。”如果中国能够顺利进入

CPTPP，则有利于与亚洲、太平洋

地区国家一起开启亚太合作的新局

面。然而，亦有专业人士向记者表示，

CPTPP“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亚太

地区的现实情况，由于成员国在政

治、经济、法律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需要协调的因素太多，而且很多条

款超越了亚太地区的经贸发展现实

情况”，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日

能够在东盟展开更有序的竞争，特

别是展开合作，则有利于亚太区域

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陈子雷说：“东盟本是日本的一

个主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因此，推动

东盟与中日韩 10+3，甚至 10+5，亦

即东盟加上中、日、韩、澳大利亚、

新西兰，并深化这些机制，当然符合

　　即便他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前宣称希望组建“亚洲版北约”，

也似乎根本没有得到美国的响应。美方的回应是“石破茂太
仓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