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日本与北约近年来有哪些
互动？
答：日本一直以来都是北约在

域外最重要的伙伴国，但是两者之

间的快速接近则是近些年才开始的

事情。北约于2008年将包括日本

在内的9个国家认定为北约在全球

的伙伴国。2018年，日本政府在北

约总部布鲁塞尔设置大使级代表

处，这意味着双边关系的正式升

级。随着日本政府“印太战略”的不

断推进，在“印太”地区打造多边安

全对话机制并建构相应的集体安全

组织也是日本政府筹划的事项。

目前在“印太”地区已经存在美

日印澳四国框架（QUAD）这样的

多边机制。日本是该机制成形的积

极推手，并于今年5月23日以东道

主的身份主办了四国领导人线下峰

会。舆论界对QUAD最大的担忧

是其有无发展成为“小北约”或“亚

洲版北约”的可能。对此，日本前任

首相菅义伟在2020年9月上台伊始

曾明确表示不寻求建立“亚洲版北

约”，同时也不会建构排他性的类似

组织架构。

但是，日本与北约关系的愈加

紧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俄乌冲

突”以及“牵制中国”成为日本深化

与北约关系的重要考虑。岸田文雄

在今年3月24日出席七国集团领导

人峰会期间曾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滕贝格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就制

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以及北约寻

求在亚太地区的合作达成了共识。

4月7日，日本外相林芳正受邀参加

北约外长会议，这也是日本外相首

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林芳正在会

议上表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不

能够单纯将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安

全问题区别开来讨论，由此可以看

出日方想要拉北约入伙“印太”地区

的意图。

“俄乌冲突”与“牵制中国”构成

了日本与北约接近的“表”与“里”。

“俄乌冲突”是“表”；“牵制中国”是

“里”。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迅

速对俄采取制裁，公开表明支持乌

克兰的立场使得日本与北约的关系

迅速升温；而北约与日本之间在“牵

制中国”的问题上则互有需求。随

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北约的

触角已经伸向了亚太地区，在2021

年6月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上，

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在当时就成为

重要的讨论议题。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在防卫

领域的表态也让舆论产生了接近北

约的联想。在5月23日举行的日美

领导人会谈中，岸田表示日本有意

在5年内将防卫经费对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占比提高到2%，全方位

配合美日同盟的“延伸威慑”。这里

2%的占比是对标北约各主要成员

国的防卫经费比例，可以看出日本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在积极

靠近北约。北约作为以冷战为背

景、以地缘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安

全组织，日本与其接近值得警惕。

日本参加北约峰会，意在“牵制中国”？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广涛

6月28日至3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将参加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北
约领导人峰会，成为首位参加北约峰会的
日本领导人。北约的传统关切以北大西
洋以及欧洲地区为主，而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域外国家获邀参会则
释放出更多不寻常的信号。本期“论坛”
特请专家对此解读。 ——编者

问：日本为何向北约靠拢？
答：日本在峰会期间除参加北

约领导人既定会议之外，还将探讨

举行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首脑会

谈。日方毫不避讳地指出，此次日

本组局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

目的就是牵制中国在东海、南海以

及南太平洋海域的行动。日本为何

进了北约的“大圈子”却又谋划“小

圈子”？

首先，日本期望寻求建立多边

机制来牵制中国，因此将北约军事

安全合作的架构、模式以及路径视

作效仿对象。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愈

演愈烈，日本意识到单纯依靠日美

同盟已经无法有效地牵制中国，诉

诸多边机制成为其重要选项。除前

述日美印澳四国机制以外，日本还

积极谋求加入“五眼联盟”情报系

统。日本多次利用七国峰会、二十

国峰会等多边场合炒作人权、台湾

等议题，并与北约主要成员国如英

国、法国、德国均建立了外交防务

（2+2）会晤机制。日本此番参加北

约领导人峰会可谓新鲜的尝试，未

来不排除会进一步扩大合作的空

间，同时在实操层面或有联合军事

演习等动作。

其次，日本强化同北约合作反

映了政治军事大国化的诉求。无论

是联合北约来牵制中国，还是在北

约峰会框架下建立日韩澳新四国会

晤机制，都反映了日本谋求政治军

事大国化的企图。日本在防卫经费

领域所做出对标北约的表态是非常

重要的政策宣示。受到战后和平主

义的束缚，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

突破备受制约，而防卫经费翻倍让

日本看起来更像其所追求的“正常

国家”。当前日本所着力推进的“印

太战略侧重于经贸领域，如果能够

通过与北约的合作而补强其在军事

安全领域的薄弱环节，那么可以让

政治军事大国化更加名副其实，最

终实现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合流，

日本也有望更具引领性作用。

最后，日本领导人高调参加北

约峰会，在外交以及军事安全领域

的表现也有服务国内政治需要的意

图。岸田文雄自去年 9月执政以

来，内阁支持率低开高走。日本此

前实施对俄罗斯制裁、举办日美首

脑会谈和QUAD领导人峰会成为

岸田内阁的加分项。但是，近期受

到日元持续贬值、民众生活消费压

力增大的影响，岸田内阁的支持率

大幅度滑坡。日本将于7月举行参

议院选举，自民党能否维持并扩大

当前议席，以自民党为中心的修宪

势力能否维持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

席是本次参议院选举的重要看点。

岸田政权只有通过在外交上的积极

作为才能换得选民的支持，而此次

北约峰会则是参议院选举前岸田本

人在外交舞台上必须把握的“高光

时刻”。

问：日本的意图能否如愿？
答：日本迅速接近北约看似环

环相扣的如意算盘，但其前景并非

一马平川。在如何处理同北约的关

系问题上，日本需要作出谨慎的思

考和应对。

首先，北约不是铁板一块。俄

乌冲突发生后，北约对外虽然展示

出近年来罕见的凝聚力，但也存在

着杂音。在丹麦、瑞典加入北约的

问题上，成员内部存在不同声音。

至于北约插手亚太事务，相关成员

国对此亦莫衷一是。英国外交大臣

特拉斯此前曾鼓吹“北约全球化”，

并呼吁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维

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但这只是服

务于英国在脱欧后“全球英国”的战

略需要，未必能够代表北约的主流

意见。如今欧洲因为俄乌冲突随时

有分裂的危险，而《时代周刊》网页

版也曾刊文表达了对北约邀请日韩

参加峰会的担忧。考虑到多数成员

国的地缘方位，北约也不可能拿出

更多精力联合日本、布局“印太”。

其次，日本单方面示好也不足

以让北约涉足亚太。北约在印度洋

和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除了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还有

蒙古、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

国，出于地缘利益，这些国家不太可

能将与北约的制度化合作提升到新

的高度。即便是在月底可能举行领

导人会议的日韩澳新四国，也并非

铁板一块。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四国

领导人的会谈态度积极，韩国目前

则还没有明确的回应。新西兰对澳

大利亚过度染指南太地区持批评态

度，也反对以排他性小圈子的方式

来对抗中国。

最后，日本背离亚洲并将外部

势力拉入亚太的行为亦有可能遭到

亚洲的孤立。近一段时期以来日本

热衷于把域外国家和组织拉到自身

所建构的“印太”区域框架中，无论

是英国示好“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还是北约

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背后都

有来自日本的积极推动。日本作为

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上也往往以

代表亚洲自诩，但是其思维和行事

逻辑却又偏离作为亚洲一员的原

则。在不久前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

会上，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博

沃张主张以“亚洲方式”解决国与国

之间的分歧，国与国之间应本着相

互尊重的立场处理问题，而不是将

自身观点强加给对方。当日本在思

考如何以北约来制衡中国的时候，

或许应当反思这些举措是否偏离了

“亚洲方式”。

5月21日，澳大利亚工党在联

邦议会选举中获胜，终结了长达9年

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执政时

代。如今，新政府执政已满一个

月。中澳两国防长在“香会”上实现

会面，新总理阿尔巴内塞也表示希

望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然而，真

正实现两国关系“破冰”，澳大利亚

政府急需走出上一届政府的阴影，

重新校准对华航向，以实际行动修

复中澳关系。

前任阴影依旧笼罩
上任伊始，澳大利亚新政府面临

着众多棘手的国内问题。目前澳正

遭受经济迟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打

击，国内的能源供应也正发生严重的

短缺。当下正值澳严寒气候，可是人

口密集的东海岸却甚至受到了大停

电的威胁。阿尔巴内塞政府不得不

应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危机。

同时，入主堪培拉一个月以来，

阿尔巴内塞在外交事务上接连出

击。迄今为止，他已经出访日本参加

美日澳印四边对话机制峰会，赴印度

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在澳大利亚接

待来访的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这些

看似积极主动，但澳大利亚新政府的

外交政策尚处于空心的状态，基本上

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尤其在对华

关系上，新政府还需要有所突破。

在澳大利亚的外交事务日程上，

对华关系向来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

置。2014年，中澳两国关系升级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近几年来，中

澳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教

育、文化等各领域全面下滑。在上两

届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的破坏

下，自2017年年中起，原本互惠互利

的中澳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

急需独立思考和认知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在意识形态

和安全思维上向美国“一边倒”式地

倾斜，历届政府均将澳美同盟作为国

家外交与安全政策基石。通过澳新

美安保条约、“五眼联盟“、四边安全

对话机制、澳英美同盟等美国在二战

和冷战之后制定或主导的地区战略

框架与战术小圈子，澳美关系已经建

构进一个近乎固化的反华模式之中。

对于历届政府将澳美关系作为

外交政策的指针的传统，阿尔巴内塞

目前几乎未做任何调整和改变。以

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地区政策为例，

为服务美国战略，排挤和打压中国，

澳外长黄英贤走马灯似地前往各岛

国游说，对南太岛国与中国的关系进

行含沙射影的挑拨。

从阿尔巴内塞的对华言论上尚

看不出任何新意。他几次三番反诬

是中国的变化造成了中澳关系的恶

化；他要求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的

经济制裁”，毫无逻辑地为两国关系

的改善预设条件。这些陈词滥调只

能表明阿尔巴内塞在对华政策上尚

未走出莫里森政府的阴影。阿尔巴

内塞需要对中国有独立的思考和正

确的认知，才能制定符合澳大利亚本

国利益的对华政策。

解铃还须系铃人
近年来，澳大利亚政界、经济界、

教育界不少精英和有识之士深切感

受到改变目前对华关系僵局的必要

性，不断向政府呼吁，应当彻底放弃

对华敌意，采取切实行动，使两国关

系尽快回归到正确的航道上。

在阿尔巴内塞胜选之后，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向他发出了贺电，明确表

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总结过去、面

向未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

则，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近日，在参加香格里拉

安全对话期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

德·马尔斯进行了“坦率而全面的”会

谈，这是近三年来两国政府间首次举

行部长级对话，被认为是一个“破冰”

之举。会谈后，马尔斯表示这是两国

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阿尔巴内塞需要理性和智慧的

指引，才能使澳大利亚的外交有所突

破，为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局

面带来新气象。

深
海评 修复对华关系，澳大利亚政府急需走出前任阴影

陈
弘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澳
大
利
亚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王广涛

彼此接近早有迹象1

裹携北约谋“出圈”

前景并非一马平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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