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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角力中东欧地区

刘作奎 a

日本不仅在亚洲与中国展开角力，而且也积极扩大在中东欧的活动。 

2013 年 6 月，首相安倍晋三在波兰首都华沙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

匈牙利四国（维谢格拉德集团，简称 V4）总理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

声明：面向 21 世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关系》（以下简称《联合声明》）。

日本与中东欧国家突出价值观伙伴关系，显示出其利用价值观外交，与中

国在中欧地区争夺影响力的意向。

一  日与中国角力的意图明显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是中东欧最为发达的地区，2012 年 4 月温家宝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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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东欧时，提出 12 项务实合作举措，针对这 12 项举措，安倍此次访问

中东欧四国也提出相应的措施，与中国在中东欧角力的意图一目了然。

（1）与中东欧国家确立机制化合作关系。

中国设立了中国和中东欧合作秘书处这一具体合作机制，并与中东欧

国家设立了协调员制度。日方对此采取了针对举措：把 V4 和日本的对话

机制从外交部长级升级为总理级；通过首脑峰会、外交部长会议、双方大

使级交流等一系列合作机制来保持高层对话；加强日本和 V4 在推动欧洲

东部伙伴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上的合作。

（2）增加对中东欧的资金或技术援助。

在与中东欧的相关合作上，中方推出提供 100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经济、

技术领域的合作项目。日本在《联合声明》中提出，加强与 V4 在核能源

与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 V4 针对东部伙伴国家官方发展援助上的

合作，双方宣布共同分享援助的技术和经验。

（3）拓展经贸合作。

中方提出了推进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措施，如派出“贸易投资

促进团”，共建经济技术园区，加强金融领域、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日

本方面主要是鼓励双方中小企业加强合作，积极推进欧盟日本自贸区谈判

（EPA）的顺利完成。

（4）文化、教育以及人与人的交流与合作。

中方的措施是定期举行文化高层和专家会晤及互办文化节、专题活动；

向中东欧国家来华学生提供奖学金名额以及来华学习汉语的机会，并建立

孔子学院；在教育、学术交流、旅游等方面提供资金和平台。日本方面不

仅将 2014 年确立为 V4 和日本文化交流合作年，互派友好大使；还向 V4

推行“酷日本”（Cool Japan）文化政策，以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推动

青年专家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工作；推广对双方的语言学习和文化教育；支

持开发旅游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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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打什么牌

日本主要利用以下“四张牌”在中东欧抗衡中国：

（1）价值观外交。此次安倍访问维谢格拉德四国，强调与中欧具有

共同的普世价值和原则，这将是双边合作的根本动力。安倍强调价值观外

交，旨在表明日本和中欧四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强化中国与西方世

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排斥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2）技术优势。日本计划充分利用在核能领域的技术优势来推进与

中欧的合作。从 1993 年开始，日本就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从事核能工作人

员提供安全培训。在本次与 V4 的会晤中，日本重申致力于通过福岛核电

站泄露事故所获得的经验来共享经验，增强世界范围内的核能安全意识。

目前，中欧四国纷纷计划建立核电站，而日本公司积极准备竞标。由于中

欧国家普遍需要核能源但技术以及相关管理经验较为缺乏，日本试图以此

为突破口扩展合作。

（3）利用欧盟的东部合作伙伴政策。日方强调支持欧盟的东部伙伴

政策，因为它有助于东欧的民主化和推进市场经济，日本将以东部伙伴关

系为平台，推进与中欧四国的合作。

（4）与 V4 达成针对中国的其他共识。V4 和日本强调，海洋是所有

民族的共同财产，并强调在国际法基础上坚持“开放、自由和安全”等原

则的重要性。双方表示，东亚的安全与稳定关系着整个国际社会和平与稳

定，并一致认为，要对武器出口和具有双重使用性质的物品和技术进行有

效管控。以上可以看出在中日海洋争端、欧盟对华军售等方面日本针对中

国的企图。

三  日本的政策动机

日本介入中东欧的政策动机有下列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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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东欧是日本的“传统领地”，日本不想因中国的进入而削弱

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日本就把对中东欧的经济渗透纳入国家战略。

自 1989 年开始日本对中东欧国家展开大规模经济援助，并帮助培训中东欧

国家人员以推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日本财界和企业界重视对中

东欧市场的调研，并进行大规模的民间投资。在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日本也加快了同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对话。2004 年“V4+ 日本”高层战

略对话正式建立。以上可见，日本在中东欧地区花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

和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影响力，绝不会让中国轻易染指该地区，从而削弱自

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2）中东欧地区对核能技术有较大的需求，日本借机推广其核技术

来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同时改变福岛事件以来日本在核能技术安全方面面

临的国际质疑。

一方面，中欧四国是核能利用的坚决支持者，它们计划建造核反应堆，

还有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日本与中欧在核能合

作上有着较长的历史。因此，安倍政府试图将日本与中欧的核能合作作为

经贸合作的突破点，并且缓解日本在核能安全上所遭遇的国际压力。

（3）通过中东欧围堵中国，用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来排斥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

在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中，中东欧地区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安倍

曾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它是指，从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欧到

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欧亚大陆，支持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这一政策也被广泛理解为“围堵中国”。但在其第一届任期内，围堵并不

顺利。安倍二次执政后重拾价值观外交，意图在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

下，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打造反华意识形态阵营。

（4）防止欧盟成员国在解除对华军售上支持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中东欧国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日本通过极力宣示“中国威胁”在中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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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造紧张气氛。

四  政策前景分析

日本对中东欧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及对我国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跟踪和观

察，但就目前情势而言，可以作出如下初步判断：

（1）日本早期在中东欧打下的基础较好，与 V4 合作已延续很长时间，

熟悉中东欧情况，有利于扩展在中东欧的影响。而中国推进与中东欧的合

作刚刚起步，尚在探索之中。因此，从近期来看，日本对中东欧的政策显

然要比中国更具针对性，更有经验。

（2）日本推行的价值共同体战略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中东欧均是转

型国家，其对意识形态问题一向较为敏感。此次日本在中东欧放大价值观

问题，意在重新唤醒中东欧国家对旧制度的不好记忆，从而对中国产生不

认同感。

（3）日本相关政策未引起欧盟方面反感。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官方

发展援助政策在中欧扎根较早，且易引起欧盟的认同；日本通过支持东部

伙伴来支持欧盟的具体政策，这会得到欧盟的认可。而中国对中东欧的“地

区方式”从一开始就被欧盟怀疑和猜忌。

但是对日本政策也应进行冷静分析：

日本推行核技术会因为国内民意反对以及其他核大国的竞争，而面临

一系列难题。

日本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文交流步伐减缓。日本由于学者资源有限，很

难有时间和精力同中欧学者交流。日本和中欧的民间学术交流合作实际上

因各种原因已处于下行状态。

日本蓄意激化与中国在中东欧的竞争，使得为危机所困的欧盟内部更

加复杂化，这同样也会引起欧盟对日本做法的不满。此外，维谢格拉德集

团也未必想把自己绑在中日冲突的战车上，因此对日政策虚与委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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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存在。

就中国来说，尽管日本在中欧拥有系列优势，但是在广大的中东欧地

区，中国仍有密切合作的伙伴，如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而中

东欧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极

有兴趣，这一点是日本无法比拟的。

中国对中东欧政策脚踏实地，稳步落实，也很有力度。通观日本与

V4 达成的一系列成果，务虚内容占据很大比重。这反映了日本在国际影

响力日益式微的情况下，不得不动用纯外交手段来赢得中东欧的支持。此

外，中国与部分东部伙伴国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拥有较为密切的合作关

系，不仅为中国和该区域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也会在反制日本在东

部伙伴关系政策上有所作为。

因此，我们一方面不要过分高看日本政策的投放效果，同时也要注意

中国推动与中东欧合作上日本因素的影响，把握这一原则有利于正确和有

条不紊地发展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而日方的政策也提醒我们，加强

与维谢格拉德合作是必要的。把维谢格拉德集团作为推进中国和中东欧合

作战略的重要对象，中方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