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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战略的新布局

中亚地区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走廊，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重

要能源产地和运输走廊之一。日本等域外国家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起

就着重开展对中亚地区的战略外交。在当下乌克兰危机延宕的大背景

下，日本则更为积极利用与中亚五国的外长对话机制，不断渗透政治

影响力。日本加强对中亚地区国家的工作，当然有着现实与长期的利

益考量，同时也有着清晰的战略竞争意图，尝试拉拢中亚五国“选边

站”。

一、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的历史溯源

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的发展进程可追溯到 20世纪 90 年代，其背

景为，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先后独立，给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格

局带来了新的变数，各大国纷纷抢先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为

此，日本于 1991 年到 1992 年期间，陆续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建立外交关系，开

启了官方往来的大门。但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中亚的地区外交仅局限

在政府开发援助（ODA 援助）的单一手段，并未将中亚作为地区整体

单元进行外交互动。

然而，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中亚在在全球地缘政治

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域外大国围绕该地区的战略竞争也日趋激烈。

日本开始积极提出针对中亚地区的外交战略构想。1997 年 7 月，时

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了专门针对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

路地区外交”战略，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应称之为‘丝绸之路地区’

的广阔空间中，诞生了中亚及高加索地区，他们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下建立了繁荣的国家制度，我们应努力与其建立和平稳定的外交关

系。”“日本未来将对该地区的外交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开展政治对

话加强信任和相互理解；二是实施经济合作和资源开发合作以合作实

现繁荣；三是通过核不扩散、民主化和稳定化实现和平。”这意味着

日本开始转变单一的 ODA 援助方式，向更为综合性、立体性的中亚地

区外交战略转变。2004 年 8月，首次“中亚+日本”外长会议召开，

标志着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的新合作框架诞生。2006 年 11 月，时任

日本外长麻生太郎发表演说，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框架，

表明“要把欧亚大陆外围的新兴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建立‘自由与繁

荣之弧’。”意味着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战略初具雏形。2012 年 12

月，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进一步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等宏观

构想，而中亚地区外交是该构想中的重要一环。



简言之，日本对中亚地区的外交战略既有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意识

形态色彩，也有充斥着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竞争意图。在当前乌克兰

危机进入“僵持期”的背景下，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的战略布局出现

新的变化。

二、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的战略新布局

2022 年是日本与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30周年，双方开展了多

层次的交流活动。2022 年 12 月，日本联合中亚五国召开第九届“中

亚+日本”外长对话会议，从会后各方发布的联合声明报告可看出未

来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的战略重点。

（一）强化日本与中亚地区的合作

为在“自由开放的中亚地区”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日本主张建立

以重视“人才培养”与“发展质量”为关键的新兴发展模式。

一是关于“人才培养”。中亚五国对日本一直以来实施的“人才

育成奖学金计划（JDS）”，以及包括专家培养在内的日本研修活动

表示欢迎。鉴于目前的形势，各国赴俄务工人员面临各种困难，日本

呼吁中亚国家人才可利用他们在日本的经验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做出

贡献，例如可活用日本特定技能制度和技能实习培训制度等。

二是关于“发展质量”。日本介绍了其在碳中和领域正在推进的

联合抵换额度机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该机制的原

理为，日本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技术支持，协助

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而日企则可获得碳排放额度或将排放额度出



售给政府。JCM 提供的技术合作项目包含可再生能源设备、绿色物流

链、废弃物回收设施、节能设备、能源效率提升设备等。日本环境省

于 2021 年 6 月提出的“碳中和基础设施倡议”，并希望通过 ICM 机

制推动海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此外，鉴于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各

方还就不经过俄罗斯的“横跨里海国际运输航道”未来的合作方向交

换了意见。各方同意 2023 年第一季度在“中亚+日本”对话框架下就

此举行座谈会，进一步深化讨论。

简言之，各方达成一致，表示将在投资、贸易、数字互联互通、

保健、农业、教育与科研、水能、气候变动以及寻求出海口的运输和

物流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

（二）共同应对长期不稳定风险

各方表示，应共同应对跨国犯罪、边境管控和跨境合作，加强禁

毒能力建设，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整个地

区稳定做出贡献，同时应加强支援对中亚域内能力构筑以及努力改善

该区域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具体就包括阿富汗民族集团、少数群体、

女性人权状况改善在内的阿富汗人权人道状况内容进行意见交换，共

同支持安全、稳定、和平的阿富汗地区发展。

（三）就地区与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日方表示，要将中亚五国作为“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自由的、

开放的国际秩序伙伴”共同合作，继续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

原则的基本承诺。

各方同意确保粮食、能源和物流安全的重要性，并确认在经济安



全保障中强化合作，以及确保透明公正的金融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日

方还特别强调就俄乌冲突的应对，以及包括中国和北朝鲜在内的东亚

局势、国际局势进行意见交换，并希望获得中亚国家的支持。

三、日本对中亚地区外交战略新布局的动因

日本对中亚地区战略布局涉及经贸合作、政治外交、安全保障等

系列议题，其背后的内在动因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在经贸领域与中俄开展竞争，挤压中俄战略空间。中亚五国

与相邻的中俄关系密切。俄罗斯在传统上将中亚视为自身“势力范围”。

而中亚地区则是中国“一带一路”开展合作的重要区域，同样在投资、

农业、物流、能源、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多有投入，这与日

本要在中亚推广的“新兴发展模式”内容多有重叠，恐会进一步加大

日本与中俄在该地区的经贸竞争。其次，日本在会议中，着重夸大乌

克兰危机对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诸如赴俄务工、寻求出海口等问题的

负面影响与风险，抽离俄罗斯影响，趁机填补地区空白。

二是利用乌克兰危机，对中俄进行“捆绑”，抹黑中国地区形象。

日方提及“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着重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其

他国际法原则的基本承诺，并顺势提及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东亚局

势问题，表达对东亚地区局势的担忧，并希望获得中亚国家的支持。

日方此举将欧洲与东亚局势进行捆绑，营造对华负面舆论，抹黑中国

形象。

三是鼓励中亚国家实施“平衡外交”，趁机深化日本在该地区的



政治安全渗透。利用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泥潭之际，日本则“趁虚而入”，

希望扩大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进一步分化上合组织。林芳正在

会后联合记者会上强调，“希望帮助中亚各国开展平衡外交”，实为

鼓励中亚国家弱化与中俄的传统关系，引导其外交天平向西方倾斜。

此外，日本其间多次强调构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的中

亚地区或国际秩序，其措辞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异曲同工，

旨在对中亚地区国家推行价值观与印太战略理念。

（撰写：高梓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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