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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中东欧区域国家的经贸关系，深化与中

东欧国家的关系是日本基于世界的重要区域战略布局。在与中东欧国

家的关系中，日本特别重视与“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

简称V4国家）的关系，从经贸、投资领域向政治外交、俄乌冲突等地

区安全局势议题拓展，值得关注。

一、V4国家集团的成立

1991年2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总统访问匈牙利

北部的维谢格拉德时，同意组建维谢格拉德集团，旨在建立促进三国

友好合作的机制框架。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为捷克与斯

洛伐克两个国家，维谢格拉德集团则变为由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

兰和斯洛伐克组成，这四个国家常被统称为维谢格拉德四国或V4国家。



V4国家成立之初以加入欧盟为重点，但目前正在文化、环境、国防、

教育、旅游、能源、IT等广泛领域展开合作。在欧盟内部的磋商中，

V4国家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V4国家地缘关系紧密，文化历史相近，

地处欧洲中心，区域优势明显，是欧洲内部规模较大、合作成果丰硕、

影响力较强的次区域合作组织。

此外，V4国家的诞生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二战后，出于意识

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区分，他们被西方世界称之为东欧的一部分，这就

造就了一个复杂的中欧，即“文化上属于西方，而政治上属于东方”。

冷战结束后，为摆脱东欧身份及难以重回西欧的尴尬境地，V4国家正

式诞生，这也是坚持追求中欧特有的价值观与历史文化的精神体现。

二、日本与V4国家关系的发展

日本与V4国家的关系可追溯到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1世纪初双

方正式开启高层对话机制。

（一）21世纪初的接触期

2003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捷克与波兰，2004年

10月匈牙利总理访问日本，双方就推进“V4+日本”的对话与合作达

成共识。2005年6月，日本与V4国家举行首次外长会议，日方外长表

示，“欢迎V4国家在加入欧盟后继续开展区域合作，推进一体化发展，

提升影响力。另外，日本对V4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在经济领域的关

系也不断强化，今后也将进一步深化日本与V4国家的合作。”2007

年5月，V4+日本外长会召开，双方就朝鲜核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中亚开发、能源安全、环保、气候变动、贸易与投资、旅游等领域达

成合作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期间，日本极力开展“自由与繁荣

之弧”的价值观外交，强调要与中欧四国共同构建“基于普遍价值观

的，能够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发展的区域”。
1
这意味着日本对

V4国家的政策已出现由单纯的经贸合作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政治外

交等志向转变。

（二）安倍第二次上台后的强化期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以来，积极强化“V4+日本”机制，首次将

会议升级，在外长会谈的基础上，增加了首脑会谈，表现出对V4国家

的高度重视。

2013年6月，首届“V4+日本”首脑峰会举行。其间，安倍指出，

“V4诸国与日本拥有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和市场经济等普遍的价

值观和基本原则，是基于普遍价值观而结成的合作伙伴”，“日本将

与V4国家在安全保障、维持基于国际法的海洋秩序、经济开发、能源

技术引进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2
2013年11月，第五届“V4+日本”

外长会议召开，时任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出席会议，并积极宣扬“积极

的和平主义”，表示“要从日本积极的和平主义立场出发，为地区和

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3
2015年11月第六届“V4+日本”

外长会谈举行。其间，岸田指出，“作为共有基本价值观的中欧伙伴

1 [ 外務省、「V4＋1 外相会合」、2007 年 5 月 28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g_aso/asem_g8_07/v4_gh.html。
2 [ 外務省、「「V4＋日本」首脳会合（概要）」、2013 年 6 月 17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23_000038.html。
3 [ 外務省、「第 5 回「V4＋日本」外相会合（概要）」、2013 年 11 月 11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18_000104.html。



合作框架之一，要继续推进‘V4+日本’的合作”。双方还强调，今

后要在开发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继续加强协调。
4

（三）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发展期

随着印太战略的发展，安倍积极宣扬该战略，并努力将V4 国家

纳入其中。

2018年10月，第二届“V4+日本”首脑会谈举行。其间，安倍积

极拉拢V4国家加入印太战略，强调“亚洲和欧洲的安全保障问题息息

相关。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要加强以V4诸国为首的欧洲

各国的合作。”
5
2019年4月，第三届“V4+日本”首脑会谈举行，安

倍强调日欧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再次明确了日本与V4各国是基于共有

价值观的伙伴国，要继续在国际社会的各种议题中加强合作。安倍与

V4领导人还讨论了促进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包括 WTO 改

革、促进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和数据治理，以维护和加强基于规则的

自由开放经济体系。

三、日本与V4国家关系的特点

V4国家是日本开展中东欧外交的重点，多年来逐步深化与拓展合

作的领域，突出的特点表现在：

（一）开展价值观外交

在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中，中东欧地区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

4 [ 外務省、「第 6 回「V4＋日本」外相会合」、2015 年 11 月 6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erp/c_see/page1_000155.html。
5 [ 外務省、「第 2 回「V4＋日本」首脳会合」、2018 年 10 月 18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page4_004423.html。



安倍在第一次执政期间，就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指从东

南亚经由中亚到中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欧亚大陆，要与共同价值

观的国家共同发展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秩序。同样，在日本与V4国家

举行外长会谈时，时任日方外长麻生太郎就积极宣扬“自由与繁荣之

弧”，开展价值观外交。2013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后，继续以价值观

外交为基础与V4国家在诸多领域取得合作成果，强调构建“以价值观

为纽带的伙伴关系”。

（二）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日本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其积极与为北约成员的中东欧国家加强

安全领域的合作。在2013年举行的V4+日本首脑峰会中，双方强调要

致力于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欧盟、北约以及其他多边组织的合作，

以促进全球安全。双方强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网络恐

怖主义、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有组织犯罪和武器非法转移对国际安

全和经济构成严重威胁。日本则特别重视强调基于海洋法和航海自由

与安全原则，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日本还指出东亚和欧洲安全局

势的紧密相连，引导V4国家关注东亚地区局势。
6
除了高层对话机制

外，日本与V4国家还定期举行各类具有官方背景的研讨会，就安全保

障问题、科技合作、全球化经济、网络安全等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在

2022年6月举行的V4+日本“中欧的未来与日本的角色”研讨会中，日

方代表谈及乌克兰危机，强调“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与拥有共同

6 [ 外務省、「「V4＋日本」 共同声明２１世紀に向けた共通の価値に基づくパートナーシップ」、2013
年 6 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6751.pdf。



价值观的V4国家之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与合作。”
7

（三）在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

日本充分利用在核能等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开展对中东欧国家

的合作。在2013年的V4+日本会谈中，双方对原子能、环境、节能及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中取得的成果进行讨论。日本重申致力于通过福岛

核电站泄漏事故所获得的经验来共享信息，增强世界范围内的核能安

全。V4各国为进一步加强与日本在节能领域的技术合作，2013年秋参

加了日本举行的“全球优势能源伙伴关系”（Global Superior Energy

Performance Partnership）会议。
8

（四）依托日欧合作框架深化与V4国家的经贸联系

安倍在访问中东欧国家期间，也多次推销日本在高铁、能源、通

讯等领域的技术，以与中国开展竞争。随着2019年日欧EPA的生效，

日本高度重视在日欧合作的框架下深化与V4国家的经贸联系。2021

年4月，V4+日本“作为欧盟-日本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一部分的中欧和

东欧互联互通”研讨会召开，日方代表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日企对

V4国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进一步加强日本与欧洲的‘连接性’合

作，印度太平洋必须是自由开放的区域，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

平洋’，必须加强在欧盟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V4国家间合作。”
9

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排名前三位的贸易伙伴。与

7 [ 外務省、「「V4＋日本」セミナー：「中欧の将来と日本が果たす役割」」、2022 年 6 月 14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erp/c_see/shin4_000037.html。
8 [ 外務省、「「V4＋日本」 共同声明２１世紀に向けた共通の価値に基づくパートナーシップ」、2013
年 6 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6751.pdf。
9 [ 外務省、「「V4＋日本」セミナー：「EU・日本連結性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一環としての中・東欧にお
ける連結性」」、2021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c_see/page4_005310.html。



V4国家的互利合作是深化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机制的关键，也

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显然，日本加强与V4

国家的合作关系既有着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与中国开展区域战略竞

争的设计。

（撰写：高梓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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