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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
议题的研究

———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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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和中日实力差距不断扩大，日本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其国

家安全利益造成“威胁”，并将使地区秩序朝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需要通过与美国及其他

“志同道合的国家”塑造新的规则、规范来限制中国。 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对华“反经济胁迫”
议题成为日本规锁中国的新抓手。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日本在强推核污染水排海遭到中国反制后，立
刻利用“反经济胁迫”议题进行对抗，意欲向国内外展示该议题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同时

转嫁自身危机。 然而，日本对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认知以及推动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和双

重标准，实质上是为打压异己、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背离了真正的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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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日本愈发

强调地缘经济战略，并将塑造和维护经济规则

及秩序写入新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即
以“印太”地区为舞台，通过与“共享价值观的盟

友”或“志同道合的国家”紧密合作，从而构建所

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有利于日本

的国际环境。 在此背景下，日本将美国对华经

济打压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在协同美国等部

分西方国家共同限制对华经济往来的同时，打
造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意欲将中国的对外

经济活动和相关经济举措污名化，从而提升对

华遏制能力。 本文在梳理日本推动对华“反经

济胁迫” 议题的背景、认知以及推进路径的基

础上，以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为案例，
评估该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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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
议题的背景与认知

　 　 “经济胁迫”①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联合

国决议等国际文件多次提及反对“经济胁迫”，②

而受美苏冷战影响，特别是欧美国际关系学界

对于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经济胁迫”也开展了

一定程度的研究，③但国际社会尚未就此概念形

成统一的定义。
“经济胁迫”往往被认为是一国或集团采用

单边经济手段改变目标国家的意志，使其服从

于胁迫一方的意愿。 但从具体实践看，诸如“经
济对抗措施”、“经济制裁”等概念亦具有类似内

涵。 对此，学界主要从“经济胁迫”的特征入手

进行了诸多讨论。 其中，从“胁迫”这一行为考

虑，有两点要素值得参考。 第一，“胁迫”是实

力、地位占据优势的一方对弱势一方采取的行

为。 第二，“胁迫”意味着不以被胁迫一方是否

存在国际不法行为抑或是不正当行为为前提，
也不要求事先得到多边机构的授权，具有主动

性和进攻性。④结合既有研究，“经济胁迫”是指：
一个国家或集团利用经济领域的优势或垄断地

位，在目标国家不存在国际不法行为抑或是不

正当行为的情况下，单方面威胁使用或实际使

用以造成经济损失为方式的经济手段，迫使目

标国家的政策或行为朝向有利于胁迫一方的方

向发展。 日本对于“经济制裁” “出口管制”等

与“经济胁迫”相关的概念及问题开展了大量学

术和政策研究，但直接以“经济胁迫”为主题的

讨论实际上是伴随着经济安全战略转型而逐渐

发展起来的。⑤

１．１　 “反经济胁迫”的经济安全战略背景

日本推动以“反经济胁迫”为议题的对华规

锁政策源自于近年来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转

型。⑥ 日本对于经济安全的认知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吉田路线”，即将经济发展视为

维护其国内安全和稳定的根本方针之一。 随着

时代的变迁，日本的经济安全政策相继经历了

１９８０ 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以及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事件后的出口管制政策调整等历史变

迁，总体形成了“以确保能源及粮食的供给安

全、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为核心目标”的经济安全理念。 这一

时期，与经济安全相关的政策主要是防范国内

经济风险和遵守相关武器、技术出口协议为特

征。 因此可以说，转型前的日本经济安全政策

属于“守势”。
然而，伴随国际权力格局变动，日本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由自民党带头推动经济安全战略转型，
强调要积极用经济政策或手段确保日本的国家

安全利益，并最终以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的形式落地。 当前日本对于“经济安全”这一概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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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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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当前日本使用的“経済的威圧”一词翻译为中文

的“经济胁迫”，日语原词对应英语中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经
济胁迫”带有贬义色彩，另一种翻译方式“经济强制”或更具中立

性，但考虑到日语语境和日本实际的政策意图，本文仍采取“经济

胁迫”的翻译方式。
比如联合国大会第 ３６ ／ １０３ 号决议就指出，一国在处理经

济、社会、技术和贸易领域的国际关系时，有义务避免采取干涉或

介入另一国内政或外交事务、从而妨害其自由确定政治、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权利，包括国家有责任不利用其外部经济援助计划，或采

取任何多边或单边的经济报复或封锁，并防止其辖区和控制下的

跨国和跨国公司被用作对另一个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或胁迫的工

具，否则将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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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胁迫”的概念辨析，可参见：解楠楠、张晓通、
邢瑞磊：“‘ 经济强制’：理论批判与分析框架构建”，《国际展望》，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７９－９６ 页；李仁真、包蓉：“美国经济胁迫的特

征、国际合法性及中国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２７－４８ 页。
根据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的数据，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日本以“经济胁迫”为主题的文献仅有 ６ 篇且均产生于 ２０２２ 年之

后。 而“经济制裁”“出口管制”为主题的文献则分别超过 ７００ 篇

和 ４００ 篇，时间则可以追溯到 １９３０ 年代。
国内学者已关注到日本经济安全战略转型，并从日本经

济安全理论思想研究、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研究、日本经济安全法研

究，以及日本经济安全与产业动向研究等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可
参见：崔健：“日本经济安全理论与政策变化动向”，《日本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１８ 页；归泳涛：“经济方略、经济安全政策与

美日对华战略新动向”，《日本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４５－６６ 页；
张腾飞：“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政策工具与双重逻辑”，《太平

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７５－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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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认知的最根本变化在于，经济安全不再局限

于经济领域，而是与国家主权、安全、价值观等

国家整体安全利益息息相关，其直接表现就是

日本将经济政策或手段视为与他国竞争、遏制

他国的工具或武器，即从“守势”转向“攻势”。
日本内阁发布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

方针 ２０２２》提出，“将根据东亚地区形势和威权

主义国家的崛起等国际环境变化，提出经济安

全战略等方针。 对于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需
要与共享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的国家团

结起来，维持和强化自由开放的经济秩序，推进

自由贸易，强化应对不公正的经济活动”。 ① 新

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则称，防止特定国家采

取非军事压力对本国自主外交决策和健康经济

发展形成阻碍，与同盟国、“志同道合的国家”等
共同维护和强化“基于自由、公平、公正规则的

国际经济秩序”。
在具体推动经济安全战略过程中，中国被

日本认为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挑战者”和“规锁”对象。②尽管日本政府反复

声称其外交政策不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日本

对“印太”地区秩序的设想明确包含了通过与美

国等“共享价值观”伙伴进行合作来牵制中国，
从而维持有利于日本的地区秩序的内容。 特别

是在经济领域，无论是官方，还是战略界，日本

均表现出了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焦虑和对抗意

识。 例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与时任英国首

相特拉斯会谈中就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达成

共识，并强调要与七国集团（Ｇ７）在内的“民主

主义国家”共同应对来自威权主义的经济、安全

威胁。③同样，日本战略界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经

济影响力扩大将使地区秩序朝向不利于日本的

方向发展，日本需要与美国及其他盟友、伙伴一

起通过主导经济秩序来限制中国或迫使中国服

从。 其中，较为强硬的一些观点认为，日美推动

主导地区秩序的经济安全合作不是经济保守主

义，也不是经济集团化，因为这一合作仅针对中

国，只要防止尖端技术被前者获取就可维持西

方技术霸权，而且其他国家可以共享排除中国

之后的市场份额。④而即便是认为应当包容中国

的一方也认为，中国正在试图让其他国家对其

产生经济依赖，从而主导地区及国际秩序的形

成，因此，日本需要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协同其

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主导国际规则来“规
锁”中国，防止中国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

响力。⑤在此背景下， “反经济胁迫”议题成了构

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制约中国的重要抓手

之一。
１．２　 日本对“经济胁迫”和“反经济胁迫”的

认知

２０１９ 年，日本正式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

略”作为其塑造国际秩序的总规划，其中将“把
印太地区变成不存在胁迫的地区”定义为地区

及国际秩序的核心内涵之一。⑥“反对胁迫”这一

表述起初是日本为在东海、南海对抗中国有关

主张和行动而提出，而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不

断扩大，日本扩大了所谓“胁迫”的内涵，从过去

的军事领域扩大到了经济领域，“经济胁迫”这
一用语进入到日本外交的视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发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首度就

“经济胁迫”表达担忧，认为“随着全球供应链扩

大和精细化，利用经济相互依赖进行胁迫的风

险正在提高，滥用贸易管制措施对公平进出口

产生风险”。⑦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経済財政運営と改革の基本方針 ２０２２」、内閣府、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５．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ｋｅｉｚａｉ － ｓｈｉｍｏｎ ／ ｋａｉｇｉ ／ ｃａｂｉｎｅｔ ／
ｈｏｎｅｂｕｔｏ ／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２＿ｂａｓ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ｊａ．ｐｄｆ。

孟晓旭：“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日本学

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３３－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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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ｕｋ－ ｐｍ－ ｔｒｕｓｓ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 ｊａｐａｎｓ － ｋｉｓｈｉｄａ － ｔａｃｋｌｅ －
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ａｔ－２０２２－０９－２０ ／ ．

「経済安全保障は日米同盟強化の一環、共に「技術」を
高め、守る」、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 ／ ａｔｃｌ ／ ｇｅｎ ／ １９ ／ ００４７８ ／ ０７１１０００１０ ／ 。

「日本は中国の地縁経済戦略にどう対抗できるか」、
東洋経済新聞、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ｔｏｙｏｋｅｉｚａｉ．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 ／ ６１２４１４？ ｐａｇｅ＝ ４。

胡令远、殷长晖：“冷战后日本对华海洋战略的嬗变：基于

安全变量的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８０－１８８ 页。

「外交青書 ２０２２」、外務省、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２０２２ ／ ｈｔｍｌ ／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 ＿００ ＿０１．
ｈｔｍｌ＃ｓ１０１。



第 ４ 期　 周生升：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研究———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为例

布的《通商白皮书 ２０２３》指出，“国际社会没有

关于‘经济胁迫’的普遍定义，但一般而言，‘经
济胁迫’就是指恶意利用经济脆弱性和经济相

互依赖来妨害他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①同年

１０ 月，日本自民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本部发布

题为“关于经济胁迫等经济安全重要政策的建

议”的政策报告进一步将“经济胁迫”定义为

“通过恶意利用、甚至武器化经济脆弱性和经济

相互依赖等非军事力量对他国进行施压，阻碍

他国主权管辖下的内政外交决策的自主性以及

妨碍健全的经济发展，意欲使他国的政策朝向

对本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报告还强调“经济胁

迫是对日本一直以来所拥护的自由、开放、稳定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挑战，损坏了基于自由、
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和国际法的国际秩

序”。②日本媒体与学者也就“经济胁迫”进行了

大量报道和评论，其对于“经济胁迫”的认知总

体与政府、政界保持一致。
对于“经济胁迫”的高度关注自然引发了关

于如何应对“经济胁迫”的讨论，“反经济胁迫”
议题应运而生。 日本对于“反经济胁迫”的认知

主要包含促进韧性和遏制两个方面。 一方面，
促进韧性指的是，当日本遭遇到他国的“经济胁

迫”时，能够抵消“经济胁迫”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此，日本的基本观点就是要强化自身在供应

链等方面的韧性，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从而

能够在被切断进出口来源时迅速转移市场，减
少经济损失。③此外，国际社会还需要进一步建

立机制，帮助遭遇“经济胁迫”的第三方国家提

升经济韧性。 另一方面，遏制指的是，使对象国

丧失动用“经济胁迫”的意愿或者不敢轻易动用

该手段。 具体而言，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

村康稔曾指出，提升对“经济胁迫”的遏制能力

就要具有卡住对方经济“咽喉”（ｃｈｏｋｅ ｐｏｉｎｔｓ）的
能力，从而能够在对方威胁使用或使用“经济胁

迫”时进行反制。④与此同时，无论是促进韧性还

是实施遏制，在日本看来，单个国家难以独自开

展有效的“反经济胁迫”，必须依托所谓“志同道

合的国家”共同合作，形成从评估、准备到遏制、
应对的 “反经济胁迫” 多边机制以及利用好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等既有平台。⑤

从日本的讨论来看，其对于“经济胁迫”的

定义只突出了“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胁迫”这一内

涵，而并不将“目标国家是否存在国际不法行为

或不正当行为”纳入考量。 这么做的原因实际

上就是要塑造日本面临来自经济大国胁迫风险

的舆论，从而把“经济胁迫”以及相应的“反经济

胁迫”导向特定的战略意图，即对抗中国的经济

影响力。
其一，日本对“经济胁迫”行为的具体认定

持双重标准。 日本认为，“经济胁迫是指恶意利

用经济脆弱性和经济相互依赖来妨害他国的国

内和外交政策”。 据此，日本将中国对日本、挪
威、澳大利亚、立陶宛等实施过的贸易进出口管

制措施均视为“经济胁迫”。 相对地，比如美国

以使用中国新疆的棉花为借口扣留了日本企业

产品，迫使后者进行所谓“人权供应链”改革的

行为完全符合日本对“经济胁迫”的定义，但日

本则从“人权问题”角度对事件进行定性，并不

认为美国在实施“经济胁迫”。 而对于美国其他

的对华贸易限制，日本则又将其归类为美国的

经济安全战略。
其二，在涉及中国的具体案例时，日本并不

关注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否遭到侵犯，而是片面

强调经济崛起后的中国会采用经济手段进行反

制，构成了“经济胁迫”风险。 比如在中国与立

陶宛关系上，日本主流舆论一直塑造“弱小的立

陶宛遭遇经济大国（中国）威胁”的论调，而并不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通商白書 ２０２３ 」、 経済産業省、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 ／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ｓｕｈａｋｕ２０２３ ／ ｐｄｆ ／ ｚｅｎｔａｉ．ｐｄｆ。

「経済的威圧など経済安全保障上の重要政策に関する
提言」、自民党、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ｏｒａｇｅ２． ｊｉｍｉｎ． ｊｐ ／ ｐｄｆ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２０６９７６＿２．ｐｄｆ。

久野新：「経済的威圧の無力化へ販路·調達先分散

を」、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ＣＤ０６４１Ｅ０Ｗ３Ａ９００Ｃ２００００００ ／ 。

Ｙａｓｕｔｏｓｈｉ 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 “ Ｂｕｌｉ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Ｏｒｄ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ｉｓ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ｐｒｏｄ．ｓ３．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 ／ ｓ３ｆｓ－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２３－０１ ／ ２３０１０５＿Ａｄｄｒｅｓｓ＿Ｎｉｓｈ⁃
ｉｍｕｒａ＿０．ｐｄｆ？ 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ｄ＝ｓＶＯ６ｐｇＹｖＪ５ｇ４Ｓ８ｒｖｎＡ９８ＮＹ０４９ＮＪＺｃＭＸ３．

「不公正貿易報告書を受けた経済産業省の取組方針」、
経済産業省、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０２３０６１６００３ ／ ２０２３０６１６００３－２．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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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本身就侵犯

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其三，日本的“反经济胁迫”具有明确指向

性。 从推动“反经济胁迫”议题开始，日本就始

终强调要与 Ｇ７ 等“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应

对“经济胁迫”，其言下之意就是“志同道合的

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经济胁迫”。 这与日本经

济安全战略的认知一脉相承，即经济安全的风

险来自于“不共享价值观”的国家。 比如，美国

要求荷兰、日本等遵守其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

政策就是利用了美国在该产业领域的“结构性

权力”施加的胁迫，①但日本并没有任何对美国

开展“反经济胁迫”的意图；而面对中国出台的

稀土及稀土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日本舆论就迅

速呼吁要进行“反经济胁迫”的准备。 因此，日
本的“反经济胁迫”本质上是针对其认定的竞争

对手或敌人，而从日本舆论的反馈来看，今后一

段时期该议题主要目标就是中国。
综上，如果仅从概念定义的角度看，日本对

于“经济胁迫”的界定可以适用于所有符合该定

义的国家，但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对于该概念的

运用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即当下日本所谓的“经
济胁迫”就是指“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 日本

的“反经济胁迫”议题首先就是围绕对抗中国而

设计的。

二、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
议题的推进路径

　 　 在实际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过程

中，为了遏制“中国经济胁迫”以及减轻“经济胁

迫”造成的经济伤害，日本形成了三条推进路

径。 第一，多边协同，即在国际社会寻求“志同

道合的国家”的合作，抢占“经济胁迫”的规则话

语权，落实具体的“反经济胁迫”多边机制，塑造

有利于日本的经济秩序。 第二，舆论传播，即协

同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以价值观划分阵营，从
政府 ／政界、媒体到战略界给中国贴上“非民主”
“威权”等标签，从而占据舆论斗争的“道德高

地”。 第三，能力建设，即提升国内“反经济胁

迫”的能力，增强对 “中国经济胁迫” 的抵抗

韧性。

２．１　 建立对华“反经济胁迫”的多边协同

从 ２０２１ 年到 ２０２３ 年，日本初步完成了与

“志同道合的国家”就“经济胁迫”议题达成共

识和建立“反经济胁迫”多边机制。 ２０２１ 年是

日本开始将“经济胁迫”一词正式加入到双边、
多边的外交议题。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日本、英国外长

防长“２＋２”会议首度公开提出反对“以经济手

段对地区国家进行胁迫”。 ６ 月，日本、澳大利亚

举行首脑会谈并第一次使用了“反对经济胁迫”
的提法。 １１ 月的 ＡＰＥＣ 会议中，日本首次在多

边场合下使用“经济胁迫”的表述，称“ＴＰＰ１１ 作

为 ２１ 世纪的贸易规则，其与不公正的贸易行为

和经济胁迫等不相容”。 在 １２ 月的 Ｇ７ 会议上，
时任日本外相林芳正就直接将中国与“经济胁

迫”划等号，而 Ｇ７ 声明也写入了“对中国的胁迫

性经济政策表示担忧”。②

２０２２ 年，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

进一步发展。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日美首次召开经济

安全“２＋２”（外长＋财长）会议并发布《强化经济

安全保障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共同声明，明确表

示“经济胁迫威胁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
宣称日美两国将共同对抗“经济胁迫”，并利用

ＷＴＯ、Ｇ７ 等多边平台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

开展合作。③尽管声明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

标志着日本与美国就对华“经济胁迫”议题达成

共识。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将“经济胁迫”加入

到与东盟国家的会谈议题中。 根据日本外务省

的会议报道显示，日本在向东盟国家谈论“经济

威胁”时，统一采用了将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与

“经济胁迫”并列的说法。 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 １１ 月的日本—东盟首脑峰会时声称，“对东

４３

①

②

③

金香丹：“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

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东北亚论坛》，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８０－９５ 页。

「Ｇ７ 外務·開発大臣会合」、外務省、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ｐ ／ ｐｃ ／ ｐａｇｅ３＿００３１７９．ｈｔｍｌ。

「日米経済政策協議委員会共同声明経済安全保障とル
ールに基づく秩序の強化」、外務省、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０２２０７３０００５ ／ ２０２２０７３０００５－５．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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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存在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以
及经济胁迫等表示深刻忧虑”。①这一做法明显

在暗示“经济胁迫”与中国之间的关联，体现了

日本进一步以“反经济胁迫”议题来扩大包围圈

的意图。
２０２３ 年，日本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加快

了“反经济胁迫”议题的落实工作，实现了一系

列双边、多边的合作机制。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日美首

脑声明中，双方在再次表达反对“经济胁迫”的
基础上，提出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构建供应

链、可信赖的跨境数据合作等来对抗胁迫性政

策。 ５ 月 Ｇ７ 广岛峰会后，Ｇ７ 国家正式宣布建立

以早期预警、迅速信息共享和定期协商为特点

的“应对经济胁迫的合作平台”机制，声称 Ｇ７ 为

了支持受到“经济胁迫”的国家、地区和实体，会
适时采取协调合作，充分利用现有手段对抗发

起胁迫的国家，并在必要时开发新的对抗性工

具。 该平台的作用在于当有国家受到外部经济

制裁、经济报复等行为时，由平台成员帮助其减

轻经济损失，从而对抗“经济胁迫”。② ６ 月，日本

与欧盟举行高级别经济对话，双方围绕应对“反
经济胁迫”等议题，讨论了如何在 Ｇ７ 框架下进

行合作。 ８ 月，美日韩首脑会议发布共同声明，
宣称三国将通过建立早期警戒系统来共同应对

“经济胁迫”。

２．２　 强化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的舆论传播

在国内外传播关于对华“反经济胁迫”的舆

论之际，日本重点放大中国经济的负面形象，与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对华“脱钩” “去风险”
等言论形成合流，为其实质性运作对华“反经济

胁迫”议题进行舆论铺垫。 总体看，日本主要从

两方面进行舆论传播。
（１）宣扬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是国际社会的

潜在“威胁”
其一，从制度上攻击中国，即强调所谓“民

主与威权的对立”以及来自所谓“威权主义”的
威胁等。 例如，《通商白皮书 ２０２３》 首次使用

“威权主义”一词，并且直接将“威权主义国家”
与自由、民主、法治、公平贸易等所谓“普世价

值”进行对立，强调“威权主义国家”崛起导致世

界经济面临分裂危机。
其二，宣传中国“有意让各国及地区对华经

济产生依赖，从而利用经济影响力实现中国的

各类战略目的”。 其中，较为典型的宣传内容包

括：“金钱外交”，即强调“中国利用经济利益渗

透当地来影响对方决策层或社会”；“债务陷

阱”，即抹黑中国的发展援助，将正常援助行为

歪曲为“让对方国家陷入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
并借此要求对方以重要资源和能源进行偿还”；
“技术窃取和强制转移”，即“中国利用庞大的市

场规模引诱国外企业对华投资，从而获取外企

技术，并最终赶走外企”。③

其三，宣传与中国经济交往将面临来自中

国政治因素的“介入”，从而受到中国的“经济

胁迫”。 该论调主张，当领土划界、中国台湾及

新疆等国家利益遭受外国侵害或否定时，或者

在外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会

采取利用贸易制裁、旅游限制等手段进行

施压。④

其四，宣传中国“试图取代西方国家主导

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构建自身的霸权体

系”。 在《通商白皮书 ２０２３》中，日本以不点名

的方式指出，霸权国家正在将经济相互依赖变

为一种经济施压的手段，进而反复提到“经济

胁迫”一词，多达 ４６ 次。 而相比之下，此前的

２０２２ 年以及更早年份的白皮书中，则没有出现

过“经济胁迫”这个词汇。 这一转变体现了日

本意欲将“经济胁迫”宣传为中国“实现霸权

国家地位”的一种工具，引发国际社会的“恐华

心理”。

５３

①

②

③

④

「第 ２５ 回日 ＡＳＥＡＮ 首脳会議」、外務省、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ｏ ／ ｒｐ ／ ｐａｇｅ１＿００１３９５．ｈｔｍｌ。

「経済的強靭性及び経済安全保障に関するＧ７ 首脳声

明」、外務省、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１００５０６７６８．ｐｄｆ。

鈴木一人：「検証　 エコノミック·ステイトクラフト」、
『国際政治』第 ２０５ 号、１－１３ 頁。

久野新：「中国の経済制裁：その特徴と有効性」、日本国際

フォーラム、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ｆｉｒ． ｏｒ． ｊｐ ／ 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９７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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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推动以“贬低中国经济反制能力”为特

征的舆论宣传

日本对内外声称，中国实施“经济胁迫”不
仅难以达到政策目的，还会“搬石砸脚”。 针对

中国的进出口管制措施，日本多以 ２０１０ 年的

中国对日稀土出口管制为例，认为中国对日本

的“经济胁迫”起到了反效果。 首先，日本实施

了稀土进口多元化，打击了中国对稀土市场的

“垄断”；其次，推动了日本与美国、欧盟利用

ＷＴＯ 对中国稀土管制进行诉讼，是三方协同

应对“经济胁迫”的早期合作；最后，引发了国

际社会对中国“滥用贸易管制”的担忧。①类似

观点也被运用到挪威、澳大利亚、立陶宛等与中

国有摩擦的国家，其根本目的就是为本国和“志
同道合的国家”注入舆论“强心剂”，即只要共同

合作就一定能打倒中国的“经济胁迫”，实现对

华遏制。

２．３　 推动国内对华“反经济胁迫”的能力建设

在构建国内对华“反经济胁迫”能力方面，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召开了名为

“加强与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产业及技术基础”
的研讨会，召集产业界、学界人士进行研讨的基

础上，出台了《加强与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产业

及技术基础的行动计划》，②是日本政府首度公

开关于应对“经济胁迫”的政策方针。
此次《加强与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产业及

技术基础的行动计划》明确了经济安全三根支

柱（３ 个“Ｐ”），即产业支援政策（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产
业防御政策（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构建国际框架（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 其中，应对“经济胁迫”政策被置于

“构建国际框架”这一支柱。 《加强与经济安全

保障相关的产业及技术基础的行动计划》指出，
以构建国际框架来应对经济胁迫的目的是“阻
止他国的经济胁迫，同时，即使当日本遭受到经

济胁迫，也不会被迫改变日本（乃至‘志同道合

的国家’）的政策，而是迫使施加经济胁迫的国

家撤回相关行为或者使其政策无法产生实际

效果。”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政策方针分为两个方

面。 一方面是所谓“常态化措施”，即持续推动

供应链调整，防止出现对特定国家、市场的过度

依赖；另一方面是所谓“遭遇经济胁迫时的措

施”，即救济受到“经济胁迫”的日本企业。 为

此，日本提出活用四类国际框架：第一，改革

ＷＴＯ，包括恢复上诉机构的功能等；第二，利用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如“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

排”等；第三，利用日美经济安全“２＋２”对话、Ｇ７
“经济胁迫”协商平台等机制；第四，通过对其他

国家进行宣传来打击实施“经济胁迫”的国家的

名声。 此外，在上述常态化机制下，经济产业省

也会根据个别、突发案例采取临时性措施来应

对他国的“经济胁迫”。
除了作为政策主要落实方的经济产业省

之外，日本其他部门也在以各类方式参与“反

经济胁迫”的能力建设。 在日本外务省 ２０２３
年度的行政预算中新增了“关于进行应对经济

胁迫的调查经费”，强调要搜集“经济胁迫的事

实和案例”，讨论相应反制措施，引发国际社会

关心，并且在国际社会主导“反经济胁迫”的规

则形成等。 其目的显然是要进一步搜罗“证

据”来为其落实“反经济胁迫”议题进行话语

支撑。 此外，日本还计划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日本贸易保险公司等机构加强对国内企业

的支援。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援助政策目前

有两类措施：一是设立咨询窗口，向有关企业

介绍应对“经济胁迫”案件的支援方式及负责

部门等；二是当企业遭遇贸易进出口管制等措

施时，协助其开拓替代市场，比如召开展销会、
推介会等，同时针对中小企业会额外派遣专家

进行指导。 日本贸易保险的援助政策目前有

三类措施：一是向各类企业机构推介利用贸易

保险来开拓替代市场；二是当“志同道合的国

家”受到“经济胁迫”时，可以通过宣布继续提

６３

①

②

高木誠司：「２０１０ 年レアアース輸出停滞等を振り返っ
て中国を考える」、経済産業研究所、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ｉｅｔｉ．ｇｏ．ｊｐ ／ ｊｐ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ｓ２４＿００１２．ｈｔｍｌ。

「経済安全保障に係る産業技術基盤強化アクションプ
ラン」、経済産業省、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０２３１１０２００２ ／ ２０２３１１０２００２－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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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贸易保险来支持日本企业与该国的交易和

业务持续进行；三是加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
的出口信贷机构进行合作。

三、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看对华

“反经济胁迫”议题运作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针对日本强行推动核污染水

排海的不正当行为，为保护中国海域环境及食

品卫生安全，中国暂停了日本水产品进口。 对

此，日本舆论纷纷炒作该行为是“经济胁迫”，并
且协同美国等盟友对华进行批判以及协助日本

水产品出口。 这是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
议题后第一起典型的运作案例，即通过多边协

同、舆论传播、能力建设三条路径来试图“规锁”
中国、转嫁危机。
３．１　 多边协同：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合作

应对

在开启核污染水排海之前，日本政府已经

与包括美国、英国等在内的诸多“共享价值观”
的国家进行了沟通以获取其支持。 中国推出暂

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措施后，上述盟友、伙伴立刻

以各种形式对日本进行支持。
首先，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利用政府、议会

等平台进行声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３ 日，加拿大原

子能管制委员会发布文章称，“完全相信日本排

海行为的决定有合理科学依据”，赞扬日本原子

能规制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合作寻找

到了解决福岛核污染水的处理方法，并且还声

称，“禁止日本水产品的做法令人感到失望”。①

同月 １５ 日，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发

布声明称，“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是又一起

‘经济胁迫’案例，坚决要求中国撤回这一决定，
美国需要讨论帮助日本扩大水产品出口的

举措。”②

其次，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政治作秀

为日本站台。 ８ 月 ３１ 日，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

尔（Ｒａｈｍ Ｅｍａｎｕｅｌ）高调访问日本福岛县相马

市，不仅表示“美国将持续购买日本水产品，中
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明显是经济胁迫，如果

日本向 ＷＴＯ 申诉，美国将予以支持”，并且还对

外公布其品尝了由当地水产品制作的午餐。③ ９
月 ５ 日，澳大利亚驻日大使海赫斯特 （ Ｊｕｓｔｉｎ
Ｈａｙｈｕｒｓｔ）在社交媒体“Ｘ” （原“推特”）上公布

了他用福岛县水产品制作料理的视频，并且在

视频中呼吁所有人通过吃福岛水产品来声援日

本。④ ２１ 日，欧盟驻日大使帕奎特 （ Ｊｅａｎ － Ｅｒｉｃ
Ｐａｑｕｅｔ）与青森县县长宫下宗一郎举行会谈时表

示，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举措毫无意义

且缺乏科学性， 欧盟将继续支持日本排海

行为。⑤

最后，日本学界、战略界则纷纷建议政府协

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利用现有多边平台进行

“反制”。 比如，建议日本将此事件作为议题上

报到 Ｇ７ 的 “反经济胁迫” 框架，进行共同应

对；⑥还有认为针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日本要

通过中国也参与的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ＭＰＩＡ）”来处理此次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事件，而且，通过申诉能够进一步暴露出中国营

商环境风险，让中国遭到“反噬”；⑦此外，除了利

用多边框架、多边外交进行对华“反制”以外，强
调如果日本能成功拓展其他市场，中国的“经济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ｕｍｉｎａ Ｖｅｌｓｈｉ， “Ｎｏ Ｈａｒｍ ａｓ Ｊａｐａ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ｓｃ － ｃｃｓｎ． ｇｃ． ｃａ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ｗａｓｔｅ－ａｒｔｉｃｌｅ ／ ．

「日本産品禁輸は『経済的威圧』 ＝米下院委、中国に撤回

要求」、 時事通信、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ｅｑｕｉｔｙ． ｊｉｊｉ． ｃｏｍ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２０２３０９１５００３０２。

「『米国は日本産の水産物を買い続ける』…駐日大使が
福島訪問、中国の禁輸『あからさまな威圧』」、読売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ｏｍｉｕｒｉ． ｃｏ． ｊｐ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２３０８３１ －
ＯＹＴ１Ｔ５０１７９ ／ 。

「オーストラリア駐日大使、処理水放出後の福島『食べ
て応援』動画公開　 ＳＮＳで反響」、ＴＢＳ、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ｄｉｇ．ｔｂｓ．ｃｏ．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 ／ ７１７３４３？ ｄｉｓｐｌａｙ＝ １。

「駐日 ＥＵ 大使が宮下宗一郎青森県知事と会談 　 青森

県産品は『とてもおいしい』中国の禁輸措置にも言及」、ＴＢＳ、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ｄｉｇ．ｔｂｓ．ｃｏ．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 ／ ７３５６４８。

「中国の水産物禁輸は『経済的威圧』 　 日本政府は戦略

的な行動起こせ」、日経ビジネス、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ｓ： ／ ／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 ／ ａｔｃｌ ／ ｓｅｍｉｎａｒ ／ １９ ／ ００１３３ ／ ００１０５ ／ 。

川瀬剛志：「経済的威圧としての中国による対日水産物

禁輸－ＭＰＩＡを活用してＷＴＯ 提訴を－」、経済産業研究所、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ｉ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９４．
ｈｔｍｌ＃ｎｏｔ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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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就会减弱等。①

３．２　 舆论传播：炒作“中国威胁”和“中国失败”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措施

后，日本政府主要以“中国的措施没有科学依

据”等说法为其辩护，而舆论则纷纷将此事定性

为所谓的“经济胁迫”。 《日本经济新闻》即发

表社论称，“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是要将排

海问题变成针对日本的‘外交牌’，完全就是依

赖贸易、投资对他国进行施压的经济胁迫”。②日

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干部也密集发声，大肆指责

中国。 执政党自民党方面，参议院干事长世耕

弘成称，“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政治上恣

意地全面禁止某一国的水产品，这种国家完全

没有资格加入 ＴＰＰ”；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

苗提出，“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完全就是经

济胁迫，必须予以反制”。③在野党方面，立宪民

主党党首的泉健太表示，“这完全是一个不冷静

的举措，我们要求中国撤回停止进口的决定”；
日本维新会政调会长的音喜多骏提出，“这是不

科学的骚扰行为”；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

称，“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这次暂停进口日

本水产品的措施似乎掩盖了政治意图，不让国

内形势引起人们的关注”。④

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也利用各自舆论支持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抹黑中国暂停进口日

本水产品的措施。 美国《纽约时报》在 ８ 月 ３１
日发布评论文章声称，“中国不断向外界释放虚

假信息，从而夸大日本排放行为的风险，并且向

国际社会宣传日本及其盟友对于核污染水排海

行为的支持是受到地缘政治利益的驱动和支

配，破坏了道德标准和国际规范。”⑤与此同时，
有关“中国的措施效果有限” “中国会遭受反

噬”等内容也在日本舆论广泛传播。 例如，野村

综合研究所（ＮＲＩ）于 ８ 月 ２４ 日刊登专家评论

称，日本对华水产品出口仅占整体出口的

０．１７％，对 ＧＤＰ 造成的损失不超过 ０．０３％，因此，
中国暂停进口水产品对日本影响有限；⑥《产经

新闻》在 ８ 月 ３０ 日报道称，“中国暂停进口日本

水产品的措施不仅导致了中国国内的日本料理

行业遭受打击，还进一步影响了中国水产品进

口行业，反而对中国造成了经济冲击。”⑦

３．３　 能力建设：出台经济财政应急政策对冲经

济损失

中国发布暂停进口措施后，日本帝国数据

银行表示，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措施不

仅直接影响水产业者，也会波及以日本水产品

为原材料的食品企业，预计将有 ７００ 家日本企

业受到冲击，并且许多企业出口中国市场的份

额超过 ５０％，受中国消费市场的影响很大。⑧

为抚平国内情绪，展示日本有能力应对中

国的“经济胁迫”， 除了采取前述的舆论传播方

式外，在日本内阁牵头下，农林水产省、经济产

业省、外务省、复兴厅于 ９ 月 ５ 日联合发布“保
护水产业”一揽子政策。 其中，日本紧急推出

２０７ 亿日元的备用金，用于应对所谓中国的“经
济胁迫”。 该措施包含两大内容，一方面是寻找

中国的替代市场。 一揽子政策推出后，日本政

府以及各类机构已经陆续针对东南亚、欧洲、美
国等对象，通过政府沟通、产品推介会等形式寻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山下一仁：「中国の水産物輸入停止を撤回させるために
は」、キャノングローバル戦略研究所、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ｇｓ．ｃａｎｏ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２３０９２２＿７６７２．ｈｔｍｌ。

「中国の日本産水産物の禁輸は理不尽だ」、日本経済新

聞、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ＤＫ２４６ＭＲ０Ｕ３Ａ８２０Ｃ２００００００ ／ 。

「政府·与党から中国批判　 『ＴＰＰの資格なし』『経済的

威圧』」、朝日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ｓａｈｉ．ｃｏｍ ／ 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 ＡＳＲ８Ｙ５ＳＹ６Ｒ８ＹＵＬＦＡ０１７．ｈｔｍｌ。

「水産物禁輸に与野党、中国非難相次ぐ『一方的で腹立

たしい』…経済への影響『非常に大きい』」、読売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ｏｍｉｕｒｉ． ｃ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３０８２４ －
ＯＹＴ１Ｔ５０３８１ ／ 。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ｅｌｓ Ａｎｇｅｒ Ｏｖｅｒ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３１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ｈｔｍｌ．

木内登英：「中国による日本の水産物輸入停止の経済的

打撃は大きくないが、貿易規制のエスカレーションに注意」、野
村総合研究所、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ｒｉ． ｃｏｍ ／ ｊｐ ／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 ｂｌｏｇ ／ ｌｓｔ ／ ２０２３ ／ ｆｉｓ ／ ｋｉｕｃｈｉ ／ ０８２４＿２。

「中国の消費者「海鮮離れ」　 習政権の処理水批判で」、
産経新聞、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ｎ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２３０８３０－ＫＫＢ５２６ＹＦＢＲＭＮ５Ｆ４ＬＹ７４ＶＤＩ２ＥＷ４ ／ 。

「緊急調査：中国の対日輸入規制による日本企業の影響

調査」、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ｄｂ． ｃｏ． ｊｐ ／ ｒｅｐｏｒｔ ／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
ｐｒｅｓｓ ／ ｐｄｆ ／ ｐ２３０８１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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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替代中国的出口市场。 同时，日本政府也在

国内着力推动自卫队、学校、企业食堂、餐厅等

优先使用日本水产品。 另一方面是摆脱对中国

水产品加工的依赖。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 ９ 月 ２７
日向国内公布了名称为“据加强 ＡＬＰＳ 处理水相

关的进口管制，为了分散水产业对特定国家和

地区的依赖，采取应急支援措施（国内加工体制

的强化措施）”的补贴项目，旨在支持日本国内

企业通过招募人才、进口相关加工设备等方式

提升国内水产品加工能力。①

从此次核污染水排海事件可以看到，“反经

济胁迫”议题成为串联日本国内及其“志同道合

的国家”的关键线索。 通过多边协同和舆论传

播，他们迅速将中国暂停进口的措施定性为“经
济胁迫”，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日本的声援和

行动，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经济，制造有利于日

本推动 “反经济胁迫”议题的舆论环境，②从而

为后续落实诸如 Ｇ７“反经济胁迫平台”、ＷＴＯ
起诉中国等具体的措施打造“现实基础”，最终

实现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规锁”
中国，最大程度削弱中国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

政治影响力的能力。
同时，支持水产业的各类政策及活动快速

铺开显示了能力建设是日本“反经济胁迫”议题

的现实支撑。 尽管日本方面也承认，失去中国

市场会带来经济损失，但总体而言，日本当前的

主流观点认为：日本拥有成功对抗过中国管制

稀土出口的经验，且澳大利亚、立陶宛等国也同

样没有被中国的“经济胁迫”打倒，在日本自身

和其他盟友、伙伴的共同协作下，此次中国暂停

进口日本水产品的负面影响同样是暂时的，最
终会被逐渐消解，日本可以向国际社会证明中

国的“经济胁迫”能够被遏制。
此外，尽管日本水产业者对于日本政府强

推核污染水排海存在异议，也担忧中国暂停进

口日本水产品产生的经济损失，但就目前来

看，产业界主要是要求政府给予相应的援助和

补偿并遵循政府转移出口市场和强化国内市

场的路线，公开要求停止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

几乎没有。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 １２ 月 ５ 日发布

出口数据显示，１０ 月份水产品整体出口下降了

２８％，其中对中国出口减少 ８４％，但相对地，对
美国、越南、菲律宾出口相继增加了 １８％、２７％
和 １７％。③而大多数日本普通民众显然也接受

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渲染，纷纷采取购买水

产品等方式支持受损失的地方或企业。 在受

核污染最严重的福岛地区，有当地渔民对媒体

表示“感谢全国各地对福岛水产品的支持，中
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措施是对相关从业

者努力的不尊重”。④可以说，在日本热炒“中

国经济胁迫”的背景下，日本国内以及美国等

部分西方国家的舆论都将注意力放到了所谓

的“中国威胁”，而忽视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

危害和不道德。

四、日本推动对华“反经济胁迫”
议题的影响

　 　 ２０２３ 年以来，日本推动“反经济胁迫”议题

可谓进入“快车道”，从多边协同、舆论传播、能
力建设层面均开展了具有实质性成果的行动。
因而，尽管“反经济胁迫”议题才被推出不久，但
对于中国外交、舆论环境的影响已然呈现。
４．１　 日本的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与美国等

部分西方国家同频共振

其一，日本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都开始

将“经济胁迫”作为攻击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措
施的新抓手。 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Ｒｉｓｈｉ Ｓｕ⁃
ｎａｋ）在 ２０２３ 年广岛 Ｇ７ 峰会上声称中国是“当

９３

①

②

③

④

详细补贴内容源自日本经济产业省专题网页：「令和 ５ 年

度『ＡＬＰＳ 処理水関連の輸入規制強化を踏まえた水産業の特定

国·地域依存を分散するための緊急支援事業（国内加工体制の
強化対策事業）』に係る補助事業者（執行団体（事務局））の公募

について」、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ｆｅｒ ／ ｋｏｂｏ ／
２０２３ ／ ｋ２３０９２７００２．ｈｔｍｌ。

黄楚新：“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舆情传播研判”，《人民

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８ 期，第 ７８－８１ 页。
「水産物輸出額 １０ 月 ２８％減、中国禁輸響く　 米国向け

は増加」、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ＵＢ０４８４Ｏ０Ｕ３Ａ２０１Ｃ２００００００ ／ 。

「福島県内の漁業者　 自信と感謝胸に漁を継続」、福島

民報、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ｎｐｏ． ｊｐ ／ ｎｅｗｓ ／ 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２３０９２３１１０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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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全球安全与繁荣的最大挑战”，Ｇ７ 将采取共

同的“去风险”政策，防止中国利用经济“胁迫”
别国。①美国参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库

恩斯（Ｃｈｒｉｓ Ｃｏｏｎｓ）和托德·杨（Ｔｏｄｄ Ｙｏｕｎｇ）声
称，“美国的经济制裁是透明的、基于规则的，而
中国的经济胁迫则是不透明的、恶意的，共享民

主价值观的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反民主国家

的欺凌和恐吓”。②加拿大政府则在其《印太战

略》中表示，中国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胁迫”
已经对“印太”地区乃至全球产生了重要影响，
加拿大将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反击“经
济胁迫”。③

其二，日本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在协同

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上具有共识。 该动

向不仅限于政府间合作，而是具有更广泛的战

略界的智力支撑。 ２０２１ 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

所（ ＩＩＳＳ）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威慑和惩罚中

国“经济胁迫”行为的议题已经上了西方国家

的政治议程，特别是 Ｇ７ 有责任在西方政府之

间建立共识并呼吁反抗“经济胁迫”行为。④澳

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前高级官员贾斯汀·布朗

（Ｊｕｓｔｉｎ Ｂｒｏｗｎ）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发表分析文章指

出，面对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需要

与欧盟、ＯＥＣＤ、Ｇ７ 等伙伴进行协作，加强针对

中国的情报分析与共享，并采取集体行动对抗

“经 济 胁 迫 ”。⑤ 同 年 ６ 月， 美 国 兰 德 公 司

（ＲＡＮＤ）发布报告指出，落实“反经济胁迫”平

台机制可以有三种途径：Ｇ７ 可以公开团结起来

谴责中国的行为；以协调的方式进行经济报复，
例如通过多边贸易或旅行禁令；Ｇ７ 可以向被中

国“胁迫”的目标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它分担负

面后果。⑥

４．２　 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有推动空间

尽管中国与周边各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建

立了良好的经济往来，但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样

在这些地区长期扎根，并在舆论传播能力和议

题设置能力上占据优势，再加上周边各国及广

大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利益考量，因此存在形成

对华“反经济胁迫”话语环境的可能性。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出于历史记忆、规模差

距等认知因素以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因素

的影响，东盟国家对华态度是复杂的。⑦在此背

景下，日本及部分西方国家一直向该地区传播

有关“中国债务陷阱”的言论，并对东盟国家产

生了 一 定 的 影 响。 新 加 坡 东 南 亚 研 究 所

（ＩＳＥＡＳ）的研究报告就东盟国家对“中国债务

陷阱”认知进行分析后指出，从实际数据和资料

看，中国的融资行为并不符合西方国家所说的

“债务陷阱”，但国家主导融资行为的背景放大

了东盟国家对于“债务陷阱”的叙事焦虑。⑧同

时，日本采用类似“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可能产生

风险”等措辞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地区回应。
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就是东盟国家担心实力不

对称和经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可能会限制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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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选择和战略空间。①

４．３　 中国应对“反经济胁迫”议题迫在眉睫

第一，围绕“反经济胁迫”的话语斗争已然

打响，日本及部分美西方国家意欲占据定义权

和“道德制高点”。 Ｇ７ 宣称，“对破坏多边贸易

体制功能和信任，以及侵害以主权尊严和法治

原则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
特别是涉及对世界安全和稳定构成损害的经济

胁迫行为，敦促所有国家采取克制。”②这些说法

实际上完全适用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等经

济领域的打压行为，但 Ｇ７ 无视此类事实，而且

强调 Ｇ７ 要团结一致对抗所谓的“中国经济胁

迫”。 此等双标行为已然证明，日本及部分美西

方国家并不关心“经济胁迫”本身，而是要将“经
济胁迫”的话语权掌握在本方阵营手中，使其成

为规锁竞争对手的一张牌。
第二，围绕“反经济胁迫”的制度斗争也已

开始，日本及部分西方国家以美国为盟主、以
“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率先构建了制度性框架

来运作“反经济胁迫”议题。 特别在 ＷＴＯ 等多

边进程受挫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少边主义

（或称小多边主义等）开始盛行，并被主要大国

利用来塑造国际经济规则。③针对部分西方国

家的封闭性、排外性举措，中国需在国际社会

形成合力来对冲其在“反经济胁迫”议题上的

影响力。
第三，日本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推动“反

经济胁迫”的话语建设和制度建设将进一步为

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外事务提供渠道。 近年

来，日本等国开始将澳大利亚、立陶宛对抗中国

的贸易进口管制等事件视为“反经济胁迫的成

功案例”，意欲向国际社会展示西方国家在与中

国对抗中处于优势地位。 例如，前日本驻澳大

利亚大使山上信吾声称，“日本、美国、欧盟等在

澳大利亚面临逆境时伸出援手，协助后者成功

抵御中国的压力，并且进一步鼓舞了立陶宛等

小国勇于对抗中国。”④实际上，前述的 Ｇ７“应对

经济胁迫的合作平台”机制正试图向国际社会

发出信号，即不用担心因与中国发生冲突而遭

到经济损失。 在“反经济胁迫”议题的鼓动下，
部分国家或更有意愿采取对抗中国的做法。 这

对中国如何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措施提出了新

的要求。

五、结　 语

日本打造对华“反经济胁迫”议题直接指向

是与中国的地缘经济竞争。 其重点是通过多边

协同、舆论传播、能力建设的方式来打造符合日

本及部分西方国家所需求的“反经济胁迫”规

则，并使其嵌入到所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
而实现在经济领域的对华遏制。 从长远看，日
本也完全可能以“反经济胁迫”议题来针对其他

“非民主”“非志同道合”的国家。 对此，可以从

三方面进行理解和应对。
首先，大国经济竞争既包括技术革新、经济

治理等经济实力竞争，也是塑造国际经济规则、
规范的引领力竞争。 对此，一方面要看到中国

对于国际规则、规范的发声和构建能力仍然处

于相对弱势，另一方面需要保持自信，发挥中国

外交的独特优势。 日本及部分西方国家所谓的

“新规则”仍然建立在意识形态、阵营划分的旧

体制之上，其在“反经济胁迫”议题上的双标立

场，再次体现了其要把经济支配的“大棒”握在

少数国家手里的思维。 然而，拼凑排他性“小圈

子”、制造阵营对抗很难有助于解决当前人类社

会面临的各类问题，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

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

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中国

推动 ＲＣＥＰ、Ｇ２０、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以及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是旨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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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代表

性和发言权，更符合国际社会渴望公平正义的

声音。
其次，保持战略定力，辩证看待“反经济胁

迫”议题的产生与发展。 从历史和现实层面看，
针对中国的“反经济胁迫”议题出现有必然性。
除了前文提及的日本、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

中国崛起视为“威胁”这一因素之外，也要注意

到中国周边地区无论是出于历史记忆、民族主

义等观念因素，亦或是领土争端、国力差距等现

实因素，都对中国的对外活动格外关注，特别是

与中国存在摩擦、冲突时，更容易引发对华戒

心。 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这种关

系结构，通过煽动“中国威胁”来引发他们的不

安情绪，从而推动其接受“反经济胁迫”议题。
对此，一方面当然要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

理念，做好周边地区国家的工作，但在事关中国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核心问题上，中国采取

反制措施合情合理合法，这意味着围绕“反经济

胁迫”议题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 与此同时，从
国际社会整体的发展轨迹看，“反经济胁迫”议
题本身也有积极一面。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

国家占据国际经济体系中心地位，广大非西方、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主导

地位，比如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等。 中国作为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就反对美国等部

分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胁

迫”进行发声。
最后，“反经济胁迫”议题显示日本对华战

略思维存在误区。 当前日本的一种典型观点认

为，其只要联合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
主导经济规则，实现“以多打少”，就可以压制中

国，从而形成对日本有利的环境。 然而，美国等

西方国家在航天、光伏等众多领域对中国的“规
锁”失败恰恰证明了中国的发展不会因为遭遇

规则排挤而停滞。 不仅如此，将中国视为“经济

胁迫”的想法与日本对华经济交往需求明显冲

突，日本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日本未来的经济增

长需要外需支撑，中国市场非常重要。 当前，中
国保持不断加快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那么就将使得日本政

府的对华规锁政策与中国经济、中日经济关系

发展现实之间的鸿沟被不断扩大，最终走向

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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