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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日本在新的东亚地区秩序的形成过程中 ,将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的地区秩序战略主要围绕着构建其主张的东亚共同体

展开。在简要分析了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后 ,本文对日本的具体实施政策从安全和经济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

讨。尽管日本抱以厚望 ,由于采取的政策路径和战略选择存在一定的误区 ,日本对东亚未来地区秩序的塑造作用将面临着不小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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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东亚地区变化着的经济、安全

和政治关系正在推动着新的地区秩序的形成。毫无疑

问 ,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成员 ,日本的国家利益取向和

战略选择将对新的地区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

通过对日本的东亚地区秩序构想、实施战略及其现实

约束等方面进行论述 ,以更好地理解日本在新的东亚

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东亚共同体”地区秩序的提出及其特点

战后 ,日本曾有过“雁行模式”和“开放式地区主

义”等地区秩序战略。由于各种原因 ,日本的上述地区

秩序设想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目前日本政府的东亚地

区秩序战略以“东亚共同体”为核心内容。

“东亚共同体”构想最早由小泉纯一郎于 2002 年 1

月在访问新加坡时提出。2003 年 12 月 ,在东京举行的

“日本 —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 ,日本正式宣布了“东亚

共同体”倡议。日本在这次会议发表的《东京宣言》中

指出 ,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将是一个“外向的、生机勃勃

的富有创造性和活力 ,以及成员间能相互理解并且既

保持亚洲传统和价值观 ,又尊重国际通行规则和原则

的大家庭”。在 2004 年 11 月老挝举行的东亚领导人

会议上 ,日本进而公布了推动东亚共同体的三点建议 :

第一 ,东亚各国应超越地区文化、宗教、经济发展阶段、

政治价值观 ,进一步增强区域合作的活力 ,包括经济伙

伴协定、金融合作 ,以引进欧盟的制度框架作为中长期

目标 ;第二 ,强化与其他地区伙伴的合作 ,确保开放性

与透明度 ;第三 ,尊重地区合作的普遍规则。〔1〕

2005 年 8 月 ,具有浓厚政府背景的日本“东亚共同

体评议会”明确提出了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战略

原则。在名为《东亚共同体设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

战略》的政策研究报告中 ,该评议会认为日本的“东亚

共同体”战略必须以增大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 ,

并具体列举了安全保障、繁荣、价值这三个关键词。在

“安全保障”方面 ,设想了一个作为“不战共同体”的“东

亚共同体”,这时的“前提应是坚持日美同盟”。在“繁

荣”中 ,提出“为了日本经济的成长 ,要创建一个人员、

货物、金钱、信息都能自由且活泼地移动的环境 ,与成

长潜力很大的这个地区建立密切的关系”, 要求实现

“东亚自由贸易区”。在“价值”方面 ,“一般说来 ,理应

长期逐步形成的东亚共同体必须符合日本人所持有的

价值观。具体地说 ,自由和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的尊

重、法制等价值在东亚共同体中也必须得到实现。”〔2〕

2005 年 10 月 ,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东亚共同体

建设的我国的看法》,明确阐明了日本关于“东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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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基本理念 ,即“开放的区域主义”、“以促进功能性

合作性合作为中心”和“尊重一般价值、遵守全球规

则”。2006 年 4 月初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又提

出了建设“东亚经济伙伴协定构想”,主张自 2008 年起

的 10 年内 ,通过与东盟、中韩及澳新印等国家和地区

全面签订经济伙伴协定 ,建立日本主导的超越东亚范

围的经济伙伴协定。〔3〕

通过对日本政府“东亚共同体”政策的历史梳理 ,

可以看出日本地区战略的如下特点。

第一 ,日本不仅要在未来东亚秩序占据主导地位 ,

而且有意把构建未来地区秩序和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

结合在一起。要占据主导地位的想法在日本的东亚区

域经济一体化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东南亚 ,日

本以“日本 —新加坡经济伙伴协定”为基础 ,积极发展

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双边经济合作 ,以期建立日本 —

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东北亚 ,积极倡议成立日韩自由贸

易区 ,希望以韩国为跳板 ,扩展到相邻的国家和地区 ,

建立东北亚经济圈。这表明 ,日本的外交战略不仅仅

限于推动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

用 ,更重要的是 ,日本试图把其东亚地区战略和实现政

治大国的目标结合在一起 ,以推进东亚地区秩序的建

立为突破口 ,加快成为政治大国。

第二 ,东亚地区秩序必须是开放的 ,要建立在与区

域外国家紧密联系的基础上 ,充分照顾到美国等其他

区域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日本政府曾数次强调

东亚共同体决不能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组织 ,东亚共同

体在结构上是开放的 ,而非封闭的。首先 ,日本极力推

动“10 + 6”模式 ,希望东亚共同体不仅包括东盟、中国、

日本和韩国等核心成员 ,还应吸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印度参加。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 ,美国不能缺席东亚共

同体的建设。“日本要实现的东亚共同体必须设想为

美国介入东亚以及进一步发展日美关系的共同体”,

“从经济上看 ,东亚经济依赖于美国市场 ,东亚的稳定

没有美军的存在是不能考虑的。因此如果将美国与其

他区域外国家一样对待 , 东亚共同体本身就不能成

立。”〔4〕如此一来 ,一个日本主导的开放的“东亚共同

体”既可以缓解美国对日本经营东亚共同体的不满 ,又

能扩大日本在共同体中的阵营 ,一举两得。

第三 ,东亚地区秩序不仅仅涉及经济 ,而且要扩展

到安全领域。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不仅要发展经济

合作 ,而且要开展安全领域的合作。小泉曾表示 ,在东

亚共同体的架构下 ,日本要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 ,愿

意为保证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要通过促进东盟地

区论坛的发展 ,把日本同东盟的合作和整个东亚的合

作联系起来。在手段方面 ,日本主张要依靠美日军事

同盟。日本认为东盟的“地区安全共同体”模式不具有

遏制和针对型功能 ,在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

下 ,不适用于东亚。相反 ,带有抑制、对应型功能的东

亚安保体系 , 即以日美同盟为主要组成的、以美国为首

的“中心 —轮辐”型东亚军事同盟体系 , 应当是当前东

亚安全合作以及共同体建设的重点。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地区秩序战略体现了其希望

在东亚地区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意愿 ,

但是意愿不会自动变为现实。为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大体上 ,日本的地区秩序战

略可以分为地区安全战略和地区经济战略两大方面。

二、实现地区秩序的安全战略

1 . 加强美日同盟。如前所述 ,日本在论及“东亚共

同体”的时候 ,一直主张东亚共同体的开放性 ,其真实

意图在于借助美国和美日同盟来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

影响。布什出于强化其东亚战略的需要 ,也相应地提

高日本的作用和战略地位 ,试图将日本变成可靠、坚定

的“远东地区的英国”,从而能够为其军事战略分担更

大的军事责任。

2005 年 2 月 ,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安全保障协议

委员会上 ,美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提出多项“共同战

略目标”,其要点包括关注区域内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动

向、欢迎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促使台湾海峡问题和平

解决和督促中国提高军事领域的透明性等。从美日联

合声明可以看出 ,日本真正的战略目标就是东亚地区。

日本相信 ,通过加强日美军事同盟 ,日本不仅在日美安

保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够显著得到加强 ,而且其在

东亚的军事影响力也大为增加 ,能有效应对朝鲜的威

胁和牵制中国的崛起。

2 . 推进自主防卫 ,建设军事大国。日本也认识到 ,

在美日同盟中 ,美国的出发点更多的是自己的战略需

要 ,而非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家利益。因此 ,在强化美

日军事同盟的同时 ,日本并没有放弃自主防卫。这样

的战略理念通过日本不同年份的《防卫计划大纲》措辞

变化可以看出。在 1995 年的《防卫计划大纲》中 ,日本

政府提出实现安全保障的手段分别为 :与国际社会的

合作、与同盟国的合作和本国自身努力。2004 年 12 月

通过的新防卫大纲提出的保障手段虽仍为上述三种 ,

但其顺序与之相反 ,自身努力被排在了首位 ,可见日本

更重视自身军事力量在外交和维护国家利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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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5〕

在自主防卫理念的推动下 ,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

走上了一条“快车道”。目前 ,日本自卫队装备的现代

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已经是世界一流 ,其中海上自卫队

的作战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此外 ,日本企业在军

事方面的研发能力也不可小觑。例如 ,三菱、东芝等多

家公司组成的日本航空航天开发事业集团研究开发了

具有较高水平的 E - 767 预警机、F - 2 战斗机、O H - X

直升机 ,并自行研制了 XAAM - 4 型中程空对空导弹 ,

其性能超过美国最先进的同类导弹。〔6〕

3 . 积极参与和构建东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在强

化美日同盟和自主防卫的同时 ,日本也积极推进东亚

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建设 ,力图在多边安全机制中发

挥自身积极甚至主导作用 ,并对中国形成有效约束。

第一 ,深化和东盟地区的安全合作 ,争取东盟国家

的支持。首先 ,在 2003 年 12 月 ,日本正式加入了《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是日本与东盟在安全领域加强

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次 ,日本在通过东盟地区论

坛与东盟整体进行安全对话的同时 ,积极发展与东盟

各成员国军方的双边对话和军事交流。再次 ,加强与

东盟在反恐、打击海盗犯罪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最后 ,日本还每年派兵参加与

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演习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事演

习。例如 ,2005 年 5 月 2 日 ,日本自卫队就首次派遣了

27 名自卫队员参加了美、泰等国在东南亚举行的最大

规模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7〕

第二 ,积极构建“亚洲版”北约 ,力图形成对中国的

战略合围。2007 年 3 月 ,到访日本的澳大利亚总理霍

华德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举行会谈后 ,正式签署了

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份联合宣言是继日美联合

宣言之后 ,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二份带有军事联盟性

质的文件。从各个角度看 ,尽管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安

全保障刚刚诞生 ,但已经相当制度化 ,并落实到非常具

体的合作事宜上了。

通过美、日、澳之间的同盟关系 ,日本、美国和澳大

利亚有可能军事集团化 , 演变成一个“亚洲版北约”。

显然 ,“亚洲版北约”锁定的目标就是中国 ,或者要“围

堵”中国的崛起 ,或者要“平衡”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

的外在影响力。〔8〕由于日美等国把所谓的西方式的民

主和自由当作选择盟国的必要条件 ,这样就可以把中

国和朝鲜等国排除在外 ,造成只联合东南亚、新西兰和

印度等国家和国家集团的事实。日美等国如何运作亚

洲版北约 ,将会深刻地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向。

三、实现地区秩序的经济战略

与安全和政治地位相比 ,日本的经济实力要更加

强大 ,其影响力也更深远。日本政府深知此点 ,于是特

意把日本的东亚经济战略融入到日本的整体外交战略

之中 ,以经济带动政治和安全。日本的地区经济战略

的主要手段有二 :加快与东亚国家订立经济伙伴协定

和利用官方发展援助。

1 . 加快与东亚国家订立经济伙伴协定〔9〕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日本开始以经济伙伴

协定为推手参与和推动东亚经济合作。日本东亚经济

伙伴协定的战略目标是在促进本国经济繁荣的同时 ,

最大限度地发挥外交和安全的重要作用 ,因为“作为经

济、外交、安全保障的综合体”,经济伙伴协定“不仅要

基于经济利益 ,更应重视外交、安全和政治战略。”〔10〕在

推行经济伙伴协定的过程中 ,日本采取的是拉拢东盟、

吸引韩国和排斥中国的政策。

在拉拢东盟方面 ,从 2001 年起 ,日本与新加坡正

式进行缔结经济伙伴协定的相关谈判。2002 年 ,《日本

与新加坡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正式签订。同年 11 月日

本又与东盟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的共同声明》,提出

了双方要在 10 年之内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在

2003 年 12 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 ,

日本进一步表示要在 2012 年建立日本 —东盟自由贸

易区 ,并随后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就自由贸易区

问题进行了实质性谈判。到目前为止 ,日本已经和新

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国家订立了经济

伙伴协定。此外 ,日本和印尼之间的谈判也在顺利进

行。2006 年 11 月在印尼总统苏西洛访日期间 ,双方正

式“针对双边贸易自由化达成总体的纲要”,为最终订

立协定奠定了基础。〔11〕

在东南亚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谈判的同时 ,日本也

寻求和韩国达成经济伙伴协定。在 2003 年 3 月的日

韩首脑会谈上 ,日本提议建立由双方产学研机构组成

的“日韩共同研究会”,以研究两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的经济收益问题。而韩日政府间谈判则于 2003 年 12

月正式开始 ,至今共举行过六次 ,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

第一 ,货物贸易中的关税削减及贸易救济措施等 ; 第

二 ,非关税壁垒、卫生及植物检验措施等 ;第三 ,包括金

融服务及通信服务在内的服务贸易、人员流动及直接

投资自由化 ;第四 ,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

及相互认证等 ;第五 ,贸易及投资促进政策、中小企业

的合作等。〔12〕尽管韩国对于日韩之间的经济伙伴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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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特别热衷 ,但日本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刺激

下 ,决定加快和韩国的谈判步伐 ,并准备在农产品贸易

和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让步 ,以换取两国

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达成。

和日本对达成与东盟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态度

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不仅回避和中国进行实质性的自

由贸易谈判 ,对中国的倡议实施冷处理 ,而且对中国采

取了事实上的排斥政策。如果仔细观察日本现有的三

个最主要的关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构想 ,就可以

发现日本排斥中国地区秩序的主导权的目标非常突

出。从 2002 年的《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到 2005 年

的《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的基本方针》,再到 2006 年

4 月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日本政府所有涉及区域经济

合作的战略安排都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置于未来时

态 ,而不准备在近期认真地与中国展开谈判。日本的

公开理由是中国尚不符合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的条件 ,强调中国应该“尽快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制定

并实施与 W TO 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

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13〕但毫

无疑问 ,其背后的战略动机是防范中国 ,担心中国在东

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会使得本国的经济地位下

降 ,并最终动摇其在东亚的经济霸主地位。

2. 利用官方发展援助

冷战结束后 ,日本的发展援助政策已经发生了重

大变化 ,开始把发展援助作为本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 , 这在日本的东亚地区战略方面表现得尤为

明显。

对于东盟国家 ,日本不断增加发展援助 ,把发展援

助作为推进新的地区战略的主要手段 ,以扩大自身的

影响。在日本看来 ,增加对东盟国家的发展援助可一

举三得。首先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援助被赋予

了新的内涵 ,成为日本提高自身国际地位以及争取政

治支持的有力手段。其次 ,把发展援助的实施与受援

国的政治、军事情况挂钩 ,使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走向符

合日本对东亚新秩序的构想。最后 ,对抗中国的崛起 ,

加强日本在新东亚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为了防止在东

亚一体化进程中被逐渐“边缘化”,日本希望利用其经

济影响力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从而有助于更多

地参与该地区的各种事务 ,同中国争夺在该地区主导

权。值得注意的是 ,在提供官方援助的时候 ,日本尽量

避免与中国作正面交锋 ,而是在援助方式上另辟蹊径。

例如 ,日本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官员以及人力资源的

培养 ,这种方式可以在政治上培养受援国对于日本的

向心力 ,维系从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特殊政治关系。〔14〕

在对华发展援助政策上 ,日本“经援政治化”的倾

向也十分明显 ,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负面色彩。

日本本来希望能够利用发展援助来塑造中国的对外政

策 ,在目标无法达成的情况下 ,便决定减少对华发展援

助。在 2002 年版的《官方发展援助白皮书》中 ,日本政

府指出 ,对于经济成长迅速的中国 ,由于“作为贸易竞

争对手的存在感日益增加”,将减少援助额。〔15〕事实上 ,

从 2001 年起 ,日本对华日元贷款额便开始逐年下降。

2001 年度比上年减少 24 . 7 % , 2002 年度减少 24 . 9 % ,

2003 年度再次减少 20 . 2 % ,为 966 . 9 亿日元 ,而 2004

年和 2005 年的对华官方援助更是分别下降到了 859

亿日元和 748 亿日元。〔16〕2005 年 ,日本甚至决定 2008

年停止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一位德国学者一语中的

地指出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 2005 年决定到 2008 年终

止所有对华贷款 ,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它涉及对中

国某些政策的批评、日中关系的恶化、中国经济的快速

增长及其对日本利益的影响、日本经济和预算问题背

景下公众舆论对援助普遍的厌倦等。这项决定的政治

性显而易见 ,因为日本政府从未提及其终止对华的一

贯原则 , 也未说明认为中国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标

准。”〔17〕

四、日本东亚地区秩序战略的现实制约

毋庸质疑 ,作为东亚地区的最大经济体、区域内最

大的投资来源国以及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之一 ,日本

定会在未来东亚地区秩序中发挥重大作用。但同时也

必须认识到 ,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路径和战略选择 ,日

本对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塑造作用存在着一定的现实

制约。

第一 ,日本推行的开放地区主义战略增加了基于

地区特性的地区融合的困难。在日本的东亚地区秩序

战略构想中 ,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澳大利亚、新西

兰和印度最好也参与其中。日本把这些非东亚国家拉

入东亚地区秩序中 ,根本原因在于牵制中国 ,利用盟国

的力量“稀释”中国在东亚不断增长的影响。日本认

为 ,中国对东亚地区的主导作用将会因为这些区域外

大国的加入而大大受到制约。特别是如果同样对中国

崛起抱有警惕的美国能在东亚地区秩序中发挥重大作

用 ,不仅能够有效抑制中国 ,而且由于日美同盟的存

在 ,日本的影响力通过这个平台会被放大很多。

对于日本的此种战略企图 ,有日本学者提出了尖

锐的批评 ,“东亚共同体范围不仅包括大洋洲 ,甚至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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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美国 ,日本不顾‘雁行模式’崩溃后的东亚现实 ,构

筑这样一个比 APEC 小却比 10 + 3 大的地区组织 ,究

竟想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而且 ,共同体战略缺乏具体的

实施办法与日程表 ,反映出日本东亚战略意图的暧昧

和实施力度不够 ,徒然给人留下对抗中国 —东盟自由

贸易区计划的印象。”〔18〕

第二 ,美国对日本有所防范 ,制约了日本东亚地区

政策的作用发挥。美国的对日政策和态度对于战后日

本的外交政策走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点在日本

构建东亚地区秩序方面也不例外。在小泉任内 ,美日

安全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加强 ,在美国的东亚

地区安全战略中 ,日本确实被置于首要位置。但是美

国对日本并非毫无顾忌。考虑到日本的未来走向具有

不确定性 ,既有可能“心满意足”地成为一个“中等国

家”,也可能成为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主义国家 ,因此

美国对日本在战略上加以利用的同时 ,对其也多有防

范。特别是在日本发展军用卫星和核武器等关键方

面 ,美国素来严加控制。不少美国学者担心 ,“如果日

本重新成为军事强国 ,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 ,而不是

更少的对抗。随着日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

并组建起一支更咄咄逼人的海上力量 ,美国可能也会

同日本在彼此对立的安全利益上发生冲突。”〔19〕美国对

日态度的变化有可能影响日本东亚地区政策的一致性

和连贯性 ,减少了其地区秩序战略的吸引力。

第三 ,日本特色的经济伙伴协定政策制约了其东

亚地区秩序战略的实现。东亚的国际政治现实决定了

日本在该地区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力主要是经济上的 ,

而不是安全上的。无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 ,都对日本

成为军事大国抱有警惕心理 ,他们都不希望日本过于

活跃地介入地区安全事务。〔20〕日本也知道东亚区域内

国家的这种普遍心态。为防止引起东亚国家太多的反

弹 ,其现有的东亚秩序战略更多地是依靠相对争议较

少的经济伙伴协定等经济手段 ,而非安全手段。

但是 ,日本推行的经济伙伴协定与东亚其它国家

通行的基于 W TO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很大的不

同。经济伙伴协定不仅将日本不具优势的农业等部分

领域或产品排除在外 ,而且强调把日本具有绝对优势

的技术、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货币乃至金融资本交易规

则等纳入协定。这种过分突出日本利益的自由贸易形

式大大限制了其它国家与日本经济一体化的深度 ,从

而影响了经济伙伴协定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和外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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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 hese questions . The ant hor advances f our p ossible variables w hich make i ndividual na2
tion2state i nterested i n international norms . Special attention is devoted to ill ust rating t he f unction of“Hyp o2
critical Coope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 t her Count ries
53 　J ap a nese O D A a n d I ts Ceasi n g i n C hi na by 　Zhou Yongsheng

The t hesis compares t he statistic data of of f icial develop ment assistance bet ween Japan and ot her western coun2
t ries to give p romi nence to t he signif icant stat us of Japanese O DA i n t he i nternational com m unit y and t he de2
veloped count ries i n particular . The aut hor bri ngs out t he ideas , objectives , p ri ncip les , guideli nes and st resses

of Japanese“Off icial Develop ment Assistance O utli ne”t hrough analyzing its evolution , and especially t hrough

compari ng t he old and new outlines , ill ust rati ng t he changes of Japanese O DA and its vital elements li ke causes

and motivation . Si m ultaneously , t he aut hor takes f or example t he decreasi ng and ulti mately ceasi ng of Japanese

O DA towards Chi na and analyses t he reason f or t his Japanese p olicy change . Fi nally , t he aut hor p resents his

ow n idea t hat t he Chi nese people should give p ositive evaluation of and adop t tolerate attit ude towards t he p oli2
cy change , and conti nue to utilize Japanese f und and learn f rom Japan .

Count ries and Regions
61 　J ap a nπs S t ra t e g y t o w a r ds Eas t Asia Regi o nal O r de r by 　Song Guoyou

Japan plays a very i mp ortant role i n t he f ormi ng p rocess of new East Asiaπs regional order . East Asia Com m uni2
ty is t he core of Japanπs regional order st rategy. Af ter st udyi ng t he mai 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πs
st ratet y , t he aut hor analyzes Japanπs specif ic p olicies i n terms of securit y di mension and economic di mension.

Japanπs st rategy of regional order f aces certai n realistic const rai nts because of some of its p olicy def iciencies .

66 　N e w“Si l k Ro ut e”a n d C u r re n t Ce n t ral Asia n Geop ol i t ics by 　Liu Fenghua

Through recounti ng t he origi n and pat h of t he new“sil k Route”, t he article explai ns t he p rogress i n t he con2
st ruction of t he new“Sil k Route”by Cent rual Asian count ries and t he roles of t he U nited States , EU , Russia ,

Turkey , Iran and Chi na i n new“Sil k Route”diplomacy. The aut hor hold t hat t he new“Sil k Route”i mp roves

t he t ransp ortation of Central Asican count ries , p romotes t hei r f oreign economic and t rade relation and t he

p rocess of i ntergration among Cent ral Asian counties and t hei r integrations i nto t he i nternational com m unit y .

Through t he const ruction of t he new route , t he U . S . and EU weaken Russiaπs cont rol of t he area and t he dip2
lomatic competition among t he U . S . , EU , Russia , Turkey and Iran i n t his area i ncreases t he i nstabilit y of

Cent ral Asian geop 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accelerates t he reconst ruction of geop olitics i n t his area.

72 　Possi bi l i t y of Al t r uis m a n d i ts Co n di t i o ns : A m e ricaπs Resp o nse t o Tra ns na t i o nal I nf ec t i o us Disease

w i t hi n t he Sec u r i t y Fra m e w o r k by 　Tang bei

Lately , t he t hreats caused by t ransnational i nf ectious disease to national securit y have received i ncreasi ng atten2
tions , w hich makes it a newly emerged nont raditional securit y issue. When deali ng wit h t his new t hreat , one

count ry can only achieve its ow n securit y wit h t he securit y of ot hers as p recondition and guarantee. B y analy2
zi ng Americaπs p olicy towards t ransnational i nf ectious disease wit hi n t he f ramew ork of national securit y si nce

2001 , t his article p oi nts out t hat t he t raditional argument of solipsism bei ng t he only p ossible choice of national

securit y p olicy is w rong and alt ruism can also be a characteristic of a stateπs national securit y p olicy . However ,

viewi ng f rom Americaπs p ractice , alt ruistic action will encounter const rai nts of w hich characteristics of t hreats

are i mp ort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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