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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援助计划ꎬ 可以发现日本中亚战略的三个特点: 重点援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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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一直是大国关注的焦点ꎮ 美国的 “新丝绸之路计划”、
俄罗斯的 “欧亚联盟” 以及中国的 “一带一路” 都将其视为合作发展的重点ꎮ
日本对此地区也十分关注ꎬ 先后提出 “丝绸之路外交” (１９９７ 年)、 “中亚 ＋ 日

本” 对话 (２００４ 年) 以及 “自由与繁荣之弧” (２００６ 年)ꎮ ２０１５ 年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出访中亚五国ꎬ 时隔 ９ 年重返中亚ꎬ 并与五国签订大额经济援助协议ꎬ 国

际上认为是日本加强中亚战略的重要信号ꎬ 剑桥大学的塞缪尔拉马尼称安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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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亚意味着日本更加重视中亚地区以遏制中国①ꎮ
回顾日本与中亚关系的发展ꎬ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ꎻ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６ 年的 “起步

阶段”ꎬ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 年的 “发展阶段”ꎬ ２００４ 年之后的 “深化阶段”ꎮ 一般来讲

２００４ 年被认为是日本形成中亚外交战略的标志性年份ꎬ 当年建立了 “日本 ＋ 中

亚” 对话机制ꎬ 同时日本政府出台了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ꎬ 将日本援助的重点

地区从 “以东亚、 东南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 延伸到 “包括南亚、 中亚的亚洲

地区”ꎮ 利用强大的政府开发援助 (简称经济援助) 是日本在二战后走向世界的

一大特点②ꎮ
日本通过对中亚五国实施经济援助ꎬ 在政治、 经济、 文化和安全等诸多领域

与中亚各国关系都取得了长足发展ꎬ 对中亚地区的经济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ꎬ 在

中亚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ꎬ 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认可ꎮ 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称ꎬ 重现 “丝绸之路” 的活力必须扩大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外部世界的接

触ꎮ 已故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称ꎬ 日本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③ꎮ 预计 ２０１５ 年日本中亚战略升级后ꎬ 日本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ꎬ 与中亚

关系将会更快发展ꎬ 会在诸多领域产生一系列成果ꎮ 日本的中亚战略一旦有实质

性进展ꎬ 将对我国实施 “一带一路” 战略产生重要影响ꎮ
目前已有一些国内学者观察到日本中亚战略的变化以及对中国的影响ꎬ 一些

研究主要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视角出发ꎬ 多从 “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 “日美联

合平衡中俄” 以及 “能源战略” 等角度进行分析ꎮ 本文从经济视角出发ꎬ 以经

济援助为切入点ꎬ 通过分析 ２００４ 年以来日本对中亚经济援助情况以及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援助计划ꎬ 明晰目前乃至未来几年日本在中亚的战略及战术特点ꎬ 为

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特别是中亚核心区战略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ꎮ

一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日本对中亚五国经济援助

(一) 援助投入分析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ꎬ 日本对中亚五国援助支出占日本援助总支出的 ０ ８％ 左右ꎮ

８６

①

②
③

Ｓａｍｕｅｌ Ｒａｍａｎｉꎬ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ｊａｐａｎ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ｆｏｒ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徐建华: «日本的中亚战略———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ꎬ 载 «深圳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２ 期ꎮ
Ａｉｍ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ꎬ “Ｉｓ Ｊａｐ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ｎｇ ”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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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ꎬ 日本对中亚援助呈现较大波动ꎬ ２００４ 年是日本对中亚经济援助金额最

高年份ꎮ ２１ 世纪初期ꎬ 国际石油价格走高ꎬ 日本石油消费几乎全部靠进口ꎬ 中

亚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ꎬ 对日本的吸引力比以往更加强烈ꎮ 另外ꎬ ２００４ 年日本

首次进行 “中亚 ＋ 日本” 对话ꎬ 推动外交深化ꎮ 当时日本与中亚国家外交手段

单一ꎬ 基本依靠经济援助ꎬ 因此 ２００４ 年援助数额处于历史最高位ꎬ 占日本全球

援助总额的 １ ７％ ꎮ
２００５ 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 “三二四” 事件、 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 “安集

延事件”ꎬ 让日本加深了对当地政治和商业风险的认识ꎮ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对中亚

经济援助骤减至日本全球援助总额的 ０ ５％ ꎬ 其中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的援助额与 ２００４ 年相比减少 ７０％ ~８０％ 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提出把欧亚大陆外围的新兴民主国家联合起

来开展外交ꎬ 建立 “自由与繁荣之弧”ꎮ 同年ꎬ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出访哈萨

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ꎬ 在政治外交深化的同时ꎬ 加大了对中亚五国ꎬ 特别是哈

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援助ꎮ 援助项目一般持续 ３ ~ ４ 年ꎬ 带动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援助金额较 ２００６ 年有所回升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期间ꎬ 出于诸多原因日本对中亚援助额稳定在低位ꎮ 当时ꎬ
日本各首相任期时间较短ꎬ 无暇顾及中亚各国ꎬ 政治外交变淡ꎮ 同时ꎬ 日本之前

对中亚国家的能源资源表现出巨大的期望ꎬ 但输出问题难以解决ꎬ 实际利用情况

不佳ꎮ 此外ꎬ 中亚投资环境改善不明显ꎬ 企业投资风险很高ꎬ 日本企业在中亚的

实际商业活动不多ꎮ
从受援国的角度来看ꎬ 在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 年间ꎬ 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和

哈萨克斯坦两国援助投入较多ꎬ 分别累计超过 ５ 亿美元ꎬ 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援

助在剧烈波动中呈明显下降之势ꎮ 日本对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援助次之ꎬ
分别累计为 ２ 亿美元左右ꎬ 但近五年来对这两国的援助有较大增长ꎬ 个别年份已

经超过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援助额ꎮ 日本对土库曼斯坦的援助金额最

少ꎬ 一直在最低线徘徊ꎬ １０ 年总共不到 ９００ 万美元ꎮ
２０１３ 年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援助数额超过５ ０００万美元ꎬ 占比达到 ４０％ ꎬ 哈

萨克斯坦次之ꎬ 超过３ ０００万美元ꎬ 占比 ２７％ ꎬ 塔吉克斯坦超过２ ０００万美元ꎬ 占

比 １９％ ꎬ 高于吉尔吉斯斯坦的 １３％ ꎬ 土库曼斯坦为 ５６ 万美元ꎬ 占比不足 １％ 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日本对中亚援助总额为 １ ３８ 亿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１ 年高出２ ０００万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２ 年高出近３ ０００万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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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日本对中亚五国援助总额占比情况

图 ２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援助支出

图 ３　 ２０１３ 年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援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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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援助类别分析

日本经济援助有三种形式: 有偿援助、 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ꎮ 有偿援助是为

发展中地区提供 “贷款”ꎬ 利率、 偿还期限等问题以 “缓慢” 为前提ꎬ 不给发展

中地区带来沉重的负担ꎮ 日本对外有偿援助是以 “海外投融资的方式” 为开发

项目提供所需资金ꎬ 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ＪＩＣＡ) 具体实施ꎮ 有偿资金援助ꎬ 与

无偿援助比较而言ꎬ 援助规模更大ꎬ 日本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确定长期的借贷关

系ꎬ 是与之构建中长期稳定发展关系的基础①ꎮ 日本对中亚地区提供有偿援助ꎬ
主要用于加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度ꎬ 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有偿

援助金额最大ꎬ 达到１ ７７９亿日元ꎬ 超过了总额的 １ / ２ꎬ 哈萨克斯坦也得到了 ９５１
亿日元有偿援助ꎬ 约占总额的 １ / ３②ꎮ

无偿资金援助是日本政府根据对方国家政府提出的要求ꎬ 赠予受援国ꎬ 用于

购买生产资料和服务的资金ꎮ ＪＩＣＡ 负责援助前的详细调查并安排设施建设和器

材采购等工作ꎮ 日本认为提供无偿援助ꎬ 对确保国际社会的稳定和提高日本的领

导力有很大的政策效果ꎬ 但特别强调援助计划必须遵循本国的外交政策③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度ꎬ 日本对塔吉克斯坦的无偿援助最多ꎬ 为 ２３５ 亿日元ꎮ 塔吉克斯坦是独

联体中最为贫困的国家ꎬ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解决民生问题ꎮ 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

无偿援助位居第二ꎬ 为 ２２６ 亿日元ꎬ 但随着当地经济发展ꎬ 数额不断减少ꎮ 吉尔吉

斯斯坦是仅次于塔吉克斯坦的贫困国家ꎬ 获得 １６６ 亿日元无偿援助ꎬ 特别是近几年

日本援助力度较大ꎮ 日本对土库曼斯坦的无偿援助非常少ꎬ 仅为 ６ ２ 亿日元ꎮ
技术援助是运用日本的知识、 技术、 经验ꎬ 对在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

要作用的人才进行培养ꎮ 技术援助是将日本的技术、 技能和知识转移到发展中国

家ꎬ 或者为适应援助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技术的开发和改良ꎬ 提高当地的技术水

平ꎬ 建立制度和组织ꎬ 进行设施维修等ꎮ 日本特别重视技术援助ꎬ 认为其会对两

国国民层面的相互了解起到很大的作用④ꎮ 在中亚五国中ꎬ 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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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ꎬ “援助形態別の概要取組 有償資金協力”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ｓｅｉｓａｋｕ / ｋｅｉｔａｉ / ｅｎｓｈａｋａ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度” 是以日本对中亚各国实施援助开始ꎬ 数据累计到 ２０１３ 年度ꎬ 即统计日期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ꎮ

日本外务省ꎬ “援助形態別の概要取組 無償資金協力”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ｓｅｉｓａｋｕ / ｋｅｉｔａｉ / ｍｕｓｈｏ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日本外务省ꎬ “援助形態別の概要取組 技術協力”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ｓｅｉｓａｋｕ / ｋｅｉｔａｉ / ｇｉｊｙｕｔｓｕ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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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援助最大ꎬ 为 １６５ 亿日元ꎬ 吉尔吉斯斯坦次之ꎬ 为 １４５ 亿日元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度ꎬ 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技术援助处于高位ꎮ 哈萨克斯坦也曾

是日本着力进行技术援助的国家ꎬ 但近几年援助数额减少ꎮ 经历了内战的塔吉克

斯坦ꎬ 近几年处于经济恢复过程中ꎬ 日本对其技术援助逐年增长ꎮ
２０１３ 年度ꎬ 日本仅对乌兹别克斯坦提供有偿援助ꎬ 援助金额为 ３４８ ７７ 亿日

元ꎮ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获得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较多ꎮ 塔吉克斯坦获得

无偿援助最大ꎬ 近 １５ 亿日元ꎬ 超过无偿援助总额的 ６０％ ꎬ 吉尔吉斯斯坦获得无

偿援助近 ６ 亿日元ꎬ 占总额的 ２４％ ꎮ 吉尔吉斯斯坦获得技术援助最大ꎬ 超过 １０
亿日元ꎬ 占技术援助总额的 ４２％ ꎬ 塔吉克斯坦为 ７ 亿日元ꎬ 占 ２８％ ꎮ

图 ４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度日本对中亚各种形式的援助情况

图 ５　 ２０１３ 年度日本对中亚各种形式的援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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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与美、 德援助投入比较

在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成员国中ꎬ 美国、 日本、 德国处于对中亚五国经济援

助的前三甲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美国对中亚五国的投入呈下降趋势ꎬ 此五年间减少

幅度已超 ５０％ ꎬ 但仍是目前投入最多的国家ꎮ 日本在中亚五国的投入也呈缓慢

下降的趋势ꎬ 投入金额与第一位的美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ꎬ 但两者差距不断缩

小ꎬ ２００８ 年美国在中亚的投入超过日本的 ２ 倍ꎬ 到 ２０１２ 年美国仅比日本高出

１８％左右ꎮ 日本在中亚的投入总体高于德国约 １７％ ꎬ 其中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ꎬ 日本

的投入均超过德国ꎬ 但 ２０１２ 年被德国反超ꎮ 日、 德在中亚的重点援助国家有所

不同ꎬ 日本偏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ꎬ 德国更偏重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

斯斯坦ꎮ

图 ６　 美日德三国对中亚五国的援助支出

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援助计划①

(一) 日本对中亚五国援助计划总体情况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中亚援助计划是以 ２０１２ 年制定的 «国别

援助方针» 为依据的ꎮ 由于中亚五国社会发展、 地理位置、 资源禀赋各异ꎬ 对日

本价值不同ꎬ 日本对各国的援助方针有所侧重ꎮ

３７

① 计划中不包括通过国际组织以美元形式投入的援助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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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ꎬ 从苏联时期开始就是中亚地区的

中心ꎮ 日本对其援助重在改善两国的商务环境ꎬ 增加两国的信任ꎬ 进一步确保能

源供给①ꎮ 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援助主要从能源供给以及双边贸易的角度出发ꎬ
重在加强资源能源等领域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并解决能源开采中的环境问题②ꎮ 吉

尔吉斯斯坦一直与日本关系密切ꎬ 在中亚乃至国际上都与日本携手ꎮ 日本的援助

主要是维持和发展两国友好的关系ꎬ 推进其落实民主主义政策③ꎮ 塔吉克斯坦是

亚洲和欧洲、 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连接地带ꎬ 地理位置重要ꎬ 但受内战影响ꎬ 经

济发展缓慢ꎬ 生活贫困ꎬ 日本从 “人类安全保障” 的角度出发对其援助④ꎮ 土库

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四ꎬ 但受政治因素的影响ꎬ 日本早期的援助仅在

人才培养方面ꎬ 未来将拓展到社会基础服务、 环境和农业领域⑤ꎮ
从目前计划看ꎬ 未来几年日本仍将乌兹别克斯坦视为援助重心ꎬ 援助数额将

达到 １ ８１５ １１ 亿日元ꎬ 其中绝大部分为有偿援助ꎬ 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ꎮ 技术

援助和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培养人才、 构建制度ꎮ
日本对哈萨克斯坦援助数额预计为 ６７ ９１ 亿日元ꎬ 其中有偿援助 ６３ ６１ 亿日

元ꎮ 有偿援助用于道路升级ꎬ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环境改善和市场发展⑥ꎮ 近几

年ꎬ 哈萨克斯坦市场发展较好ꎬ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援助项目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好

的海外发展环境ꎮ 日本对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援助主要是无偿援助和技

术援助ꎬ 保障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ꎬ 比如为农业、 电力、 医疗等领域提供资金、
设备及技术ꎮ 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总额最大ꎬ 为 ８７ ５５ 亿

日元ꎮ 日本对塔吉克斯坦的无偿援助投入最多ꎬ 为 ６７ ７６ 亿日元ꎬ 占无偿援助总

额的 ８２％ ꎮ
土库曼斯坦是日本中亚五国外交的薄弱之地ꎮ 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ꎬ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ウズベキスタン共和国 国別援助方針”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７９ ｐｄｆ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カザフスタン共和国 国別援助方針”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４ ｐｄｆ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キルギス共和国 国別援助方針”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５ ｐｄｆ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タジキスタン共和国 国別援助方針”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８ ｐｄｆ

日本外务省ꎬ “国別データブック———トルクメニスタ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９２ ｐｄｆ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カザフスタン共和国事業展開計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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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并没有详细的援助计划ꎮ 然而ꎬ 未来几年日本对其援助金额有

望大幅提升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中亚五国ꎬ 与土库曼斯坦达成

约为 ２ ２ 万亿日元的援助协议ꎬ 远远超过了与土库曼斯坦建交以来的援助总额ꎬ
也远超过此次与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分别签订的 ９ 亿日

元、 １２７ 亿日元和 １３６ 亿日元援助协议ꎮ

表 １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援助计划 (单位: 亿日元)

国别
援助分类

有偿援助 无偿援助 技术援助
援助总额 /亿日元

乌兹别克斯坦 １ ７９０ ７８ １２ ２９ １２ ０４ １８１５ １１

哈萨克斯坦 ６３ ６１ ４ ３ － ６７ ９１

吉尔吉斯斯坦 － ６１ １８ ２６ ３７ ８７ ５５

塔吉克斯坦 － ６７ ７６ １４ ５８ ８２ ３４

土库曼斯坦 － － － －

(二) 日本对中亚五国的具体援助计划

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援助计划分为 ７ 个援助项目 ３４ 个课题ꎮ 乌兹别克斯坦

在苏联时期建设了一定数量的社会基础设施ꎬ 但如今已经难以支撑整个社会的发

展ꎬ 特别是电力等能源基础设施陈旧ꎬ 需要重建或维修ꎬ 运营管理能力也需要提

高ꎮ 在援助计划中ꎬ 改善能源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占到总援助额的 ８２％ ꎬ
全部为有偿援助ꎬ 资金主要用于四个火力发电厂的建设或升级①ꎮ

日本对哈萨克斯坦援助有 ５ 个项目 １３ 个课题ꎮ 在苏联时期ꎬ 哈萨克斯坦建

设了良好的南北方向运输设施ꎬ 但东西方向的运输设施较差ꎬ 同时存在维修、 管

理不善的问题ꎮ 根据哈萨克斯坦目前的状况ꎬ 安排了经济能源建设项目ꎬ 占总援

助资金的 ９４％ ꎬ 用于江布尔物流道路建设ꎮ 剩余 ６％的援助资金分配给哈萨克斯

坦的一家原子能物理研究所和一家冶金企业ꎬ 进行核安全防护材料的研究②ꎮ
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援助有 ３ 个项目 ３４ 个课题ꎮ 吉尔吉斯斯坦被哈萨克

５７

①

②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ウズベキスタン共和国事業展開計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０ ｐｄｆ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カザフスタン共和国事業展開計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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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 中国等国包围ꎬ 有地理环境优势ꎬ 促进经济发展除了需要确保城市和农村

道路运输外ꎬ 还要打通国外市场的运输通道ꎬ 降低运输费用ꎮ 日本对吉尔吉斯斯

坦运输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占援助额的 ６４％ ꎬ 均为无偿援助ꎬ 主要用于塔拉斯地

区的道路管理设施建设和一条重要河流桥梁架更换ꎮ 农业是吉尔吉斯斯坦重要产

业ꎬ 占 ＧＤＰ 的 ２０％ ꎬ 有 ６０％ 的人口居住于农村ꎬ 农业相关部门 (食品加工行

业、 手工艺业等) 的发展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方法ꎬ 也是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途

径ꎮ 由于当地农民栽培技术低下、 农产品物流落后以及农用机械不足导致闲置耕

地面积增加ꎬ 同时生产、 加工、 销售、 出口的 “链条” 还未形成ꎮ 日本将帮助

吉尔吉斯斯坦提升农作物的出口竞争力ꎬ 形成农业价值链ꎬ 在援助计划中ꎬ 对农

产品、 农业加工产品出口援助项目占援助额的 ３０％ ①ꎮ
日本对塔吉克斯坦援助共有 ９ 个项目 ２０ 个课题ꎮ 塔吉克斯坦城市和农村的水供

给情况非常恶劣ꎬ 供给率仅有 ６０％左右ꎬ 并且一些地区的用水并没有经过适当的处

理ꎮ 在援助计划中ꎬ 供水条件改善项目占总金额的 ２５％ꎬ 重点解决塔吉克斯坦一个省

区的安全用水问题ꎮ 塔吉克斯坦位于中亚、 南亚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的连接地带ꎬ 交通

网并未形成ꎬ 是阻碍发展经济的首要问题ꎮ 在日本援助计划中ꎬ 运输项目占总金额的

３１％ꎬ 主要为无偿援助ꎬ 进行杜尚别国际机场建设并提升其航空管制水平②ꎮ

表 ２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援助项目

(单位: 亿日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１ 运输基础社会项目 １８０ ６７

２ 改善能源设施和城市基 础设施项目 １ ４９６ ５９

３ 民间社会活力化项目 １３ ０３

４ 农业改革地区开发项目 １１８ ７２

５ 保健改革项目 ５ ７６

６ 职业教育和教育环境改善项目 ０ ３４

７ 防灾和环境管理 －

６７

①

②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キルギス共和国事業展開計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６ ｐｄｆ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タジキスタン共和国事業展開計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９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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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援助项目

(单位: 亿日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１ 经济能源建设项目 ６３ ６１

２ 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 －

３ 人才培养项目 －

４ 产业振兴支援项目 －

５ 其他方面 ４ ３

表 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援助项目

(单位: 亿日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１ 运输基础设施项目 ４１ ６７

２ 农产品、 农业加工产品出口项目 １９ ４６

３ 商业振兴及投资促进项目 ３ ６

表 ５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项目

(单位: 亿日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１ 供水条件改善项目 ２０ ８６

２ 母子保健项目 １０ ４９

３ 农村开发和产业振兴的削减贫困项目 １１ ２９

４ 能源对策项目 ４ ５

５ 运输项目 ２５ ４４

６ 能力建设项目 １ １４

７ 国境管理项目 ６ ０９

８ 排雷项目 ０ ２２

９ 基础生活、 人类保障项目 ２ ３１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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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援助计划看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战略及战术特点

(一) 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战略特点

１ 重点援助国随势调整ꎬ 五国援助趋于平衡

总体来看ꎬ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日本中亚援助的重点国家ꎮ ２００６
年以前ꎬ 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援助额处于五国首位ꎬ ２００７ 年开始对乌兹别克斯

坦的援助额基本与哈萨克斯坦相当ꎬ 日本提高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地位与 ２００６
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乌有较大关系ꎮ ２０１３ 年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援助额

比第二位的哈萨克斯坦高出 ５０％ ꎬ 是第三位塔吉克斯坦的 ２ 倍以上ꎬ 重要性

凸显ꎮ
近几年日本重点援助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ꎮ 吉尔吉斯斯坦对日本非常

友好ꎬ 日本一份调查报告称ꎬ 亚洲有 ２２ 个亲日国家ꎬ 其中就包括吉尔吉斯斯坦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统选举ꎬ 形成了新的政治体制ꎬ 强化议会权力ꎬ
加快了民主进程ꎮ 日本一直支持其巩固议会民主制ꎬ 援助已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

治层面ꎮ 近几年ꎬ 日本加大了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力度ꎬ 援助方针中写道: “塔
吉克斯坦是亚洲和欧洲、 俄罗斯和中东地区连接地带ꎬ 在地缘政治学上有重要地

理位置ꎮ 塔吉克斯坦的稳定对中亚乃至欧亚大陆地区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ꎬ 特别

对稳定阿富汗不可欠缺”①ꎮ 从方针描述中可以发现ꎬ 日本重视塔吉克斯坦一是

地缘政治的缘故ꎬ 二是为了稳定阿富汗局势ꎬ 因为阿富汗一直是美日亚洲战略的

重要考虑ꎮ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日本开始重视土库曼斯坦ꎬ 原因有三: 一是土库曼斯坦有

丰富的天然气资源ꎬ 埋藏量世界知名ꎻ 二是近几年土库曼斯坦依靠较大外汇收

入ꎬ 经济飞跃增长ꎻ 三是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 伊朗接壤ꎬ 有举足轻重的地理

位置ꎮ

２ 基于中亚自身发展ꎬ 日本战略迎合各国需求

在 １９９２ 年日本颁布的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 中提到日本对外援助四原则:

８７

① 日本外务省ꎬ “対タジキスタン共和国 国別援助方針”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８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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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环境与发展二者并重ꎻ 第二ꎬ 防止 “援助” 被用于军事及其他助长国际

纷争的领域ꎻ 第三ꎬ 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

及制造、 武器的进出口等动向予以注意ꎻ 第四ꎬ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以及市

场经济化转型ꎬ 并关注该国的人权以及自由保障状况①ꎮ 可以看出ꎬ 日本经济援

助有政治目的ꎬ 但在援助实施过程中并未让受援方感到反感ꎮ 日本前外相麻生太

郎曾这样阐述日本中亚战略的指导思想: “中亚地区的主导者只能是中亚国家ꎬ
不能是其他人ꎮ 日本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予以援助ꎬ 前提是我们坚定地认为中

亚地区是属于中亚国家的ꎬ 它们应该是决定自己前途的主角ꎮ” ②

３ 不急于追求能源ꎬ 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中亚地区资源能源富集是吸引众多大国的根本原因之一ꎬ 日本也希望通过金

钱与技术的投入ꎬ 换取本国的能源安全ꎮ 日本政府 ２００６ 年通过的 «国家能源新

战略» 提出应加速海外油田投资ꎬ 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日本把本国公司在海外独立开

采原油占进口原油的比例从目前的 １５％提高到 ４０％ ꎮ
在日本对中亚的经济援助中ꎬ 涉及了能源利用并切实开展了一系列的能源合

作ꎬ 但是鉴于能源运输需要经过中国、 俄罗斯、 印度等国ꎬ 而且中亚周围的地理

环境复杂ꎬ 各种力量交织ꎬ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大可能建成输送到日本的油气

管道ꎮ 因此ꎬ 日本在经济援助中并没有凸显对能源的强烈渴望ꎬ 反而更加强调当

地的人员培训、 制度建设、 交通电力水力等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保健、 农

业等社会设施建设ꎮ
“日本当前的策略是让自己居于在该地区的能源竞争之外ꎬ 它的目标是通过

长期的援助获得合作者的美誉ꎬ 而不是博弈的参与者ꎮ 这与那些主要为一己私利

而开发这一地区石油、 天然气能源的参与者形成对比ꎮ 这使中亚的领袖们对日本

的加入感到舒心ꎬ 并允许日本在该地区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日本将逐渐在地缘政治空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ꎬ 不仅在中亚ꎬ 而且在整个欧亚大

陆ꎮ” ③日本这种长远战略已经获得中亚地区青睐ꎮ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

曾高度赞扬日本是一个榜样ꎬ “作为一个局外人ꎬ 日本能在开采这个地区的能源

９７

①
②

③

王德华: «冷战后日本的中亚外交述评»ꎬ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ꎮ
Ｔａｒｏ Ａｓｏ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ｓ ａ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 /

ｓｐｅｅｃｈ０６０６ ｈｔｍ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ｅｎꎬ “Ｊａｐａ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Ｆｏｒｕ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２００５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３ꎬ ｐ １２９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之前先帮助这个地区实现地区经济的一体化”①ꎮ

(二) 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战术特点

１ 研究受援国发展战略ꎬ 实地调研民生需求

从援助计划中可以发现ꎬ 日本非常重视受援国自身制定的发展战略ꎬ 考虑到

了中亚五国当前发展情况、 遇到的实际问题ꎬ 并给出解决方案ꎮ 比如在对吉尔吉

斯斯坦的援助计划中写到 “鉴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消费市场有限ꎬ 未来农业的发

展动力将是利用当地农作物种植条件的优势ꎬ 将部分农作物出口到周边国家ꎮ 日

本重在助其提升农作物的出口竞争力ꎬ 形成农业价值链ꎮ” ②

为了使项目切合受援国的需求ꎬ 日本政府确定援助项目前注重实地调研ꎮ 目

前公布的援助计划共有 １０ 个前期调研类型课题ꎮ 举例来说ꎬ 哈萨克斯坦的援助

课题 «核安全防护材料的准备研究» 为期 ２ 年ꎬ 塔吉克斯坦 «甘草生产项目援

助前期调查» 为期 ２ 年ꎬ 吉尔吉斯斯坦 «马纳斯国际机场设备整顿计划前期准备

调查» 为期 １ 年ꎮ
另外ꎬ 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援助涉及范围很广ꎬ 除了道路、 电力等方面的大规

模投入外ꎬ 还针对当地居民的需求开展小规模的援助ꎮ 对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援助计划中ꎬ 共包含 ２７ 个项目 １０１ 个课题ꎮ
在具体课题之下ꎬ 有些还包含若干个子课题ꎮ 比如在塔吉克斯坦基础生活、 人类

保障项目设置了 １ 个课题ꎬ 金额为 ２ ３１ 亿日元ꎬ 但此课题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教

育、 医疗、 供水、 农业、 社会建设、 女性、 残疾人等领域选择规模不大但效果好

的若干子课题给予资金支持ꎮ

２ 用技术占领核心领域ꎬ 重点进行人才培养

日本是世界技术大国ꎬ 在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ꎮ 中亚各国社会发展

水平较低ꎬ 总体处于 “不发达” 阶段ꎬ 极为渴望技术进步ꎮ 日本通过对中亚地

区的经济援助ꎬ 一方面直接进行技术输出ꎬ 另一方面进行人才培养ꎮ
援助计划显示ꎬ 日本将对哈萨克斯坦输出灾害管理、 农业机械技术ꎬ 为塔吉

克斯坦提供航空管制、 供水运营管理技术ꎬ 提高吉尔吉斯斯坦基础设施相关维

０８

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ｉｃｋｏｋꎬ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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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ꎬ “対キルギス共和国事業展開計画”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７２２８６ ｐｄｆ



中亚与上合研究　

护、 修缮能力、 道路维护管理和桥梁隧道管理能力ꎮ
日本对中亚五国的人才培养重点在政府官员ꎮ 目前ꎬ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ꎬ 当地政府官员以及从事商务活

动的民间人才需要进行能力提升ꎮ 日本抓住这一契机ꎬ 为其提供各种培训及指

导ꎮ 比如ꎬ 日本援助 ３ １２ 亿日元提高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人员政策制定的能力ꎮ
中亚国家的医疗、 教育水平整体低下ꎬ 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ꎬ 通过青年海外

援助队和专家海外志愿者活动提高当地医疗及教育质量ꎮ 由于日本外派专家数量

有限ꎬ 多数项目采取对口到城市的方式ꎬ 比如针对塔吉克斯坦婴幼儿及孕产妇的

死亡率高的问题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援助一个城市加大其医疗和保健设施建

设、 提高医护人员能力ꎮ

３ 强调基础建设示范作用ꎬ 以点带面

中亚地区的基础建设是发展的瓶颈ꎮ 目前ꎬ 中亚五国对自身的基础建设有强

烈的需求ꎬ 但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较长时间和大笔资金ꎬ 因此日本政府在援助中

更强调示范的作用ꎬ 力争达到以点带面ꎮ
日本的援助计划指出了目前中亚国家在交通领域存在的相关问题: 乌兹别克

斯坦干线公路、 铁路、 机场等国际运输网络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需求ꎻ 哈萨克

斯坦东西方向的运输缺乏效率ꎬ 维修、 管理不善ꎻ 吉尔吉斯斯坦道路状况恶化ꎬ
冬季积雪出行困难ꎻ 塔吉克斯坦缺少连接到印度洋的关键通道ꎮ 针对各国情况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对各国的援助有所侧重ꎬ 乌兹别克斯坦重在铁路电气化ꎬ
哈萨克斯坦重在修建关键道路ꎬ 塔吉克斯坦重在建设以及管理主干路ꎬ 同时修建

杜尚别国际机场ꎮ 吉尔吉斯斯坦主要是运输管理、 维修能力的提高ꎮ
在电力供应方面ꎬ 中亚国家水平不一ꎮ 哈萨克斯坦电力供应比较充足ꎬ 乌兹

别克斯坦的电力供应已经不能满足目前发展的需要ꎮ 塔吉克斯坦供电困难ꎬ 冬天

部分城市 １ 天只通电 ４ ~ ６ 个小时ꎮ 根据各国的需求ꎬ 日本援助乌兹别克斯坦进

行火力发电厂建设、 提升输电能力ꎬ 技术援助 ４ 亿日元建设复合循环发电中心ꎬ
援助塔吉克斯坦完成绿色太阳能引进ꎬ 并与之共同讨论在小水力发电以及其他可

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ꎮ

４ 参与中亚各国环保政策制定ꎬ 能源开发强调环保

中亚五国多是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ꎬ 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不可避免会使环境遭

到破坏ꎬ 再加上中亚国家在能源开采中仍在使用苏联时期的设备ꎬ 开采效率低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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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环境破坏更严重ꎮ 中亚地区还有水资源过度利用、 草场过度放牧、 森林过度

砍伐等系列问题ꎮ 作为靠能源输出起步的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ꎬ 随着经济

发展ꎬ 如今已经面临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ꎮ 以咸海为例ꎬ 咸海坐落于哈萨克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界处ꎬ 原为世界第四大水体ꎬ 如今咸海沙漠化和盐碱化问题

严重ꎬ 湖面面积迅速缩小ꎮ
众多国家都觊觎中亚五国的能源ꎬ 日本也不例外ꎮ 然而日本的中亚能源政策

是把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可替代能源、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①ꎮ 日本的

环境保护援助重在政策层面ꎬ 着重建立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构建的经济体制ꎬ 助其

出台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ꎮ 日本环境领域援助项目大致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度援助计划中也涉及多项环境课题ꎬ 包括哈萨克斯坦不同地域的环境

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的研究、 吉尔吉斯斯坦的环境教育和塔吉克斯坦的绿色

太阳能引进ꎮ

５ 全方位服务日本企业ꎬ 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日本通过经济援助与中亚五国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ꎬ 随着五国经济发

展ꎬ 已开始对日本民间企业的进入充满期待ꎬ ２０１５ 年中亚五国总统在不同场合

都表示出合作的愿望ꎮ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道: “哈萨克斯坦的资源

非常丰富ꎬ 但不会只依赖于资源ꎬ 更希望发展非资源依赖型的产业ꎬ 期待与日本

进行技术合作ꎮ” ②已故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总统称ꎬ 一定要促进乌日的商

务活动③ꎮ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表示出对日本企业进一步对吉投资的期

望ꎬ 强调吉尔吉斯斯坦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④ꎮ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称ꎬ 塔吉克斯坦已经接受日本的技术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ꎬ 期待能有更多的日

本民间企业进行投资⑤ꎮ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 “欢迎日本企

业在土库曼斯坦开展商务活动ꎬ 提高土库曼斯坦的贸易水平ꎮ” ⑥然而ꎬ 多数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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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仍认为中亚五国投资风险较高ꎬ 投资需谨慎ꎮ
日本政府通过经济援助项目尽力营造良好的企业海外发展环境ꎬ 从援助计划

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ꎬ 积极参与中亚的经济、 法律体制建设ꎮ 日本积极

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机构改革和法律体系建设ꎬ 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利于金融及

资本市场发展的制度、 规则和标准ꎬ 推进吉尔吉斯斯坦落实民主主义并制定运输

通信领域的政策ꎮ 其次ꎬ 着力解决当地日本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ꎮ 日本企业海外

发展遇到的难题ꎬ 一定是政府开发援助的重点ꎬ 在援助计划中有这样的描述ꎬ
“塔吉克斯坦电力问题对于引进外商投资有重要影响ꎬ 援助将重点解决电力问

题ꎮ” 再次ꎬ 积极为企业争取相关权益ꎮ 受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ꎬ 只有

少数日本企业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能源等领域ꎬ 还有大量企业蓄势待发ꎮ
目前ꎬ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发展最好的国家ꎬ 已具备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条件ꎬ
正在建立经济特区ꎮ 日本抓住此次机会ꎬ 在援助计划中列入 «加快日本企业进入

经济特区的战略制定»ꎬ 有意为日本企业争取更大的利益ꎮ 最后是重视文化影响ꎮ
日本通过宣扬民主价值、 建立文化中心、 互换留学生、 增加人员往来等手段ꎬ 加

大对中亚的文化影响ꎬ 提高当地民众对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好感ꎮ 日本政府在

对中亚五国援助过程中的一些做法ꎬ 值得中国借鉴ꎬ 也为 “一带一路” 的具体

落实提供了实践蓝本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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