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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视阈下的日欧
全面战略合作解析

*

张伯玉 郭 葛**

内容提要 2018年,日本和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日

本—欧盟及欧盟成员国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日欧关

系发展达到一个全新的战略水平。在此框架下,日欧就可持续互

联互通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领域的气候变化、碳排放,数

字领域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以及安全防务等重点领域进行多方

位的深入合作。日欧合作的背后不仅有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需

求的内在驱动,还有“中国因素”“美国因素”及乌克兰危机等外部

因素推动。日欧全面战略合作的深化不仅关涉美国联盟战略布

局,而且深刻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未来走向,增加了南海、台海

地区的不稳定性。对华出口与市场的依赖及美国“有条件”的支

持,使日欧双方的合作具有局限性。此外,由于日本与欧洲国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遭遇困难、日本国内宪法限制及欧盟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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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日欧安全防务合作也难以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日本 欧盟 全面合作 美国对

华战略竞争

在美国对华战略性竞争态势下,第三方力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中欧洲国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群体。无论是英法德等大国,还是汇聚27
国力量的欧盟,以及向印太地区扩张的北约,都在安全、经贸、全球治理等

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日本也是典型的第三方。多个第三方

国家进行集体行动可能导致的战略选择给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

将带来更大冲击。

近年来,日本与欧洲国家战略接近与全面合作显著加速。2018年7月

17日,日本与欧盟经过五年多谈判签署了《日本—欧盟及欧盟成员国战略

伙伴关系协定》(SPA)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此后,在经济伙伴

关系与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之下,2019年9月,日欧签署《日本—欧盟可持续

互联互通及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2021年5月签署《日本—欧盟绿色

联盟》,2022年5月签署《日本—欧盟数字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11月1
日签署《日本与欧盟安全伙伴关系》。对此,日本外务省欧洲局政策课总结

指出,双方已经成为“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和原

则为基础”的战略伙伴。① 在2022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相关人士甚至宣

称“正生活在欧盟与日本关系的‘黄金时代’”②。此外,2023年7月,日本还

与北约签署了升级版合作文件《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2023—2026》

(ITPP)。

近年来国际体系多极化趋势明显,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不确

定因素显著增多。在此背景下,日欧加速推进全面战略合作,这一行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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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深层逻辑是什么? 其中,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又发挥着何种作用? 为解决

上述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学界既有的关于日欧合作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

基础上,通过将日本、欧盟、北约相关的官方文件,以及日本与欧盟、北约签

署的合作文件进行深入分析,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从美国

对华战略竞争的角度探究日欧全面推进战略合作的深层原因,列举双方合

作的重点领域,并探究其产生的影响与发展限度。

一、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动因

(一)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内部动因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内部动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双方看到包括

贸易和投资在内的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这是双方强化关系的直接驱动因

素。2018年7月17日,日本与欧盟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首个包

含实施《巴黎协定》具体承诺的国际贸易协定,该协定的生效使相关区域成

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和

世界贸易的40%。① 协定全面实施后,欧盟99%的关税和日本97%的关税

都将被取消。2019—2022年间,欧盟对日本的商品出口增长了13.8%(从

626亿欧元增长到713亿欧元),而欧盟的进口增长了11%(从630亿欧元

增长到700亿欧元),日欧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从2019年的1730亿欧

元增至2023年的1886亿欧元。②

其次,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战略合作需求不断上升。日欧关系由经

贸为主转向政治、安全防务全面发展。在日本看来,全面发展与欧盟的关

系可以提高其国际影响力。日本2024年《外交蓝皮书》强调指出,在地缘

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基于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安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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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的认知,为捍卫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加强与欧盟和欧

洲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此外,与欧洲合作对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

存在感和影响力也很重要。① 具体而言,正如日本欧洲问题专家鹤冈路人

指出,除美、澳、印、韩等国家外,欧盟是日本的政治外交伙伴、协同作战伙

伴、非“美”伙伴,是日本外交安全上有价值的伙伴。② 进而言之,日本推进

与欧洲合作的战略意图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压力。曾任安倍内阁

的内阁副官房长官助理兼原信克在接受日本《外交》杂志采访时,简明扼要

地揭示了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他说:“安倍内阁外交的根本是

战略平衡,即在中国日益强大并偏好垂直国际秩序的形势下,日本要维持

与中国的平等关系,就要增加朋友、减少敌人。要在坚持与美国同盟关系

的基础上,拉拢澳大利亚和印度,团结东盟国家,深化与欧洲民主国家的

关系,并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与中国建立平等稳定

的关系。”
 

③这是对安倍政府应对中国崛起策略的简要而精准地概括。除

与俄罗斯关系外,肇始于安倍政府的这一日本对华政策方针将长期贯彻

下去。

欧盟则试图寻求以战略自主来应对或对冲大国竞争带来的挑战,并力

争使自己成为全球政治中的一个“自治极”。④ 2013年,欧洲理事会关于欧

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首次出现“战略自主”一词。⑤ 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

最接近“战略自主”定义的是2016年欧盟理事会发布《理事会关于在安全

和防务领域实施欧盟全球战略的结论》这一文件中表述,“在必要的时间和

33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视阈下的日欧全面战略合作解析

①

②

③

④

⑤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4(PDF)』、令和6年6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
bluebook/2024/pdf/index.html,

 

2024-11-28.
鶴岡路人『日欧安全保障協力― NATOとEUをどのように「使う」か』,https://www.nids.

mod.go.jp/publication/kiyo/pdf/bulletin_j13-1_2.pdf,
 

2024-11-28.
兼原信克、「自由主義的な国際秩序へのリーダーシップ」、『外交』2020年第63号、11頁。
赵怀普:《欧盟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选择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国际展望》2021年第5期,第

27页。
Europe

 

Council,
 

“Conclusions,”
 

December
 

19/20,
 

2013,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
doc/document/ST-217-2013-INIT/en/pdf,

 

2024-12-01.



地点自主行动,并尽可能与伙伴合作的能力”。① 在经济与贸易领域,欧盟

还进一步提出“开放性战略自主”。2020年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的关键

时刻:修复并为下一代做好准备》文件中表示,为强化价值链,欧盟必须坚

持“开放性战略自主”模式,这“意味着要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

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同时保护自己免受不公平和不法行为的侵害”。②

2021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开放、可持续和坚定自信的贸易政策》报告,

将“开放性战略自主”定义为“欧盟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并通过领导和

参与塑造周围的世界,反映其战略利益和价值观”。③ 2022年,《欧盟战略

自主2013—2023》研究报告指出,“自2021年来,欧盟战略自主的范围已

经扩大到几乎所有欧盟政策领域,包括欧盟的价值观”。④ 对此,有中国

学者指出,“‘战略自主’的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了欧盟的国际定位和战略

取向,并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提供了行动指南”。⑤ 无论是日本还是欧

盟,都亟须提高自身在全球层面的自主性,以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维持

自己的地位。

(二)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外部动因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外部动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中国因素”是首要外部驱动因素。从日欧立场来看,所谓“中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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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推动其加强战略合作的首要外部驱动因素。欧洲明确转变对华认知

是在2019年。以合作与竞争为分野来看,欧洲对中国的认知逐渐转向更

强调后者,对中国定位也由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转变为制度性竞争对

手。这在2019年3月欧洲委员会和外交安全政策首席代表联合发布的政

策文件《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中得到明确体现。该文件在将中国描述为

既是“合作伙伴”“谈判伙伴”也是“经济竞争对手”的同时,更将中国视为试

图传播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性竞争者”。① 这既揭示了欧洲国家与中国关

系的复杂性与多重性,也表明在欧洲对华关系中合作与竞争的平衡正在发

生变化。此外,2019年12月,北约峰会首次提及中国,认为“中国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北约需要作为一个联盟共

同应对”。② 2020年11月,北约发布《北约2030:团结面对新时代》改革报

告,视中国为“全频谱、系统性对手”,并表示将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③ 2022年6月,北约通过的新版“战略构想”首次提及中国,明确

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④ 该构想指出,中国雄心勃勃的强硬政策正

在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北约将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

构成的系统性挑战。

日本明确转变对中国战略定位认知是在2022年。岸田文雄政府在同

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中国是“有史以来的

最大战略挑战”⑤,这与2013年将中国对外立场和军事活动视为“包括日本

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⑥等表述形成了对比,日本对中国表现出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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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有过的不安与警惕。

总体来看,欧盟与日本对华认知逐渐趋同,都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对亚

太地区国际秩序带来挑战,在经济上挤压其竞争空间,在军事上的崛起也

需应对。现任欧盟驻日本大使埃里克·巴盖特(Jean-Eric
 

Paquet)在采访

中也表示,“欧盟对华认知与日本对华认知重叠的部分很大,”他进而表示,

“面对中国巨大的实力,为应对中国与日本合作越发重要”。①

2.
 

“美国优先”与“美国缺位”的推动。对日欧来说,传统军事安全领域

并不存在与美国结盟之外的选择。② 但是,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以“美

国优先”为执政理念,基于交易逻辑片面衡量盟友贡献,不仅削弱了日美同

盟的战略互信;也导致欧盟主要国家特别是法德两国,对美欧关系的信心

减弱,更加积极谋划战略自主。在经贸领域,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甚至摆出不惜与欧盟进行关税战、贸易战的姿态。③ 在自贸区建设方面,美

国以双边取代多边谈判,置美国此前主导的广域自由贸易区于不顾。2016
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陷入停滞,2017年特

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尽管美欧之间过去

也存在着对立和冲突,但这一局面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未遇到

的状况。拜登就任总统后,主张回归国际协调并重振同盟关系。但是,日

欧也认识到,拜登总统彻底改变特朗普政策的空间有限,美国国内政治的

结构性矛盾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原因。④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优先”再次升级。12月,

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警告欧盟,除非其成员国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和天

然气,否则,将面临对美国出口的贸易关税。⑤ 2025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后

不久,即于2月10日宣布恢复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并将铝的关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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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5%,并宣称“没有例外和豁免”①,这意味着日本、欧盟也要遵守这一结

果。对此,欧盟表示将采取“坚定且对等的”反制措施。②

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缺位将日本推向全球经贸合作前沿。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经济战略。2012年,安倍第二次

上台执政后,自由贸易战略被提到新的高度。无论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的达成,还是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PA)的签署,日本均积极作为,主动担任自由贸易旗手,力争在构建新型

广域经济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全面、均衡、高水平规则制定的引领

者。在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转变的关键节点上,日本以全球参与者为切入点,展开更为积极主动的

外交。一方面,推动低配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尽快成型;另一方面,

加快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正如2019年12月日本内阁府

“TPP等综合对策本部”(原“TPP综合对策本部”)指出的,“在全球贸易保

护主义势力抬头并蔓延的背景下,日本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率先推动日欧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除美国外的环太平洋11国参加的经济合作协定

(TPP-11)的签署,不仅在全球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为日本在亚太和欧洲地

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使其战略关系进一步强化”。③ 《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日欧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一方面,对美

国的单边保护主义形成一定压力;另一方面,日本力图通过巨型自由贸易

协定(FTA)在日美双边贸易谈判中争取有利空间,获取一定筹码。④

2018年,日本和欧盟在签署两个协定时发表的《第25届日本—欧盟首

脑会谈联合声明》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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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强调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重要作用

的同时,表示要继续反对保护主义。同时,还表示要提高世界贸易组织谈

判、监督和争端解决等功能及其效率,致力于实现世贸组织的现代化。① 日

本参议院外交防务委员会调查室的上谷田卓在2019年11月刊文明确指

出,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具有促使美国转变其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的意图。“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先进的贸易规则将为世贸组

织的规则制定和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提供参考,并有

潜力成为全球标准。进而,在美国保护主义倾向增强的形势下,共有基本

价值观的日本和欧盟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认识自

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并促使美国转变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

同时,还可以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全面增长奠定基础。”②

3.
 

乌克兰危机的“助攻”。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大

国地缘政治竞争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升级。6月29日,根据乌克兰危机后国

际安全形势变化,北约在马德里峰会期间正式出台新版战略概念文件《北

约2022战略概念》,系统规划了北约未来十年的大战略。③ 以捍卫安全利

益为核心,北约重新研判并阐释了当前和未来面临的现实性安全威胁。其

现实性威胁认知包括两方面:其一,俄罗斯被界定为跨大西洋安全的首要

战略威胁;其二,“泛安全化”趋势正在给北约安全环境带来威胁。④ 在大战

略层面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安全风险被重新设置为北约的优先目标,构

成其未来大战略的主基调。北约的潜在性威胁认知主要集中于亚太和对

华政策两方面:一方面,北约宣称亚太地区事态发展会直接影响欧洲—大

西洋的安全,因而需要加强与亚太地区新老伙伴的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

北约认为中国对其安全、价值观等构成“系统性挑战”。基于上述潜在性威

胁认知,北约将亚太地区作为战略扩张新方向,并将对华政策作为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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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政策领域,明确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北约的“印太转向”将

“使亚太地区大国战略竞争更加激烈,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带来不容低

估的冲击,尤其对中国的国际与地区影响力构成制约”。①

乌克兰危机还使北约与欧盟关系的性质得到进一步明确、双方军事合

作明显加强。“依托于跨大西洋同盟框架,欧盟与北约关系以欧美关系的

调整与变化为主轴,经历了一个从派生性关系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并继而

浮现‘联盟化’趋势的渐进发展过程。”②《北约2022战略概念》,明确表示

“北约和欧盟在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互为补充、协调一致、

相辅相成”③,“实际上明确了‘北约为主、欧盟为辅’的欧洲安全架构。”④

2023年1月,《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声明》还表明“未来北约与欧盟将在长

期合作的基础上将两者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将进一步加强

在现有领域的合作,扩大和深化合作”⑤,“欧盟与北约之间进一步呈现某种

‘共生关系’”。⑥ 在该背景下,日本与北约、欧盟的安全防务合作得到进一

步促进。在同年7月的北约峰会上,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

2023—2026》,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军备控制、海上安全、供应链和复原力

等广泛领域的合作。2024年11月1日,签署《日本与欧盟安全防务伙伴关

系》,日本成为印太地区第一个采用此类政治框架以加强与欧盟在安全和

防务领域合作的国家。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的态势下,日欧无论哪一方

都缺乏决定国际秩序走向的实力,但双方在规则而非权力的基础上深化全

面合作的战略选择,无疑将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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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欧全面战略合作的重点领域

《日本-欧盟及欧盟成员国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指出,日欧双方“决定通

过全面加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双方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并加强各

级磋商,通过在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等,促进合作并维持

合作整体一致性”①,标志着日欧关系的发展达到了全新的战略水平。此

后,在经济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2019年9月,签署《日本—欧

盟可持续互联互通及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2021年5月,签署《日

本—欧盟绿色联盟》;2022年5月,签署《日本—欧盟数字战略伙伴关系》;

2024年11月,签署《日本—欧盟安全防务伙伴关系》。日欧双方合作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安全防务等领域,包括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

题。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长期化的态势下,日欧全面战略合作旨在使

用规则性权力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试图强化全

球治理中的“日本、欧洲色彩”,共同塑造所谓“自由贸易旗手”“普世价值守

护者”“海上安全守护者”的角色。

(一)
 

推动可持续互联互通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有日本学者指出,在欧盟制定互联互通战略的过程中,日本进行了各

种推动。正因为此,欧盟的互联互通战略与日本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FOIP)倡议有很多共同之处。欧盟对可持续

性和国际规则的重视,与日本倡导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理念也有很多重合

之处。日本与欧盟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可以说是必然的。② 埃里克·巴盖

特表示,“关于对华关系,欧盟从日本方面学习了很多。未来也将继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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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机会与日本交换信息、加强协商”。①

2018年9月,欧洲委员会和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联合发布政策文件

《欧洲—亚洲互联互通战略》。该战略旨在促进并改善欧洲和亚洲之间,包

括交通基础设施、数字网络和能源等领域在内的互联互通。该战略虽然没

有明确地提出要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但毫无疑问,欧

盟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威胁。该战略强调“欧洲方式”,并

以实现可持续、全面,以及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为目标。其背后实际上隐

藏着一种相反的针对性指向,即“以不可持续、不全面、不是基于规则的方

式正在进行着的互联互通”。从欧盟的立场来看,“可持续”是指要有市场

效率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全面”意味着包括交通、数字和能源等广泛领

域。“基于规则”,则是应该重视“在国际上形成共识的实践、规则、惯例和

技术标准”。此外,条件平等、公开透明的采购过程也至关重要。② 从欧盟

角度来看,“欧洲方式”正在有意识地与“中国方式”展开竞争。

2019年9月,日本与欧盟签署《日本—欧盟可持续互联互通及高质量

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双方计划在包括数字、运输、能源和人文交流在内的

所有领域的互联互通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根据该协定,日本和欧盟要充

分考虑合作伙伴的需求,并最大限度地考虑其财政能力与债务可持续性,

特别是在西巴尔干、东欧、中亚、印太和非洲地区,致力于确保各自与第三

国合作伙伴的互联互通,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的协同效应和互补性并

协调活动。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合作将尽可能通过现有的对话与

合作框架进行,特别是在日本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的基础上进行。根据《日本—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成立的联合委员

会将定期进行进展审查。此外,双方还从建立21世纪自由、开放、基于规

则的公平贸易和投资的高标准规则模式———日欧经济伙伴关系的观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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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要促进关于规制领域的合作和推动技术创新的政策协调。① 日本—欧

盟高端产业、贸易和经济对话可以作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战略对话论坛发

挥作用。这标志着日本和欧盟在包括经济和人文交流在内的所有领域在

双边和多边共同开展合作。

(二)
 

加强绿色领域的气候变化、碳排放及数字领域合作

近年来,在绿色领域和数字领域形成大国竞争的“新赛道”,成为重组

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正如

埃里克·巴盖特2024年7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一两年日本与欧盟之

间最强化合作的领域就是经济安全和技术合作”。② 日本与欧盟先后于

2021年和2022年签署《日本—欧盟绿色联盟》和《日本—欧盟数字伙伴关

系》,旨在加强在绿色、数字领域等“新赛道”的合作。

2021年5月27日,日本与欧盟宣布成立绿色联盟,并发表《日本—欧

盟绿色联盟》文件。这是建立在欧洲绿色新政和日本绿色增长战略基础

上,以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绿色联盟战略。

该绿色联盟以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和2050年温室气体零排放为目标,为此,

要发展兼顾气候中和、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循环型经济。作为加强合作的优

先领域,首先双方将推动安全、可持续低碳能源技术研发及其贸易与投资

合作。关于安全、可持续低碳能源技术合作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尤其是

海上风电、能源系统集成、能源市场改革、智能电网等。其次,双方还将加

强规制领域的合作。该文件指出,“为加速向资源循环、气候中和经济的转

型,并在国际上传播此类标准,以及为采用创新性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可

持续产品、安全而可持续的低碳技术,而加强规制领域合作。”③通过该联盟

战略,日本和欧盟将深化在能源转型、环境保护、规制框架和商业合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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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可持续金融,以及促进包括亚洲、印太和非洲国家等第三国的可再

生能源普及方面的合作。

2022年5月12日,日本与欧盟宣布启动数字伙伴关系,双方签署《日

本—欧盟数字伙伴关系》文件。这是一个以“可靠、自 由 的 数 据 流 动”

(DFFT)为核心,涵盖贸易、隐私、安全、信任、数据利用和数字基础设施等

广泛领域的全面合作框架。文件规定,数字合作的优先领域主要包括个人

信息保护、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及研发、5G
 

及超5G、高性能计算和量子技

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字互联互通、在线平台、数据(包括DFFT)、增强

信任的技术、数字贸易、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国际标准化合作、监管合

作等。①

日欧双方在绿色、数字领域,尤其是技术领域深化合作,有其深刻的内

在驱动力。首先,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双方需要联合攻关才能在正在

形成的全球技术两极格局中拥有立足之地;其次,试图强化全球科技治理

的“日本、欧洲色彩”,在科技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掌握话语权,形成符合

日欧价值观的全球科技治理模式;最后,加强技术领域的战略自主性以平

衡中美科技博弈的风险。②

(三)
 

加强安全防务领域对话与合作

无论是对北约还是欧盟,日本都是其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对北约而

言,日本是配合其向亚太地区拓展影响力的“桥头堡”。对欧盟来说,日本

是其加强亚太战略、存在、行动,以及提升其作为全球参与者能力的重要战

略伙伴。

冷战结束后,基于北约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将其从一个“冷战时

代的地区性军事集团”转型为21世纪“全球性的政治和军事同盟”。2008
年,日本成为北约的全球伙伴国,开启制度化合作进程。2014年,日本与北

约签署《个别伙伴合作计划》(IPCP),为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规划了行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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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引导日本逐渐融入北约主导的军事安全行动。乌克兰危机成为进一

步驱动北约与以日本为首的亚太国家加强关系的重要契机。2023年6月,

日本作为唯一非成员国参与北约举行的“空中卫士2023”大规模空中演习。

此外,日本也在韩国之后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

与北约开展网络攻防演习。2023年7月12日,日本与北约签署升级版的

合作文件《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2023—2026》,标志着双方安全合作

进一步提质升级。该计划指出,双方之间有四个优先合作课题,即新的安

全挑战、传统安全问题、扩大合作活动、促进基本价值观。具体有16个合

作领域,包括网络防御、战略沟通、新兴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等)等。

而该合作文件前身IPCP(2020年版)只有九个合作领域,因此,日本与北约

的合作领域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基于该计划框架,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

作出现以下三方面的变化:(1)
 

除传统的安全问题外,就近年来合作取得进

展的网络防御,以及信息操纵等新威胁,增加日本作为观察员身份参与北

约演习等实际活动的机会;(2)
 

为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危

机事态的抵御能力而应该提高强韧性,日本和北约正在准备实施紧急救援

行动和第三国撤离行动等联合行动;(3)
 

参加北约相关组织如合作网络卓

越中心主办的关于网络防御、混合威胁和太空等新安全问题的培训研修活

动。为顺利推进此类务实合作,双方还将努力提高信息共享能力。① 日本

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了包括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机制化等突破性进

展,但由于战略资源有限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

盟关系。②

与此同时,日本与欧盟之间的安全防务合作也在不断加强。2019年3
月25日,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委员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会

议期间双方除决定加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外,还同

意基于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2020年10月,日欧发表了《日

本—欧盟关于开展海上联合训练的共同声明》。该声明指出,双方“为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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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线的安全,并保护世界海域免受所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将通过务实的海上合作,包括在航行和飞越自由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以

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① 2024年11月1日,日本与欧盟签署《日本—欧

盟安全防务伙伴关系》,双方决定建立并实施“量身定制、互惠的安全防务

伙伴关系”。首先,双方建立了一系列对话机制,比如一年一度的定期首脑

会议、日本与欧盟外长级战略对话、局长级年度欧盟—日本安全与防务对

话、课长级别的专题对话等。其次,双方确定了有针对性的加强对话与合

作的领域。具体领域主要有:包括作战行动和演习在内的海洋安全、太空

安全与防务、网络、外国信息操作及干涉(FIMI)在内的混合威胁、核不扩

散、裁军、小型武器在内的常规武器、包括国防工业相关事项的信息交流在

内的日欧防务倡议、和平与危机管理、反恐对策与应对暴力过激主义等。

再次,海上安全领域的具体动向尤其值得关注。根据该文件,日欧双方加

强海上安全合作的目标是推动建立自由、开放并基于规则的海上地区安全

框架。具体行动包括:(1)
 

包括通过欧盟海军部队亚特兰大行动和日本自

卫队(联合参谋部)之间的事务协定,促进海军合作。(2)
 

通过包括共同指

定的第三国随时参加在内的活动开展海上安全合作,如共同训练、港口停

靠等。(3)
 

特别是在西北印度洋欧盟协调海上存在倡议(CMP)框架内探

索合作。(4)
 

探讨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第三国海上能力建设合作的可能

性。② 对日本来说,借由这一伙伴关系合作框架,既可以持续吸引欧洲国家

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为其在地区竞争中谋求利益提供支持;又可以深

化武器装备和技术合作。在该伙伴关系框架下,国防工业和新兴技术领域

的合作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欧盟防务自主的步伐加快,欧洲市场将成为日

本武器装备和技术转移的重要潜在市场。③ 对欧盟来说,正如2021年4月

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欧盟印度—太平洋合作战略》指出的,通过加强欧盟在

印太地区战略、存在和行动,提升其作为印太地区伙伴的作用,进而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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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参与者的能力。①

无论是日本与北约的安全防务合作,还是日本与欧盟的安全防务合

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和国防问题,而是涵盖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包括

网络和混合威胁、海上和太空及经济安全。日欧在地缘政治意图的驱使

下,未来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和深入,势必给地区和平稳定和安

全秩序带来挑战。

三、
  

日欧加强全面战略合作的影响

日欧全面战略合作,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强化所谓具有“共同价值观”阵营对抗中国的协同效应

价值观是否具有“同质性”即是否共有基本价值观已经成为日本划分

联合伙伴与拉拢对象的标准,并据此给中国贴上具有“异质性”价值观的标

签,从而强行制造出以是否共有基本价值观为分野的两个互相对立的阵

营,由此强化了所谓共有价值观阵营对抗中国的协同效应。日本新版《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指出,“一些不共有普遍价值观的国家正试图根据自

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修正现有的国际秩序”,“一些不共有普遍价值观的国

家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并且在某些领域比捍卫学术自

由和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获得优势”,同时还指出“这些都是挑战现有国际

秩序的活动”。② 显然,日本已经给中国贴上了“不共有普遍价值观”的标

签,并以是否共有价值观为标尺制造阵营化对抗。

日本与欧盟不断地强调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深化的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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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共同价值观。例如,2018年《第25届日本—欧盟首脑会谈联合声明》

指出,双方“将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平、繁荣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表达

了“共同促进民主、人权、法治等共同价值观以及造福所有人的自由、开放

和公平的全球经济的决心”。① 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9年9月举行

的欧洲互联互通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说对此阐述得更加直白,“日本和欧

盟作为战略伙伴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深入的合作,是因为拥有共同的价

值观和原则。有什么价值观和原则呢? 战略伙伴关系优先考虑民主,其次

是法治、人权和自由。日本和欧盟因此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他还指出,“日

本和欧洲现在是同一旗帜下信奉共同价值观的两个坚强支柱。双方民众

已经决定相互支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世界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

船,使日本和欧盟成为自由贸易旗手的经济伙伴关系和普世价值守护者的

战略伙伴关系,两者将共同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可以消除任何摇摆。”②为牵

制中国并制造阵营化对抗,日本不遗余力地塑造其作为所谓普世价值观守

护者的角色。

(二)
 

加强美国联盟体系的联动性,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

自拜登执政后,美国利用亚太联盟体系调整,积极推动形成一个包括

美国、欧盟、美国亚太盟友,以及印度等亚太伙伴国的以“盟伴协同”为核心

特征的对华政策协调系统,范围覆盖“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③ 以美

国为中心支点,实现北约、亚太双边联盟(美日、美韩、美澳等)、亚太多边联

盟和准联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融

合对接,建立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沟通协调机制,提升决策一体化程

度,例如,建立或优化情报共享渠道、尝试形成一体化的军事作战指挥体

系、通过常态化演习增强军事任务执行的互操作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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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综合实力来看,还是在美国联盟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来看,日

本战略重要性均明显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是美国的桥头

堡,美国通过日本在亚太地区投射其军事力量和影响力。从拜登政府主导

推动构建的遏制中国的印太联盟体系的结构来看,无论是美日印澳四方安

全对话机制,还是北约加强与日澳韩新印太四国伙伴关系,日本均发挥着

重要作用。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2024年4月4日发表的

题为《2024年的美日同盟:走向一体化的联盟》报告中称,“在短期内,全球

和地区领导的重担将更多地落在东京身上”。①

更为重要的是,除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对华战略外,日本还积极主动

地提出遏制中国的战略构想。“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就是日本创造

并贩卖给美国的。2023年出版的《安倍晋三回忆录》指出,安倍首相“从亚

洲太平洋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一个‘自由之海’来

定义的新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即‘自由开放的印太’。为了牵制正在走军事

大国道路的中国,要寻求与共有基本价值观的亚洲国家,以及日美澳印合

作”。② 日本第一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也在文章中指出,“日本为

了对抗中国,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可以与中国对抗的对抗轴”。③

(三)
 

使南海、台海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与欧盟的相关文件反复强调尊重国际法,包括《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遵守仲裁

法庭根据《海洋法公约》合法程序做出的裁决的义务等。虽然没有指明,但

是南海相关争端方中实力最强大的就是中国,其针对性不言自明。

2021年,日欧首脑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海问题,强调“台

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④ 2023年,日欧首脑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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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
 

回顧録』中央公論新社、2023年。
谷内正太郎「海洋国家の外交戰略一太平洋同盟を軸として」、『世界平和研究』、2012年春季

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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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Japan

 

Summit
 

2021
 

Joint
 

Statement,”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
49922/eu-japan-summit-may-2021-statement.pdf,

 

2024-11-30.



的《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明确提及“要与中国构建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在全球问题和具有共同利益问题进行合作的重要性”。①
 

2024年11月签署

的《日本—欧盟安全防务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化

程度。在该框架下,不仅日本将持续吸引域外国家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欧

盟也将通过“印度太平洋关键航道”和“加强亚洲安全合作”项目增强其在

印太地区战略、存在和行动;未来双方还将持续探索并强化在印度太平洋

地区第三国海上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现任欧盟驻日本大使指出,“欧盟

愿以对日合作为中心,并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联合,发挥安全守护者的

作用。最重要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已经向该地区派遣了舰

艇和战斗机,或者参加包括日本在内的联合演习。虽然各国参加的次数有

限,但以欧盟整体来看,总是有成员国通过向印度太平洋派遣军事资产,或

进行演习等方式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② 实际上,欧盟正在以在亚太地区

宣示其军事存在的方式增强其存在感,并发挥宣传外交的功能,与其说为

地区稳定做贡献,不如说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此外,北约虽无在南海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意图,但是,北约加强与以

日本为首的印太伙伴的安全防务合作本身为南海和台海地区局势的变化

增加了变数,使南海、台海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四、
  

日欧全面战略合作的发展限度

2018年,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

签订标志着日欧关系达到了全新的战略水平。在战略伙伴框架下,日欧在

互联互通、绿色技术、数字科技,以及安全防务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合作。但

是,日欧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一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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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令和5年7月13日、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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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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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層化する日EU協力」、『外交』、2024年第86号、16頁。



(一)
 

日欧合作中涉华政策受对华经济依赖制约

日本与欧盟在对华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同时两者与中国的经

贸联系依旧保持高度紧密。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日本与欧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合作深度。

从中国进口方面,日欧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有较强依赖。2020年,中

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①2021年,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伙伴;②2022
年,中国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③ 根据欧洲中央银行

2023年针对欧元区重点企业做的一项调查,40%企业认为自己完全或严重

依赖中国供应,且90%以上表示如果这些关键供应突然不再提供,用来自

其他地方的供应来取代是困难的。④ 以德国为例,德国对华依存度极高的

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进口份额约为80%)、手机(进口份额为68%)以及

某些纺织产品(进口份额为69%),这些产品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此外,

很多对于生产特殊技术非常重要的,以及被欧盟归类为关键材料的稀土和

原材料也被中国所垄断,在德国85%以上的钪和锑(用于电池生产或表面

涂层)来自中国。⑤ 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对象国

和最大进口来源国。⑥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24年发布的《通商白皮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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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3,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news/german-ec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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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4.
《中国同日本的关系》,中国外交部,2024年10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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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日本有高达1406个品类依赖于从中国进口,这一数字是美国的1.5
倍。① 日本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有机化学品和稀

土金属。此外,日本90%以上的进口家用电器来自中国。这表明日本在供

应链方面对中国依存度较高。

在向中国出口方面,中国在2021、2022年连续两年成为欧盟第三大出

口市场。② 中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逐年上升,欧盟对华出口额占欧盟总

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的8.5%上升到2019年的11.1%。中国主要进口制

造业产品中对欧盟依赖度最高的是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额中

超过一半来自欧盟。③ 同样,中国广大的市场对于日本来说也意义非凡。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24年1月份贸易数据,中国市场对日本出口贡

献率最大的是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达84.6%,贡献度④达

5.9%,均远超其他地区。汽车出口额更是同比增长111.4%,仅次于欧盟

和美国。⑤ 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中国在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汽车市场的需

求,已经成为推动日本贸易出口增长的关键动力。

为了应对对中国进出口的依赖,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日本和欧洲都推

行一系列政策,并出台相应法规,以逐渐降低对中国供给的敏感性与脆弱

性。比如,2022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该法旨在

提升日本在关键技术和材料方面的自给自足能力,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

赖,以保护日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然而,短期内日欧深化合作的同

时难以忽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

(二)
 

美国对日欧合作的支持和促进有其限度
  

从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2+2”)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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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www.ccpit.org/belgium/a/20240308/202403089t57.html,

 

202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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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该类商品日元变动额占上年度同期总额的百分比。
《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2024年1月份贸易数据》,中国新闻网,2024年2月28日,https://

www.chinanews.com.cn/gj/2024/02-28/10170965.shtml,2024-11-28;Japan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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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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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_e/2024/2024016e.xml,
 

2024-11-28。



与日本在2022年首次明确表示“欢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在内的

欧洲伙伴和盟友通过欧盟和北约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加强参与”。① 在

2023年联合声明中,美国还表示“支持日本为完成北约《个性化伙伴关系计

划》所作的努力,并欢迎日本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加强对欧洲安全的重

视。美国同样对日本加强与北约的合作,以及日本在北约亚太伙伴组织中

的领导作用表示欢迎。”②2024年,在美日“2+2”会议上,两国外长和防长

一致强调印度-太平洋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挑战的相互关联性,支持日

本加强与北约和整个欧洲的多边合作。③ 然而,美国对日欧合作的支持与

促进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体现为日欧合作是否有助于美国维护其在全

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发展是达成这一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果有助于美国战略目标的达成,美国自然大力支持并参与其中,加强协调。

如果无益于甚至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使

日欧做出让步。

以经贸领域为例,随着经济全球化弊端不断显现,美国逐渐转向“经济

保护主义”,更加注重国内产业经济发展,以增加各类补贴的方式增强美国

制造业的投资吸引力。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年芯片

和科学法》④,16日签署《通胀削减法》。⑤ 《通胀削减法》颁布后,欧洲各国

发布公报表示要以“欧洲方式”应对这一挑战。马克龙在12月访问美国时

公开表示,除非美国及其盟友“重新同步”他们的经济政策,否则《通胀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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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芯片法》可能会“分裂西方”并耗尽跨大西洋投资。① 日本政府也警

告称,美国新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最终可能会阻止日本在该国的进一步投

资,并打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就业。② 美国对待国际贸易组织的态度也与

日欧相冲突。自2019年12月以来,美国阻止了世贸上诉机构的所有任

命,导致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实际上瘫痪。为此,中国和欧盟等成员国

设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以临时负责审理对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的上

诉。在日欧高级别经济对话第二次会议上,欧盟邀请日本加入多方临时上

诉仲裁安排,2023年3月10日,日本加入。③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如果美国

认定日欧合作有损其利益,特别是重点关注经贸领域利益,美国势必会从

中阻挠,迫使日欧屈服。

(三)
 

日欧安全防务合作有其限度

日欧安全防务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虽在持续拓展,却面临诸多制约

因素。

首先,日本和欧洲国家近年来苦于经济增长乏力,还都面临严重的人

口“少子老龄化”问题。在新冠疫情及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双方都面临着债

务高企、通胀率持续攀升等问题。经济复苏前景难言明朗,举债发展军力

争议不断,落实难度较大。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缓慢直接制约了军事组

织的发展建设,经济疲软则限制了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投入和行动能力。

其次,《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制约了日本与北约及欧盟安全防务合作的

深度。《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权利的战争,放

弃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对此,198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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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日本政府表示:“作为主权国家当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在宪法

第九条下所容许的自卫权行使,应限制在以防卫为目的的必要最小限度范

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则超出了该范围,为宪法所禁止。”①即日本虽然拥有

集体自卫权,但是却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2014年7月1日,安倍晋三内

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日本在盟国受到攻击时甚至在敌对国未

攻击本国时行使武力。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受到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在武

器使用、行动力度等都面临限制。此外,日本的“交战权”仍然不被承认,只

能“使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武力来保护自己”,比如,占领敌方领土这种行

为是不被允许的。② 也就是说,日本修宪成功,重新拥有交战权,其自卫队

才能合法参与北约开展的军事行动。③ 因此,日本目前在与他国防务合作

上一般集中在技术共同研发,共同训练,武器出口等方面,在派遣军队方面

仍然限于联合国维和任务、日美同盟框架,以及执行多样化任务框架。④ 此

外,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舆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普通民众对于军事合

作仍然保持谨慎态度。

最后,欧盟内部分歧严重。尽管欧盟希望在印太地区加强其存在感,

但是囿于地理位置因素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事务处理中始终处于边缘位

置,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并提升其影响力。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在2023年香格里拉峰会上表

示,“多年来,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一个区域外行为体,对印太或

亚洲的地区安全动态影响有限”。⑤ 因此,对于是否要在印太地区倾斜战略

资源,欧盟内部有较大分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曾对各成员国的政策制

定者、国会议员、相关部委,以及来自学术界和非营利部门的卓越专家等进

行一项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欧盟成员国普遍支持欧洲加强对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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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地区海上安全的承诺,但只有少数成员国愿意投入军事资源来保护

欧洲的利益。具体而言,12个国家准备参与航行自由行动,但只有德国和

西班牙表示愿意在印太地区建立或增加军事存在。各成员国明显倾向于

只参与非军事活动。① 这表明,欧盟未来在印太地区传统安全领域方面仍

然无法发挥有效作用。日欧未来战略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显然将面临诸多

挑战和不确定性。

结  语

在经济利益与战略需求的内在驱动,以及对华认知转变、“美国优先”

与“美国缺位”、乌克兰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与欧盟全面加强战略合

作关系。2018年《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

着日欧关系的发展达到了全新战略高度。此后,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

双方在可持续互联互通、绿色领域、数字领域,以及安全防务领域等重点领

域持续推进合作。但是,日欧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限度。双方合作既

受其对华经济依赖制约,又受美国“有条件”支持的牵制,同时,还面临各自

内部问题的种种制约。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欧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不仅强

化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具有“共同价值观”阵营对抗中国的协同效应,还加

强了美国联盟体系的联动性、提升了日本的战略地位,使南海、台海地区局

势更加复杂化。未来日欧仍将继续深化合作关系。对于坚持并维护多边主

义国际秩序的日本和欧盟来说,短期内很难期待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能在对外

政策上放弃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取向。在世界不确定性增加、国际政治回归

权力政治的时代,作为志同道合的战略伙伴,日欧之间将继续深化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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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Protest
 

Election
 

and
 

the
 

Trump
 

Turmoil:
 

Observat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2024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Zhu

 

Wenli (9)…………………………………………………………
In

 

the
 

2024
 

U.S.
 

presential
 

election,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brought
 

by
 

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
 

the
 

shift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ynamics
 

due
 

to
 

digital
 

platforms
 

suppressing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methods
 

driven
 

by
 

algorithmic
 

manipulation
 

together
 

created
 

an
 

ideal
 

environment
 

for
 

political
 

discontent
 

to
 

erupt.
 

As
 

a
 

result,
 

the
 

moderate
 

reform
 

led
 

by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failed
 

to
 

gain
 

sufficient
 

popular
 

support.
 

Donald
 

Trump
 

won
 

the
 

election
 

with
 

his
 

reckless
 

demolishing
 

style.
 

His
 

victory
 

was
 

swift
 

and
 

comprehensive,
 

but
 

not
 

dominant
 

or
 

decisive.
 

Nevertheless,
 

Trump's
 

audacious
 

governing
 

style
 

in
 

his
 

second
 

term
 

has
 

already
 

shaken
 

the
 

U.S.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its
 

pluralistic
 

political
 

ecosystem.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United
 

State
 

may
 

further
 

heighten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de-globalization
 

process.

An
 

Analysis
 

of
 

Japan-EU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Zhang

 

Boyu
 

and
 

Guo
 

Ge (30)………………………………………
The

 

signing
 

of
 

the
 

Japan-EU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SPA)
 

in
 

2018
 

marked
 

a
 

new
 

strategic
 

level
 

of
 

Japan-EU
 

relations.
 

Within
 

this
 

framework,
 

Japan
 

and
 

the
 

EU
 

will
 

conduct
 

in-depth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such
 

as
 

sustainable
 

connectivity
 

and
 

high-
quality

 

infrastructure,
 

climate
 

change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green
 

sect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
 

the
 

digital
 

sector,
 

and
 

security
 

and
 

defense
 

collaboration.
 

Japan-EU
 

cooperation
 

is
 

driven
 

not
 

only
 

b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needs
 

but
 

also
 

by
 

“the
 

China
 

factor”,
 

“the
 

U.S.
 

factor”
 

and
 

the
 

Ukraine
 

crisis.
 

The
 

deepening
 

of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Europe
 

not
 

only
 

impacts
 

the
 

U.S.
 

alliance
 

strategy
 

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dding
 

in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Japan
 

and
 

the
 

EU
 

face
 

limitations
 

in
 

their
 

cooperation
 

due
 

to
 

their
 

dependence
 

on
 

exports
 

and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s
 

and
 

their
 

“conditiona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more,
 

challenges
 

such
 

as
 

population
 

decline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in
 

Jap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
 

Japan,
 

and
 

internal
 

divisions
 

within
 

the
 

EU
 

make
 

it
 

difficult
 

for
 

Japan-EU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to
 

advance
 

further.

The
 

Europeanization
 

of
 

Germany's
 

China
 

Policy
 

and
 

Its
 

Constructive
 

Effect
 

on
 

China-EU
 

Relations
Huang

 

Ying
 

 (56)………………………………………………………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EU's
 

China
 

polic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cooperation
 

to
 

one
 

of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precautio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rman
 

and
 

EU
 

policies.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s
 

a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process
 

wi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rrelations,
 

as
 

well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making
 

it
 

a
 

usefu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rmany's
 

and
 

the
 

EU's
 

China
 

policies.
 

Germany
 

has
 

demonstrated
 

strong
 

adaptability
 

and
 

shaping
 

capability
 

in
 

adjusting
 

national
 

policy
 

preferences
 

to
 

EU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projecting
 

its
 

policy
 

preferences
 

onto
 

the
 

EU
 

level.
 

Germany's
 

China
 

policy
 

mainly
 

follows
 

three
 

Europeanization
 

paths:
 

embedment,
 

projection,
 

and
 

interaction,
 

which
 

implies
 

three
 

Europeanization
 

forms:
 

norm
 

reinforcement,
 

role
 

reshaping,
 

and
 

elite
 

socialization.
 

In
 

high-political
 

areas
 

such
 

as
 

diplomacy,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Germany's
 

China
 

policy
 

closely
 

aligns
 

with
 

that
 

of
 

the
 

EU,
 

primarily
 

adopting
 

an
 

embedded
 

approach
 

with
 

a
 

high
 

degree
 

of
 

Europeanization.
 

However,
 

in
 

low-political
 

areas
 

such
 

as
 

trad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energy,
 

mismatches
 

between
 

Germany's
 

and
 

the
 

EU's
 

China
 

policies
 

frequently
 

occur,
 

leading
 

Germany
 

to
 

adopt
 

either
 

a
 

projection
 

or
 

interactive
 

approach,
 

where
 

the
 

degree
 

of
 

Europeanization
 

remains
 

low
 

or
 

unstabl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shifts,
 

Germany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ing
 

its
 

China
 

policy
 

into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EU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EU
 

relations.
 

The
 

future
 

of
 

China-EU
 

relations
 

remains
 

complex
 

and
 

uncertain,
 

but
 

there
 

is
 

still
 

flexibility
 

and
 

room
 

for
 

reshaping
 

Germany-
China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