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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日本外交 

（岸田文雄外务大臣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上发表的演讲） 

                                                                  2016年 1月 19日 

 

    大家好！我是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衷心感谢大家今天百忙之中来到这里。同时，我还想

向尽力安排此次演讲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致谢。 

 

    从我进入安倍内阁就任外务大臣到去年年底刚好三年。就外交而言，“战略”与“原则”

至关重要。自 2012年底政权成立以来我始终以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推动日

本外交，先后走访了 41个国家。其间，同 104个国家的外长举行了超过 250次的会谈。加上

与各国首脑、王室成员等进行的会谈，与外国政要之间总共进行了超过 590 多次的会谈。在

与各国首脑、外长的会谈中，我始终展示出一贯重视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法治以

及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纷争等姿态。通过这些努力，在国际环境变得日益严峻的今天，仍能切

实感到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正在提升。 

 

     今年，将迎来了强力推进日本外交绝佳的机会。首先是 G7（七国集团）峰会主席国的立

场。该峰会将时隔八年在日本召开。此外，日本此次第 11次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在世界各国中也居首位。政治是结果论，外交亦是如此。我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

良机，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领导者。 

 

     今天，我想从以上观点出发谈一下今年我特别重视的日本外交的主要课题。 

 

1． 确保“亚洲和平与繁荣” 

 

俗语有云“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日本若想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强有力的外交，首先

就要稳固与邻国的关系，也就是要奠定站立的基石。俄罗斯、印度、澳洲、东盟等虽都是

很重要的国家，但此处我想着重谈的是如何改善与韩国和中国的关系。 

 

【韩国】 

 

日韩关系在去年年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本人在首尔与尹炳世韩国外交部长举行了

日韩外长会谈，双方就两国间长期悬而未决的慰安妇事项确认了“最终的不可逆的解决方

案”，并共同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了这一历史性共识。我想强调的是此次达成的共识，不

仅解决慰安妇问题，也具有把北朝鲜问题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纳入视野的战略重

要性。 

 

迄今为止所走过的道路绝非平坦。我本人仅在去年就与尹外长之间举行了六次外长会

谈。其中不乏涉及尖锐内容的会谈。在各自阐明主张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着能够合作的

部分，在这样的过程中双方的相互理解得到了逐渐深化，从而构筑起相互间信赖关系。3

月，日中韩外长会议召开，11月日中韩首脑会议时隔三年半重启，实现了安倍总理与朴槿



惠总统之间的首次日韩首脑会谈。 

 

这是在两国同样在国内面临严峻的情况下进行的协商。对于安倍总理来说这是一次重

大的决定。而朴槿惠总统则是面对着极为严峻的国内情况所作出的着眼于日韩未来、富于

勇气的决断。对此，我深表佩服。同时，我也想对积极推动此次共识落实的朴总统和尹外

长表示由衷的感谢。 

 

另一方面，对于此次共识的达成来自日本国内的严厉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即便如此，

作为日本人，我们也必须要跨越时代直面过去的历史。日本政府郑重承诺将会真诚落实业

已达成的共识。同时，我也衷心希望日韩两国的下一代能够拥有勇气与创造力来共同书写

全新合作的历史篇章。 

 

正因是邻国，因此日韩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难题，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同时，两

国在经济、环境、海洋安全、太空、网络等领域合作的必要性也在不断加大。面对北朝鲜

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事态，日韩两国正在开展紧密的协作。两国同为美国的同盟国，也是

共享地区和平与安全等战略利益的友人。今后，希望尽快推进日韩信息保护协定、日韩 ACSA

（物品服务相互提供协议）等安全保障方面的各项合作，并继续强化日韩、日美韩这方面

的协作关系。此外，也希望今年的日中韩外长会议能够尽快在日本召开。 

 

【中国】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中国。近几年的日中关系曾非常紧张，但随着前年 11 月日中首脑

会谈的举行，我认为步入了改善的轨道。我与王毅外长已经举行六次会谈，坦诚地交换了

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符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进行了思考。 

 

    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日本则是世界第三大的经济大国。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

平与繁荣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和责任。有言论认为日本对于日益发展的中国日本会感到焦虑，

但我本人却对中国的发展持有非常欢迎的态度。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同样中国的发展

也离不开日本。日中两国共同致力于维护长期和平与友好的合作乃是的双方的唯一选择。 

 

    进一步讲，日中两国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是中国第

二大贸易国。在中国，有两万三千家左右的日资企业开展业务并在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居各国之首。日中经济关系非常紧密，合作的潜力遍布节能、环境、少子老龄化对策、旅

游、防灾等众多领域。在此基础上，中国继续推进健全的改革，遵守全球标准，确保透明

度，这些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 

 

    与此同时，日中关系也正面临着新的严峻局面。特别是，目前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单方

面试图改变现状，因而引起地区及国际社会的担忧。坚守主权与领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尊重和维护建立在开放的海洋、法治等普遍公认的原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这也正是贸易

立国的日本外交上的基本原则。 

 

    鉴于此，当前的日中关系正面临着新的可能性与课题，因此也就要求两国作出具有前



所未有的建设性、创造性的应对。正是因为存在问题所以才需要对话，这是安倍政权的立

场。去年 11 月在首尔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谈上，双方就“重启外长互访”达成了一致。不

仅仅是今年早期将要举行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我也在考虑今春访华的可能性，希望与王

毅外交部长不断加深对话，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关于台湾，16日大选落幕，蔡英文女士当选。此次的选举能够顺利举行，可以说是反

映了台湾民主主义的成熟。日本将继续支持通过对话来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并基于日中

联合声明进一步发展与台湾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北朝鲜】 

 

关于北朝鲜的问题在此也想谈一下。北朝鲜是扰乱地区和平与安定的最大的不稳定因

素，也是我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重大且直接的威胁。本月 6日，北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

会决议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我国坚决地予以谴责。我已经与尹炳世韩国外交部长、所有

G7 成员国的外长以及俄罗斯外长分别举行了电话会谈并确认了密切合作等事宜。 

 

此外，日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与美国一同牵头正在积极推动安理会针对北朝鲜

挑衅行为采取坚决措施的决议案协商。须要对北朝鲜采取包括新的制裁措施在内的严厉决

议。尤其是对北朝鲜拥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很重要。希望中国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起责任，对被寄予的期待作出充分的回应。日本将继续与其他安理会

成员国以及相关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 

 

对于北朝鲜，我们将在“对话与施压”、“行动对行动”的基本方针下，为推动绑架、

核武器、导弹等诸多悬案的一揽子解决而采取严厉应对。从这一观点出发，日本也就单独

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等进行研究。在与我国安全息息相关的北朝鲜核导弹问题上绝不

能妥协。 

 

与此同时，“绑架问题”对日本而言是要最优先解决的课题。为了能让受害者早日回

国，对话之门不会关闭，我们会继续坚持不懈地要求北朝鲜做出真诚且迅速的回应。 

 

【日美同盟】 

 

在以上背景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日前的北朝鲜核实验之后，我立即与肯

尼迪大使、克里国务卿取得联络，确认了美国对于我国安全及地区和平的承诺。今后，基

于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和平安全法制”，切实推动日美安保、防卫合作的落实，这

对日本的安全以及亚洲太平洋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 G7 

 

【恐怖主义、中东问题】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 G7的话题。4月将在广岛举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 G7外长会议。



届时，将对包括北朝鲜、海洋安全保障、恐怖主义、中东问题、难民问题、核裁军、核不

扩散等各类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课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夺走无辜民众生命的卑鄙的恐怖主义行径是对和平与繁荣这一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挑

衅，理应受到坚决的谴责。为防止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应对。 

 

    日本基于强化反恐对策的观点，将继续在完善法律制度、提高执法机关能力、强化边

境管理等边境对策方面向各国提供支持。为切断恐怖主义活动资金来源而加强与国际社会

的合作和情报交换。在保障在外国的日本公民及驻外使领馆安全等措施方面，也要作到万

无一失。此外，在反恐对策方面情报收集至关重要。去年 12 月，外务省创建了国际反恐

情报收集组，致力于与各国间情报合作体系的构筑与强化。 

 

    此外，日本将继续“支援构筑无极端主义社会”。在“中庸至上”的理念下，为推动

中东地区回归宽容、安定的社会环境而进行着眼于未来的支援活动。通过接收留学生及研

修生以及派遣专家赴中东地区等形式，开展人员交流，以此增进相互理解。 

 

    中东特别是叙利亚的不稳定造成了总计 1100 万人以上的国内难民和国际难民这一重

大国际问题。我国将尽力为这些人员提供粮食、水等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对教育和摆脱恐

怖主义控制地区的稳定等方面加大支援。 

 

    基于以上考虑，我国向叙利亚及伊拉克的国际难民、国内难民以及周边国家提供了总

额 8.1亿美元的援助。在此我宣布，在国会通过必要预算的前提下，我国将为稳定叙利亚、

伊拉克局势再追加 3.5亿美元的援助。 

 

【伊朗】 

 

   关于伊朗核问题，17 日迎来了“协议执行日”这一重大的进展。最终协议今后也能继

续得到遵守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也将以之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同伊朗在经济等方面的传统

友好关系，并通过执行协议方面的合作，为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展发挥作用。另

外，还将与以天野总干事为首的 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合作，为最终协议的执行和

验证保驾护航。 

 

【核裁军、核不扩散】 

 

    关于核裁军及核不扩散问题，作为出身于原子弹爆炸受害地广岛的政治家，也是世界

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日本国外务大臣，我将主持在广岛召开的 G7外长会议。 

 

    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我越发确信，若想实现“无核世界”这一目标，有核国与无核

国之间的合作不可或缺。因此，以正确认识核武器的非人道性为催化剂，切实实施双方都

能合作的现实且具有实践性的措施是很重要的。这也正是通往“无核世界”的捷径。 

 

    就国际社会所面对的以上课题，我希望 G7发出强有力的讯息。 



 

3． 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最后，我想从“积极和平主义”实践的观点出发，再次重申日本致力于落实去年联合

国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决心。该议程旨在推动在 2030 年前消除贫困、实

现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远大的目标。 

 

    日本为实现这一新议程已经从各个领域着手采取具体措施。例如：在追求高质量增长

时，将作为其基础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与 ODA（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性运用相结合，

推进亚洲、非洲、中南美等地区的官民一体化进程。此外，充分利用被公认是日本强项的

高水平的教育与技术，致力于产业人才的培养。在保健领域，立足于“人的安全保障”这

一观念，致力于推进针对埃博拉出血热等感染症措施及全民健康保险。 

 

    今年将首次在非洲肯尼亚召开第六届 TICAD（非洲开发东京国际会议），我会在充分尊

重非洲各国自主权利的基础上，表明日本对于以上方面给予支援的姿态。 

 

4． 结束语 

 

      以上为我对今年日本外交主要课题的概括性阐述。如前所述，今年日本将会迎来举办

G7 以及再次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绝好的机会。 

 

      作为外务大臣，我将为巩固作为日本外交根本的与邻国的关系、发挥日本在应对全球

性课题时的领导作用而继续做出努力。 

 

      感谢大家的聆听！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