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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人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思慕 

 

  目前，不少日本人对丝绸之路拥有特殊的亲切感。因为于古代时期丝绸之路就

是日本引进西方文化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古代的丝绸之

路是给古代日本带来西方的高度文化和高级文物的关键渠道。尤其 6至 10 世纪之

间，通过丝绸之路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达到了最高潮。 

  例如，诞生于印度旁边小国的佛教也通过此路传到日本。此后至今，在日本信

佛教的人极其众多。由此可知，丝绸之路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另外，日本奈良的东大寺院内有一座仓库，叫做正仓院。正仓院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 1998 年登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古都奈良的文化財”的一部分。 

在此座仓库里如今仍有许多在古代时期从西方运来的宝贵文物，大约有 9000 件

左右。其中也包括唐代中国、新罗的精品，甚至还有从波斯来的文物。 

因此一般日本人都认为正仓院就是丝绸之路的终点。 

 

  日本有一家公共电视台叫 NHK。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NHK 与中国中央电视台

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此记录片在日本一经播放就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该节目所介绍的雄伟壮丽的风景让很多日本人深受感动。也有些人

想去中国和中亚的国家直接看一看。 

这大型电视记录系列主要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共有 12 集。其内容是从西

安出发顺路往西走，专门介绍中国国内的丝绸之路。 

  其中，第 1集的题目为“遥远的长安” 

主要介绍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的历史和其地理作用。早在两千年前，长安已经是

东西文化会聚的地方。一直往西走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向南就直通印度，昔日

商贾到长安买丝绸，接触东方文化等等。 

第 2集的题目为“渡过黄河  河西走廊 1000 公里” 

这个节目介绍日中的联合采访组经过黄沙万里的郊野，越过壮阔的黄河，再穿过

酷热的大戈壁沙漠的具体情况。 

第 3集介绍敦煌石窟和它的壁画。 

第 4集介绍古代西夏人建造的城堡故址。 

从第 5集到第 12 集主要介绍新疆的遗址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例如楼兰、古代佛

教城市米兰遗址、少数民族的生活等等。 

第二个系列共有 18 集，是介绍从中亚到欧洲的沿途风俗的。采访的主要地点就

是帕米尔、 

拉达克、伊朗南路、巴格达、卡拉库姆沙漠、高加索山脉、土耳其、罗马等。 

  第三个系列主要介绍“海上丝绸之路”。节目内容就是，从欧洲的地中海开始，

经过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最后到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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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人如何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正如我上面所讲的那样，NHK 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系列大型节目对日本观众

的影响比较大，许多日本人对丝绸之路满怀憧憬。因此不少人用好奇的眼光看待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简称。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位置跟过去在 NHK 和央视合作播放的“丝绸之

路”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所介绍过的路线相差有限。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也几乎相当于第三系列的“海上丝绸之路”所介绍过的地方。所以对日本一般观

众来讲，“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地理上很容易懂的概念。 

据中方的资料与文件，“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稳定、繁荣周边的“走出去”

战略安排，主要通过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增长的经济体系，实

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长治久安。沿线国家一共有 60 几个。 

我只想说，目前日本人最关注的还是中国所说的沿线国家里，包不包括日本？

丝绸之路的最东方的终端是中国还是日本？因为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经济关系也极为密切。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很多日本人认为古代的丝绸之路

的最东方的终端就是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假如日本也能蒙受“一带一路”的恩惠，

那就值得庆幸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除了中国本身以外，对其他许多

沿线国家都有很大的好处。在庞大的欧亚大陆里，东西两端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

方。比如说，在西边有欧盟，就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它的 GDP 是 16 万

亿多美元。反过来，在东边有中国、韩国和日本，东边也是经济发展的地方。若

把日中韩三个国家的 GDP 加起来，也是 16 万亿多美元，在规模上接近于美国。 

  但是，最东边和最西边之间的地方，就是中亚、南亚和中东等国家，大多是经

济处在发展中阶段的国家，GDP 的数据也远远不如东西两端。 

  对这些国家来说，如果有了像一带一路那样的经济交流的渠道，会有很大的帮

助。东西两边之间的经济交流越频繁，位于中间的国家也会受到越多的好处。 

  我认为一带一路在提高日本经济方面也有巨大潜力。对日本企业来说，如果能

够利用一带一路这条巨大的经济动脉，销路就会扩大。出入中亚等国家也会方便

很多。 

   但目前还有一些困难。例如，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太和谐，日本还没

有参加 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众所周知，亚投行是 2013 年由中国习近平主席来提出筹建倡议，去年正式成

立的。创办的时候，近六十个国家出席了签署仪式。 

   那时候，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对以美国为核心的世

界经济秩序的挑战。就是对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为中心的构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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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还有些人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挑战。 

甚至有些人怀疑亚投行是对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 ADB 构成现实的挑战。这些

人认为一山不容二虎，亚投行将会威胁亚行。 

   后来亚行总裁讲，亚行和亚投行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能够互相帮助的同行。之

后不少日本人才知道，一带一路不算是损害日本的利益，而是给日本带来好处的

战略。目前，不少日本经济界的人士认为，日本也应该参加亚投行的构成。 

   说实在的，在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国家对完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大。

光靠亚行一家供应不完。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看，有了像亚投行那样的金融机构，

才能够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和金融服务的水平，因此亚投行是很受欢迎的。 

   在日本，还有一些人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回避与美国冲突的所谓的西进战

略。假如中国积极地向东走出去的话，很可能跟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冲突。

为了回避此风险，可能中国决心向西走。按照这些想法，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真

正的意图是在庞大的欧亚大陆里增加更多的盟友，并扩大其影响力。假如有些国

家从亚投行贷款，总不能得罪其最大的股东-中国，至少不敢公开反对中国。因此

有些人说一带一路战略类似于过去美国对欧洲进行的马歇尔计划。 

但是现在不像二战结束时的经济结构，而是经济越发全球化的时期。用贷款的

手段来控制其他国家的主权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说，我已发现，一带一路的沿

线国家差不多都有英国汇丰银行的分行。那么，英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如

何? 能否控制那些国家的主权或外交？日本能否通过亚行贷款控制亚洲其他国家？ 

加上，中东、中亚等一些地区，政局不稳定，贷款的风险度也比较大。这与美国

过去向欧洲进行马歇尔计划时的情况明显不一样。 

   一带一路对日本有何好处呢？到目前为止，在日本还没有参加亚投行的情况下，

我认为对日本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带一路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因为日本与

中国的经济交流是特别密切的。据去年的统计，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

伙伴国。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呢，对

中国来说，日本是次于新加坡与韩国的第三大投资国。目前，进入中国的日本企

业一共有两万三千多家。所以中国经济越好，日本经济越好。中国经济越不行，

日本经济越不行。 

   一带一路战略成不成功，可以说是会左右日本经济未来的。所以对日本来说，

一带一路战略非成功不可。 

 另外有一些想法，一带一路给中国的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很多好处。人

民币近年跨境结算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战略在开辟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渠道中也会

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此在日本有些担忧，就是，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的发展，日元的价值会越来

越下降。但是，在我看来，日元的价值没有受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如果人民

币上升造成日元贬值，反倒对日本经济好，因为很多中国旅客会来到日本，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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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爆买东西来花掉很多钱。 

 

3 日本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前途怎么看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今年９月，在中国杭州举

行的 G２０－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如何解决此问题成为最主要的话题之一。在中国，

钢铁和水泥的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如何解决就是当务之急。 

 ２００８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海啸，也就是说所谓的雷曼休克造成了全球性

的经济萧条。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以便克服困难。多

亏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国的经济复苏得很快，其经济增长率比其他西

方先进国家高得多。在这个时期，中国特别重视完善全中国的基础设施。钢铁的

生产能力到达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但是，过了８年，中国的主要基本设施差不

多都完善了。对钢铁和水泥等需求渐渐减少，这些产品的产能过剩与过多的外汇

储备资金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为了解决这项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等新政策。但是，

产业升级也好，结构转型也好，为了达成其目标，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中国要

怎么处理已经膨胀的存货呢？ 

 我认为，为处理此存货，一带一路还是非常有效的政策。一方面在中国有大批

存货和过多的外汇资金，另一方面在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国家非常需要那

些产品。那么，利用中国的存货和外汇资金来完善那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可以说是

最好的办法。对中国的经济好，对那些国家的经济也好，就是共通发展，互利共

赢的好办法。 

 但是在日本也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积极参与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基

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那些国家的日本企业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甚至会被中

国企业剥夺日本企业赚钱的机会。对这些想法，我不太赞成。因为欧亚大陆的市

场是非常庞大的。亚行（ADB）的估算数据显示，一带一路亚洲部分的基础设施建

设每年至少需要 8000 亿美元。仅依靠亚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不可能弥补这么大

的资金缺口。需求太大了。对亚行和亚投行来说，与其竞争，不如合作。 

即使日本和中国的有关企业全都进入那些国家也供应不了。所以我认为日本企业

也不需要过度担心。我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给日本也会带来很多的机遇。 

 

４ 一带一路有何风险 

 

 那么，一带一路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好战略呢？下面我还得考虑其风险。 

 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里，有些国家呢，资源丰富，经济也是比较顺利发展的，

对外资来说值得投资。但是还有不少国家与此相反，资源缺乏，经济水平也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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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社会治安不太好，甚至陷入内战的国家也有。在那些经济既不好，政局又不

稳定的地方，若想要投资，必须考虑风险有多高，能否收回成本这些问题。 

 从政治与外交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沿线地缘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可以说是

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战略博弈的敏感区域。所以沿途各国的战略和政治立场会影

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进程。当然，援助贫穷国家可以说是增加盟友的一个办法。 

但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共有 60 多个，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

制、法律体系、民族、宗教是千差万别的。有些国家的法律还不健全。一带一路

战略将会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进行。因此我认为，如何保障投资安全是最关键的

问题。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假如不能收回成本的话，就会给本国的经济带来不好的影

响。举一个例子说，债务人和债主比较，哪方站在有利的地位呢？我认为实际上

债务人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借钱不还”也是最贫国家的一个干法。一般来说，

银行既然借给钱，就该到期收回。要不然，负债越来越膨胀，可能会陷入倒闭危

机。给人民币的价值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５ 日本参加一带一路的障碍是什么？ 

 

 目前，日本政府很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因为日本的最大盟友就是美国。许多人

相信日本只有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才能活动。目前，自民党等日本执政党,为参加

TPP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拼命工作。TPP 本来是美国奥巴马政权提倡的自由

贸易构想。虽然在日本国内有比较大的反对意见，但是很多政治家都向东边看、

向美国看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近当选的美国下届总统特朗普反对参加 TPP。

假如 TPP 不成的话，日本怎么办？仿佛被美国上屋抽梯似的。我认为，日本“向

美国看齐”的政策就是日本参加一带一路的比较大的障碍之一。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最近一段时间，日中两国关系很

不和谐，两国政府之间围绕历史问题和岛屿问题有比较大的分歧。加上，中国的

军事力量越大，日本人对中国的戒心就越强。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日本企业也不敢冒风险来参加一带一路战略。我认为，

关键还是如何改善日中关系。我对两国的前途比较乐观，因为日中两国是“和则

两利 斗则俱伤”的关系，不能对抗，而只能走和平共赢的路。 

如果 TPP 被废除，RCEP-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日中韩三国之间的自由贸

易协定就会越发有分量。在如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也会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我期待，不久将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会给日本经济带来许多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