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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年代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為了順應國際社會的廣泛期待，日本政

府逐漸推動國際貢獻。然而，由於受到憲法的限制，當初日本政府能夠參與的國際貢

獻的領域，主要以透過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等經濟社會

領域的合作為主。冷戰結束後發生的波灣危機與戰爭，美國等西方國家雖然期待與日

本進行安全方面的合作，然而卻只有展開金融方面的合作，因此受到國內外的質疑

後，1992 年為了能夠參與聯合國的維持和平的活動(Peace Keeping Operations：PKO)，

制定 PKO 合作法案，即開始在聯合國的框架之下參與維持和平活動。  

  日本政府注意到國際社會重視和平問題的趨勢，其中「建構和平(Peace Building)」

問題成為重點議題之一。因而在對外政策上進行適當的調整，並且具體地表現在日本

對外政策中的 ODA 和以 PKO 活動為代表的透過把自衛隊赴任紛爭地區的國際和平合

作活動。 

  日本長期實施對外援助的重點區域是東南亞國家，雖然本世紀東南亞地區不再發

生像過去規模較大的內戰，但仍然有發生宗族、宗教相關的糾紛，並且威脅各國的穩

定發展。緬甸經過長期的軍事政權後，2011 年後採取自由化路線，西方國家立刻解除

經濟制裁。之後軍事政權和平地實施民主選舉，而且成功政權輪替。然而緬甸仍然需

要推動經濟社會層面的改革，並且該國一直存在的中央政府和少數民族的紛爭或緊張

關係還尚未完全解決，尤其回教徒羅興亞難民的問題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與關切。本

文嘗試站在支援新興國家的和平建構的立場，探討日本對緬甸的和平建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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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冷戰的結束並非意謂真正的和平之到來，尤其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頻繁地爆發內戰

導致大量難民、恐怖主義的蔓延等問題，似乎造成了動盪時代的開始。由於日本的和平

憲法等之限制，對國際和平議題的合作和貢獻限制於以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 ODA)為代表的經濟領域的合作為主，後來在後冷戰時代爆

發的波灣戰爭的痛苦教訓後，1992 年為了能夠參與聯合國的維持和平活動(Peace Keeping 

Operations：PKO)，日本國內制定 PKO 合作法，即開始在聯合國的框架之下參與維持和

平活動。  

  然而日本長期實施對外經濟合作的重點區域是東南亞國家，在本世紀東南亞地區

不再發生像過去大規模的內戰或紛爭，但仍然發生宗族、宗教相關的糾紛，並且威脅

各國的穩定發展。緬甸經過長期的軍事政權後，2011 年之後採取自由化路線，西方國

家立刻解除對它的經濟制裁，並且緬甸和平地實施民主選舉產生民主政府。然而該國

一直存在的中央政府和少數民族的紛爭卻還尚未完全解決，尤其回教徒羅興亞難民的

問題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與關切。本文嘗試站在支援新興國家的和平建構的立場，探

討日本對緬甸實施的合作問題。 

  本文先探討和平建構的概念以及日本國內的相關探討，接著敘述日本政府對和平

建構的立場和對應的演變，最後探討日本對緬甸實施和平建構的實踐。 

 

二、和平建構概念的形成與發展 

在此探討影響日本的對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因素－國際社會，尤其是國際社會對和

平建構的觀念。 

 

1. 國際社會對世界頻繁發生紛爭的相關對應 

    後冷戰時期頻繁爆發區域紛爭的起因除了冷戰的終結帶來不安全的局面外，過去

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的分割統治、扭曲的統治形態、不公正的經濟制度等矛盾等因

素也是直接或間接的原因（山田満，2003：頁 87）。當前國際社會中，「紛爭」成為

國際上的武力衝突的主要局面似乎取代過去傳統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根據統計資

料，後冷戰時期的 10 年間全世界發生 110 件的紛爭，以區域別來看，歐洲 21 件、中

東 11 件、亞洲 30 件、非洲 35 件、中南美 13 件，即擴散到全球的各區域。尤其以爆

發紛爭的比率而言，冷戰剛剛結束的 1990-92 年為最多（下村恭民、辻一人、稲田十

一、深川由起子編，2009，頁 119）。 

  聯合國針對後冷戰時期紛爭頻繁發生的現象，1992 年當時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

斯-蓋里（Boutros Boutros-Ghali）發表「對和平的課題」(An Agenda for Peace)的報告。1該

                                                                   

1 Boutros Boutros-Ghali, An Agenda for Peace Preventive diplomacy,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the statement adopted by the Summit Meeting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31 January 

1992:A/47/277 - S/24111 17 June 1992. http://www.unrol.org/files/A_47_277.pdf#search='An+agenda+for+peace' 

http://www.unrol.org/files/A_47_277.pdf#search='An+agenda+for+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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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提及如何抑制紛爭，並且對爆發紛爭後的國家如何終結紛爭，同時依照國際規範建

立法治制度，在協助重建的課題上，提出「預防外交」、「創造和平」、「維持和平」、

「建構和平」的概念。 

  經過兩年半後，蓋里重新在 1995 年 1 月發表「對和平的課題：補充」(SUPPLEMENT 

TO AN AGENDA FOR PEACE)。2該報告基於在 1990 年代初期持續增加的各國內戰現況，

主張紛爭後的「建構和平」問題應該與「預防外交」、「創造和平」、「維持和平」區

隔。同時，主張為了建構和平實施的多樣活動，如解除武裝、制度改革、監督人權、社

會經濟開發等，也是為了預防外交實施的活動。 

    然而，聯合國在抑制該時期發生的索馬利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盧安達的

悲劇失敗，因此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為了反省、重新檢討應有聯合國的維持和平

活動的具體活動而召集檢討會議。安南秘書長召集有相關和平活動經驗的專家組成

「聯合國和平活動檢討會」(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並且請求該會對

現行制度和組織指出坦率、明確的缺陷及評估，同時提出切實的建議。由於會議的議

長為前阿爾及利亞外相拉赫達爾•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的緣故，該報告通常稱

為「卜拉希米報告(Brahimi Report)」。3 

  該報告把聯合國的和平活動分為「預防紛爭和創造和平」、「維持和平」、「建

構和平」的三個範疇，不僅指出各領域中需要的組織重編，而且實行迅速的應變措

施、強調彈性的財政支出等改革措施。針對建構和平問題，定調為「和平重生的基

礎，創造超越沒有戰爭狀態的活動」，範圍也定調為「戰鬥成員在市民社會的再統

合、法律支配的加強、監督對人權是否尊重、調查過去和現在對人權的侵害、協助包

含選舉合作和媒體自由的民主化、促進解決紛爭與和解」等（大門毅，2007 年，頁

13）。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之下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也曾經提出

建議和指導方針等相關文獻。由於該委員會專責開發和援助問題，因此從發展援助的

角度提出有關和平問題的探討和建議。1997 年發表的「關於紛爭、和平、開發合作的

發展委員會的 21 世紀的指導方針」(DAC Guideline on Conflict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

operation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是為了預防紛爭和建構和平，提出應有的

開發援助問題（DAC﹐1997）。2001 年也發表「協助預防紛爭的發展委員會的指導方

針」(DAC Guideline on Helping Prevent Violent Conflict : Orientations for External 

                                                                   

2 Boutros Boutros-Ghali, Supplement to An Agenda for Peace: POSITION PAPER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A/50/60-S1995/1, January 1, 1995. http://www.un.org/documents/ga/docs/50/plenary/a50-60.htm  

3 Report of the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The Brahimi Report) A/55/305–S/2000/809 

http://www.unrol.org/files/brahimi%20report%20peacekeeping.pdf . 

http://www.un.org/documents/ga/docs/50/plenary/a50-60.htm
http://www.unrol.org/files/brahimi%20report%20peacekeep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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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2001)。（DAC﹐2001）。該方針著重於預防或防止紛爭問題，參與援助的國家

進行實際援助之際所實施的具體事例。4 

  如前所述，1990 年代頻繁爆發內戰和紛爭，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國際社會，如以

911 事件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的反恐戰爭之衝突影響了國

際社會的援助潮流。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對抗措施，是一方面以攻打塔利班（Taliban）

控制的阿富汗和海珊的伊拉克為代表的軍事手段，另一方面以『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 MDGs)為代表，即國際社會重新正視貧困問題的緊迫

性。因此，美國各界認為為了在有限的資源中提高援助的效果，必須在軍事與援助之

間緊密的聯繫（Louis A. Picard and Robert Groelsema,2008，p.3,6）。布希政權更直接

指出，推行反恐戰爭中的對外援助成為戰鬥中的關鍵武器(Lawrence Korb,2008：P.32)。

實際上，美國對外援助的預算從 911 事件發生後的 2001 年到 04 年之間對中東地區金

錢的流入大約增加四倍(Carol Lancaster,2007：p.7)。 

    2000 年聯合國採納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是國際社會對於貧困、教

育、環保、衛生等包含 8 項目標(Goals)及 21 項細項目標(Targets)，而且 2015 年為止獲

得豐碩的各項成果。5同年聯合國通過繼承 MDGs 的新指針「2030 永續發展議程」，

該文獻的核心內容是「永續發展目標」(SDGs)。SDGs 是由飢餓、教育、貧困、開發等

17 項目的目標與更具體的 169 項目的指標所構成。6. 

    在 17 項目的目標中，與本文探討的和平建構有關的內容為目標 16 的「促進和平

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

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對此，日本對外專責援助單位的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簡稱 JICA)為了達成該項目的獨自提倡重點的對應，即日本的基本方針是第

一，建立由當地國民能夠信賴的政府，為了實現依據法律支配與治理，主要協助國家

社會的法律與公務機關功能的加強。第二，形成強靭的社會，主要是達成民生部門的

基礎建設的完善、促進區域住民的和解。7 

  根據當前最新的 2019 年版開發協力白書中的說明（圖 1），關於和平建構，日本

是針對預防紛爭（與再發）、人道支援（保健、糧食、衛生、庇護）、開發合作（基

礎建設、教育、職業訓練）平行進行（外務省，2020 年：頁 31。）。本文對此理念，

之後進行分析。 

                                                                   

4 這部分可以參閱日本的援助機構國際協力機構的文獻，國際協力機構，課題別指針「平和構築」(2009

年 9 月)頁 2-3。 

5 日本 UNICEF，ミレニアム開発目標，https://www.unicef.or.jp/mdgs/ 。 

6 United Nations, https://sdgs.un.org/goals 中文部分可以參閱，美國在臺協會，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說明， 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 。 

7 國際協力機構，平和構築， 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issues/peace/index.html 

https://www.unicef.or.jp/mdgs/
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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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ODA 實施的和平建構支援 

 

資料來源：外務省編，2019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2020 年 5 月 2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100053671.pdf  

 

2.對和平建構的先行研究的探討 

  針對和平建構的定義，在1992年前述的「對和平的課題」中，蓋里的描述為「為

了防止紛爭的再度發生，加強確認和協助、鞏固和平結構的行動」。8因此依據聯合國

的報告內容有頗多學者下過定義，但是多數專家指出並沒有普遍化、統一化的定義。 

  稻田十一，首先指出「和平建構的用詞經常被聯合國引用，但世界銀行卻較偏向

使用『復興支援』的詞彙」，同時指出「紛爭後的建構和平是建立和平共識後的達成

和解、促進和重建經濟社會的基礎建設和民主制度的一連串的活動」（稲田十一，

2004：48）。稻田在另一篇論文中指出，就狹義的建構和平的意思而言為「紛爭後建

構和平的制度」、廣義而言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預防紛爭有關的任何活

動」（稲田十一，2009：121）。 

前媒體記者東大作指出，「建構和平是在紛爭後的區域透過重新創造統治機構，

落實和平的活動，和平建構的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從當地國民來建立正統的統治機構、

正統的政府」，暗示由外來勢力過度干預所建立的和平之脆弱性（東大作，2009：48-

49）。 

    John Paul Lederach曾經在尼加拉瓜、北愛爾蘭、哥倫比亞、菲律賓等區域擔任仲

介、停戰與和平談判等工作，總共累積15年的艱難工作經驗，根據這些經驗，基於當

地紛爭的國家全體邁向和平建構的認識下，提出有關參與和平建構的行動者和解決途

                                                                   

8
 同註 1。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100053671.pdf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John+Paul+Lederac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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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Lederach, John P., 1997）。他的著作Building peace: sustainable reconcili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指出，參與和平建構的當地國家的主要行動者分類為三個層次，分別為最高

領導(Top Leader)、中範圍領導(Middle-Range Leader)、草根領導(Grassroots Leader)。並

且，他們依照各自政治社會地位，從事不同層次的工作。層次1的最高領導人通常是

總統等代表政府和叛軍領袖等反政府的代表人士，因此他們應該集中高層次的和平談

判。層次2的中範圍領導是通常以當地國家的民族、宗教、知識分子等受到社會尊敬

人士為主，他們負責的工作是設置解決問題的工作坊或和平委員會等，投入為了實現

當地和平的工作。層次3的草根層次的領導通常是當地的領導和NGO人道主義者等

人，他們在當地召開、經營和平委員會，透過此機制努力化解當地人民之間的偏見和

仇視。 

Lederach 另外的著作關注紛爭轉型議題，提出思考解決和平問題之際的整體方向

架構（Lederach, John P., 2003,）。Lisa Schirch 基於和平建構相關的研究，嘗試整合和平

架構概念的整個架構，向參與和平工作各領域的專家人士提示戰略和平建構的架構

（Lisa Schirch,2009,p.6.）。 

  和平問題專家山田滿認為推動和平建構的核心議題是政治、軍事、開發援助等三

點、並且借用前述 Lederach 的分析架構，透過考慮發生紛爭的各國之特殊背景等因素

進行若干的修正，並分析東帝汶的和平建構的過程（山田満編，2003：頁 126-135）。 

    Lam Peng Er 對日本在東南亞、南亞的衝突預防與和平建構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分

析，並且分析日本在國際事務上逐漸由消極、被動轉向積極、主動的原因。本研究探

討近年來日本在亞洲區域涉入的嚴重衝突，包括：柬埔寨、印尼亞齊、斯里蘭卡、東

帝汶、菲律賓民答那峨的和平過程(Peng Er, Lam, 2009)。 

鈴木基史從現實主義、制度主義、自由主義的角度探討和平與安全保障的關係，

針對和平建構的問題上，關注協助發展中國家的民主的統治和落實的援助問題（鈴木

基史，2007：頁 12） 

  東大作編著的著作，對於有關日本的和平建構基本理念的「人間安全保障」的概

念和理念的形成的敘述外，從援助機構、教育層面、文化體育活動等多層面探討和平

建構問題，是研究和平建構議題之際，具有頗多值得探討的面向（東大作編，2017

年）。 

  本多倫彬在研究日本 ODA 專責機構的 JICA 對和平建構的態度的演變中發現，雖

然進入本世紀後該議題成為日本對外援助中的重要議題，但是政治層次對該議題的關

心並不高，因此 JICA 依據自己過去對開發援助的經驗與知識，並且為了配合美國推行

的反恐戰爭合作的需求，對外合作的路線從原來的以開發合作為主的途徑，逐漸擴大

到經濟社會開發事業的過程（本多倫彬，2017：108）。 

    

三、日本對和平建構的應對與演變 

    本節首先探討日本開發援助中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開發援助政策的演變，即受到上

述國際社會對和平建構的關注程度的變化以及國內因素的影響，日本的援助政策進行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John+Paul+Lederach%22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John+Paul+Lederac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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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雖然傳統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政策是偏向於避開受援國家的內政、軍事、安全

問題，但是隨著國際援助環境的變化，逐漸調整（稻田十一，2004年，頁 174）。接

著，以下依序介紹展開的脈絡。 

 

1.1992 年制定政府開發援助大綱(舊 ODA 大綱) 

  日本政府在 1992 年首次制定 ODA 大綱。當時制定的目的是提升國內外對日本的

ODA 政策的理解，期許獲得廣泛的支持，同時實施時能提升效率（外務省，1992）。  

    當發表舊大綱時，輿論所注目的是實施 ODA 之際，立足於不干涉內政等聯合國憲

章的原則之下，所提出的四個原則，即(一)環境與開發並重，(二)避免用於軍事及助長國

際紛爭，(三)維持並強化國際和平安全，對開發中國家的軍事支出等密切地關注，(四)關

注開發中國家之民主化、市場經濟、人權及自由。以上四點被稱為「ODA 四原則」，日

本關注此內容而實施援助。即使如此，當時的重點項目中還沒有直接提到和平或甚至和

平建構的問題。 

 

2.1999 年制定 ODA 中期政策 

    依據舊 ODA 大綱下所制定的 ODA 中期政策，該文獻是由日本政府在 1999 年發表

後五年的整個援助政策的基本看法、重點課題、應有的各區域的援助方向所構成。9在

此文獻中，有七項「重點課題」，分別為:「協助貧困對策和社會開發領域」、「協助

經濟社會基礎建設」、「協助培養人才以及支援知識交流」、「致力於全球問題」、

「協助亞洲金融危機的克服等結構改革」、「紛爭‧災害和開發」、「致力於債務問

題」。10其中「紛爭‧災害和開發」中的說明為「從開發觀點而言，預防紛爭以及之後

的和平建構和復興皆是國際社會的重大問題」，同時指出「有關紛爭後的和平建構和

復興，積極協助難民或退伍士兵的再定居和返回社會」。在日本的 ODA 政策中終於正

式出現「和平建構」的字眼。      

進入新世紀後日本政府更配合國際社會對和平問題重視的趨勢。2000 年日本的九

州沖繩召開 G8 時，在發表的「為預防紛爭的 G8 倡議」之中，將紛爭與開發作為主要

問題之一，並討論在預防紛爭之中的開發援助角色的結果，認識到開發援助所扮演的

角色。112002 年 5 月，當時小泉純一郎首相訪問雪梨時發表「為落實和平以及重建國家

更加強國際合作活動」，在首相官邸設置由專家和有識之士組成的國際和平合作懇談

                                                                   

9 1999 年制定的中期政策，2020 年 11 月為止在網站上找不到資料，只有找到間接提到的資料，可以參

閱 外務省，旧 ODA 中期政策関連資料 政府開発援助に関する中期政策（案）の骨子，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kondankai/senryaku/18_shiryo/shiryo_2.html 。 

10 同 9 註。 

11
 外務省，紛争予防のための G8 宮崎イニシアティヴ（仮訳）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summit/ko_2000/documents/initiative.html 。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kondankai/senryaku/18_shiryo/shiryo_2.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summit/ko_2000/documents/initiat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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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國際和平合作議題進行討論，同年 12 月公布報告書（首相官邸，2004）。在該

報告中，「在國際和平合作上更活用 ODA」、「為能夠迅速派遣 PKO 修正相關的法

律和體制」等具體的致力和平的態度。 

 

3.2003 年修訂 ODA 大綱(新 ODA 大綱) 

    由於本世紀初期當時爆發的外務省醜聞以及田中真紀子外相時期的內部混亂等因

素，不僅外務省本身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並且以對中國 ODA 為代表的 ODA 政策也

遇到空前的挑戰。12因此這些對外務省的衝擊影響了在 2003 年所修訂的新 ODA 大綱內

容。該大綱的前言「目的」部分指出 ODA 的意義在於對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發展的貢

獻，有助於確保日本的安全和繁榮等，充分地強調 ODA 與日本國家利益的密切關聯，

而且向國民清楚地說明實施 ODA 的目的和必要性，以求獲得國民的支持（外務省，

2003 年）。舊大綱中描述的「基本理念」改為「基本方針」，重新提出「協助發展中

國家的自我努力」、「人類安全保障的觀點」、「確保公平性」、「活用日本的見

識」、「與國際社會之間合作和協調」等五點。另外舊大綱的「重點項目」改為「重

點課題」，即提出「削減貧困」、「持續的經濟成長」、「全球議題的因應」以及

「建構和平」。「建構和平」終於在日本的 ODA 政策中成為重點課題之一。 

  日本針對面臨紛爭國家，除了進行緊急人道性援助外，實施促進紛爭的結束以及

落實和平和戰後復興的協助，並且因應當地狀況的變化，實施沒有接縫的、機動的雙

邊或多邊的援助。具體而言，透過援助進行復興援助外，促進解除武(demilitarization)、

動員解除(demobilization)，以及回到社會(reintegration)的措施。 

  另外，在重點區域中介紹的中東部分提到，「雖然從能源供給、國際社會的和平

與穩定觀點來看，它是重要的地區，但是存在巴勒斯坦和平問題等不穩定因素，因此

該區域的援助主要是針對社會穩定、落實和平的協助」。 

 

4.2005 年修訂 ODA 中期政策 

  2005 年依照新 ODA 大綱下重新訂定的 ODA 中期政策，不僅依據新 ODA 大綱的

內容，並且納入 2000 年聯合國發表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等重視貧困問題等新

的國際援助的潮流趨勢（外務省，2005）。在此對新 ODA 大綱中提到的「人類安全保

障的觀點」，詳述日本本身的認識和為了實現該目標的援助途徑。另外對於重點課題

的四項，詳細地說明對各議題所採用的具體途徑。 

    和平建構方面，分別對「看法」和「具體措施」進行探討。看法方面，和平與穩

定是進行開發的前提條件的認識下，實施從紛爭末期到停戰後的緊急人道援助、中長

期的復興開發援助。並且為了提高支援的效率，和其他援助國家與國際機構密切的聯

繫。具體的協助途徑提出「因應紛爭階段的協助」、「有一貫性的協助」、「迅速且

                                                                   

12 日本輿論對於雙邊 ODA 批評最多的對象是中國，其代表性的批評論點，則是「中國的行為違背 ODA

四個原則，因此儘快中止對中國 ODA」，該論點的論述，參閱青木直人，中國 ODA 6 兆圓の闇 (東

京:祥傳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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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果的協助」、「針對政府和區域社會協助的組合」、「國內安定和確保治安的協

助」、「關懷社會弱者的協助」、「考慮周邊國家情勢的協助」等七點，並敘述應有

的措施。 

 

5.2010 年民主黨政權下的和平建構問題的探討 

  民主黨政權首任外相的岡田克也提倡「國民外交」，為了尋求應有的 ODA 政策的

形態，2010 年 2 月宣佈在外務省內設置工作小組後，和包含專家、NGO 等外部有識之

士一起討論交換意見後整理討論的成果（外務省，2010 年）。經過四個月的密集座談

或會議等方式凝聚各種意見後，發表的文獻是「對外開放的國際利益之增進―和世界

人民一起生活，創造和平和繁榮：有關應有的 ODA 的檢討 最後彙總」（外務省，

2010 年）。 

    在該文獻的導論部分明白地指出，重新檢討整個 ODA 的結果，強調開發援助的重

點領域是「削減貧困」、「向和平投資(和平建構)」、「支援持續的經濟成長」等三

個核心。這三個核心都包含上述的 ODA 中期政策中所提到的重點課題中的四點。因此

民主黨政權，即使檢討整個 ODA 政策，但是對援外政策上仍然重視其持續性。 

 

6.2015 年制定開發協力大綱 

    安倍晉三執政的第一年專心處理經濟議題後，從 2013 年 12 月發表一連串有關外

交安全方面的新方針。首先，於 12 月 4 日在內閣府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接著同月

17 日發表了國家安全保障政策的基本方針「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内閣官房，

2013）。該新方針中有關 ODA 的論述為「國際和平合作應該和 ODA 事業進行聯繫，

努力地提高有效的實施」，並指出「為了進一步提高安全有關的協助，推動過去無法

協助的機關之支援體制」。 

  此文獻不僅提到國際和平合作活動的自衛隊的海外派遣和對外援助的合作與聯

繫，而且考慮解禁對他國軍隊提供非軍事領域的援助。換言之，在此已經表現修訂

ODA 大綱的部分內容和理念，值得關注。進入 2014 年 3 月底後 ODA 改革的具體動作

正式啟動，經過大約一年的時間內閣會議決定的新大綱名稱從原來的「ODA 大綱」改

為「開發協力大綱」（外務省，2015）。 

    在前言部分，「和平、繁榮和為了個人更好的未來」直接強調國際和平合作與日

本的國家利益的密切關係。即「建立和平、穩定、繁榮的國際社會與我國國家利益愈

來愈不可分地緊緊地連結在一起」、「和包含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社會合作，因應世界

面臨課題的解決，為確保我國國家利益不可欠缺的關係」。過去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

文獻中鮮少強調援助與國家利益的關聯性，相當值得關注。 

    再者，開發合作目的中提出， 建立和平、繁榮、透明性高的國際社會，有助於確

保日本的國家利益，並且為了達成該目的，日本透過活用 ODA 和其他資金和行動者一

起展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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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課題上所提到的三個議題中，與和平建構有關的是「普世價值的共有，實現

和平安全的社會」。在此指出確保和平、穩定與安全是國家建設與發展的前提。從這

個角度出發，將全面處理各種衝突和不穩定因素，包括貧困，預防衝突，衝突下的緊

急人道主義援助，促進衝突終止，衝突後的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以及恢復、重建、發展

援助，提供無接縫的和平建構的支援。 

 

四、日本對緬甸經濟合作的現狀與和平建構的實踐 

  本節先探討日本與緬甸雙邊關係後，其次敘述當前實施和平建構有關的援助。 

1. 當前日緬關係與對緬甸 ODA 的現況  

    戰後緬甸於 1948 年獨立，接著日緬兩國於 1954 年 11 月簽訂和平條約和賠償及經

濟合作協定後正式的往來（永野慎一郎、近藤正臣，1999：84）。但是 1962 年緬甸軍

方掌握政權、後來 1988 年發生軍事政變等的緣故，雙邊關係的發展等到軍方政權採取

自由化政策後，恢復正常關係。 

    軍事政權在 2011 年後加快自由、民主化的腳步，即同年 10 月設置人權委員會、

12 月釋放政治犯等的民主化措施（根本敬，2014：384-387）。2012 年 4 月進行國會補

選翁山蘇姬率領的全國民主聯盟(NLD)大勝，2013 年年底登盛（Thein Sein）總統宣布

釋放任何政治犯。 

    日本政府方面對此立刻迅速地反應，民主黨政權 2012 年 4 月在東京進行日緬首腦

會談，之後雙方政要互相往來頻繁。2012 年 12 月安倍政權上台後的雙邊關係再進一步

加溫，2013 年 5 月安倍總理首次進行 36 年以來日本首相的正式訪問緬甸。13這次的訪

緬之際，日本表達協助緬甸的經濟社會改革措施，宣布提供總共 910 億日圓的日圓貸

款和無償援助。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安倍進行外國訪問時，經常有企業人士隨行展開積

極的經濟外交，這次的訪問緬甸，也有經濟界人士四十多名人士隨行，並且在當地召

開經濟論壇，雙方尋找經濟交流的方向。 

    2015 年 11 月 8 日緬甸進行總選舉，翁山蘇姬率領的全國民主聯盟獲得壓倒性的勝

利。2016 年 3 月底啟動新政權，由於軍事政權制定的憲法規定，翁山蘇姬無法擔任總

統，僅擔任國家最高顧問以及外交部長。同年 11 月上旬翁山蘇姬顧問訪日，與安倍首

相進行會談，並且安倍首相承諾對緬甸國民之和解、經濟協力、人的交流以及培養等

廣泛地支援。依據日緬雙方策畫的「日本緬甸合作計畫」內容宣布，針對少數民族地

域支援、農業、仰光城市開發、電力、機場、培養人才等領域方面給予具體的支援，

在五年內提供包含官民 8 千億日圓規模的貢獻（外務省，2016）。 

  推動民主化的緬甸 2017 年西部地區軍方與反政府的武裝集團衝突後產生六十萬人

規模的羅興亞難民，受到歐美國家的譴責。然而，2020 年 11 月進行的五年來首次的

                                                                   

13 此過程可以參閱，石原忠浩，加溫中的日緬關係:簡析當前日本對緬甸的經濟合作，新社會，第 46

期，頁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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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改選選舉，執政黨國民民主聯盟仍然獲得過半數的數次贏得選舉。14雖然選後最大

野黨以軍方為後盾的聯邦鞏固發展黨（USDP）對選舉的過程質疑，要求重選，不過當

前該國社會沒有大規模的混亂，因此執政黨應該順利繼續執政。 

  由於 2011 年以後日緬兩國的經濟關係才開始啟動，因此投資與貿易還在相當低水

準的程度。2012 年後雙邊貿易在大約 20 億美元水準徘徊，日本對緬甸進口的六成為衣

料服裝方面，出口的六成以上包含中古卡車的汽車類。根據統計資料，與 2017 年的數

字比較之下，緬甸最多的貿易國家為中國（111 億美元，出口 54 億美元、進口 61 億美

元）、第 2 名是泰國，總金額達到 27 億美元水準。15相較於緬甸與中國、泰國貿易的

發展顯著，日本與緬甸的貿易停滯的理由是緬甸國內脆弱的基礎建設有關，尤其是不

穩定的電力供應問題是日本企業消極地投資該國的最大理由。16 

 

 

表 1  日本對緬甸貿易的演變(2011-2019 年) 

                                              (單位:億美元) 

年 度 對緬出口 對緬進口 總金額 收支 

2011 年 5.08 5.93 11.01 -0.85 

2012 年 12.58 6.73 19.31 +5.85 

2013 年 10.56 7.56 18.12 +2.99 

2014 年 11.86 8.58 20.44 +3.28 

2015 年 10.66 8.64 19.30 +2.02 

2016 年 10.34 9.40 19.74 +0.96 

2017 年 8.81 10.67 19.48 -1.86 

2018 年 6.95 12.79 19.74 -5.84 

2019 年 6.52 14.16 20.68 -7.64 

資料來源: 外務省，「ミャンマー連邦共和国 基礎データ」，2019 年 11 月 29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myanmar/data.html 

日本貿易振興協會，「ミャンマー 概況」，2020 年 10 月 5 日，

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mm/basic_01.html 等資料。 

                                                                   

14
 NHK，ミャンマー総選挙結果 スー・チー氏率いる与党が圧勝，2020 年 11 月 15 日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1115/k10012712761000.html  

15 國際協力事業團，～ラスト・フロンティア～ミャンマー ビジネス最新動向、事業環境、投資実

績・新投資法・新会社法，2017 年 7 月 3 日，https://www.jica.go.jp/priv_partner/case/field/ku57pq00002azzsv-

att/invest_mya_env01.pdf 

16 堀江 正人、ミャンマー経済の現状と今後の展望 ～ アジアのラストフロンティアとして注目され

るミャンマー ～ 2020 年 3 月 18 日、 

https://www.murc.jp/wp-content/uploads/2020/03/report_200318.pdf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myanmar/data.html
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mm/basic_01.html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1115/k10012712761000.html
https://www.murc.jp/wp-content/uploads/2020/03/report_2003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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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方面，2016 年度一年的投資只有 0.6 億美元，排名第七，累積投資金額大約

6.9 億美元，其規模是最多的中國的 27 分之 1、第 6 名韓國的 5 分之 1 的水準。 17 雖

然日本企業對緬甸投資的起步比較慢，但是該國開放政策後的投資金額快速成長，而

且從日本企業相當配合該國將要推動的製造業發展、日本企業對該國投資意願的偏高

等因素來看，若以中長期的趨勢來觀察的話，日本與緬甸兩國經濟關係確實是具有前

途和發展的空間。 

  最後簡單地說明當前日本對緬甸提供經濟援助的現況（表 2），2011 年軍事政權

啟動自由化措施，日本經過一年多觀察軍事政權的作為，確認持續進行改革的措施，

2013 年日本政府宣布拖延債務的取消措施（外務省，2013）。接著同年 5 月，經過一

年日緬共同監督緬甸的改革措施後，日本政府宣布免除過去 20 年左右所累積的拖延的

損害金（外務省，2013）。之後日本對緬甸的援助相當踴躍，尤其是日圓貸款部分，

2015 年後每年超過一千億日圓的高水準，2018 年的國別援助總支出金額的排名僅次於

印度、孟加拉，位居第三名。 

  當前日本對緬甸提供援助的重點領域有三個方面。第一，國民生活的提升：重點

在於醫療、保健、防災、農業、少數民族、貧困、農村等。第二，各領域人才能力的

提升以及制度整備：接受留學生和研修生，培養技術、商業、行政方面的人才。第

三，為了推行持續的經濟成長所需要的基礎建設和完善的制度整備：活用日圓貸款，

促進該國的能源和交通運輸網等基礎建設的整備。 

 

  表 2 日本對緬甸各年度經濟援助的實績 

 (單位:億日圓) 

年   度 日圓貸款 無償資金合作 技術合作 

2013 年度 510.52 199.76 67.14 

2014 年度 983.44 181.89 70.50 

2015 年度 1,257.38 176.05 87.63 

2016 年度 1,358.08 156.14 98.12 

2017 年度 1,170.40 135.07 92.00 

累   計 11,298.35   3,038.943 880.06 

資料來源：外務省国際協力局編，政府開発援助（ODA）国別データ集 2018 ミ

ャンマー，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497951.pdf#page=28  

 

 

2.實例研究 

  在此節依照外務省關注的和平建構的項目，開發合作 (基礎建設)、預防紛争（建

立健全的治理、國民和解）、人道支援（保健與醫療）的合作項目進行探討。 

 

                                                                   

17 同註16。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497951.pdf#pag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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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開發合作：仰光環狀鐵路修建計畫 

  國土交通省 2017 年修訂的『行動計畫』報告書中，在短期內矚目的緬甸的事業

中，指出迪拉瓦(Thilawa)地區基礎建設開發計劃、新國際機場建設外，作者介紹的實

例是鐵路事業中的仰光環狀鐵路修建計畫。18  

  緬甸最大城市舊首都的仰光是該國擁有 510 萬人口的最大商業城市，並且隨著經

濟活動的增加每年人口有增加的趨勢，而急速的城市化的進展導致了交通狀況的惡

化，因此長期來看，為了緩和交通雍塞的問題，包含城市捷運系統等的興建是不可欠

缺的。 

  然而，仰光市內有緬甸國鐵(Myanmar Railways)管理的總延長距離 47.5 公里的環狀

線，並且設有 38 個車站，但是因為嚴重的老舊化，造成行駛速度的低下、頻繁發生脫

軌等事故。因而城市交通的運輸工具之中鐵道部門的佔比只有 1%左右，遠遠不及 20%

的目標，多數國民利用公車，因此需要更新既有設施和設備。「仰光環狀鐵路修建計

畫」是為了提高環狀鐵路的服務和利用者，更新車輛和號誌系統、活性化仰光城市圈

內的社會經濟活動。透過該計畫的進行，將當前所需的行車時間 170 分縮短為 110

分，運行時間由當前的 15-40 分改善為 10-12 分。 

    該事業的概要是除了提供鐵軌方面的施工和改良、更新號誌系統、完善車站設施

以及周邊設施的硬體方面的支援外，並提供培訓緬甸國鐵人員對鐵路系統的維持管理

和養路技術等技術移轉的協助。2015 年度簽署的日圓貸款提供該建設總事業費用

248.66 億日圓。提供條件利息 0.01%、償還期間 40 年(其中擱置期間 10 年)、籌措貸款

條件是完全開放的一般 Untied aid。 

   由於緬甸鐵道部門曾經有進口日本中古鐵道車輛的經驗，因此該國的鐵道人士不

僅對日本的鐵道系統有信賴感，並且已經有從仰光到緬甸第 2 城市的曼德勒之間的幹

線鐵道路線的修建計畫、導入鐵路監督系統計畫等其他案件，因此日本方面不僅對該

國的鐵道事業的發展有所貢獻，並且對日本的鐵道產業提供商業利益的機會。由於目

前中國、韓國、印度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等主體也著手支援緬甸的鐵路建設，因此日本

官民不一定維持這領域的優勢地位。但是緬甸政府未來的鐵路建設中已經對外提出過

仰光市內的地鐵、仰光-曼德勒的高鐵以及新國際機場到仰光市中的機場捷運等大規模

計劃，因此日本官民對緬甸的鐵路事業仍然保有持續的高度關注與興趣。 

 

(2) 人道支援：撣邦(Shan State)臘戌(Lasio)總合醫院整備計劃  

  緬甸東部靠近中國雲南省、寮國、泰國的撣邦的臘戌綜合醫院本來是該區域的代

表醫院，但是隨著設施和設備的老舊化，無法對國民提供區域核心般醫療水準的服

務。因而這次的支援，主要是該醫院重新蓋新的病房樓，提供床、輻射線診斷機器、

                                                                   

18 國際協力機構，ミャンマー向け円借款契約の調印：ヤンゴン市都市交通網、ヤンゴン首都圏への安

定的な電力供給、国際物流網である東西経済回廊を支援(2015年10月16日) 

https://www.jica.go.jp/press/2015/20151016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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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器材、監督患者裝置等相關器材，加強該區域的核心醫院的功能，並且提高對當

地居民醫療服務水準、貢獻於人民健康的改善。19 

緬甸國內多數為少數民族，並且人民生活相當艱苦。緬甸國內人口僅次於緬族的

第二大民族的撣族、果敢族、佤族等少數民族居住在撣邦。由於歷史的緣故，部分少

數民族和政府軍之間有長期對立的關係。全國民主聯盟率領的當前政府高舉國民的和

解，因此對少數民族區域的醫療資源的改善，不僅能夠提高當地國民的生活水準，並

且對於緩和貧困也具有相當的幫助，因而對國民和解的觀點也是很重要的支援之一。 

 

(3) 建立健全的治理（法律制度的支援）20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法律制度整備支援是後冷戰時期積極從事的對外合作的一部

分。尤其對前社會主義或正在轉型國家的支援相當活躍，根據主管法務單位的法務省

資料中顯示，針對湄公河國家部分分別是 1994 年對越南
21
、1996 年對柬埔寨、1998 年

對寮國開始協助。22針對緬甸的支援是在該國邁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過程立刻開始。 

首先緬甸的現行法律保留英國殖民地時期以及社會主義時代的遺產，尤其民商事

法領域的相關法規跟不上面臨市場經濟時代的現況。並且整個法律沒有系統化，因此

對於考慮投資或商業人士而言，無法有信心地對緬甸市場投入經濟商業活動。其次，

政府的司法部門也欠缺起草法律能力的人才，並且缺乏讓專業人士學習的機會。再

者，審查法案人員的受訓制度也不充分，很少學習專業知識的機會。 另外在軍事政權

時代的司法或法院扮演的角色也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因此司法人士的意識改革也是重

要的議題。在這些狀況下，能夠對應國際標準的完善的法律以及培養擁有相關能力的

人才是最重要的課題，並且為了建立現代的民主國家，落實法律支配是不可欠缺的條

件。 

  因此日本一方面努力培養緬甸的法律相關的人才以及更新相關制度，並且站在中

長期的視野，努力培養人才的基礎整備、法律互相的整合性，確立法的支配等都有貢

獻於緬甸的民主化。 

  具體的支援方法為透過法務省的專業人士以及司法業界人士的長期派遣到緬甸，

並且由在地的對話以及研習事業，企圖培養專業人才和更新研習制度的改善。同時搭

                                                                   

19 國際協力機構，シャン州ラーショー総合病院整備計画，

https://www.jica.go.jp/oda/project/1460010/index.html 

20國際協力機構，ミャンマー 法整備支援プロジェクト

https://www.jica.go.jp/project/myanmar/006/outline/index.html 

21 對越南的法制度支援可以參閱，石原忠浩，日本の対ベトナム、カンボジア経済協力：国益と国際益

の観点から，問題と研究，2015 年 7.8.9 月号，第 44 卷 3 號，頁 103－105。 

22 法務省，国際協力部による法制度整備支援活動 ～世界に貢献，日本の力！，

http://www.moj.go.jp/housouken/houso_lta_lta.html  

http://www.moj.go.jp/housouken/houso_lta_l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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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緬甸法律人士到日本接受短期的受訓、日本政府對緬甸司法機構提供需要的研究或

研修的相關教材和器材等。 

 

(4)預防紛争支援（促進國民和解） 

   1988 年政變後獲得權力的軍方，實際上是在沒有憲法的狀況之下統治緬甸全國，

對於地方割據的武裝軍團集團的態度則是如果接受軍事政權的權威或沒有抵抗，依據

停戰協議，承諾武裝集團的地方支配。然而該國邁向民主化後為了推進國民統合，地

方武裝集團的存在成為障礙。軍方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把地方武裝勢力編列邊境警

備隊，意圖拉攏國軍的指揮系統。然而不少的武裝勢力不願意把自治權力交還給中央

政府的結果，導致部分衝突（増原 綾子/鈴木 絢女/片岡 樹/宮脇 聡史/古屋 博子，

2018：108）。 

  安倍總理 2013 年 5 月正式訪緬之際開始探討少數民族地區的支援，同年 12 月登

盛總統訪日，日方承諾協助緬甸政府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和解，針對少數民族居住地方

進行援助。外務省 2014 年 1 月宣布，總共 100 億日圓規模針對促進政府與少數民族之

間和解的無償援助。23該援助後來到 2021 年 3 月為止實施總共 33 件的合作項目。24  

  該項目包括對東北部等受民族衝突影響的少數民族地區提供糧食、蚊帳和燈籠等

日用品支援外，提供少數民族地區改善生計的農業技術支援、針對沒有電力地區的社

與家庭和學校供電、對學校提供教育用的電腦等多樣項目。這些項目由日本財團、

Peace with Japan 等當地活動的非政府組織等合作進行。25 

 

(5)人道緊急支援的援助  

  2017 年 8 月末、羅興亞人的極端分子攻擊當地警察部隊後，治安部隊展開大規模

的鎮壓作戰，不僅產生多數犧牲者，並且造成超過五十萬人規模的羅興亞人逃難鄰國

孟加拉，成為難民。根據日本援助專家杉下恒夫指出， 1978 年、1991 年、2001 年、

2012 年緬甸曾經進行大規模的迫害羅興亞人，而這次引起國際社會特地關注，並且對

緬甸譴責的背景除了是迫害程度的嚴酷、未有前例規模產生的受害者之外，可能是實

現民主化象徵的翁山蘇姬對此事件保持沉默（杉下恒夫，2017）。 

  如前所述，過去日本與緬甸之間建立的特殊的關係，因此在國際社會制裁該國的

                                                                   

23 外務省，ミャンマーにおける少数民族との国民和解に向けた日本政府の支援，2014 年 1 月 6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ea1/mm/page4_000337.html 

24 外務省，ミャンマーにおける少数民族との国民和解に向けた日本政府の支援(支援実績)，2020 年 3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ic/ngoc/page23_002769.html  

25 由日本財團進行的協助可以參閱如下資料，日本財団グループ ミャンマー支援活動一覧（2020 年 6

月 1 日） https://www.nippon-foundation.or.jp/app/uploads/2018/12/wha_pro_mya_05.pdf 。 

https://www.kinokuniya.co.jp/disp/CSfDispListPage_001.jsp?qsd=true&ptk=01&author=%E5%A2%97%E5%8E%9F+%E7%B6%BE%E5%AD%90
https://www.kinokuniya.co.jp/disp/CSfDispListPage_001.jsp?qsd=true&ptk=01&author=%E9%88%B4%E6%9C%A8+%E7%B5%A2%E5%A5%B3
https://www.kinokuniya.co.jp/disp/CSfDispListPage_001.jsp?qsd=true&ptk=01&author=%E7%89%87%E5%B2%A1+%E6%A8%B9
https://www.kinokuniya.co.jp/disp/CSfDispListPage_001.jsp?qsd=true&ptk=01&author=%E5%AE%AE%E8%84%87+%E8%81%A1%E5%8F%B2
https://www.kinokuniya.co.jp/disp/CSfDispListPage_001.jsp?qsd=true&ptk=01&author=%E5%8F%A4%E5%B1%8B+%E5%8D%9A%E5%AD%90
https://www.kinokuniya.co.jp/disp/CSfDispListPage_001.jsp?qsd=true&ptk=01&author=%E5%8F%A4%E5%B1%8B+%E5%8D%9A%E5%AD%90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ea1/mm/page4_000337.html
https://www.mofa.go.jp/mofaj/ic/ngoc/page23_002769.html
https://www.nippon-foundation.or.jp/app/uploads/2018/12/wha_pro_mya_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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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政權時期，過去的日本政府仍然繼續小規模的人道層次的援助。因此，對於這次

的羅興亞人事件，日本不像歐美國家那樣嚴厲地譴責緬甸政府。 

  針對人道危機，日本當年十月立刻透過國際組織提供 75 萬美元規模的緊急無償援

助，接著 2018-19 年度針對若開邦州羅興亞人支援，提供總金額 54 億日圓、有糧食、

女性與孩童、保健、教育、庇護難民等總共 11 件的援助。此援助是和 UNHCR、

UNDP、UNFPA、WFP、UNICEF 等國際組織聯繫共同實施的案件。
26
 

  2020 年 8 月茂木敏充外務大臣展開東南亞四國訪問，訪問緬甸與翁山蘇姬最高顧

問、敏昂來國軍司令官會談時探討羅興亞人問題，並且翁山蘇姬對日本的支援與理解

表達感謝、敏昂來也向茂木外相說明軍方內部處理針對羅興亞人問題的現況（外務

省，2020）。 

 

五、結  語 

  本文探討冷戰後時期浮現的新國際議題「和平建構」問題的發展脈絡，並且分析

日本對該議題的應對方式後，發現和平建構議題成為日本對外經濟合作政策中的重點

課題之一。 

  戰後的緬甸經過長期的中立不同盟路線、軍事專政政府後，該國高層決定邁向自

由化、民主化。然而民主化的過程中重新浮現長期存在的東北部以及西部的少數民族

問題，成為緬甸政府推進國家統合的主要阻礙因素之一。 

 日本政府為了協助緬甸的和平建構，實施預防紛爭、人道支援、開發合作領域的

援助，當然日本對緬甸積極參與和平建構過程的理由無非是緬甸本身擁有的潛在的經

濟發展能力等現實的考量。 

 2020 年 11 月經過民主化後第二次的民主選舉順利落幕，但是該國的民族問題仍然

尚未解決，經濟成長的速度不如預期等面臨各種瓶頸。然而，緬甸是在東南亞國家中

是相當具有親日傾向的國家之一，並且考慮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應該站在長期視野參

與該國的和平建構，貢獻於緬甸的穩定與發展。因此期待日本將持續長期的、積極的

參與該國的和平建構。 

 

  

                                                                   

26 可以參閱外務省的網址，日本の ODA プロジェクトミャンマー無償資金協力 案件概要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asia/myanmar/contents_01.html#2908 。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asia/myanmar/contents_01.html#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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