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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日 本战后 ７０ 年 的 外交战 略理念经历 了

“

经济 中 心主义
”

、

“

正

常 国 家论
”

和大 国化政 治诉 求等演进历程 。

“

经 济 中 心主 义
”

的 外交 战 略 理

念开创 了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 代
“

吉 田茂主义
”

经济外交 的 黄金 时代 ， 为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 日 本以
“

世界经济 大 国
”

身份开展
“

多 元 化
”

的 自 主外交 奠定 了

雄厚的 物质及 国力 基础 。 在 冷战 结束前后 的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 代和 ９０ 年 代 ，
曰 本

关于
“

政治大 国
”

理念 与
“

正 常 国家论
”

的
“

国 际 国 家
”

诉求 ，
反 映 出 曰 本

力 求改变
“

战 后体制
”

的强 烈 意愿 。 进入 ２１ 世 纪
，

曰 本开展 的战 略牲外交 与

价值观外交 ， 是基于
“

大 国化
”

政 治 诉 求 而进行 的
“

自 我实 现
”

， 完全是从

维护 自 身 国 家利益 出发 的 。

“

正 常 国家论
”

关于大 国化 的政 治诉 求 ，
逐渐 显露

出 曰 本
‘ ‘

传统 的 国家主义
”

面 目
， 并将成为 日 本 主流 的对 外关 系 理念和 实践

目标 。

关 键 词 ：
日 本外 交战 略 经济 中心 主义 正 常 国 家论 战 略性 外交

价值观外交

作者简介 ： 吕 耀东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 日 本研究所研 究 员 ， 博士 生 导师 。

中图分类号 ：
Ｄ８３ １

． ３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１００２－ ７８７４（ 

２０ １５ ）０５
－

００６ １
－

１５

外交战略 ， 指国家间在交流和交往过程中根据各国不同情况
，
在
一

定时

期 内 ，
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对外关系路线及方略 。 主要包括 ：

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民族等各方面关系到本国发展及对外关系的宏观性构想 。

考察战后 ７０ 年 日本外交战略及对外关系的发展轨迹 ，
要将战后 以来国际格局

及变动与 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等因素结合起来 ，
尤其是要注重 日 本作为战败国

与战后国际秩序的相关性分析。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
日本外交深受内政及其

外交决策机制 的影响 。 正如 日 本学者五百旗头真在 《战后 日丰外交史》
一书

中所言 ： 主导战后 日本的主要基本路线有社会民主主义、 经济中心 主义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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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国家主义三条政治外交路线？
， 足见外交必然是 日本 国内 政治需要 的产

物 。 本文认为 ， 战后 日 本外交有着 自身特有 的发展路径和特征 ， 经历了 以经

济外交改变战败 国形象 、 通过
“

亲美入亚
”

力求摆脱
“

战后体制
”

、 实现
“

正常国家论
”

的
“

大国化
”

政治诉求等发展阶段 。

一 基于
“

经济中心主义
”

的外交战略理念及实施

（

一

） 占领期的 日本外交准备

日 本战败投降后 ， 由驻 日 盟军对 日 本实施 占领 ， 决定了 日 美关系成为战

后 日本的
“

外交基轴
”

。 因 战败被剥夺主权的 日本丧失 了外交权 ， 在 日本政府

的请求下 ，
盟军总部 （ ＧＨＱ ） 决定通过 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的方针 ， 停止

“

日本的外交职能
”

和
“

国外的外交活动
”

， 但是 日 本外务省被保留下来
，
进

行媾和的前期准备工作 。

② 这一时期 ， 日 本进行恢复外交活动的前期准备 ，
虽

然这种
“

外交准备
”

有很多是 ＧＨＱ 主导 日 本政府进行的 ， 但占领期关于外交

方面的相关原则和精神的确立 ，
却对未来 日 本外交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

占领期的 日 本虽然因 战败丧失外交权
，
但围绕不可避免的

“

外交
”

相关

问题展开了积极的交涉与磋商 。

首先 ， 参与 由 ＧＨＱ 主导制定
“

和平宪法
”

相关提议 。 其中 ， 宪法第九条

规定
“

放弃战争 、 战争力量及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

等条款 ，

“

据说这个第九

条是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经币原首相主张而加人的
，
他就其意图做了如下说

明 ：

‘

今天我们髙举宣布放弃战争的大旗 ， 在国 际局势的辽阔原野中虽然是特

立独行 ， 但是 ， 全世界早晚会从战争的惨祸中觉醒过来 ， 终将同我们共树一

帜
’

。 丸山真男在介绍币原的这个发言并且探讨其历史意义时说 ：

‘

它预见到

第九条在核武器时代的新意义 ， 毋宁说是把国际社会中的先锋使命托付给了

日本 ｃ／
” ？ 这说明出 自于 日本决策者本意的外交战略意图得以实行 。 关于第

九条涉及 自卫权的问題
，
在吉 田内阁时期 ，

“

政府的官方见解就归结为
，
根据

法律原理虽然有 自卫权 ， 但按照宪法第九条规定 ，

‘

不能进行 自卫战争
’ ”？

。

① 五百旗头真主编 ： 《战后 日 本外交史 （ １９４５
￣

２０１０
） 》 ，

吴万虹译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２０ １３ 年 ， 第 ２１ ２ 页 。

② 参见信夫清三郎 ： 《 日本外交史》 （ 下册）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８０ 年 ， 第 ７
１
９

、 ７２ １ 页 。

③ 转引 自 信夫清三郎 ： 《 日本外交史》 （
下册

） ， 第 ７３ １ 页 。

④ 同上书
，
第 ７３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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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吉田茂提出
“

重经济 、 轻军备
”

， 形成基于
“

经济 中心主义
”

的外交

战略理念的起始点 。

其次 ， 作为战败国 的 日 本 ， 为了实现 自主的外交权 ， 力求同战胜国缔结

和平条约 ，
以 图获得国 际社会的认可 。 然而 ， 美国主导 的 １９５ １ 年 ９ 月 ８ 日

“

旧金 山片面媾和
”

， 不仅苏联等国家拒绝签字 ， 而且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也被排除在外 ， 这也是造成后来 日苏关系 、 日 中关系复杂的原因

之
一

。 上述两方面的
“

外交准备
”

，
深刻地影响了战后 日本外交的发展走 向 。

盟军单独 占领 日本期间 ， 尽管
“

日本内阁对盟国 的要求绝不敢有丝毫怠

慢 ， 却将宪法第九条视为束缚手脚的镣铐
”

？
。 日本大致确立了今后依托美国

庇护 、 回归 国际社会、 发展壮大国力的
“

重建 日本
”

外交战略意图 。 历史事

实证明
，
这一外交战略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发挥 。 战后 日 本积极主动发展 曰 美

关系 ， 得到美国 的宽大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 ， 日方从 日 美基轴路线 中得

到的
“

外交便利
”

是显而易见的 。

（
二

）

“

吉 田茂主义
”
经济外交

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
“

生效
”

（ １ ９５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之后 ， 日 本获得了国

际社会对于其
“

主体性
”

的承认。 基于二战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惨败的历

史教训 ， 以吉 田茂为首的 日本政府确立了
“

重经济 、 轻军备
”

，
与美国结盟的

国家发展战略 ， 即用部分国家主权换取美国 的军事保护 ， 将主要精力投人经

济建设的发展路线 ， 这就是
“

吉 田茂主义＇ 这
一

发展路线不仅使 日本经济在

１ ９５２ 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 ， 而且在 １ ９６８ 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阵营中仅次

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
②

占领结束之后 ， 吉 田 内阁从复兴经济 、 主导亚洲的战略 目标出发 ， 视东

南亚为 日本经济复兴的关键 ， 重点开展对东南亚、 南亚的
“

赔偿外交
”

， 积极

开拓海外市场 ，
修复因战争而破裂的外交关系 ， 加强对该地区的笼络和掌控 。

这
一

期 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是 ，
以经济外交为主 ， 通过经济外交手段 ， 消

除东南亚国家对 日本军国 主义侵略罪行的怨恨和疑虑 。 首先 ，
日本针对东亚

国家开展带有战争赔偿性质的经济外交。 可 以说 ，
日 本的战争赔偿是 日 本恢

复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起点 。 《 旧金山和约》 签署后 ， 日 本开始了同亚洲各国

的
“

战后处理
”

问题谈判 。 日 本与印尼 、 菲律宾 、 緬甸 、 南越等东南亚四 国

① 加文 ？ 麦科马克 ： 《附庸 国 ： 美国怀抱中的 日 本》 ， 于 占杰 、 许春山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００ ８ 年 ， 第 １５６ 页 。

② 参风曲静 ： 《近代以来 日本外交战略 的三次转变及其原因》
，

《 日本学论坛 》 ２００ ８ 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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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基于 《 旧金山和约》 所规定
“

战争赔偿
”

的外交谈判 。 尽管赔偿数额

远远低于东南亚国家的初衷 ， 但 日 本还是
“

建立了 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的

立足点
” ？

。 其次 ，
日本积极开展贸易 、 投资和援助三位

一体的经济外交。 在

日本经济得到髙速发展后 ， 日本同东亚邻国的经济外交形式 ，
由原来的劳务

赔偿模式转变为政府开发援助 （ ＯＤＡ ） 的
“

准赔偿
”

方式 。 日本于 １ ９５４ 年加

人了 由英联邦国家发起的 ， 旨在通过以资金和技术援助 、 教育及培训计划等

形式加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
“

科伦坡计划
”

（ Ｃｏｌ ｏｍｂｏＰｌａｎ ） 国际

合作项 目
，
并于 １９５８ 年开始援助印度等国 。

１ ９６７ 年借东盟成立之契机 ，
日 本

继续加强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 ， 并且在 １ ９６９ 年开始对东南亚国家进行

ＯＤＡ项 目援助 。 因为这一时期 日本的对外援助是将对外贸易和投资捆绑在一

起进行的 ， 东南亚成为 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地 。 通过赔偿与开发相结合的经

济外交手段 ，
日本确立了对东南亚经济政治的影响 。

“

赔偿外交
”

取得了很好

的政治效果 ， 不仅改善了 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 ， 而且促进了 日本经济的迅速

发展 ，

“

互惠互利
”

的方式 ， 开拓了针对东南亚国家的产品销售渠道 ， 为 日本

以经济外交手段参与主导地区事务找到了突破口 。

另外 ， 日本的
“

经济中心主义
”

不排斥加强 国际交往的外交互动 。 日 本
“

回归 国际社会
”

加入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愿望 ，
还必须获得作为常任理事国的

苏联的最终同意 。 为了减少吉 田 内 阁时期对美
一

边倒政策给 日本安全带来的

负面影响 ， 鸠山一郎内 阁于 １９５６ 年实现 了 日苏邦交正常化 ， 并顺利加人联合

国 。 日本外务省于 １９５７ 年首次发布 《外交蓝皮书 》 ， 其中确认了
“

外交三原

则
”

： 联合国 中心主义 、 与 自 由 主义国家相协调 、 坚持作为亚洲一员 的立场 。

其中
，

“

以联合国为中心
”

， 目的在于借联合国提高 自 己的国际地位 ， 改变战

败国形象。

“

与 自 由主义各国协调
”

， 实际上是与美国协调 。
Ｉ ９６０ 年新 日 美安

全条约的签订 ， 进一步巩固 了 日 美同盟关系 。

“

坚持作为亚洲一员 的立场
”

，

目 的在于改变二战时 日本的侵略者形象 、 参与亚洲事务 、 谋求资源和市场的

现实需要 。 联合国 、 亚洲 、 日 美同盟是战后 日 本外交的
“

三大组合
”

。 可 以

说
，
长期 以来 ，

日本外交为调整这
“

三大组合
”

， 付出 了巨大努力 。

？

（
三

） 开展
“

多元化
”

的 自主外交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随着 日 本国 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及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 ，

① 信夫清三郎 ： 《 Ｈ本外交史 》 （下册 ）
， 第 ８０ １ 页。

② 細谷雄
一 「

外交 （ ７）新 ＜亍＜￥
■

求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ｎ

ｉ
ｐｐ

ｏｎ．ｃｏｍ／
ｊ
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ａ／

ｃ００２０１ ／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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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交战略从服务于经济大国转变为加强 自主外交 ， 并力争参与主导亚洲乃

至国 际事务 。 在国际环境和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背景下 ，
日 本在坚持 日美同

盟的前提下进入 自主外交的探索期 ， 这一时期 日 本外交的基本特点是追求 自

主性和外交渠道
“

多元化
”

。

日本谋求的主体外交是通过
“

多元化
”

的对外关系表现出来的 。

第
一

，
１９７２ 年

，
以 日 中恢复邦交为标志 ，

日 本的外交战略开始由从属 型

向 自主型方向努力 。 尽管 日本恢复与 中 国的邦交 ，
是美苏冷战格局及国 际形

势变化的体现 ， 也存在中 日 两国 民 间友好的推动和中 国
“

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的立场
”

使然 。
① 不过 ， 若没有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先后访华 ， 日本不可能率先

与中 国恢复邦交 ， 借此表达 日本
一

定的外交 自主性 ， 也是 日 本对于美国及国

际社会释放的政治诉求 。

第二 ， 中东石油危机 ， 成为 日 本加强对中东外交的重要契机 。 第四次中

东战争爆发 ，
石油输出 国组织为打击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大幅提升石油价

格 。 日 本转而放弃追随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
以此换取石油输出 国组

织对 日本放松石油出 口限制 。 作为能源贫乏的 日 本对中东石油进口 依赖严重 ，

因此 ， 从维护本国的
“

经济安全保障
”

利益出发 ，
日 本公然与美国的亲以色

列立场划清界限 。 可见 ，
在中东外交上

，
与 日本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

“

能源

外交
”

和 日美基轴外交发生了严重 冲突 ，
表现出 日 本基于 国家利益的 自 主外

交姿态 。

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 日本谋求 日美关系
“

对等化
”

的政治诉求。

第三
，
通过加人西方七国集团 ， 体现 日 本的经济大国地位 。 日本于 １ ９７５

年参加了首次七国集团峰会 ， 其经济大国地位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 。 作为亚

洲唯一的发达国家 ， 日本在各种国际场合 自诩代表亚洲国家 ， 力 图展现出 日

本 自主外交的强烈愿望。

第四
，
通过民间外交 、 公共外交等体现 日本外交渠道的多样性 。 １９７ １ 年

日本外务省建立
“

国际交流基金
”

， 加强 日 本与国 际社会的文化及学术交流 ，

以増强 日 本的 国际影响力 。
１９７９ 年大平正芳首相提 出 的

“

综合安全保障战

略
”

， 指出 日本外交应发挥在经济 、 文化 、 安全 、 教育 、 科技 、 能源 、 粮食等

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

可以说 ，

２０ 世纪 ７０ 代 日本的
“

主体性
”

外交 ， 主要表现为外交形式的

① 参见冯昭奎 ： 《 日 本外交 ： 从战后到冷战后 》
，

《太平洋学报》 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

②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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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日 本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多样性和
“

多元化
”

。 日本在保持 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 ， 加强 自主外交 ，
以

取得战略主动及扩大在国 际社会上的影 响力 ，
并在参与 国际事务时争取话语

权和主导权 ， 突出表现在 同 中 国邦交正常化并签署和平友好条约 ， 通过提出
“

福田主义
”

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等等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日 本的经济外

交成为缓解本国能源危机的主要手段 ， 也是提出
“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

理念

的动 因 。

二 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
＂

正常国家论
”

的
“

国际国家
”

诉求

冷战结束前后 ，
日本外交战略理念有质的变化 ，

“

经济中心主义
”

向
“

政

治大国
”

和
“

正常 国家论
”

转化 ， 形成 日 本对外关系 由 经济外交为主转 向

“

国际国家
”

的政治诉求 ， 表现出谋求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向 。

（

一

） 作为
“

国 际 国 家
”

的 日 本外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日本外交战略的 目标确立为做
“

国际国家
”

， 提出
“

政

治大国
”

构想 ， 并力求在建立国 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 也就是说 ，
曰本

希望成为与
“

经济大国
”

相称的 、 能够参与国 际事务的
“

国际 国家
”

。 尤其

是中曾根康弘的
“

政治大国
”

战略理念的提出 ， 标志着 日 本外交决策者已实

现从经济优先向经济政治并重的观念转变 。 这一时期的 日 本外交 ，
主要呈现

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

第一
，
正式确定

“

日美同盟关系
”

概念 ， 强调 日 美
“

两国都负有世界性

的责任
”

。 １９８ １ 年 ， 铃木善幸首相在访美期间 ， 进一步明确 日 美同盟关系 。 自

新 日美安全条约签署以来 ， 日 美
“

被保护和保护
”

关系 向着同盟关系不断深

化的方向发展 。 事实上
，
日 美同盟的军事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 只是

日本力求改变过去一味依赖 、 顺从美国 的方式 ， 强调所谓 日美
“

两国都负有

世界性的责任
”

的重要性而已 。 １９８２ 年 １ １ 月 出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 ， 在任职

的五年中 ， 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密切联系 ， 被称为推行世界性新保守主义运

动的
“

三驾马车
”

。
①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 在威廉斯堡举行的西方首脑会议上 ， 中曾

根康弘支持了关于全球安全保障问题的讨论 ， 并提出 日本作为成熟的经济国

家应担负起国际安全保障的责任 。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他进一步表示 ， 今后 日 本作为

① 参见罗伯特
＊ Ａ． 帕斯特编 ： 《世纪之旅 》

，
胡利平 、 杨韵琴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１

年 ， 第 ３０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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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 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 ＣＤ

国际国家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 ，

“

要在世界

政治中加强 日本的发言权
”

。

① 这反映了他希望 日本成为
“

政治大国
”

的战略

诉求 。

第二 ，
以

“

战后政治总决算
”

， 谋求政治大国战略愿望。 在中 曾根康弘看

来
，
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 ， 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 主动承担起相应的

“

国际责任
”

，
扩大国 际开发援助 ， 要努力成为政治大国 。 中 曾根执政时期 ，

在对华 、 对美 、 对苏等国家关系上均取得较好成效。 １ ９８３ 年 ７ 月 ， 中 曾根第

一

次明确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 １ ９８５ 年 ， 中曾根首相提出
“

战后

政治总决算
”

、

“

政治大国化论
”

、

“

不沉航空母舰论
”

、

“

从战后解脱出来
”

等

新保守主义理念 ， 谋求对 日 本二战后历史的彻底清算 〇
② 可以说 ， 中 曾根适时

提出
“

战后政治总决算
”

的政策主张 ， 充分迎合 了 日本民族主义者追求
“

政

治军事大国
”

梦想的心理渴求 。 同时 ，

“

为了克服 日本人在遭到战败 、 占领和

国际谴责之后而 自承负面形象 ，
中 曾根试图用培养民族 自尊和理解他国传统

之间的平衡以转变民族意识
” ③

。 他主张大力培养 日 本国 民的
“

国防意识
”

、

“

爱国心
”

和民族意识 ， 重新确立国家权威 ， 不断增强 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参与国

际事务的分量 。 他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 ， 就是力求通过否认殖民及

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来重塑 日本的所谓
“

民族精神＇ 但是 ， 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

以及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影响了 日本同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 。

另外 ， 日 本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 ＯＤＡ
。 基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榜样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的 日 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上也表现了积极的姿态 ，
同澳大利亚等

国提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构想 ， 表达了 日本积极参与 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

ＯＤＡ

—直被 日本 自诩为承担大国道义和责任的重要表现方式 。 这一时期 日 本

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
对其确立

“

国际国家
”

形象有
一定的帮助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日本已把外交触角伸向世界各地 ， 尤其是重点发展与东

南亚各国的关系 ， 力图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导者 ，
还积极发展与欧洲各国 的

关系 ， 突出 自 己 已是 日美欧三极中 的
一

极 ， 并寻求欧洲对 日 本走大国化道路

的支持 。 同时
，
日 本的经济大国地位 ， 使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复苏 ，

① 参见五百旗头真主编 ： 《战后 日本外交史 （ １９４５ － ２０１ ０ ） 》 ， 第 ２２６ 页 。

② 参见毛里和子 ： 《 日 中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 ， 徐显芬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５ １ 页 。

③ 肯尼思 ？ 派尔 ： 《 日 本的问题
——新时代的国力 与 目标 》

，
台北 ： 金禾出版社

，

１９８５ 年
，
第

９６
、

１ １４
￣

１ １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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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ｌ 日 本学刊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及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屡屡出现 。 因战败而形成

的和平主义意识日渐淡化 ， 并逐渐认可了 以 日美同盟
“

借船出海
”

的现实存

在 。 日本不再甘心安于经济大国的现状 ， 渴望成为与 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政

治大国 ， 力图重新登上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舞台 。

（
二

） 后冷战时期 曰本外交战略理念的 变化

１ ９８９ 年冷战结束的一系列 国际局势变化 ， 为 日 本迎来所谓
“

第三次开

国
”

机会 。 在 日本
一

些学者看来 ，

“

开国
”

的含义带有一定的
“

革命性
”

，
这

无疑是 日 本对外战略
“

调整
”

的极好契机 。
① 冷战后的

“

吉 田主义开始分化

为两种立场 ：

一是继续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 的立场 ；
二是重

视 日美同盟
， 致力于修改宪法和行使集体 自卫权 ， 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

场 。 前者是站在 自 由主义国际政治观上的和平发展主义
，
主张冷战后的 日 本

必须发挥作为
‘

全球性民生大国
’

的作用 ； 后者是坚持现实主义观点 ， 主张

为保护 日 本的安全和维持国际秩序 ， 应该在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

。

历史事实表明
，
后者已经成为冷战后 日本对外战略理念的主流舆论 ： 日 本应

以 日美同盟为 中心 ， 扩大 日 本在参与 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 ， 彻底摆脱和平主

义的束缚
，
成为所谓

“

正常国家
”

。 冷战后 ，

“

１９５５ 年体制
”

的崩溃 ， 导致革

新政党的衰落和保守政党的不断壮大 ，
日本政坛的

“

正常国家论
”

和
“

总体

保守化
”

导致 日本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发生质的变化 。

第
一

， 冷战后产生
“

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

的民族主义思潮 ， 严重影

响 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 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 ：

“ ‘

总体保守化
’

后所表现出来的新民族主义 ， 与 （ ２０ 世纪 ） ８０ 年代的
‘

新保守主义
’

有很

大不同 ： 第
一

， 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 民族和传统来重建 日本的认同感 ，

为此就需要
‘

对历史加以修正＇ 把正视 日本侵略事实的历史观斥之为
‘

自虐

史观 第二 ， 对和平宪法 、 民主主义教育等
一系列

‘

战后
’

进行改写 。 他们

公然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

”③ 上述观点表明了 日本
“

新民族主义
”

的 内涵

扩大为在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基础上 ， 试图修改
“

战后体制
”

赋

予 日 本的
“

和平宪法
”

及其第九条 。

“

新民族主义
”

持
“

自 由主义史观
”

， 主

张强化国家观念。

“

它直接作用于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 ，
不仅左右国 内社会政

① 松本健
一 『

曰本 厶 』 、 筑摩新書 、
２０ １０ 年 、

８ 頁 、
２０ 頁 。

② 五百旗头真主编 ： 《战后 日 本外交史 （
１９４５－ ２０１０

）
》

，
第 ２３８ 页 。

③ 毛里和子 ： 《中 日关系
一

从战后走向新时代》 ， 第 １５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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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 ＣＤ

治生活 ， 对外交政策也产生重大影响 。

”① 随之 ，
日本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国

家发展 目标等重大战略层面 ， 表现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 的对外关系特征 。

１ 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

村山谈话
”

承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并道歉 ， 尚属坚持

和平主义的范畴 ， 但这种官方立场在其后的 内阁 中还是发生了违背
“

村山谈

话
”

的一些反复 ，
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 。

第二 ， 提出摆脱
“

战后体制
”

的
“

正常国家论
”

， 明确关于 国际新秩序

的政治诉求。 以小泽
一郎为代表的

“

新保守势力
”

认为 ， 自民党主流派在战

后所奉行的 、 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 ，
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 ，

日本要实现从经济大国 向政治大 国的迈进 ， 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政治领导

人。

② 小泽一郎在 １ ９９３ 年出版的 《 日本改造计划 》 中全面阐述了
“

正常国家

论
”

。 他主张修改 日本和平宪法 ： 首先 ， 可在宪法第九条的两项中附加第三

项
，
确定为

“

前两项不妨碍为了创造和平而进行活动的 自卫队
”

可派赴海外 ；

其次 ，

“

保持宪法现状 ， 制定
一部

‘

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
’

， 规定作为
一切主

权国家固有的权利 ，
让 日 本拥有个别 自卫权 ， 为此 ， 确保 自卫队为最小限度

的军事力量 ， 拥有作为联合国
一员积极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权利

”

。 在对外

关系层面
，
小泽一郎认为 ， 日本

“

同美国 、 欧洲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 的
一

极
”

，

“

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
”

，

“

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
”

。

“

日本的
一

举

一动已经影响到世界的各个地方
”

，
日 本有义务对

“

世界做贡献
”

。 小泽主张

要摆脱战败国地位 ， 使 日本成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
“

正常 国家
”

， 在

国际上发挥与 自 己 国家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作用 。
？

“

正常国家论
”

， 是一种谋求改变二战 以来 日 本国家性质的战略理念
，
主

张把在军事上 自我约束的 日本变成与别国毫无二致的 日本 。
④ “

正常国家论
”

的实质 ， 就在于以
“

为国际安全做贡献
”

为 由 ， 提倡突破
“

和平宪法
”

束缚

和国 内外舆论牵制
，

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 。

可以说 ，

“

正常国家论
”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日本的外交政策及主张 ， 已 内

化到现在 日本的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之中 。 这种对内力求修改
“

和平宪

法
”

、 对外实现
“

正常 国家
”

的理念 ， 就是 日 本保守政党的共同政治 目标 。

① 杨伯江 ： 《当前 日本社会思潮 与
“

新民族主义
”

》 ， 《现代国际关系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５ 期 。

② 参见刘江永主编 ： 《跨世纪的 日本
一

政治 、 经济、 外交新趋势 》
，
北京 ：

时事出版社 ， １９９５

年 ， 第 ６ １ 页 。

③ 小沢
一

郎 『 日本改造計画 』 、 講談社 、
１９９３ 年 、 １ ２３ ￣ Ｋ２５ 頁 、 １ ６ 頁 、 １ １０ 頁 。

④ 参见刘世龙 ： 《冷战后 日本的外交战略》
，

《 日本学刊 》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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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
冷战后 日本外交的轴心 ， 由经济外交朝着更加政治性的 、 包括安全保

障在内的方向不断演变进化 。

” ？ 要求在国际上拥有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

位 ， 成为这一时期 日本外交及对外关系的重点 。

三 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外交

从根本上来说
，
国家对外 目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 是各国 为实现 自 己的

国家利益所作的选择 。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 ，
日本从维

护 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 ， 强化 ２ １ 世纪 日本国家战略的定位及对外战略诉求 。

（

一

） ２ １ 世纪初 日本外交战略的 定位及政治诉求

在当代 日本政治
“

总体保守化
”

的形势下
，
在对外关系 方面 ，

以摆脱
“

战后体制
”

、 承担
“

国际责任
”

、 实施
“

价值观外交
”

等方式追求 日本国家

对外 目标 ， 力求实现与 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 。 中 曾根康弘提

出 ：

“

作为 国家的长远 目标 ，
应该追求实现 自我 。 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

存 ， 实现独立 ， 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 际责任意识的 自我实现 。 日本必须清

楚地认识到 ， 若 日本没有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实现 自我应明确 国际责任 ， 就不

能在国际上实现 自身的安全 、 独立和生存 。

”？ 基于上述思路 ， 日本外交就会

涉及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评判与展望 、 安保战略及危机管理体制 、 强化

日美同盟和开展亚太地区外交等区域性构想等一系列课题 。 其中 ， 将
“

国际

责任
”

作为 日 本
“

自身的安全 、 独立和生存
”

的要件 ， 反思
“

吉 田茂主义
”

，

进行
“

战后政治总决算
”

，
提出 了确立未来 日本国家战略或基本构想

，
明确 了

２ １ 世纪 日本外交战略的长远 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２００２ 年的 《
２ １ 世纪 日本外交基本战略

——

新时代 、 新视野 、 新外交》 明

确指出
，
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利益 ， 日本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制定长远战略 。

“

今

后开展 日本外交 ， 有必要制定作为国家应有的明确 的战略 。

”

该战略报告提出

所谓
“

开放的国家利益
”

， 体现在 ： （ １ ） 维护 日本的和平与安全 ； （
２

） 维护

自 由贸易体系 ； （
３

） 维护 自 由 、 民主主义 、 人权等价值以及推动 国 际人文交

流
； （

４
） 积极推动以学术 、 文化和教育为主的民间交流 。

？ 这些内容不仅反

① 細谷雄
一 「 外交Ｏ新 爸求的Ｔ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ｎｉ
ｐｐ

ｏｎ ． ｃ ｏｍ／
ｊ
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００２０ １／ 〇

② 中曾根康弘 『 二十
一

也：紀 曰本乃国家戦略』 、 ＰＨＰ 研究所 、
２０００ 年 、 １９ 頁 。

③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
ｏ．

ｊ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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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 ＣＤ

映出 日本渴望参与国际事务
， 确立与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符的政治大国地

位 ， 还表现出刻意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外战略理念。 虽然该战略报告指出 ，

只顾本国的狭隘国家利益必然导致与他国 的对立 ， 只有与他国 的国家利益长

久共存的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 ， 但其中的
“

价值观理念
”

势必与不同社会制

度国家形成对立与摩擦 。 这虽然是一个智库报告 ，
但已经提出 了 国家利益的

问题
，
明确提到 日 本应基于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 。 事实证明 ，

这样的
“

国

家利益
”

已经成为 ２ １ 世纪初 日本追求对外战略 目标的指导思想 ， 并贯彻于 日

本的外交战略之中 。 在 ２００５ 年出 台的 《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 、 背景与 日本

国家战略 》 的智库报告书 中 ， 再次强调和确认了 日本的
“

国家利益
”

， 特别是

突出了
“

维护 日本的和平与安全
”

和
“

维护 自 由 、 民主主义 、 人权等价值
”

两大要件 ， 表明 日本树立对外战略 目标的同时 ，
进
一

步确认了其坚持
“

价值

观
”

取向的外交方针 。 该报告关于 日本对外战略侧重点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 ：

一是在安全保障方面 ， 要在拓展 日 本防卫能力的 同时 ， 通过以 日 美同盟为主

导的国 际合作 ， 向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方向发展 ；
二是在 日本周边推动

和平繁荣 、 自 由 与民主价值理念 ，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
“

东亚共同体
”

的战略

构想 。

？ 可以说 ， 冷战后 日 本对外战略原则是突 出强调
“

国家利益
”

，
对外战

略的侧重点是以 日 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和战略性亚洲外交 。

（
二

） ２ １ 世纪初 日本外交战略及其对外关 系

进人 ２ １ 世纪后 ， 从国家战略原则 、 战略重点及 国家利益出 发 ， 以政治 、

外交及安全领域的
一

系列重要的政策 、 法规为象征 ， 摆脱战后体制 ，
以

“

正

常国家
”

为诉求 ， 实质性谋求全面大国化已经成为 日 本各派政治势力 的战略

共识 。 这样的战略共识外化为强化 日美同盟 、 联合国外交、 亚洲外交等战略

重点 ， 并以
“

战略性外交
”

和价值观外交的形式加以落实 。

第一 ， 追求
“

对等
”

的对美外交 。 日本历来把能否维护 日 美安保体制视

为 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 。 日本强调
“

日 美同盟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
”

， 并

将之定位为
“

亚太地区的稳定装置
”

。 日本的
“

正常国家化
”

与美国全球战

略调整的利益交汇点 ， 是 日 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 。 ２ １ 世纪初 ， 日 美同盟已经

演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和 日本大国化战略相结合的产物 。

２ １ 世纪初期 ，
日 美基于各 自 的安全战略需要 ， 进

一

步扩大 日 美同盟的发

展空间 。 美国发生
“

９
？１ １

”

事件后 ， 日本制定 《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案 》 、

①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ｃ ｅａｃ ．

ｊｐ／ｊ
／ ｉ
ｎｄｅｘ． ｈ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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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曰本学刊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 自 卫队法修正案 》 和 《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 》 等
一

系列新的法案以配合美

国
“

反恐
”

， 进一步扩大 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
日 本国会通过向

伊拉克派遣 自卫队的 《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案》 。 这是 日本应美国要求首次

向战斗发生区出兵 ， 是二战结束以来 日本在海外派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 ， 也

是 日美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
日美通过签署新的 《 日美相互提

供物资劳务协定》 ，
进一步扩大了 日本后勤支援的范围 。

３ 月 ， 日 本内阁又出

台
“

有事立法
”

相关联的 《支援美军活动法案 》 、 《 国 民保护法案》 等七项法

案 ，

“

日美同盟全球化
”

趋势 日渐明朗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

“

日美安全緩商委员

会会议
”

发表了 《美 日 同盟 ： 为了未来的改革与重组 》 中期报告 ，
提出 了美

日军事
一体化的具体措施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

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
”

签署 《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 》 并发表联合声明 ，
表示将制定

一

份共享系统运用情报的 日

程表 ， 鲜明地反映出将加强 日美同盟和扩大 自卫队的作用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

“

日

美安全磋商委员会
”

重新修订了 《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 其中规定 日美可 以行

使集体自卫权 。 可 以说 ，

“

９
．

１ １

”

事件以来
，
日 本加快

“

借船出海
”

的步

伐 ， 积极构建 日 美对外干预型军事体系 ， 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

不断扩大 日本在该地区安全秩序建构 中的作用 。

第二 ， 旨在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性外交 。 日 本通过改善亚洲外交 ， 就东

亚经济一体化 、 地区安全和 国际问题与亚洲 国家进行多边战略对话 ， 提升 日

本在亚洲事务中 的发言权和 主导权 。 同时
，

日 本力 图建立有共 同价值观的
“

民主国家
”

联盟
，
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力 。 关于重视亚洲外交的战略意

义 ， 中 曾根康弘在 《 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 》 中 明确指出 ，

“

９
．

１ １

”

事

件后 ，

“

关于外交问题
，
亚洲外交非常重要 ，

应当 以 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 ， 构
‘

筑东亚的多边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机制
” ①

。 日 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 ，

是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同时 ，
日 本还希望通过发展多边安全对话 ， 来减轻对

美依赖程度 。

？

安倍晋三在 ２００６ 年曾提出
“

战略性亚洲外交
”

的外交方针 。 方针的具体

内容是探讨创设有关机构和交流基金以在环境等领域推进 日 中共同研究 。 方

针还提到
“

扩大接收来 自 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的留学生
”

、

“

加速缔结经济伙

伴协定 （ ＥＰＡ） 的磋商
”

等内容 。
？ 但 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 日益借助于

① 中曾根康弘 ： 《 日本二十
一世纪的国家战略》

， 联慧译 ， 海 口 ： 海南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２７０ 页 。

② 参见刘世龙 ： 《冷战后 日本的外交战略 》 ， 《 日 本学刊 》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

③ 共同社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电 ａ

— ７２—



战后 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 ＣＤ

“

价值观外交
”

的力量。 麻生太郎曾在 日本第 １ ６６ 届 国会上提出
“

自 由与繁荣

之弧
”

的外交方针 ， 表示 ：

“

现在 ， 在位于欧亚大陆外圈形成弧形的地带 ， 分

布着沿 自 由 、 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国家 ， 或现在将要起步走这样道路的诸

多 国家 。 在这里 ， 我国想扩大 自 由之环 。

”？
其 目 的在于联合有共同价值观的

“

民主国家
”

， 组成
“

排他性
”

战略联盟 ， 共同对付所谓
“

异己势力
”

。 在地

区经济合作方面 ，
小泉首相于 ２００２ 年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 其后 自 民党历

届政府主张以
“

１ ０ ＋ ６
”

模式削弱中 国的影响力 ，
争夺东亚合作的主导权 。 民

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后 ， 重提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 但菅直人上台后缄

口不提东亚共 同体 ， 反而强调加人以美国 为主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ＰＰ ） 谈判 。
② 安倍晋三 ２〇 １ ２ 年底再次上台后也将 ＴＰＰ 谈判作为 日本经济增

长战略之一 。

第三 ， 着重
“

遏制
”

的对华外交 。 进入 ２ １ 世纪 以来 ，
日 本既期望从中 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 ，
又担心 中 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 ， 认为 中 国未来有

可能在军事上对 日构成威胁 。 因而 ，
日 本对华战略具有

“

不确定性
”

。

？
日 本

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 ，
导致其对华政策保持两手准备 。 为了改变小泉当政期

间 日 中关系的
“

经热政冷
”

局面 ， 安倍内阁提议发展 日 中战略互惠关系 。 这

体现了安倍内 阁务实的一面 ， 但在外交上采取的
“

价值观外交
”

， 表现出 日 中

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福 田 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 ， 要继续推动 日 中战

略对话与合作 ， 巩固和加深 日 中
“

战略互惠关系
”

， 并与 中国签署了 《 日 中关

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 。 但是 ， 日 本政府对华政策是从 日本国

家利益出发的 ， 并以价值观外交遏制 中 国 ， 这就决定了政策的摇摆性 、 不确

定性和不稳定性 。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的

“

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
”

后发表共同声

明 ， 确定了１ ２ 项关于亚太地区的战略 目标 ， 首次将所谓
“

鼓励和平解决有关

台湾海峡的问题
”

列为 日美共同战略 目标之一 ， 大有插手中国 内部事务的意

图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 日 召开的
“

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
”

签署 《军事情报保

护协定》 并发表联合声明 ， 强调
“

针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 国 ， 双

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
‘

利益相关者
’

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
也要

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
”

。
④

２０ １２ 年 ９ 月 １ ０ 日 ， 日 本政府宣布
“

购买
”

钓鱼岛

？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 ｅｍｂ

－

ｊ
ａ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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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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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ｈｔｍ．

② 首相年頭所感 「平成Ｗ開国元年 ｔ
；： 」 、

『産経新聞 』 ２〇ｌ ｌ 年 １ 月 １ 日 。

③ 参见刘世龙 ： 《冷战后 日本的外交战略》 ， 《 日本学刊》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

④ 共同社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 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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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 ，
实施所谓

“

国有化
”

，
日 中关系再次陷入屡屡恶

化的怪圈 。 麻生太郎曾表示 ， 发展 日 中关系的所谓
“

友好
”

只是获利益的手

段而已 。 这已经明确表达了 日本对华战略的本质 。 未来十年 ，
日本决策者对

华政策理念仍然具有或然性 。

综上所述 ， 日 本战后 ７０ 年的外交战略理念经历了
“

经济中心主义
”

、

“

正

常国家论
”

和大国化政治诉求等演进历程 。 其中 ， 基于
“

经济中 心主义
”

的

外交战略理念 ， 开创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

吉 田茂主义
”

经济外交的黄金

时代 ， 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日本作为
“

世界经济大国
”

身份开展
“

多元化
”

的

自主外交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及国力基础 。 在冷战结束前后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和 ９０ 年代 ， 日本基于
“

政治大国
”

理念与
“

正常 国家论
”

的
“

国际 国家
”

诉求 ， 反映出 日本力求改变
“

战后体制
”

的强烈意愿 。 进人 ２ １ 世纪 ，
日本开

展的战略性外交与价值观外交 ， 是基于
“

大国化
”

政治诉求而进行的
“

自 我

实现
”

， 完全是从维护 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 战后 日 本外交可以概括为两个

方面 ：

一是战后 日本外交是以
“

日美基轴
”

为基础展开的
，
在考察 日本外交

的诸多问题时都不能不考虑 日 美同盟这
一决定性因素 ；

二是 日本实现经济大

国战略 目标后 ， 在外交战略上必然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构想 ， 这也是未

来 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 。 在 日本看来 ，

“

作为全球性角色
，
日本 已在世界上得

到承认 。 在经济 、 高新技术等方面 ， 日 本获得了举世公认。 这本应与 日本在

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是相辅相成的
”

。

“

只有作为全球性角色发挥作用 ，
日本

外交才有出路。

”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出 台的 《 日本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 、 《 防卫计划大纲 》 和

《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 ， 开始明确把中 国视为主要潜在军事威胁和 防范对

象 。
② ２０ １５ 年出台的关于解禁集体 自卫权的 １ １ 项安保法案 ，

用安倍首相的话

来说都是具有
“

历史性
”

意义的 ， 尤其是 《 日 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明确在

官方文件里提到的战略概念 ， 其内容涉及加强 日美同盟关系 、 提升 自身的防

卫实力 、

“

爱 国心
”

，
这也是 《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的三点要件 。 这是完

全基于
“

国家利益
”

而制定的国家战略 ， 是 日本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 基于

这样的战略 ， 现在的 日本外交强化 日美同盟关系和
“

战略性外交
”

，
总体特点

① 渡邊啓貴 「 日本外交 ｃｏ活路 口 一八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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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张沱生 ： 《走出危机 、 重启 对话与合作
——中 日 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 ， 《东北亚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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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日本外交战略理念及对外关系轨迹 Ｃｆｌ

表现在
“

价值观外交
”

之中 。

从 日 本的战后外交经历三个阶段并逐渐演变到现在的外交战略路径 ， 可

以预见 ，

“

正常国家论
”

关于大国化的政治诉求 ， 逐渐显露出 日 本
“

传统的国

家主义
”

面 目 ，
并将成为 日本主流的对外关系理念和实践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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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 日本 ｛二扫汁苍外交戦略刃理念及ｚ／対外関係朽軌跡呂 耀東

戦後 ７０ 年間仁办亡 Ｓ 日本Ｏ外交仁ＯｈＴ 、

「経済中心主義 」 、

「普通国家」 論 、 乇 ＬＴ

大国化奁 目指中路線旮 匕＾ 、〇々７
°

口七又 奁経１ 吞 々 。

「経済中心主義 」 ＾ 、 ３ 理念 （立 、

冷戦前後０１９５０
￣ ６０年代仁 、

「吉田主義」 ｔ Ｖｊ経済外交黄金時代 奁切 ９開 ＃ 、 １ ９７０年

代仁这経済大国 ｔ日本伊多元的々 自主外交 旮展開中石 亡吣豊富旮財力呤国力形成

｛
二向汁

＇

〇７）基礎 奁 固＊ ｜（役割旮果＆ １＾。 冷戦終結前後〇 １９８０￣ ９０ 年代迖 、
「 政治大

国 」 及ｔ／
「普通国家 ｊ 論仁対卞 石

「
国際国家」 奁 目指 〈 中

＂

Ｃ 、 戦後体制 奁変 之

上 ３意欲辦反映吞托： “石 。 ２１ 世紀 （二入 展開 戦略的外交呤価値観外

交《 、 大国化奁望 対ｔ Ｓ 「
自己実現」

＂

ｅ＊ １

？ 、 日本 自身 利益 办７３

二 ３ Ｌ亡大国化？７）路線 ＆軸 「普通国家」 論 （
二

〇！ ；
？

） 、

「伝統的国家

主義 」 姿＃現杜、 二打＾対外関係 Ｉ
二扫汁 易理念々 目標〇中心軸仁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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