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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
“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

杨伯江

内容提要: 美国政策因素与中国和平发展一道构成驱动亚太局势的两大

自变量，也是影响日本战略走向与空间的主要外部因素。奥巴马政府“重返

亚太”，加剧了地区大国博弈，也为日本推进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在其

第二任期内“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调整的预期、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美和

中日关系的两面性以及美日之间利益与立场的差异，决定了美国“重返亚太”

对日本战略影响的复杂性。日本将在充分借助美国政策的利好作用推动 “全

面正常化”转型的同时，战略上趋利避害，加紧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以强化

政治自主、预留未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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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 “重返亚太”及其失衡

“重返亚太”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最重大的一次调整，按

官方设计全面覆盖外交、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

但 2010 年后在与东亚安全局势的互动中，实施过程明显偏移。

( 一) 从“重心东移”到“战略再平衡”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即露端倪。1993 年 7 月，

入主白宫刚半年的克林顿即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1995 年 2 月，

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东亚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

升，已成为美国三大战略相互交织的“战略链”。1998 年 11 月美国防部

《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重申“重视亚洲”的战略思路，强调重心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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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方向不变。但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打断了这一进程。小

布什在八年总统任期内专注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到执政后期，

“忽视亚洲”成为民主党及众多智库对其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攻讦点。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亚太

战略目标也重归 “防止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崛起、挑战美国主导权”

的原点。2009 年 7 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

高调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参与。2010 年

1 月，希拉里就美国亚太地区政策发表演讲，进一步将重返的范围从亚

洲扩展到亚太，强调“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①。
2011 年 11 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太平洋轴心”演讲，强

调亚洲对美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美国将集中精力应对即将到来的 “亚

洲世纪”; 宣布美国将把军事重心从中东转向亚洲，把加强在亚太地区的

军事存在定为“最优先议程”。奥巴马宣称，在如今伊位克战争结束之

际，我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团队将亚太任务列为最优先议程。削减国防经

费绝不会影响到在亚太地区的任务。美国在这一地区长期的利益意味着，

我们将长期致力于这里。② 2012 年 6 月，美防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

上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到 2020 年，美国战舰的 60% 将部署在

太平洋。“再平衡”重在军事，是对重返战略的进一步充实和具体化。
( 二) 提升倚重区内盟国安全作用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及政策框架涉及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

志在“全面重返”。2011 年 11 月希拉里在 《外交政策》杂志撰文 《美

国的太平洋世纪》，就如何实现重返归纳了六条 “关键方针”，实为政

策路径设计: ( 1) 强化双边军事同盟; ( 2) 深入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

系; ( 3) 加大参与地区多边组织; ( 4) 拓展贸易投资; ( 5) 加强军事

存在; ( 6) 促进民主人权。③ 但实际上，2010 年以后，随着东亚地区

热点问题轮番发酵，包括天安号事件、南海争端、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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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希拉里强调，“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者”，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在亚

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等方面大力增加投入”。参见: Hillary Clinton，“America’ 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

http: / /www. whitehouse. gov / the － press － office /2011 /11 /17 / remarks － president － obama －
australian － parliament．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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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延坪岛炮击等等，加之日本 “3·11”复合型灾难及美国对日

“友情”救援行动，美国重返的步伐早就开始跑偏。

2010 年 2 月，奥巴马任内首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 QDＲ)

出台，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定位为美国在亚太的“关键盟国”，称

中国、印度的兴起“将重塑国际体系”。“美国在继续担当主角的同时，

必须加强与主要盟国及友邦国家的合作，以构建与维持和平安全。”在亚

太地区，“历史性的条约联盟依然是我们军力存在的基础”，美国将“同

日本、韩国等盟国紧密合作，促进共同计划的执行，共享建立双边、地

区性、全球性联盟的意愿，增强联合遏制和防卫能力”。报告强调，美国

“将鼓励盟国和友邦国家提高自己在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在地区常规多

边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① 奥巴马“太平洋轴心”演讲也重申，

“在日本，我们的联盟依然是地区安全的基石”。

纵观奥巴马第一任期， “克林顿六条”中，除 “加大参与地区组

织”有所斩获 ( 美国 2011 年成为东亚峰会正式成员) 外，“加强军事

存在”、“强化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美日同盟进展最明显。“拓展贸易

投资”所获不多，美国与最大的 “新兴大国”中国关系复杂化，竞争

面上升。美国要“全面重返”，但现实是重返得既不全面、更不平衡。

( 三) 重点打造东南亚与第二岛链

在经济、军事各领域之间，美国的重返不是齐头并进的，就军事领

域而言，对亚太地区各个次区域的重返也并非等量齐观，而是更集中在

东南亚。这是一次不平衡的“再平衡”。

美国战略精英层认为，美军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撤出菲律宾基地以

来，对该地区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经营，导致防务空白，这给了中国

战略渗透之机。中国选择此方向作为崛起的突破口，力量的对外拓展更

多地体现于该地区。在东北亚，恰恰是 20 年来朝核等安全热点的反复发

作，促使美国的经营不曾中断，“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得以维持。台海

两岸关系自 2008 年后也大幅缓和，走向和解合作。更重要的是，“在过

去几十年持续紧张的局势下，我们应对朝鲜半岛和台海这两个热点的相

关行为都变得范式化，这样它反而能够被人们所预测”。“由于美国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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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ttp: / /www. defense. gov /qdr /QDＲ%20as%20of%2029JAN10%20160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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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准备，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会出现美中之间的冲突。”①

相较之下，东南亚因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成为美国重

点关注及强化部署的对象。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着力加强与区内国家的

战略关系，包括修改小布什政府的立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在军事上重新强化在该地区的存在感与主导权，包括从冲绳部分撤军、

回守关岛、巡防菲律宾、常驻澳大利亚北部靠近东南亚的达尔文地区。
2010 年，美国 QDＲ 首次将东南亚国家明确划为三类，显示了在军

事防务上对这一地区的空前重视: ( 1 ) 正式盟友 ( 菲律宾、泰国) ;

( 2) 战略伙伴 ( 新加坡) ; ( 3) 可预期的战略伙伴 ( 印尼、马来西亚

和越南) 。美国要加强与“正式盟友”的关系，深化与“战略伙伴”的

合作，同“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发展新的战略关系”。四年前，美国

同类文件只是笼统地将 “一些东南亚国家”定位为 “潜在的战略伙

伴”，更没有具体定位其防务战略角色②。而在“太平洋轴心”演讲中，

奥巴马特别提及，美国正日益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 “与印尼

在打击海盗和极端势力方面一直维持着伙伴关系，与马来西亚共同致力

于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在泰国，我们在携手实施灾害救援，在菲

律宾，两国的军舰互访和军事训练更加频繁。”美军将在新加坡部署军

舰，并与越南、柬埔寨展开更紧密的合作。奥巴马访澳期间，两国签署

新军事协议，确定美军将在达尔文部署 2500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二 当 “再平衡”遭遇 “再平衡”

美国“重返亚太”有其战略必然性，而且随着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今后对该地区的关注度或将进一步上升。同时，针对重返造成的 “负

产品”，奥巴马政府将在第一任期试错基础上，对“再平衡”进行 “再

平衡”，以期战略意图与政策效果的统一。
( 一) 军事重返与经济重返的再平衡

奥巴马第一任期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重返最为强势，但也面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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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任维克多·车 ( Victor Cha) ，

2012 年 5 月 26 日在复旦大学“上海论坛———塑造新的东亚地区秩序”研讨会上的发言。
http: / / odam. defense. gov /omp /Functions /KnowledgeManagement _ DecisionSupport /Strategy%

20Management /FY07%20QDＲ%20Quarterly%20Updates%20to%20Congress. pdf．



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 □

而调整方向是与经济平衡、协调推进。这一是由于军事 “独走”并未

明显增进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美国在军事上加大对亚太的投入，最终

需要在经济上增加“产出”，进而在国内政治上有所回报。二是在东亚

地区固有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做法等于向区内盟国发出错误信

号，放任甚至纵容日本、菲律宾等在涉华海上争端中主动挑衅。地区局

势的“不可预测性”由此增加，蕴含着失控的危险。

经济商业利益始终是美国重返战略的基本着眼点。2010 年 3 月奥

巴马提出 “国家出口倡议”，矢言五年内贸易出口翻番、在国内创造

200 万个就业岗位。与该倡议一脉相承的，是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建立

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TPP)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东亚地

区合作出现新一轮深化，美国对由中国主导、日本扮演重要角色形成

“东亚经济圈”前景的担心与日俱增，力图主导构建 “亚太经济圈”，

将前者覆盖其中，而具体设计就是 TPP。

2013 年，美国将在巩固军事重返成果的同时，重点推进经济重返，

而焦点是推动 TPP 谈判取得突破。TPP 谈判已进行了两年多，由于门槛

过高、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迟迟未获突破。2012 年 11 月 “东盟 + 6”

宣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ＲCEP) 谈判，预计 2015 年底完

成谈判并投入运行，其中包括六个参加 TPP 谈判的国家。

面对来自 ＲCEP 的挑战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 FTA) 谈判的重

启，美国将 2013 年视为 “决定 TPP 生死的关键之年”。为防止参与谈

判方失去信心、转向 ＲCEP，美国不仅需要展开高效的多边协调，而且

需要就协议内容做出实质性让步，争取在 10 月亚太经合组织 ( APEC)

首脑会议之前完成谈判，并将 ＲCEP 的多数成员拉入其中。

( 二) 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再平衡

经过强势军事重返，美国驻亚太地区四大基地群中，除东北亚外，

东南亚基地群、关岛基地群、澳大利亚基地群均有不同程度加强。而刚

刚经历了各国政权交接期的东北亚，地区矛盾呈现新一轮激化势头，美

国无法掉以轻心，需抽调相当资源强化关注与部署。

一是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大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朝鲜发射光明

星 3 号、实施 “水平高、安全、完美”的第三次核试验，引发地区局

势紧张。韩国延长导弹射程、 “罗老”号最终上天，朝韩关系紧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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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27 日，中国与美国同日进行陆基中段反导试验，日本 “一

箭两星”将“雷达四号”间谍卫星和光学实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各

国围绕火箭技术、导弹技术激烈角逐，日韩国内出现 “拥核”声浪，

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蕴含升级危险。

二是以日本为焦点的岛屿之争。日本与邻国之间普遍存在的领土争

端若持续发酵，地区局势的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将随之上升。从美国

角度看，日本“情绪化地自陷于”周边领土争议与民族主义对抗，将

加剧自身的政治孤立，增大其强化地区安全作用的阻力，最终难以对美

国重返亚太发挥战略支撑作用。2012 年 8 月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之际，

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 CSIS) 推出 《美日同盟: 亚洲稳

定的基石》政策报告，集中显示了美方对日本现状的这种忧虑。①

三是对日韩关系的悲观预期。奥巴马政府一直力推美日韩三边安全

合作机制化，实现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战略对接。日本试图与韩国签

署两项军事协定却功亏一篑。2012 年，日韩矛盾因岛争及历史问题再

度激化。安倍复出后，在慰安妇问题、修宪、竹岛 ( 韩国称独岛) 问

题上难掩右倾鹰派本色，日韩摩擦随时可能再度激化。在美国看来，日

韩交恶将打乱其整体战略部署，削弱同盟体系内的军事和防务协调，导

致同盟整合“1 + 1 ＞ 2”的预期效果逆转为“1 + 1 ＜ 2”。②

( 三) 同盟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再平衡
“美中协调合作”与同盟战略堪称美国维护地区战略利益的 “双

轴”，而奥巴马政府在提升区内 “关键盟国”安全作用的同时，却付出

了美中互信严重受损、关系竞争面上升的重大成本。如何在二者之间平

衡兼顾，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对亚太战略的一大课题。

从历史上英国的“光荣孤立”到战后美国的“离岸平衡”，抑强扶

弱、“拉二打一”是霸权国家推行地区战略、维护利己平衡的不二法

门。从中国长线崛起、美国战略局促的大趋势看，谋求对华多边制衡是

美国基本考量之一，重返亚太明显带有 “中国指向性”。但是，中美之

间遍及全球的共同利益、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以及美国要解决地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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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rmitage ＆ Joseph S. Nye，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CSIS，August 20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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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得不借助中国的现实需要，又使美国的对华制衡本身备受制衡，

难以做到“痛快淋漓”。

2012 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为考察美国在中国、盟国之间的这种 “两

难困境”提供了重要案例。一方面，争端无疑被美国当做了军事重返

的着力点。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亢进、对 “中国威胁”的感受使日美

同盟的强化变得顺理成章，也减小了美军向驻日基地部署尖端战机的阻

力。很明显，在重返战略的棋盘上，美国把日本作为对华多边制衡的一

颗关键棋子; 在美日之间，又把钓鱼岛问题作为操控日本的一个重要杠

杆。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日矛盾持续激化，美国对双方海上或空中

“擦枪走火”的忧虑上升，开始对中日两国同时施压，以防局势失控。

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官方立场是: ( 1) 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 ( 2) 适

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 3) 中日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其中，

( 2) 是对中国的“威慑”，( 1) 、( 3) 则是对日本官方立场——— “无争

议”、“无谈判余地”的直接否定。

美国要借钓鱼岛争端为重返亚太布局，也要为主导中美日三角谋

势。“帮助”中日关系保持“紧张而可控”状态相对最有利，因为在这

种状态下美国手中的战略筹码才最具功效。相反，“中日武力冲突”首

先将直接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中日作为世界第二、三经济大国，冲突

升级将“激起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破坏作用”，而对美国来说，“条约

义务固然是严肃的，但和平与繁荣是更远大的目标”。“中日武力冲突”

还将陷美国于战略困境。盟国日本遭到第三方军事攻击，美国负有协防

的条约义务。但美国若选择卷入对华武力冲突，势将被迫承担其无法承

受的战略成本; 而若拒绝卷入即拒绝履行条约义务，它在东亚西太平洋

的五个双边同盟就面临崩盘。①

总之，日本、钓鱼岛都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砝码，美国基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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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台湾因素也促使美国倾向于阻止争端升级。美国担心，钓鱼岛争端升级会破

坏美日台三边关系，无异于把台湾推向中国大陆怀抱。“有些人怀疑，反对日本的不只是中国

大陆和台湾的激进分子。”“一些分析家认为，自 2008 年这两个政治对手搁置争议以来，北京

和台北可能在进行秘密合作。”尽管日本以恢复渔业谈判成功削弱了岛内要求“两岸联合保

钓”的呼声，但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台湾社会心态的微妙变化是美国所不敢小觑的。参见:

Ｒalph Jennings，“Japan boosts defense as some in China and Taiwan agree on disputed islets”，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ruary 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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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判断，适时适度地对其或抬高或压低，以在亚太局势、中美日关系中

掌握动态平衡，维护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推迟安倍访美以及拒绝日方

借美日首脑会谈场合宣布行使集体自卫权、美日共同呼吁中国对钓鱼岛

争端“保持理性”的要求，即是美方刻意压低砝码的最新表现。

三 日本走向 “全面正常化”

美国“重返亚太”出现于日本 “全面正常化”启动之际，对日本

的战略转型具有明显的助推作用。但鉴于重返战略及其调整的复杂内

涵，日本将在最大限度地对其 “为我所用”的同时，以强化自主防卫

力量为基础，借增强政治自主性确保未来战略空间。

( 一) 借力美国因素推动战略转型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①，期间在

“经济能量政治化”法则驱动下，战略精英层先后提出日本要在世界政

治中强化发言权以及成为 “正常国家”② 的目标，意在摆脱战后体制、

增进国际权力。继 90 年代确立 “入常”目标后，以首届安倍内阁将防

卫厅升省为起点，日本 “正常国家化”进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核心

是要成为有强大军事能力做支撑的 “正常国家”。其内涵是: ( 1 ) 将

“军事强国”指标纳入 “政治大国”目标体系中，使 “正常国家”概

念更为彻底、完整; ( 2 ) 针对战后吉田路线塑造的特殊的国力结构，

重点强化军事防务能力的短板; ( 3) 在传统经济外交、“战略性外交”

之外，将安全军事手段纳入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体系; ( 4 ) 在安全战

略中，大幅提升传统安全要素的比重。

与推动“正常国家化”的上一阶段相比，日本战略转型的关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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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日本与苏联经济体系、统计口径不同，围绕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苏联的具体年份

存在争议，至少有 1980、1986、1987 年等几种说法。
小泽一郎原著中“正常国家”的内涵，一是否定战后日本传统的协调型政治模式，

建立两大保守政党制; 二是否定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修改宪法和防务政策。此

外，小泽刻意挑选了日语“普通”这一温和、略带谦逊的措辞，但从作者的本意———要对战

后日本国家形态中存在的所谓“扭曲”、 “不正常”方面实施“矫畸”———来看，译做“正

常”更为准确。参见杨伯江等: 《当前日本对外战略: 成因、手段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
2006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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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成为什么样的“正常国家”，是否包含 “军事正常

化”; 二是用何种手段成为 “正常国家”，是否包括安全军事手段。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学者猪口孝曾概括说，就日本要在国际社会赢得 “体

面的地位”这一点而言，日本国内不存在分歧，但就以何种方式赢得

这种地位存在分歧。这是对当时日本国内战略论争的形象描述。与此对

照，日本国内如今已经具备 “为了和平而展开行动的意愿”，并在此基

础上开始向突破另一个 “战后和平主义的缺陷”——— “不愿为了和平

而使用军事力量”迈进。①

“对外因应性”是日本对外战略的一贯特征②，就战后、冷战后而

言，美国战略和政策无疑是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因素。早在上世

纪 70 年代，尼克松政府旨在“战略收缩”的“新亚洲政策”即触发了

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一波 “跃起”。2000 年 10 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

战略研究所政策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主张重

新明确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建立平等的美日关系，双方从

“责任分担”转向“权力分担”。受此影响，三个月后上台的小布什政

府确立了“政治上提升地位、战略上加大利用”的对日政策基调，强

调提高美日防务合作水平，促使日本放弃 “专守防卫”政策、放行

“集体自卫权”。美日两国就推动同盟扮演 “活跃的地区和全球安全角

色”达成一致，小泉内阁借国际反恐推动国会通过多个 “有事法制”

相关法案、加紧向国际安全领域渗透。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发生在日本谋求 “全面正常国家化”过

程之中，对日本战略转型无疑具有关键性助推作用。2012 年 8 月美国

CSIS 《美日同盟: 亚洲稳定的基石》政策报告，从执笔者———前副国

务卿阿米蒂奇与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及报告基调

看，它凝聚了民主、共和两党共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官方政

策。报告论证的核心议题是，在中国崛起和奥巴马政府 “重返亚太”

—11—

①

②

神谷万丈 ?日本の安全保障と日米同盟—冷戦後の展开と今後の课题—?、日本国際

问题研究所 ?日米阌の今後の展开と日本の外交?、2011 年 3 月。
美国学者肯尼斯·派尔称之为“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认为日本是个被动的国

家，政策总是根据国际环境作机会主义式的调整。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一直遵循着调整对

外政策和国内制度以适应国际体系变化的模式。参见: Kenneth B. Pyle， “Abe Shinzo and
Japan’s Change of Course”，NBＲ Analysis，Volume 17，Number 4，October 2006，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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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美日如何加强同盟。报告给出的建议是，为使同盟更为有力、

有效，日本需要根据美方思路与步骤尽快完成战略与政策调整，包括增

加军费、加强军备、放行 “集体自卫权”、明确对同盟的军事防务责

任、在“空海一体战”构想中更有效地配合美国。① 报告列举的这些

“建议”与民主党野田、自民党安倍两届内阁的现实政策惊人地吻合，

也预示着下一步日本在外交安全领域的政策方向。

( 二) 重点增强军事防务能力

美国重返亚太给日本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而军事防务领域恰

恰是日本认为最需触及而又最能 “好风凭借力”之处。② 内在政治欲求

与美国战略需要的相互契合，使日本军事强国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这一

点在“3·11”复合型灾难中已经得到充分验证。在经历了那样一场重

大灾难之后，日本并没有像众多研究者所预测的那样走向 “新的发展

方向”，反而是在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了危机和防范意识。“‘3·11’并

没有使日本变得更 ‘内向’，也没有改变 2010 年底新防卫计划大纲所

规定的军事安全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 “日本处在改变防卫政策

以应对新安全环境的长周期之中……而 ‘3·11’等偶发事件不足以改

变这一变化的方向。”③

日本强化“自主防卫力量”，迄今主要是通过自我解除战后的种种

政治约束来实现的，即通过改变 “软件”来释放能量。截至目前，除

“集体自卫权”尚待突破外，从“专守防卫”原则、武器出口禁令到和

平利用太空、和平利用核能，战后制定的几乎每一个与军事防务相关的

方针、原则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被修改。

( 1) 关于“专守防卫”。2003 年 6 月，日本国会通过 《应对武力

攻击事态法》等三项“有事法制”相关法案，规定日本不仅在受到现

实已发生的外来武力攻击时可以出动自卫队作战，而且可以根据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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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rmitage ＆ Joseph S. Nye，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CSIS，August 2012.
美国对日本增强军事实力的担心，目前明显已被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所覆盖。况

且，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经济低迷呈现长期化趋势，美国国内“日本威胁论”
已开始大幅退潮。参见杨伯江: 《日美贸易摩擦为何趋缓》，《现代国际关系》1997 年第 3 期。

David Fouse，“Japan Unlikely to Ｒedirect Defense Policy”PacNet Newsletter，Pacific Forum
CSIS，May 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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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武力攻击”的预测出动自卫队作战。即，日本可以根据主观判断，

针对尚未发生的事态行使自卫权，从而为实施 “先发制人”的军事打

击铺平了道路。 ( 2 ) 关于 “和平利用太空”。2008 年 5 月，日本国会

通过《宇宙基本法》，规定太空开发 “要有助于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

安全和我国的安全保障”，可拥有“非侵略目的”的卫星，从而摆脱了

1969 年国会决议规定宇航开发 “限于和平目的”的限制。2012 年 6

月，日本通过《独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法》修正案，删

除了规定该机构之活动 “限于和平目的”的条款，从而使太空开发可

以用于军事目的。( 3) 关于 “武器出口三原则”。2011 年 12 月，野田

内阁决定大幅放宽基于 “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日

本参与国际联合研发生产武器和以人道和平为原则的国际援助。 ( 4 )

关于“和平利用核能”。2012 年 6 月，日本国会通过 《原子能基本

法》、《原子能委员会设置法》修正案，增加 “核能应为保障国家安全

做贡献”的条款，为将核能用于军事目的扫清了障碍。

日本强化军事防务能力，主要不是通过简单加大资源投入譬如增加

防卫预算实现的。相反，财政拮据恰恰是战略精英层实现强军梦的一大

制约。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军费占比的国际比较看，日本仍明显低于世界

其他主要国家，并非 “穷兵黩武”。但是，2013 年度日本军费在时隔

11 年后首次增加，似乎预示着一个拐点，即日本将增加对整军经武的

财政支持，在“硬件”方面也开始加大投入。况且，日本财政预算有

别于国际标准的特殊编制方式，原本就造成了一些防卫相关项目以

“非防卫预算”的面目出现，如太空开发费用、美军基地相关费用、军

人养老金和抚恤金以及 “第二海军”海上保安厅的预算。

( 三) 以政治自主确保战略空间

日本对美国的借重，并不能掩盖其日渐强烈的战略主体意识。正如

战后反美民族主义思潮同时来自于左翼和右翼阵营一样，安倍晋三的

“摆脱战后体制”或者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实际同样都体

现了日本以自身价值与战略判断为基础、谋求独立的国际认同的政治追

求。对美国重返亚太，日本的应对明显带有超越 “配合”的深远意味，

并且通过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初步达到了提升对美地位和增强地缘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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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目的。① 鉴于美国亚太战略将持续调整和地区局势前景的“不可预

测性”，日本今后将继续最大限度地借助同盟框架增强自身实力，在此基

础上谋求进一步增强对美政治自主性，为将来应变预留转圜空间。

增强政治自主性不等于对美独立，现阶段日本无力也无意摆脱日美

同盟; 但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霸权衰退的长期趋势及其利己主义的对

外政策，都促使日本预留后路，以免成为 “美国政策的牺牲品”。在安

全军事领域，“日本认为，较之过去，美国更无力在日本与邻国争端领

土、海域问题上提供威慑，在这样一种新的安全环境下，日本必须提升

自身在本地区的防卫能力”②。外交上，日本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两次

“尼克松冲击”③ 至今记忆犹新，对奥巴马第二任期政策、人事动向反应

敏感，认为美国对华将软化身段。新任国务卿克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听证会上“重视中国的姿态十分抢眼”，他认为“中国带来的机遇多于挑

战”，而“美国推进重视亚洲的政策，原因之一是要加强与经济大国中国

的关系”。克里强调美中“在对伊朗制裁上通力合作，在应对朝鲜方面也

可以进行更多协作”，同时却没有提及美日同盟，更没有像四年前希拉里

接任国务卿时那样宣称该同盟是“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基石”。④

美国重返亚太带给日本的不仅是机遇，也有压力和风险。日本对此

心知肚明。首先，美国重返亚太固然带有 “中国指向性”，但对一直与

中国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的日本的战略空间也是一种打压。其次，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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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实际上，自“重返亚太”以来，美国对其他盟国或友邦合作的强化往往是通过“美

日 + 1”的形式实现的。2011 年 6 月，美日“2 + 2”会议制定“共同战略目标”，提出两国要

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的三边安全及防务合作，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日本对东

南亚外交则重点体现了其独立的地缘战略考量。“与越南签署核能合作协议、与菲律宾签署海

上安全合作协议，使日本在东盟地区获得了更大的战略纵深。与菲越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为

日本提供了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机会。”参见: Joshy M. Paul， “Asian
powers scrambling for regional space”，PacNet Newsleter，Pacific Forum CSIS，Oct 24，2011。

David Fouse，“Japan Unlikely to Ｒedirect Defense Policy”PacNet Newsletter，Pacific Forum
CSIS，May 5，2011.

一是 1971 年 7 月 15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将在 1972 年 5 月以前适当的时间访华，

此“越顶外交”行动给消极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佐藤内阁造成沉重打击; 二是同年 8
月 15 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 10%
的进口附加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对日本构成重大冲击。

?米外交·安保、中国を重视?、?朝日新闻? 2013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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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既要重返亚太，又要大幅削减军费①，势必进一步加大日本的财政压

力。再者，更重要的是，美国实施 “驻日美军整编计划”，将驻冲绳海

军陆战队部分转移至关岛、澳大利亚及菲律宾，军事部署从第一岛链撤

往第二岛链，在提升了日本军事防务作用的同时，也将日本暴露在

“中国威胁”当面，等于将日本推上与中国对峙的前沿。

发展对华合作既是日本强化对美政治自主性的重要动力，也是它预

留战略空间的重要方面。外交上，日本需要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以 “携亚

自重”，增加对美国的战略筹码。经济上，日本借助东亚市场维持自身繁

荣的路径已不可逆转。安倍晋三在《致美丽的祖国》中曾爆料: “五年前

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是一种威胁，当时小泉首相就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实际上，自那以后日

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在经济上，

日本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无法分割的互惠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②

野田内阁时期，日本开始与中国互持国债、双边贸易部分直接结算，等

于把自身前途命运与中国的发展更紧密地捆绑到了一起。③

综上所述，美国 “重返亚太”无疑强力助推了日本战略转型的进

程，但从美国战略及其下一步调整的复杂内涵看，对日本的影响又绝非

“单边利好”那么简单。日本重点在军事防务领域搞突破、走向全面正

常化的大方向难以逆转，但也并非以对美强化追随、对华加剧对抗为绝

对前提。国际社会将不得不面对一个 “全新的日本”，但中国因素对日

本内政外交的影响也在同步全面上升，中日博弈中中国无疑地位更主

动，准确把脉 “新日本”、以正确的战略政策开启中日之间的良性互

动，仍然大有可为。

(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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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12 年 1 月，奥巴马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指南——— 《保持

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 21 世纪国防的优先事项》，宣布将裁减美国军队数量，并将国防预算

削减 5000 亿美元。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 年、151 頁。
经营管理大师大前研一说得更明确，日本需要以新的“国家哲学”——— “中国客户

论”来自我拯救。日本就业人口以每年 80 万人的速度减少，国内市场也随之缩小，“要维持现

在的国力……只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除此之外，日本的生存之路别无他途”。参见: 大前研

一 ?? 最强国家こツポン? の设计囝?、小学馆、2008 年、33 頁。





论文要约

アメリカの!略调整を背景とする日本の
全面的正常化 の成行について

楊 伯江

アメリカの政策要素と中国の平和头は、 ともにアジア太平洋地域情势を动かす二つの大

きな独立数となり、 日本の!略の成り行きとスペ"スに影响をえる主要な外部要素とも

なっている。 オバマ政#の アジア回$ !略は地域におけるパワ"ゲ"ムを激化させる

と同时に、 日本の!略%换に重要な机运をもたらしている。 2期目に入ったオバマ政#の リ

バランスがリバランスされる という见通し、 グロ"バル化の下で中米·中日&の’面性

及び日米间の利益と立场におけるギャップなど诸要素によって、 日本にえる米国の アジア

回$ !略の影响の(さも)している。 日本はアメリカの政策のプラス要因を十分に生か

して、 全面的正常化 という!略%换を推进する一方、 自主防卫能力の*化を急ぎ、 挢大さ

れる 政治的自主 を以ってに!略的なスペ"スをリザ"ブしていく。

日本の政治动及びその中日&への影响

—构造·生态·政策の化の视焘から—

呉 怍中

2012 年、 日本における政#交代は、 政党构造·政治生态·政策倾向という三つの角度か

ら、 民主党から自民党への政治动およびその外的影响を分析する手がかりを提供して

くれた。 构造的缏保守化 · 政治生态の右倾化 · 政策の正常化 という核心たる

数的要素から切り+めば、 政治体制および安倍自民党政#の行く末、 外的政治生态お

よび思想の化、 国家!略及び政策倾向など日本の政治动の重要な特,や趋势を明らか

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同时に、 このような特,や趋势は、 相的安定する保守政#の主导

のもと、 -./ ·现宓利益·安全保障などの政策分野において绝えず中日&に影响と

试练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ことが伺えよう。

地政学と安倍の-./外交

廉 徳瑰

安倍政#の-./外交の主な内容は、 -./を绊にして、 中国にして!略的な包0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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