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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入常”公关新动向探析

常思纯

　　摘　要：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简称“入 常”）一 直 被 日 本 视 为 跻 身 政 治 大 国 的 标 志。在 两 度 争 取“入

常”失利后，近年安倍政府再次发起“入常”攻势。与 之 前 相 比，日 本 此 轮 冲 击“入 常”手 段 更 加 多 样 化，政 府 不 仅 从

战略上高度重视，而且强化应对机制，调整战术，并大力 加 强 舆 论 公 关，力 图 通 过 各 种 外 交 手 段 获 取 其 他 国 家 对 日

本“入常”的支持。日本积极开展“入常”外交有着较为明显的战略意图，旨在扩大国际影响力，实现全面大国化，重

塑国际形象，并制衡中国影响力。日本“入常”图谋已久，经过长期经营运作，也积累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其“入

常”所面临的阻力依然巨大，短期内恐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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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列，一直被日

本各界视 为 成 为 政 治 大 国 的 标 志。日 本 政 府 曾 于

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５年 两 度 发 起“入 常”攻 势，但 均 以 失

败告终。尤其是２００５年“争常”失败后，日本国内出

现了要求重新审视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呼声，依靠

经济手段 实 现 政 治 大 国 目 标 的“吉 田 路 线”受 到 强

烈质疑。而安倍晋三自２０１２年再次担任日本首相

以来，力图率领日本摆脱以“吉田路线”为代表的战

后体制，从政治、安全、经济乃至社会、文化等领域，

积极谋求 对 外 战 略 的 全 面 转 型。安 倍 政 府 一 方 面

对内加紧安 全 政 策 上 的 自 我 解 禁，强 行 通 过“新 安

保法案”，加速“修宪”和“强军”步伐；另一方面对外

推行所谓“俯瞰地球仪”的战略外交，意图通过外交

活动强势崛 起，主 动 塑 造 对 己 有 利 的 国 际 环 境，力

争在全 球 拓 展 日 本 的 外 交 空 间 和 战 略 回 旋 余 地。

在此背景下，安倍政府视联合国为积极参与国际事

务和努力提 高 国 际 地 位 的 重 要 平 台，再 次 展 开“入

常”攻势。总 体 上，日 本 此 轮 冲 击“入 常”的 手 段 更

加多样 化，并 与 安 倍 政 府 推 行 的“战 略 外 交”相 呼

应。安倍欲借“入 常”公 关，积 极 拓 展 外 交 领 域，争

取在包括安 理 会 改 革 在 内 的 各 项 联 合 国 热 点 议 题

中发挥主导作用，实现其“强大日本”的政治抱负。

　　一、安倍政府“入常”公关的新动向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联合国外交中展示出

主动进取、力 争 有 所 作 为 的 积 极 态 度，并 在 国 际 场

合多次表示日本“入常”意愿不会动摇，日本希望成

为安理会 常 任 理 事 国 并 发 挥 相 应 的 作 用。总 体 来

看，日本本轮为“入常”开展的国际公关活动较之过

去，在凸显务实理念的同时，更具战略性，表现出明

显的“安倍特色”。

（一）重视战略谋划

２０１５年是联合国成立７０周 年，２０１６年 则 是 日

本加入联合国６０周年，安倍将这两个周年视为日本

“入常”的“重 要 时 期”及“具 体 行 动 之 年”，力 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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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要成 果”。① 为 此，安 倍 政 府 积 极 谋 划，多 管 齐

下，为日本“入常”铺路。

首先，争当 安 理 会 非 常 任 理 事 国，争 取 在 安 理

会中占有 一 席 之 地。由 于 非 常 任 理 事 国 在 解 决 争

端、提议召开 特 别 会 议、提 出 特 别 报 告 及 安 理 会 其

他工作程序 上 拥 有 普 通 成 员 国 不 具 备 的 特 权 和 优

势，因此，对 于 日 本 而 言，能 争 取“入 常”最 好，但 同

时也要力争非常任理事国，以便能在联合国内争取

获得更多的影响力。２０１４年５月，孟加拉国总理哈

西娜访问日本，安倍宣布向孟加拉国提供６０００亿日

元的经济援 助，②并 成 功 动 员 孟 加 拉 国 放 弃 与 日 本

竞争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外务省在２０１４财

年设立１．４亿日元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对

策专项资金”，邀请了包括非洲、中东、中南美、东南

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屿国家等６０多国的常驻联合

国代表访日，外 务 省 高 官 给 予 他 们 高 规 格 接 待，以

争取各国对 日 本“入 常”的 支 持。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日

本第１１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成为联合国历

史上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

其次，确 定 与 德 国、巴 西、印 度 三 国 合 作“争

常”，并积极 争 取 拉 拢 非 洲 联 盟 等 与 己 方 主 张 相 近

的集团。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６日，日本、印度、巴西、德国

四国首脑时 隔１１年 重 启 首 脑 会 谈，并 发 表 联 合 声

明，强调四国 将 加 强 团 结，共 同 推 动 安 理 会 改 革 进

程，并力争使 改 革 取 得 具 体 成 果。③ ２０１６年９月 联

合国大会召 开 期 间，以 上 四 国 举 行 外 长 会 议，再 次

确认相互支持对方国家的“入常”努力，还表示安理

会成员国应具有公正的地区代表性，四国将支持非

洲以及小岛 屿 发 展 中 国 家 等 中 小 规 模 联 合 国 成 员

在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中的代表性。此外，

与四国改革 主 张 相 近 的 其 他 国 家 或 地 区 集 团 也 成

为日本积极谋求加强合作和沟通的对象。２０１６年７
月２１日，日本等四国与来自非洲、太平洋岛国、加勒

比海地区、北欧五国等推动联合国改革的集团举行

会议，决定 共 同 建 立“安 理 会 改 革 朋 友 集 团”，定 期

召开各种会 议，为 尽 早 实 现 安 理 会 改 革 加 强 合 作。

同年９月２１日，该“集团”在美国纽约举行了高端会

议，各国共同 认 识 到 安 理 会 改 革 的 迫 切 性，将 加 强

内部合作，推动安理会改革的尽早实现。

（二）强化应对机制

首先，设立 专 门 机 构，从 机 制 上 加 强 安 理 会 改

革的战略应对，推动日本“入常”进程。２０１６年１月

２５日，日本正式成立由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担任本部

长的“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战略本部”，并于成立当

日召开首次会议，全面讨论日本担任安理会非常任

理事国期间，该 如 何 借 此 重 要 平 台 发 挥 作 用，以 及

应如何采取措施推动安理会改革。此后，岸田又分

别于２月和４月组织召开了两次会议，就日本关于

安理会 改 革 的 未 来 战 略、联 合 国 秘 书 长 选 举 的 应

对，以及日本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的策略等

问题，进行了磋商和探讨。

其次，拨出专款，为“入常”公关提供经费支持。

２０１４年起，日本 外 务 省 将 加 强 战 略 外 交，早 日 实 现

安理会 改 革 和“入 常”，以 及 加 强 对 外 宣 传 及 培 养

“知日派”等 作 为 外 交 优 先 课 题，投 入 大 量 经 费，为

“入常”争取选票提供经费支持。２０１６年，日本外务

省预算中有３１９５亿日元用于“基于积极和平主义的

全球性课 题”。并 明 确 提 出，要 争 取 早 日 实 现 安 理

会改革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同时要为提高日本存在

感而进行积极 的、战 略 性 的 人 才 培 养，致 力 于２０２５

年前使国际机构中的日本任职人数从现有的８００名

左右提高至１０００名。此外，外务省还拨出５４１亿日

元预算用于“战略性对外宣传”，其目的就是要扩大

“亲日派”和“知 日 派”，为 提 高 日 本 国 际 形 象、争 取

友好支持 做 准 备。④ 外 务 省２０１７年 预 算 更 为 明 确

地列出“安理会活动和安理会改革”项目，以资金为

后盾加强对安理会改革的支持，提出日本作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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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理事国将在积极开展安理会活动的同时，加强对

改革 推 动 派 的 动 员 和 游 说，以 早 日 成 为 常 任 理

事国。①

再次，高度重视长期以来日本与主要地区建立

的各种对 话 机 制，强 化 双 边 及 多 边 协 调，为“入 常”

谋求支持。日本不仅主办了于２０１３年６月举行的

第五届非洲开发会议（ＴＩＣＡＤ），还决定将五年会期

缩短至 三 年，并 首 次 将 会 议 的 主 办 地 移 至 非 洲。

２０１６年８月，安 倍 借 参 加 第 六 届 非 洲 开 发 会 议 之

机，与岸田文雄一起出访肯尼亚。安倍在参加会议

之余，利用短短两天的时间，与非洲１２个国家的首

脑举行 会 谈，连 一 日 三 餐 也 分 别 举 行 三 场 工 作 餐

会，向非洲 各 国 首 脑 宣 传 日 本 对 非 洲 的 经 济 贡 献，

力推“高 品 质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为“入 常”争 取 选 票。

在安倍的积极游说下，与会各国首脑在会后发表的

《内罗毕宣 言》中 确 认 了 尽 快 促 进 包 括 安 理 会 改 革

在内的联合国改革的决心和意志。在２０１５年５月

日本主办的“第七届太平洋岛国峰会”上，日本与其

他参会国共同决定建立“长期紧密的协作关系”，确

认合作以推动安理会改革。此外，日本还利用东盟

系列首脑峰 会、日 本 与 湄 公 河 流 域 首 脑 峰 会、日 本

与加勒比共同体国家首脑峰会、“日本＋中亚”对话

机制等多边场合，积极扩大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

力，争取有关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

（三）调整战略手段

与此前日 本 更 多 依 赖 贸 易、投 资、技 术 等 经 济

手段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相比，安倍政府开始转向从

政治、军事、安全层面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首先，力争在联合国维和框架内发挥更加积极

的作用。２０１５年 日 本 通 过 新 安 保 法 降 低 自 卫 队 出

兵海外的门槛，也放宽了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范围和 武 器 使 用 权 限。日 本 自 卫 队 不 仅 可 以 参

加过去的停 战 监 视、救 援 难 民 等 维 和 行 动，还 可 以

参与安全保障、驰援护卫②及司令部业务，并扩大超

过自我保护 以 及 武 器 防 护 程 度 的 武 器 使 用。２０１６
年以来，日本 政 府 先 后 两 次 做 出 决 定，主 动 延 长 日

本陆上自卫 队 参 与 联 合 国 在 南 苏 丹 维 和 行 动 的 派

驻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

上决定，允许参加南苏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日本陆

上自卫队正式实施基于新安保法的驰援护卫任务。

此外，自卫队员还可以与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共同

保护宿营 地 免 受 武 装 势 力 攻 击。这 是 日 本 政 府 自

新安保法成立以来首次扩大自卫队的海外任务。

其次，积极 参 与 非 传 统 安 全 国 际 合 作，力 争 在

防扩散、防灾 减 灾 等 议 题 上 的 主 导 地 位。２０１６年，

朝鲜先后两 次 进 行 核 试 验，日 本 对 此 反 应 强 烈，采

取极为 强 硬 的 对 朝 制 裁 态 度，并 在 联 合 国 积 极 游

说，力 促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尽 快 达 成 对 朝 制 裁 决 议。

２０１６年９月９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第五次核试验

后，日本反应 迅 速，安 倍 立 刻 与 当 时 的 美 国 总 统 奥

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电话会谈，确认三国将

积极合作，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日本外务省亚大

局局长金杉 宪 治 与 美 国 国 务 院 对 朝 政 策 特 别 代 表

金圣镕举行会谈，确认将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紧

密合作，并对朝鲜采取最大限度的强硬措施。外务

大臣岸田文雄也先后与美、韩、英、澳、法、俄、意、中

等多国外 长 举 行 电 话 会 谈，呼 吁 追 加 对 朝 制 裁。９
月２１日，安倍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指出，“如今世界

都在关注联合国是否会挫败朝鲜的野心，安理会是

否会立场一致去对抗朝鲜，日本作为理事国的一员

将率先在安理会提起讨论”③，明确表示日本要在联

合国发挥积 极 作 用，力 促 国 际 社 会 追 加 对 朝 制 裁。

在联合国安理会于１１月３０日一致通过对朝实施更

严厉制 裁 措 施 的 决 议 后，安 倍 和 岸 田 再 次 发 表 谈

话，支持联合国决定，表态将严格执行联合国决议。

此外，日本还将防灾减灾作为环境外交的新突

破口，加强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灾 害 援 助 和 经 验 共 享，

并以联合国为舞台，高调开展“防灾外交”。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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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１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９７＿ａｂ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０９２１ｅｎｚｅｔｓｕ．ｈｔｍｌ．



３月，日本主办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安倍在

会上宣布，将在今后四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４０亿美

元防灾 资 金，并 分 享 防 灾 经 验 和 提 供 防 灾 配 套 设

施，帮助各国培养４万名防灾减灾人才。① 此后，在

日本的积极呼 吁 和 推 动 下，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２日，联

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日本主导的提案，确定将每年

１１月５日定为“世界海啸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为纪

念首个“世界海啸日”，日本不仅在国内举行各种避

难训练和活动，还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举办各种

防灾论坛，并在智利、印度尼西亚、美国夏威夷及日

本的主要港口城市联合举办海啸防灾演习。可见，

日本正积极谋求在防灾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在海啸

观测与早期预警等方面推动和加速国际防灾合作，

争取在该问题上的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

（四）加强舆论公关

首先，安倍 本 人 高 度 重 视 首 脑 外 交，意 图 通 过

加强双边政治互信和发展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争取

更多“入 常”支 持。安 倍 成 为 日 本 历 史 上 出 访 国 家

最多的首相，并且还在不断刷新出访纪录。据日本

外务省统计，从２０１３年初至２０１６年底，安倍以开展

“俯瞰地球仪”外交为名，举行了４００多场首脑会谈，

足迹遍布６６个国家和地区。仅２０１６年，安倍就出

访１０次，先后访问１６个国家和地区。② 其中，各大

主要“票 田”成 为 安 倍 开 展 首 脑 外 交 的 重 要 对 象。

四年多来，安倍不仅成为首个遍访东南亚十国和中

亚五国的日本首相，还多次出访非洲及中南美洲国

家，与合作“争 常”的 德 国、巴 西 及 印 度 首 脑 多 次 进

行互访。安 倍 利 用 出 国 访 问、首 脑 峰 会 等 各 种 机

会，为日本“入常”造势拉票。在近年的联合国大会

上，安倍多 次 发 言 表 示 日 本“入 常”意 愿 不 会 动 摇。

在出访东 南 亚、非 洲、中 南 美 洲、中 东 和 中 亚 各 国

时，安倍分别 发 表 演 讲，阐 述 日 本 对 上 述 地 区 的 政

策，在积极 彰 显 日 本“存 在 感”的 同 时，大 力 劝 说 各

国支持日本“入常”。

其次，近 年 来 日 本 高 度 重 视 在 世 界 各 地 培 养

“亲日派”和“知日派”，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

结合的方式，积 极 传 播 日 本 文 化，对 外 宣 传 日 本 大

国形象，为“入常”争取支持。日本外务省已正式决

定，２０１７年在伦 敦、洛 杉 矶 和 圣 保 罗 三 个 城 市 率 先

建成宣传 日 本 文 化 的“日 本 屋”。日 本 政 府 有 意 将

“日本屋”作为加大对外宣传的重要海外据点，通过

传播日本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向世界介绍日本商

品、饮食、书籍、动漫、高科技实力等，使得更多当地

民众加深 对 日 理 解，增 进 对 日 友 好。未 来，日 本 政

府还计划在香港、雅加达和伊斯坦布尔等地依次开

设“日本屋”。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加大力度邀请

各国政界、经 济 界、学 界 具 有 一 定 地 位 或 较 为 活 跃

的人士访日，借 机 在 相 关 国 家 构 筑 人 脉 关 系，寄 希

望于这部分 人 士 归 国 后 能 够 帮 助 日 本 顺 利 推 行 外

交政策。此外，日 本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在 全 球 培 养“亲

日”和“知 日”的 青 年 人。２０１３年１月，安 倍 宣 布 重

启“日本与亚 太 各 国 青 少 年 交 流 事 业”，计 划 邀 请３
万名亚太地区青少年访日。２０１４年，日本又启动与

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少年交流计划，开展

５０００人规模的 青 少 年 互 访。日 本 政 府 期 待 从 青 少

年开始培养 对 日 友 好 情 感，宣 传 日 本 文 化 与 魅 力，

从长远角度在国际社会提升日本形象，为“入常”争

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二、安倍政府加强“入常”公关的动因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安倍在纪念日本加入联合

国６０周年的庆祝活动中表示了“日本将尽力实现联

合国改革，争取作为常任理事国进一步承担更多责

任”的决心。③ 事实上，尽管日本各界对“入常”前景

并不看好，但是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安倍一直高调表达

“入常”的 强 烈 意 愿 和 决 心，并 积 极 强 化“入 常”公

关。安倍 政 府 不 仅 将“入 常”定 为 长 远 目 标，更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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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回国連防災世界会議ハイレベル·セグメント安 倍 総 理 ス テ ー ト メ ン ト」、日 本 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５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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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常”公关作为开展战略外交的重要手段，力争实

现对外战 略 的 全 面 突 破。这 其 中 既 有 日 本 借 开 展

“入常”公 关，全 面 推 行“国 家 正 常 化”、重 塑 国 际 形

象的客观需求，也有防范和牵制中国的内在动因。

（一）推行全面“国家正常化”

安倍第 二 次 执 政 以 来，积 极 谋 求 全 面 战 略 突

破，努力实 现 日 本 的“大 国 梦”。安 倍 多 次 宣 称“日

本不做二流国家”，而“要成为闪耀在世界舞台中心

的国家”，并 表 示 在 应 对 国 际 社 会 的 各 种 挑 战 中，

“日本将与其他国家一道起到领导作用”①。２０１７年

元旦，安倍 在 新 年 致 辞 中 再 次 表 示，“将 高 举‘积 极

和平主义’大旗，使日本在世界的中心大放光辉”。②

可以说安倍已经启动了日本的全面大国化战略，他

口中的“美丽国家”“新国家”乃至“强大国家”，归根

到底就是一个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全面正常化的国

家。而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和普

遍性的国际组织，日本一直将“入常”视作崛起为世

界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安倍也希望通过加强“入

常”公关，力促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借联合

国的大舞台 开 展 多 边 和 地 区 外 交，在 全 球 治 理、经

济发展、国 际 和 平 合 作、裁 军 及 军 控、反 恐 与 防 扩

散、地区一体 化、危 机 管 理 及 防 灾 救 灾 等 议 题 上 发

挥主导作用，积 极 履 行 大 国 职 责，确 保 日 本 仍 可 以

在国际上维持“主要玩家”的地位和影响力。③

近年来，安 倍 打 着“积 极 和 平 主 义”的 幌 子，力

求突破二战 后 日 本 在 武 装 方 面 的 各 种 法 律 和 制 度

限制，使日 本 成 为“正 常 国 家”。２０１６年 底，日 本 允

许参与维和的自卫队员实施“驰援护卫”，给予自卫

队海外扩大武器使用的权限，使过去只在海外提供

后勤保障的自卫队可以借“维和”之名，参加一线军

事活动，也为日本自卫队今后参加其他海外行动时

执行此类 任 务 提 供 了 可 能。此 外，近 年 来，日 本 高

度重视“防灾外交”，积极加强与东南亚各国防务部

门的救灾合作，还派出自卫队员参与美澳等国的联

合救灾演习。可以说，日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冲破

战后体制对自卫队军事行动的约束，以获得更高的

全球领导地位，而为“入常”强化公关，强调所谓“国

际贡献”，仅仅是个幌子。④

（二）重塑全新国际形象

近年来，安 倍 政 府 的“入 常”外 交 与 其“重 塑 形

象”的外交 策 略 相 配 合，力 争 在 国 际 社 会 改 变 日 本

的战败国形 象，树 立 良 好 的 大 国 形 象，并 争 取 主 导

联合国改革进程。

首先，安 倍 政 府 积 极 运 作，转 变 国 际 形 象，变

“加害者”为“受害者”。近年，日本领导人在各种国

际场合强调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以

推动核裁军与核不扩散运动为由，积极游说世界各

国领导人访问核爆受害地，表现出试图以“受害者”

的姿态来掩盖侵略历史的动向。２０１６年４月，日本

借主办七国集团峰会之机，邀请七国集团外长访问

广岛市，促成美国国务卿克里等七国外长访问广岛

和平纪念公 园 内 的 核 爆 资 料 馆 并 向 核 爆 慰 灵 碑 献

花。此后，日本政府多渠道大力游说时任美国总统

奥巴马访问广岛，并最终成功促成奥巴马在参加七

国首脑峰会 期 间 前 往 广 岛 参 观 原 子 弹 爆 炸 纪 念 遗

址并发表 演 讲。这 是 在 任 美 国 总 统 对 该 地 的 首 次

参访，尽管奥 巴 马 并 未 表 示 道 歉，国 际 舆 论 也 没 有

积极评论，但日本各路媒体却高歌日美就历史问题

达成和解，将奥巴马此行宣传为“历史性”“突破性”

的访问。作 为 奥 巴 马 访 问 广 岛 的 回 应，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２６日，安倍访问夏威夷，纪念日本偷袭珍珠港时

的牺牲者。安倍在发言中仅做出“不战宣言”，并着

重强调“和 解”，却 只 字 未 提“道 歉”，一 厢 情 愿 地 试

图以在珍珠港“慰灵”来清算二战历史。

其次，安倍在开展“入常”外交的同时，高举“积

极和平主义”的旗帜，向世界大力宣传日本“爱好和

平”和“积极贡献”的国际形象。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出

台的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中，日

本正式提 出 以“基 于 国 际 协 调 的 积 极 和 平 主 义”作

为基本理念，将 该 理 念 提 升 到 了 国 家 战 略 的 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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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安倍利 用 各 种 国 际 场 合，极 力 强 调 日 本 的 国

际贡献，大 力 宣 传“积 极 和 平 主 义”，致 力 于 向 世 界

表明日本要从过去“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

和平主义”国 家，转 变 成 积 极 为 世 界 和 平 与 繁 荣 做

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

（三）防范及牵制中国

中国的全面发展给日本带来巨大冲击。中国不

仅在经济上取得持续快速且稳定的发展，在全球政

治、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大。中日实力对比的

逆转以及差距的日益拉大，使日本各界倍感压力。因

此，安倍第二次执政后，重提“价值观外 交”，以 共 享

“普遍价值”为由抢占道德制高点，试图利用周边国家

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全面发展的疑虑，极力拉拢有关国

家防范和牵制中国，力阻中国发展进 程。而 日 本 为

“入常”展开的各种努力，也成为其宣传自身责任与使

命，在全球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２０１２年 至 今，安 倍 无 论 走 到 哪 里，在 积 极 开 展

“入常”公 关 的 同 时，总 伴 随 着 对 中 国 的 无 端 指 责。

安倍不 遗 余 力 地 宣 传“中 国 威 胁 论”，目 的 是 要 将

“中国 威 胁”的 认 知 固 定 化，鼓 动 周 边 国 家 对 抗 中

国，谋求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对中国的包围圈。安

倍政府不仅决定与印度合作“争常”，而且借此机会

在大力增进与印度双边关系的同时，积极配合美国

宣传“印 太 概 念”，加 强 日 美 印 澳 四 方 海 上 安 全 合

作，联合印度共同牵制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在２０１６
年８月举行的非洲开发会议上，安倍在演讲时呼吁

非洲国家与 日 本 共 同 推 动 连 接 非 洲 和 亚 洲 的 太 平

洋成为“航 行 自 由、尊 重 法 治”的 区 域，并 极 力 强 调

日非关系不 同 于 中 非 关 系，力 求 凸 显 日 本“高 质 量

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日本与中国在对非援助上的

差异。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安 倍 与 到 访 的 巴 西 总 统 米 歇

尔·特梅尔举行会谈，在确认日巴加强合作共同争

取“入常”的同时，安倍不忘暗指中国，强调“确保东

海和南海航行自由与尊重法治”的重要性。

　　三、日本“入常”公关的前景

　　总的来看，日本的“入常”公关凸显现实主义理

念，在一定程 度 上 提 升 了 日 本 的 存 在 感，但 也 面 临

着诸多困境和问题。

（一）有利于日本“入常”的因素

第一，日 本 对 国 际 社 会 做 出 了 一 定 的 财 政 贡

献。自日本向联合国缴纳会费超过前苏联以来，日

本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资国。除此之外，

日本还长期承担了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维和经费，

也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众多国

际机构的主要出资国之一。

第二，日本借“环境外交”获得一些好评。近年

来，日本数届 首 相 在 各 种 国 际 会 议 场 合，先 后 发 表

“美丽星球５０”构想、“美 丽 星 球 促 进 计 划”及“美 丽

星球行动计划２．０”等有关环境保护的新构想，不断

向国际社会 展 示 日 本 在 应 对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方 面 的

贡献。２０１１年 日 本“３·１１”大 地 震 后，日 本 政 府 又

以“防灾 减 灾”为 重 点 开 展 环 境 外 交。这 些 都 有 利

于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三，日本打着“创造和平”“构筑和平”的旗号，

在突破战后体制的同时，为“争常”发挥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例如，２０１３年２月，安倍政府任命日本财团会

长笹川阳平为“缅甸国民和解担当政府代表”。这是

日本政府首次为其他国家的国民和解及民主化问题

设置政府代表。２０１６年３月，被任命为联合国驻阿

富汗援助团团长兼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

表的山本忠通，成为１０年来首个担任秘书长特别代

表的日本人。

（二）不利于日本“入常”的因素

首先，美国是日本“入常”的巨大阻力。尽管美国

前总统奥巴马曾表示支持日本“入常”，但是对四国同

盟提出的“入常”方案并未表态。美国对联合国改革

的基本态度是从内部机制优化改革入手，而非放手让

安理会扩容。早在２００５年日本“争常”之际，美国就

曾开出“空头支票”，在多次表明支持日本“入常”的同

时，坚决反对四国同盟的主张。新总统 特 朗 普 执 政

后，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连贯

性，也给日美在经济、安保等领域的合作带来诸多变

数。特朗普一向标榜以“美国优先”作为其经济和外

交政策的出发点，因此不排除其以支持日本“入常”的

口头承诺来换取安倍政府在安保和经济问题上做出

重大让步的可能性。但可以预见，对于日本再次谋求

与其他三国“捆绑入常”，美国仍然难以给予支持。另

外，日美同盟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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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的自主性。例如，日本连续２３年向联合国大

会提交《废除核武器决议案》。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

核爆的国家，日本声称提交这份决议案的目的在于向

国际社会表明日本为废除核武器而不断努力的决心。

然而，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７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对２０１７年正式启动《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的决议案

进行表决时，日本却在美国的压力下，对该决议案投

了反对票。日本一方面希望废除核武器，另一方面却

对禁止核武器的实际行动不予赞同，这种摇摆不定的

立场无疑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质疑。

其次，日本要争取成为代表亚洲的联合国安理

会成员国，却在各种国际场合对同为亚洲国家的中

国横加指责，并 试 图 联 合 周 边 国 家，极 力 防 范 和 牵

制中国，这无疑也让人质疑日本能否在安理会中真

正发挥亚洲国家的代表作用。

再次，日本不断强调“结束战后”、“开辟未来”，

却极力回避战争责任，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始终难

以获得亚洲国家的认同，因此也难以得到相关国家

对其“入常”的支持。例如，日本因不满２０１５年联合

国教科文 组 织 将《南 京 大 屠 杀 档 案》列 为 世 界 记 忆

名录，决定“暂 不 缴 纳”２０１６年 会 费。直 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２２日，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才对外宣布，日本已

完成２０１６年 会 费 的 支 付。２０１７年 初，日 本 政 府 因

韩国釜山日 本 总 领 事 馆 前 被 设 置 象 征 受 害 慰 安 妇

的少女像，做出了临时召回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

事的决定。２０１６年底，安倍赴美国珍珠港只“慰灵”

却不道歉的行为更是招致５０多名学者发表“公开质

问书”加 以 批 评。事 实 上，安 倍 政 府 想 要“摆 脱 战

后”仅靠“日 美 和 解”远 远 不 够，还 应 努 力 争 取 亚 洲

受害国家的完全谅解。

最后，日 本 国 内 反 应 相 对 消 极。事 实 上，自

２００５年“争常”失败后，日本民众就已深受打击。安

倍政府新一轮“入常”攻势开始以来，日本各界对能

否实现“入 常”的 信 心 依 然 不 足。日 本 外 务 省 国 际

情报局前 局 长 孙 崎 享 在 接 受 日 本《每 日 新 闻》采 访

时表示，日 本“入 常”全 无 可 能。他 指 出，现 在 的 日

本外交完全追随美国，没有做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后的 主 动 规 划。此 外，新 世 纪 以 来，日 本 所 承

担的联合国会费大幅减少。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日本承

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降至９．６８％，下降了１．１５３个

百分点，这是自１９８２年以来，日本承担的联合国会

费首次降至一位数。同时，日本在联合国维和预算

中分摊 的 比 例 也 从 第 二 位 跌 至 第 三 位，被 中 国 反

超。① 在对联合 国 财 政 贡 献 持 续 下 降 的 情 况 下，日

本各界也担心未来本国的“入常”之路将更加艰难。

　　四、结语

　　历史在进步，联合国的改革势在必行。应该承

认，联合国改革的内涵虽然丰富，但障碍难越，改革

进程虽不断前进，但始终伴随着矛盾和斗争。从现

实看，无论中国采取何种态度，日本近期内实现“入

常”目标都 具 有 一 定 的 难 度，日 本 各 界 也 普 遍 有 此

认知。但是，日本政府仍在声势浩大地做“入常”动

员，其争取“入 常”的 种 种 手 段 与 安 倍“俯 瞰 地 球 仪

外交”和“战 略 外 交”手 法 如 出 一 辙。事 实 上，日 本

能否如愿“入常”，主要取决于联合国大会将通过怎

样的改革 方 案。中 国 作 为 联 合 国 五 大 常 任 理 事 国

之一，一向支 持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改 革，但 中 国 也 强 调

不应强行推动非成熟方案，而且主张应增加发展中

国家的代 表 性 和 发 言 权。中 国 应 继 续 坚 持 自 己 的

主张，及 早 就 联 合 国 改 革 相 关 问 题 表 明 自 己 的 态

度，如支持印度、巴西以“金砖集团”、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 家 为 立 足 点 竞 争 安 理 会 常 任 理 事 国 席

位。鉴于日 本 目 前 在 历 史 认 识 问 题 上 出 现 的 反 复

与倒退，中 国 应 明 确 日 本 需 先 彻 底 清 算 历 史 问 题，

在此基础上 才 可 能 考 虑 取 消“敌 国 条 款”②，至 于 日

本“入常”问题则更应延后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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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の財政貢献」、日 本 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ｆｐ／ｕｎｐ＿ａ／ｐａｇｅ２２＿

００１２５８．ｈｔｍｌ．
“敌国条款”是指《联合国宪章》第５３条、第７７条和第１０７条中，对日本、德国等战败国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侵略战争重

演，规定了一旦德意日等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

需安理会授权。日本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一直试图鼓动联合国废除该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