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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战略性外交 中 的 海 洋政策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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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战略性外 交 作为 体现 日 本主体性 的 、 旨在参与 和主导 国 际事务 的对 外 关 系 样 式 ， 日 渐具有现 实主 义 海

权 色彩 ， 已成 为 影 响 东 亚 和平 稳定及地 区海 洋安全环境的 不 确 定 因 素 。

“

新安保 法
’ ’

已成为 日 本实 现海洋 战略 意 图

的 法 制依据
，
以激化钓鱼 岛及 东 海 问题遏制 中 国 的正 当 海 洋 维 权 。 日 本借主 办 七 国 集 团峰会设 定 海 洋安 全议 题 ，

刻 意 曲 解 中 国 的 正 当 海 洋 维 权行 动 ， 大肆 渲 染
“

中 国 威 胁论＇日 本还构 想基 于 海 洋 安 全合 作 的
“

非 洲 外 交 新 战

略
”

， 以推 动 印 度洋 太 平 洋 海域的 海权 理念的 落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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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 日 本研究所 研 究 员

责任编辑 ： 乌 兰 图 雅

ＤＯ Ｉ
：
１ ０

．
１ ９ ４９ ８ ／

ｊ
．ｃ ｎｋ ｉ ．ｄｂ ｙｘｋ ．２ ０ １７

．
０４ ．００４

日 本 的
“

战 略性 外 交
”

理 念 是 安倍 晋 三所 谓相关 国家 ，形成所 谓 的
“

战略性伙 伴关 系
”

。 ２ ０ １ ６

“

基 于 国 际 协调 的 积 极 和 平 主义
”

， 即重 视 普遍 价年 日 本主办七 国 集 团 （ Ｇ ７ ） 首脑峰会 ， 安倍执 意设

值观的 、 以维护 日 本 国 家利 益的
“

主 张型 外交
”

指置海洋安全议题 。 如果说 日 本海洋 战略有 所调整

导思想及对外关 系 理念 。 日 本开展 全方位战 略性的话 ，那就是以
“

航行 自 由 和 法治
”

为 幌子 ， 通过构

外交充分反映在具体 的海 洋政策 实施之 中 ， 安倍建全球性海洋 民 主安全联 盟 ，介人
“

南海仲 裁案
”

，

政府力 争在 国 际社 会确立海洋 国 际法方面发挥主遏制 中 国 海洋维权 行动 ， 从而体 现 日 本 海洋 战 略

导性作用 。 安倍 首相在 ２ ０ １ ６ 年初 第 １ ９ ０ 届 国 会的现实主义海权图谋 。

－

、 以
“

新 安保法
”

作 为落实 海洋政策 的
有 自 由 、 民 主 主义 、 基本人 权 、 法 律等 基本 价值观

的 国家 加 强合 作 。 我 们
－

直 以 来 不 断加 深 与 丨

盟 、 澳大利 亚 、 印 度 、欧 洲等 国 家 的 战略性 伙伴关２ ０ １ ６ 年 ３ 月 生效的
“

新安保法
”

成为 自 卫队海

系 。 今后我们会进
一步拓展这一 关系 的 广度 和 深外行使集体 自 卫权 的法制依据 ，这是战后 以来 日 本

度
”

。

？
安倍 的上述执政理念道 出 了 其价值观外交国家安全政策的

一个质的 变化 ，将对亚太及 全球海

的重点就是要整合亚太及全球具有相 同价值观 的洋安全环境及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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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新安保法
”

出 台 的政治 目 的看 ，早在 ２００ ６ 年动
”

。 所谓的
“

存亡危机事态
”

， 是指
“

与 日 本关系 密

安倍首 次上 台就提 出 力 求实 现从
“

解禁集体 自 卫切的 国家受到武力 攻击 ， 日 本的 生存亦处于 明显危

权
”

到
“

修宪
”

的执政构想 。 只是在安倍短暂的任期险境地 ，且民众生存 、 幸福 与 自 由 权利受到 威胁
”

之

未能实现 。 老牌保守政党 自 民 党经过几年 的在野时 ， 日 本可 以行使武 力 予 以 还击 。 也就 是说 ， 当 日

自 省 ， 总结失败教训 ， 修宪 的 意愿更加 明 确 。
２ ０ １ ２本的 同盟 国及 与 日 本安全密切 相关 的 国 家受 到 攻

年底安倍为首的 自 民党再次上台 ， 随即将解禁集体击时 ，并且危 及到 日 本 国 家安全 的状况 下 ， 日 本可

自 卫权提上议事 日 程 ， 并形成 内 阁 决议案在 国会强以武力行动加以应对和还击 。

势通过 。 这样 ， 日本就有 了 可 以在海外 与 同盟 国 行“

灰色地带事态
” “

重要影响 事态
，，

与
‘ ‘

存亡危机

使集体 自 卫权的法律依据 。

事态
， ，

三种事态 实 为 递进升级过程 ， 且 多 发生在海

从
“

新安保法
”

解禁集体 自 卫权 的 内 容看 ，更多
上或海外 。 三 种 事态分 级递 进升级 ， 三者 紧密关

的是涉及海外麟 洋安 全刚 ， 主要集 巾于 日 本如 联 ， 成为 自 卫队酿发起武 力攻击与 行使集体 自 卫

何在可能的較及龄 巾浦雜 自 卫权關题 ，

＿＿法細 ， 具有 引发鮮醜险性 。 以 日 本

重点涉及应 ）Ｔ
‘

灰色娜 事态
’’ “

重要影 响 ＃态
”

和
举行舰

“

灰色麟事 态
”

的 首次联合 训 练演习 为
“

存亡危机事态
”

二个方面 的 内 容 。 職二 种＃态
例 ，雖是针对 巾關鱼岛 的 。

應 年 ： １ 月 ， 日 本
０ＩＭＳ ＃＆

觀厅 、海上保安厅 与 自 卫 队联合 实施 了
“

设想他
定 ， 即 由 首相或 以首相 为首 的

＾

全保 障会议 决定 。

目武装渔民非法登陆 离 岛
”

的联 合训 练演 习 。 旨 在
具体来说 ’賴 純地雜态 时于鮮状态 与

就
“

肖結細处于龄状态 ，健織 察与海上
武力 冲突之 间 的事 态 ， （若他国 民兵等 准军事力 量，口 史 厂 ，

丨 ｅ 、册 地 批 ，击 士 、

保安厅 （人员 ）难 以应对
‘

灰色地带
’事态进行合作

”

登临
“

离 岛
”

） 在 未达到武 力攻击 的状 况下 ， 当 日 本吻

的演习 。

？
虽然 对外宣称该 训练演习

“

不 针对特定
的警察力量不足或 不能解决这

一

冋题时 ， 就可 出 动

、士 主 Ｔ５ＴＵｉ ？ｎａ士 
“

Ｉ古
、

求国家和地点
”

， 但此次联合训练设想 的 对 象是类似
自 卫队 加以应对 。 这表面上是要保卫 日 本

“

西南诸

岛
”

，实酣对 的是 中 国 钓鱼 岛及其 附近海域 的 事
胃ｎ

态发展 。 所谓
“

重要影 响 事态
”

， 是指
“

若 置之不 Ｓ
￥岛周边海域实施了 自 卫队 员 搜救坠落＿军机

则可能导致对 日相直接武力 攻击等髓 ，给 日 本
机组人员脈合■ 。

显然 ， 此举是在
“

新安保法
”

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 的事态
”

。

① 也就是说 ，

体体？^

如 果政府麵
“

安全娜 相关法
”

认定某賊 Ｊ！ 〗
“

赃縣
”

的实施 为 日 本介人 国 海洋安 全

对 日 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 的
“

重要影响 ＃
纟
彳纷提供 了 法律

“

论据
”

。

“

新安保法
”

生效后 ， 南

态
”

， 除实际正在发生 战斗 的场所外 ， 自 卫队可 以 不
胃争 端

”

被 日 本政府 界定为
“

重要影 响事态
”

。
日 方

受空间 限制为 战斗 中 的美军等他 国军队提供补给 、

通过派遣军机飞越南 海相关海域 ， 這 染
“

严峻
”

的周

运输等后方支援 ，包括提供弹 药 以及为准备升 空 参 边海洋安 全事态 和 日 本的
“

海上通 道
”

安 全密切关

加 战斗行动 的飞 机加 油 等 。 现在 ， 应对
“

重要 影 响 联 ， 日 本随时保持必要 的 自 卫或行使集体 自 卫权等

事态
”

的 范 围 已 远远 突 破 周 边地 理 范 围 的 限 制 。

军事动作 的意识 。 随着
“

新安保法
”

的 生效 ， 日 本与

《周边事态法 》更名 为 《重要影 响事态 法 》 ，彻底改变美 、澳 、菲 、越 、印 尼 、 印度等国 的 海洋安全合作关 系

了
“

周边事态
”

中 原来 的 范围 、 对象 和地理 限制 ，使陡然增强 。 事实上 ，

“

新安保法
”

生效最 大 的 变化 ，

自卫队 向 美军提供援助 的范 围从 日 本周 边地 区 扩就是 突 破 了
“

专守 防 卫
”

政策 ， 自 卫 队 开始走 向 海

大到全世界 ，

“

自 卫队 能到地球上任何一 个角 落 活外 ， 与 同盟 国或安全相关国 家构建海洋安全合作框

① 《 自 卫队将 实施设 想 中 国 大 陆 与 台 湾 冲 突 的 演 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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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谋求 行使集体 自 卫权 。 安 倍 首相 将 菲 、 越 、 印也是 日 本 行使集体 自 卫权 的
一次具体行动 。 日 本

尼 、澳 、印 度等 国作 为
“

战略性 国 际防卫合作
”

政策还 出 动了 多艘护卫舰参与 了 美 国航 空母舰 战斗 群

的重要环节 ， 目 的是为 了建立起遏制 中 国海洋维权的联合军演 ，实施对 朝鲜军事攻击 的 战斗部署 。 此

的
“

海洋安全联盟
”

。 为此 ， 日 本还通过 向东南亚 国举 旨在全面落实
“

新安保法
’’

关于行使集 体 自卫权

家提供防卫装备和开展海洋安 全合作 ， 帮助合作对的海上合作样式及相互配合应对措施 。

象 国提高海上警备力量 。 譬 如 ， 为 了提高菲律宾在
“

新安保法
”

的 生效乃至落实 ， 将所谓 的海上威

南海的警备能力 ， 日 菲两国政府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２ 月 ２ ９胁与 国内 相关立法直接挂钩 ， 这意 味着 日 本海上 自

日 正式签 署 了 防卫 装备 品 和 技术 转 移相 关 协定 。卫队随时可能
“

依法
”

海外动武 ，介人 冲突或战争 ，

两 国还将 为 日 本海上 自 卫队 向菲 律宾军 方提供飞＿＋ａ
一、借主办七 国集 团峰会设定海洋 安全

机租赁创造条件 。？ ？

１乂题
针对朝鲜的核试验 、 弹道 导弹开发 以及 中 国 的

海洋活动 ， 日 本 自 卫队根据
“

新安保法
”

实施保护美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 日 本 主办七 国集 团峰会 ， 力求在

军舰艇在 内 的
“

武器等 防护
”

。

“

武 器等防护
”

是指确立海洋
“

法治
”

方 面发挥主导作用 ，将扼制 中 国海

自 卫 队保护弹药及舰船等 的任务 ， 是 日本 自 卫队 的洋维权提上 议事 日 程 。 进 而通过七 国峰会 宣言 的

任务之
一

，根据
“

安全保障相关法
”

将防护对象扩大形式 ，提出所 谓
“

反对凭借威胁及 实力 主 张领土及

到正在进行保卫 日 本所 需活 动 的 美军舰 艇 。
这是海洋主权

”

的议题 ，将 安倍 的海洋 战略理念 转变为

设想从平时到发生
“

重要影响事态
”

的 多种情况 下七 国首脑的
“

共识
”

，达到其海洋战略意图 。

展开 的 。 防卫相稻 田 朋美列举 了保 护美军舰 艇的日本外相岸 田 文雄 就主 办七 国峰会 对媒体 宣

事例及情 况 ： ① 正在 对朝鲜 弹道导 弹实 施 警戒 监称 ：

“

这是 日 本带 头进行 国 际性讨论 的 重要年 份 。

视 ；②正在与 自 卫队进行 联合训 练时 ，设想美 军舰为 了地区和世界的 和平 与繁荣 ， 国 际性 的课题也必

艇遭到武装团伙等 的攻击 。 同 时 ， 日 本新安保相关须进行认真讨论 。

”
？

法还将保护 对象扩 大到美军 等他 国军 队 。 在平 时日本政府从七 国集 团峰会主席 国立场 出发 ，对

或发生尚 未达到遭受特定 国 家武力攻击级别 的
“

灰亚太地区 安全环境恶化进 行 了
“

自 我诠释
”

。 日 本

色事态”时 ，

“

有 助于 防卫 日 本 的 活动
”

的他 国 军 队作为亚洲地 区唯一的 七国集 团成员 国 ， 提出 朝鲜和

成为保护对象 。
２ ０ １ 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防卫相稻 田 朋中 国的 军事动 向及东亚海洋纠纷 问题 ， 向 亚洲各国

美以美军在 日 本及朝鲜半 岛 周边海 域部署 舰船警乃至全球 彰显 日 本 的存在感 。 试 图使七 国 集 团及

戒朝鲜弹道导弹为 由 ，首次下令 自 卫 队实施在平时其他 国家关 注东海 、 南海 问题 ， 并邀请老挝 、 越南 、

保护美军舰 艇的
“

武器等 防护
”

任务 。 规定 自 卫官印度尼西亚 、 孟加 拉 、 斯里 兰卡 、 巴 布亚新 几 内 亚 、

执行任务过程中
“

根据事态合理判断在有必要的 限乍得七国首脑参加 峰会 的扩大会议 ， 寻求各 国对 日

度内
”

可 以使用武器 。 日 本 的补 给舰将在 日 本近海本设定海洋安全议题的理解与合作 。

为防备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 美军舰船实施补给 ，或为此 ， 由 岸 田 外相主导 的 广岛 Ｇ７ 外长会议从

者对驶人 日 本海并 与 自 卫队及韩 国 海军实施 联合
一开始就力 图 发表所谓

“

反对南 海军事化
”

的特 别

训练 的美 军舰船提 供补给 。 当美 舰遭到武装 集 团文件 ，并且对 中国公务船钓鱼岛 维权的 东海局势表

等攻击时 ， 自卫队有可能会使用武器 。 ５ 月 １ 日 ，海示共同关切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

Ｇ７ 外长会议发表

上 自 卫队直升机航母
“

出 云
’ ’

号开始在太平洋
一

侧有关海洋安全的声 明 ， 对 中国 南海 海域的 正当维权

海域为美军补给舰护航 。 这是 ２ ０ １ ５ 年通过
“

新安保活动表示
“

强烈反对
”

。 声 明 还针对钓 鱼岛 海域 及

法
”

之后 ， 日 本对美军实施 的第
一次海上警护行动 ，东海局势表 明 了 特殊

“

关 切
”

。 有关海洋 安全 的 声

① 《 日 本 基 本 确 定 Ｇ ７ 峰 会 议 题 拟 主 导 反 恐 和 全 球 经 济 讨 论 》 ， 共 同 社 中 文 网 ，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ｈ ｔ
ｔｐ ： ／ ／

ｃｈ ｉｎａ ， ｋ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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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主要 内容如下 ：① 自 由 、 开放 、稳定的 海洋是国 际提升海上警备能力 ， 将迅速追加提供可转用为巡逻

社会和平 、 稳定 、繁荣 的 基础 。 基 于海洋重 要性 的船的船只 。 岸 田 外相还 就 日 本 海上 自 卫队舰 艇使

—致认识 ，再次确认将参与海洋安全保 障与海上安用面向南海的 越南金 兰湾
一事 ， 与越方 协商 ， 希望

全的国际合作 。 ②根 据 国际法 维护海 洋秩序 的重以此强化 日 越 两国 在南 海 的安 全保障合作 。 岸 田

要性 ，与会者表明 维护航 行与 飞行 自 由 ，
以 及合法的上述外交行 为是 为 了 实 现在七 国 集团 峰会及扩

利用海洋专属经济区 的 自 由 ， 包括依据 国 际法无害大会议上将
“

南海问题
”

作为主要议题来铺路 。

通过相关海域 的 权利 和 自 由 。 ③ 所有 国 家应基于日 本主导广 岛 Ｇ７ 外长会 议出 台 了所谓 的
“

海

利用包括仲裁程序在 内 的 国 际上认可 的相关机制 ，洋安全声明
”

，试图使之成为 ５ 月 下旬七 国集团 峰会

形成依据法治维护 国 际秩序 的认识 ，遵 照 国 际法解的核心 内容 。 日 本注重 在南海 问 题上加 强与菲律

决相关海洋争端 ，并严格履行具有 约束力 的 国 际法宾 、 越南和 印 度尼西亚等 国 家 的安 全合作 ， 并 刻意

庭裁定 。 ④与会者对 东海 和南海 的局势表示关切 ，在峰会上将欧美 的 注意力吸 引 到 亚洲 海 洋 问 题上

强调解决争端 的重要性 。 尤其对于改变现状 、加剧来 ， 以此达到遏制 中 国正 当海洋维权的 目 的 。 七 国

紧张局 势 的 威吓 性 、 髙压性 和挑衅性 的 单方 面行集团首脑峰会闭幕后 ，美 国总统奥 巴 马 访 问原子弹

动 ，表示强 烈反对 。 ⑤所 有 国家应对 大规模填海 、轰炸地广岛的 和平纪念公 园 ，参 观原子弹爆炸资料

建立基地及军事利用等行动保持克制 ，要遵循 国际馆 ，还与安倍晋三首 相
一

同 向原 子弹轰炸遇难者纪

法开展相应行 动 。 要 全面有效地 履行关 于南 海 的念碑献花 。 这是在任 美 国 总统 首次 访 问 广 岛 。
日

行动宣言 。 ⑥与 会者强烈谴责威胁全球稳定 、
安全本意在以 日 美的所谓

“

历 史和解
”

， 寻求两 国同 盟 的

及繁荣 的海盗 、 违 法捕鱼 、有组织 犯罪 和恐怖主义现实利益 ，共 同应对中国 的海洋维权活动 。

Ｗ为 。 ⑦帮 助沿海 国家克服 自 身 的 脆弱性 ’将 ｉｔ三、 以钓 鱼 岛及东海 问题遏 制 中 国海洋
过帮助其提升海上管理 、 沿岸警备及 司法等能力开

维权
展 国际合作 。 ⑧ 与会 者认识到 维 护贯彻海 洋法 的

重要性 。

？日本在国 际社会渲染
“

中 国威胁论
”

， 将其 作为

从七 国集团 发布的关于海洋安全的 Ｇ ７ 外长声行使集体 自卫权 、 突破宪法第九条的 借 口 。 这样 的

明看 ， 日本显然 是要拉拢欧洲关 注东亚 的所 谓
“

南海权意图 已成为 日 本政府 及其执政 的保 守政 党制

海问题
”

， 力 图使 以 欧美为 主体 的七国 集 团 共同 向定海洋战略及政策 的指导 思想 。

中 国施压 ， 以达到干扰 和遏 制 中 国正 当海洋维权的首先 ， 日 本 刻意 曲 解 中 国 的 正 当 海 洋维 权行

战略 目 的 。
２ 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日本护卫舰和大型直升机动 ， 大肆宣 扬

“

中 国 海洋 威 胁论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４

驱逐舰参与 印尼 海军举办 的
“

科莫多
”

多边 海军演日 ， 日 本防卫省智 库 防卫研究 所发表 了 《 中 国 安 全

习 和菲美联 合军演 。 日 本舰艇轮 番在南海 的 活动保障报告 》
。
该报告渲 染东亚 现有 的 安 全秩序

“

有

目 的 ， 在于引 导 国 际社会对南海问 题 的 关注 ， 使之可能彻底 改变
”

， 指出 中 国 军方加快 军事装 备研发

复杂化 、 国 际化 。与部署 ， 推进各 军种
一

体化运 作及配合 ， 将海 军 的

岸 田 文雄外相在结束 Ｇ ７ 外 长会议后 ， 就有关作战海域前沿从沿海地 区 扩展到 东海和南 海 ，在更

海洋安全的 声明 出访泰 国 、 缅甸 、 老挝 及越南 等 国远地域展开军事行动 ，

“

试 图加强海洋作战能力
”

。

寻求支持 。 岸 田 在访 问 泰国 时提 出东 盟应在南 海其 次 ， 日本不断强化包括钓鱼岛 在 内 的所谓西

问题上一致对抗 中 国 的 建议 ； 与越南达成应对 中 国南诸岛 的防卫力量 。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 针对 中 国 的钓鱼

海洋维权的
“

海洋安全合作
”

意 向 ，并邀请越南 出 席岛及东海海洋维权行 动 ， 日 本防卫省 以强化西南诸

七 国集 团峰会 的扩大会议 。 岸 田 表示 为 帮 助越南岛防御能力 的名 义 ， 在与那 国 岛 设立陆上 自 卫队沿

① 《 Ｇ７ 外 长会议发表有关 海洋安 全的 声 明 》 ， 共 同社 中文 网 ，
２ 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 ｈ ｔ ｔ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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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监视部队 ， 对附近活动 的过往船 只 、 飞机进行雷海洋维权的意 图凸显 。

达监控 。 日 本还在冲绳县宫古 、石垣两 岛 和 鹿儿 岛近年来 ， 中 国开 展的合法正 当的海洋行动被 日

县奄美大 岛推进部署陆上 自 卫队的计划 。
２ ０ １ ６ 年 ４本渲染成为

“

威胁
”

， 鼓动 国 际社会加 以
“

警惕
”

。 并

月 ，海上保安厅部署 了针对钓鱼岛 及周 边海域 的 １０且 以
“

航行 自 由
”

及海洋安全 的维 护者 自 居 ， 拉拢南

艘 １ ５００ 吨级新型巡逻船
？

， 由 针对钓鱼岛及 附近海海声索国 、 欧美诸 国 ， 构建 围堵 中 国 海洋维权 的 国

域的第 １ １ 管区海上保安总 部分管 。 加上其他管 区际联盟 。 其 目 的是为 了不断混淆 国际视听 ， 遏制 中

的 ２ 艘可搭载直升机的巡 逻船在改装后调配至 １ １国依法维护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的行动 。

管区 ，总计 １ ２ 艘巡逻船的专队体制 由此形成 。 再加
ｒｍ 甘工
四 、基于海洋安全合作的 非洲外 交新战

上钓鱼岛
“

国有化
”

前部署在 １ １ 管区 的 ６ 艘千吨 级

以上巡逻船和 １ 艘可搭载直升机的 巡逻船 ，
１ １ 管 区

̄

的巡逻船总数增至 １ ９ 艘 。 同 时 ， 海上保安厅 １ １ 管第六届 非 洲 开发会议 （ ＴＩＣＡＤ ）

？
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８

区人员 定额也随之增至 １７ ２ ２ 人 ，其中 ６ ０６ 人隶属于月 底在肯尼亚举行 ，作为 １ ９ ９ ３ 年启 动以来 的非洲开

钓鱼 岛专队 。 海上保安厅还整修巡 逻船基地石 垣发会议首次离开 日 本在非 洲 召开 。 会议通 过 了包

市石垣港码 头及 宿舍 ，不 断强 化海上安 保 的 整 体括参与全球反恐 、强调 以 国际法维护海洋秩序等内

机制 。容的 《 内 罗毕宣言 》 。 安倍首相发表会议演讲 ， 呼 吁

２ ０ １ ７ 年 ３ 月 ２ ７ 日 ， 自 卫 队
“

水 陆机动 团
”

队员日 本与非洲 加 强政治和海洋安全合作 ，

“

要将亚洲

教育部 队在佐世保正式启 动 。

“

水陆 机动 团
”

是 用至非洲建设成增长 与繁荣的 大动 脉
”

，

“

将连接两大

于防范鹿儿岛 县至 冲绳县 的 南西 诸岛 可能受到 的陆 的海洋建设成为 以 法维护 的 和平大海
”

。 对于 曰

攻击 。 此次启 动 的
“

水陆机动 团
”

教育部 队将指 导方把会议议题从经济 引 向 海洋安全问题 ， 引 起非洲

实战性技术 ， 以加强包括钓 鱼 岛在内 的所谓西南诸与 会代表的警惕和异议 。

岛 的防卫力量及夺 岛机动 团 队员 的实战能力 。首先 ， 日本借
“

反海盗
”

之名 在非洲 建首个军事

再次 ， 日本在 ２ ０ １ ６ 年度 《 防卫 白 皮书 》和 《外交基地 ，试图 实现海外派兵全球化 。 近年来 ，
日 本政

蓝皮书 》中 渲染钓鱼 岛 、东海和 南海事态 ，全方位制府积极参与在非 洲 的
“

反海盗
”

行动 ， 以此派遣 自 卫

衡中 国 的 图谋非常 明确 。 近年来 ， 以年度 《外交蓝队介人非洲 安全事务 。 日 本借
“

反海盗
”

的 名 义在

皮书 》和 《 防卫 白皮 书 》为代 表的 日 本官方外交安全非洲东部海岸 的吉布提建立起首个海外军事基地 ，

政策 ，呈现 出 海洋 战略调整 的 明 显 特点 ， 即 紧 盯 中加大海外派兵 力 度 。 借 ２ ０ ０８ 年 前后搅乱 国 际海上

国 ，炒作东海问题 ，挑拨南海事态 。
２ ０ １ ６ 年度 《 外交通道 的索马里海域及亚丁湾

“

海盗
”

问 题 ， 日 本制 定

蓝皮书 》渲染 中 国在南海推进
“

军事基地化
”

，对此并通过了 《 应对海盗法 》 ， 并依据 《 联合 国 海洋法公

日 本将与各 国 合作 确保航 行和 飞行 自 由 。 关 于南约 》相关条款 可 以 对任何 国籍 的海 盗行为 施 以 处

海局势 ，
２０ １ ６ 年度 《 防卫 白 皮书 》妄称

“

中 国继续采罚 、逮捕和审讯等 司法行动 。
为 了达到借

“

反海盗
”

取 以实力改变现状 的尝试
”

及
“

高压行动
”

。 关于东名义长期海外派兵的 目 的 ， 自 卫队从 ２ ００ ９ 年起不断

海 问题 ， 白皮书则 大谈 日 本航空 自 卫队 战 斗机针对巩 固吉布提基地 ，于 ２ ０ １ １ 年 ６ 月 将吉布提建成首个

中 国军机的 紧急升 空次数
“

趋于 急速增加
”

以及 中自 卫队海外 专属基地 ， 形成
“

海 外派兵
”

常态化 体

国军机较之前增加南下飞行 的状况 ， 还渲染 中方在制 。
该海外军事基地包 括可容 纳 ３ 架 Ｐ３Ｃ 反潜巡

钓鱼 岛附近活动
“

日 益活跃
”

的状况 ， 遏制 中 国 正 当逻机 的停机坪和容纳 １ 架飞机 的机库 ， 以及 司令部

① 新 建 的 １ ０ 艘巡 逻船均 全长 为 ９６ 米 ， 总吨数约 １ ５００ 吨 。 可 高速 巡航 ， 并配有 ２０ 毫 米 口 径机 关 炮 、 可远 程操控 的 水枪 、停船

命令显示 装置 等 。

② 非洲 开发会议 （
ＴＩＣＡＤ） ， 是以 非 洲 开发和 对非 洲提供援助 为 主题 ， 由 日 本政 府主 导 同 非 洲 联盟 （ ＡＵ ） 及联合 国 等 共 同 举 办

的 国 际会议 ， 是 日 本对非 外 交的 重 点之
一

。 该会议 于 １ ９ ９ ３ 年 启 动 ， 每 隔 ５ 年在 日 本 召 开 一次 。
２ ０１ ６ 年 ８ 月 底 ， 在肯尼亚 召

开 第 ６ 届 会议 ，这是 首度在非 洲 举行 ， 自 此 未 来将每 ３ 年举行一 次 。

２０



大楼
、宿舍等设施 ， 日 本政府 每年 可 向 该基地派遣缘的重视 自 由

、 法治 和市场经济之地 。

”
？

陆上 自 卫队员 ７ ０ 人和海上 自 卫 队员 １ １ ０ 人 。 可 以
五 、结语

常驻 ２ 架反潜巡逻机和 ２ 艘护卫舰及支援部队数百

人 ， 负责执行
“

反海盗
”

等防卫任务 。当 前 ， 日 本战 略性 外 交 中 的 海洋 政策 推进 已

以
“

反海盗
”

之名 ， 日 本 政府 表明 了 自 卫 队海经成为其 对外 关 系 的 重 要 形式 。
日 本 已 经 突 破

外派遣永久性 的 意 图 。
尽管近年来索马里亚 丁湾保卫传统海上通道 的 安 全观念 ， 不 断扩大 西南诸

的海盗活动呈减 少 趋势 ， 日 本仍 然持续 派遣 自 卫岛 军力 部署 ，强化海 上 自 卫 队及海 上保安 厅 的 飞

队常驻吉布 提基地 ， 强化 日 本 参与非 洲 安全事 务机及舰艇 的数量和海 巡 力 度 。 同 时 ， 以 强 化 日 美

的力度 。 近年来 ， 日 本政 府不断 提升 吉 布 提基地同盟为 先导 ， 不断扩大亚太 地 区 乃 至全球 海洋安

的功 能 ，包括救灾援助 、 联合国维 和行动 以 及反恐全伙伴关系 范 围 ，提 出 从经 济拓展 到安全 领域 的

怖等相关支援 活 动 ， 以 及在非 洲 乃至 中 东地 区 发日 本
“

非 洲 外交新 战略
”

，将 印 度洋 西海岸 的 非洲

生突 发事件 时 派飞机解 救 日 本侨 民 等事项 ， 力 求大陆纳 人 日 本 的海 洋战 略构想之 中 ， 并 以 印 度洋

增强 自 卫队海外基地的 多功能化 。 这 表 明该基地太平洋海域 航行 自 由 和
“

法 律支 配
”

的 秩序 主导

将作为 日 本 自 卫队 在非 洲 、
中东 的 长期活 动 基地 ，者 和 捍卫者 自 居 。 安倍还通过 价值 观外 交 ， 制造

把吉 布提基地作为实施 日 本 《 国 际和平援 助法 》 等
“

海 洋 国 家
”

与
“

大陆 国 家
”

间 的对 立 ， 妄言 中 国 南

安保法制 的前 沿阵 地 ， 显示 出 日 本海外 派 兵 的海海 、 东海 及钓 鱼 岛 维权 活 动 是 以
“

武 力
”

改 变 现

洋战 略意 图 。
状 ，竭力 与 中 国存在领 土主权 与 海洋权 益争端 的

其次 ， 日 本 力 图从 经济拓 展 到 安全领 域推 动国 家谋求
“

集体 自 卫权
”

， 以此 遏制 中 国 的 正 当 海

“

非 洲外交新战 略
”

， 将非洲 作为从太平洋 到 印度洋洋 维权行 动 ，营造有利 于 日 本 海洋 战 略调整 的 国

“

海上通道
”

的 战略新支点 。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２ ８ 日 ， 借际环境 。

日本担任本月 的安理会轮值主席 国之机 ， 岸 田 文雄上述战 略性外交中 海洋政策 的 实施 ， 表现 出 日

外相表示 ，为 了 提高 非洲 的 反恐能力 ， 日 本愿意提本 以价值观外交 、
经济 外交 、

俯 瞰地球仪外交和 构

供必要的援助 。 这一
“

援非
”

姿态 完全 是为 日 本 在建
“

海洋安全保障联盟
”

等形式 ， 遏制 中 国的 战略 图

肯尼亚召 开 的非 洲 开发会议做前期 国 际舆论铺垫 。谋 。 这不仅对 中 国钓鱼岛领土 主权及 东海 、南海 的

随后 ，安倍首相在 肯 尼 亚 出 席非 洲 开发会议时 ， 提海洋维权构成严重挑战 ， 而且严重破坏 了亚太地 区

出
“

自 由 开放的 印 度洋太平 洋战 略
”

构想 。 该战略的海洋安全环境 。
特别是 日 本政府 无视 中 国坚持

构想拟将经济增长显著 的 亚洲 地 区的成功经验 ， 由走和平发展道路 ，

“

妖魔化
”

中 国正 当合 法的海洋维

日 本主导 ，跨越印 度 洋传 向 非 洲 ， 从而 强化 日 非 关权行动 ， 导致东 亚 安 全局势 进一 步复杂 化和 尖锐

系 。 其主要理念是 日 本在致 力 于海洋 安全的 同 时化 。 从长远来看 ， 日 本仍会 以
“

价值 观外交
”

扩大所

推动非洲走 向 稳定 与 繁 荣 。 安倍 表示 ，

“

把 亚洲 与谓
“

海 洋安全联盟
”

， 开 展全 方位 国 际海 洋安 全合

非洲相连 的是海洋之路 。 日 本将把太平洋 与 印 度作 ，继续渲染
“

中 国威胁论
”

， 制造东 亚地 区 及 印 度

洋 、亚洲 与非洲 的交流活动构建成与 武力 和威慑无洋太平洋海域不安定乱局 。

① 《安倍提 出 非 洲 外 交 新战略 或 意 在 与 中 国 抗衡 》 ， 共 同 社 中 文 网 ，
２０ １６ 年 ８ 月 ２７ 曰 。 ｈ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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