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近期对台政策分析

吴万虹

　　摘　要：２０１２年起中日关系陷入低迷。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出于遏制中国的短期外

交战略考量，积极发展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２０１７年以后，伴随中日关系整体改善，

再打“台湾牌”对日本而言得不偿失，因此安倍晋三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开始自我克制。未

来，日台安保合作不会有重大突破，但不排除日本继续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进一步密

切经贸文化人员往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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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关系在“破冰”后“升温”，对日台间关系构成压力。台湾方面对

此不满。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过日媒对日本政府喊话，要求日方在

安保及诸多领域 进 一 步 深 化 与 台 湾 的 合 作，但 效 果 不 佳，遭 到 日 本 政 府

婉拒。日本一方面为避免刺激中国，明确表示不会在安保等敏感领域与

台湾合作；另一方面不放松与台湾的经贸和人员往来。

　　一、日台关系实质性提升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２０１６年上台伊始，正值中日关系低迷阶段。

蔡英文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采取“亲美日抗大陆”的战略，提出“台日命

运共同体”论调，以寻求日本支持。蔡英文的“亲日”思维与政策走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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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与拥有“亲台”背景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得一致，日台关系

取得一定进展，得到实质性提升。

首先，在政治领域突出主体，由民间、半官方逐步走向官方。

一是提高日台官员互访层级。２０１７年３月，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

郎到访台湾，在 台 北 出 席“多 彩 日 本”旅 游 宣 传 活 动。这 是１９７２年 日 台

“断交”后，到访级别最高的日方官员。２０１８年９月，日本举行“旅行博览

会”，台湾交通观光部门 也 不 失 时 机 地 派 出 前“交 通 部 长”、台 湾“观 光 协

会会长”叶菊兰带领２００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

二是心照不宣进行机构改名。日台间企图提升实质性关系，在承认

对方“名称”上不断搞小动作，呈现出由暗转明的公开化趋势。２０１７年１

月１日，日本将对台窗口“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

交流协会”。随即５月１７日，台湾当局将对日窗口“东亚交流协会”更名

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立法院副院长”

蔡其昌称，这是“台 日 关 系 历 史 性 的 一 刻”。台 湾 岛 内 有 舆 论 称 这 是“断

交后最大的突破”。

三是日本政界 人 士 鼓 噪 支 持 台 湾 加 入 国 际 组 织。日 本 超 党 派 国 会

议员组织“日华议 员 恳 谈 会”会 长 古 屋 圭 司、干 事 长 岸 信 夫 等９名 议 员，

２０１９年５月 前 往 台 湾 驻 日 代 表 处 递 交 支 持 台 湾 参 与 世 界 卫 生 大 会

（ＷＨＡ）的决议文。

其次，在经济领域日台双边、多边合作并举。２０１８年，台湾是日本第

四出口对象 和 第 七 进 口 对 象；日 本 是 台 湾 第 四 出 口 对 象 和 第 二 进 口 对

象。同年，台湾访日人数达４７６万人，仅次于中国大陆、韩国；日本访台人

数达１９７万人，仅次于访问中国大陆的人数，位于海外游的第二位。① 蔡

英文上台后，极力推行“亲美日 抗大陆”的战略，不断巩固与日本的经济

合作。２０１７年３月，蔡英文在接见“在日台湾同乡会”时，提出将对日关

系列为台湾“对外”事务的重点，积极促进日台企业共同开发市场。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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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５月，台湾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在日本众议院与亲台议员座谈时称，

期待通过日本议员 和 日 本 政 府 的 协 助，在 第 二 轮“全 面 进 步 的 跨 太 平 洋

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谈判时，协助台湾加入，在经济上让台湾可以与

日本共同合作。

再次，在安全领域由“防止意外”走向全方位军事合作。２０１６年，“日

台海洋事务合作 对 话 机 制”建 立 起 来。为 了 与 日 本、美 国 等 相 关 部 门 开

展所谓的安全对话，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台湾当局设立“国防安全研究院”，

以便研究大陆军事，开展所谓的“国际智库交流”。日本防卫研究所和台

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大学”也有不同程度的沟通交流。

最后，人员交流方面进一步扩大，赴日打工度假名额增为一万人。日

台打工度假签证制度始于２００９年，起初名额为每年两千名。由于首年申

请赴日打工度假的台湾年轻人数便超过名额限制，因此日台双方于２０１４

年协议将名额扩增至每年五千名。２０１９年３月，日台宣布赴日打工度假名

额增为每年一万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沼田干夫和台湾日本关系协

会会长邱义仁均表示，希望通过青少年的交流，更加深化互相了解①。

　 二、中日关系全面恢复对日台关系的遏制

　　从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开始，两岸关系恶化，中日关系逐渐改善。在这种

形势下，对于日本而言，强化与台湾关系会增加政治成本。马英九时期，

两岸关系良 好，日 本 即 使 改 善 对 台 关 系，中 国 大 陆 也 不 容 易 提 出 异 议。

但是蔡英文上台 后，两 岸 关 系 逐 渐 恶 化，日 本 担 心 改 善 对 台 关 系 会 冲 撞

中国大陆。中日关系改善对日台关系起到遏制作用。

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李 克 强 总 理 赴 日 本 出 席 第 七 次 中 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８年再度访日，体现了中

日两国关系在历经波折后正在回到正常发展轨道。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日 本

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华，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升温。

０８

东北亚学刊

① 《台日擴大交流 赴 日 打 工 度 假 名 額 增 為 一 萬 人》，《中 时 电 子 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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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至２９日，习近平主席应安倍晋三首相邀请赴日本大

阪出席二十国集团（Ｇ２０）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峰会期间，习近平与 安

倍晋三就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达成十点共识。①

双方领导人 成 功 互 访，表 明 中 日 关 系 已 走 出 谷 底，开 始 全 面 恢 复。

中日关系回暖对日台关系实质性提升起到很大遏制作用。２０１８年５月９

日，在与李克强总理会谈中，安倍晋三首相承诺“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

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② 这是安倍晋三执政以来首次对中

方明确表达对台政策。在Ｇ２０大阪峰会期间，安倍首相也向习近平主席

表示，日方愿遵守《日 中 和 平 友 好 条 约》等 两 国 间 重 要 政 治 文 件，并 本 着

“化竞争为协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同中方继续共同

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并确保其长期稳定发展。③

在不同外交场合，安倍晋三表达了清晰的对台政策。中日两国领导

人在会晤时认为，双方应聚焦共识，管控分歧，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

展。这为今后中日关系发展明确了方向，同时也对日台关系起到关键性

的遏制作用。

　　三、日本对台政策

　　蔡英文胜选 后，日 台 双 方 都 看 好 蔡 英 文 时 期 日 台 关 系 发 展 前 景，理

由有三。一是当下主政日本的是１９６０年代以来最“亲台”的首相安倍晋

三。安倍时代不 变 的 外 交 安 保 战 略 主 轴 之 一，就 是“牵 制 中 国”。因 此，

“拉拢台湾”成为 安 倍 对 外 关 系 战 略 思 维 的 重 要 一 环。二 是 蔡 英 文 并 没

有像马英九那样，在日本被贴上“反日”标签，且对日姿态友善积极，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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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与安倍也有多次会晤，深获日方信任与期待。三是两岸关系预期在蔡

英文上台后倒退，加上中国崛起，当下两岸力量对比日益悬殊，台湾必然

进一步向美日靠拢，以保存台湾实力、维持台海力量平衡。

然而，蔡英文上台后，台日关系发展“不如预期”①。台日关系未因蔡

英文与安倍首相间的好 交 情 及 自 民 党 对 民 进 党 的 友 善 而 有 所 突 破。不

仅日本核灾５县市农产、食品输台无解，双方经贸伙伴关系亦未能实现，

更何况双方尚存 渔 业 争 端，在 台 日 渔 业 委 员 会 对 话 机 制 下，日 本 依 然 故

我，寸“海”不让。２０１９年３月东京回合会谈，台方无功而返。

在此背景下，蔡英 文 借 助 日 本 媒 体“呼 吁”台 日 当 局 展 开 对 话，与 安

倍内阁携手 共 建 极 具 敏 感 性 的 台 日 安 保 合 作 及 情 报 交 换，制 造 舆 论 压

力，促动安倍首相 接 招 回 应。② 对 此，日 本 政 府 发 言 人 菅 义 伟、外 务 大 臣

河野洋平均做出婉拒回应。研究中日关系的日本学者田中明彦认为，日

台目前不可能进 行 高 层 级、官 方 对 话，最 主 要 原 因 是 顾 虑 到 对 中 日 关 系

的影响。日本官方 非 常 谨 慎，不 希 望 引 起 中 日 间 的 政 治 海 啸，破 坏 安 倍

首相苦心营造的和解气氛。③

日前，笔者随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日 本 研 究 所 代 表 团 赴 东 京 调 研，期 间

拜访众议院议员岸信夫、福田达夫等，就日本对华政策、中日关系中的台

湾问题等听取了岸信夫的意见。岸信夫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身

兼日本国会“日台青年 议 联”会 长、“日 华 议 员 恳 谈 会”干 事 长，曾 出 任 众

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并两次出任外务副大臣，与台湾关系密切，是安

倍处理“对台 关 系”的 关 键 人 物。他 不 断 在 一 些 公 开 场 合 鼓 吹“对 台 友

好”论调，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岸信夫在日本电视节目中表示，若台湾发生

战事，日本绝不可能隔岸观火。

２０１９年是美国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敏感时间。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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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日本政客鼓动政府制定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企图以议员立法形

式挑战“七二体制”。２０１４年２月，以时任日本外务副大臣岸信夫为首的

自民党“亲台 议 员 联 盟”再 度 提 出 制 定 日 本 版“与 台 湾 关 系 法”的 动 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岸信夫领导的“日台青年议联”又开始讨论日本版“与台湾

关系法”问题。蔡英文“联美日抗中”的布局明显，希望台日关系突破“七

二体制”局限，由 非 官 方 向 准 官 方，甚 至 是 官 方 关 系 方 向 发 展，并 在 安 保

问题上寻求对话与合作。

蔡英文接 受 日 本《产 经 新 闻》采 访 后，岸 信 夫 表 示，日 台 间 没 有 邦

交，日台安全保障合作 具 有 重 大 制 约。美 国《与 台 湾 关 系 法》是 基 于 安

保基础的法案，日本不具备制定日本版《与台湾关系 法》的 条 件 和 立 场。

日本与台湾间的关系 始 终 是 民 间 主 导 的 事 务 性 关 系，这 不 仅 是 安 倍 内

阁，也是日本历届内阁的一贯做法。他同时表示，台 湾 距 日 本 地 理 位 置

近，经贸关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每年往来达７００万 人，有 相 当 数 量 的

日本人在台湾工作。台湾的和 平 与 稳 定、中 国 两 岸 关 系 的 稳 定 是 非 常

重要的。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间严重缺乏互信，远 不 如 马 英 九 时 期 稳

定，这令人担忧。日本应 该 重 视 在 遵 守“中 日 联 合 宣 言”的 前 提 下 发 展

日台关系，可以考虑在 诸 如 全 球 气 候 问 题 等 领 域 适 当 给 台 湾 一 些 国 际

空间，这对全球和地区治理有所裨益。

总体来看，２０１２年起中日关系陷入低迷，安倍政府 出 于 遏 制 中 国 的

短期外交战略考 量，积 极 发 展 与 台 湾 的 关 系。如 今，随 着 中 日 关 系 整 体

改善，再打“台湾牌”对日本而言，无疑得不偿失。２０１８年５月李克强总

理访日时，安倍晋三首相承诺，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规定，仅同

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岸信夫此番表态进一步表明，安倍政府在台湾问题

上开始自我克制。可 以 肯 定 的 是，安 倍 政 府 正 在 逐 步 修 正 对 台 政 策，短

期甚至中期日本不存在推出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的可能性，日台安保

合作也不会有重大突破，但也不排除日本支持台湾加入某些国际组织以

及进一步密切双方经贸文化人员往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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