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大变局 ：

曰本的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

杨伯江

内容摘要 ２００８ 年 国 际金融危机从大 国 力 量对比 、 国 际权 力

分配、 全球治理体 系等 多 方面再次极大改变 了 曰 本面临 的安全发

展环境 ， 使其 国际竞争压力持续增大 ，

日本 由此认为 美 国主导的

霸权型秩序正在转 变为 美 中对立的势力 均衡型 国际秩序 。 为 应对

变局 ，
日 本将维持

“
美 中平衡

”
作为 对外战略核心议题 ， 通过推

进 自 主力量建设来增择对外战略实 力基础 ， 并将触合推进与
“

中

等力量
”

合作作为构建 自 身对外战略的新支点 。 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及全球大流行加速 了 大变局历 史进程
，
曰 本对国 际局势的研判

更趋谨慎 、 悲观。 着眼后疫情时代 ，
日本对外战略认知将在 目 前

的延长线上加速向前 ，
其战略应对将延续上述基本路径 ， 同 时

“

中 国 因 素
”

占 比将继续攀升 ，

“

中 国指 向性
” 将进一步走强 。

不过 ，
日 本对外战略的推进也面 临 内 外结构性障碍 。 从中 国整体

对外战略出发
， 有效抑制 日 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 、 调动其积极面 ，

有效增强 中 日 关 系 的确定性 、 抑制其不确定性成为关键 。

关键词 日本对外战略 安倍晋三 日 美同盟 中 日 关 系



世界大变局 ： 日 本的战略认知 与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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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９年 ， 平成时代落下帷幕 。 战后 日 本这一长达 ３０ 年的历史周期曾见证了冷

战的终结与单极世界的诞生 。 同时 ，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 ，
世界

“
一

超多强
”

的格局逐渐定型 。 进人 ２ １ 世纪 ，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极大改

变了 日本的外部发展环境 。
一是世界主要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 。 相对于传统发达

３



南开 Ｂ 本研究２０２０

国家增长
“

钝化
”

，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迅速。

２０ １０ 年中 国国 内生产

总值 （ ＧＤＰ ） 超越 日本 ，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２００９—２０ １９ 年 ， 中美经济总量迅

速接近
——

中 国 ＧＤＰ 占美国 ＧＤＰ之比从 ３５％升至 ６６％
； 中 日差距则迅速拉大

̄

中国 ＧＤＰ 占 日本 ＧＤＰ之比从 ９ １％升至 ２７４％ 。 二是国际权力分配发生变化。 例如 ，

２０ １ １ 年 ， 新兴市场国家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的投票权增加了５ 个百分点 ，

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 。 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化 。 二十国集

团 （ Ｇ２０ ） 峰会的诞生及其制度化 ， 标志着传统发达国家尝试与新兴市场国家部分

分享权力 ，
让后者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 此后 Ｇ２０议题不断扩展 ，

作用 日渐突出 ，
成为磋商 、 协调国际经济金融议题的主体框架和决策平台 。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
进一步加速了世界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历史进程 。 面对国

际局势的复杂深刻变化 ，
日本迅速调整研判

，
全力应对挑战 。

一

、 大变局下 日本的国际战略认知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之大 、 速度之快 ， 在 国际关系历史

上绝无仅有 ， 世界
“
一超多强

”

格局由此开始动摇 。

①
日本认为 ，

“

美国治下的和平
”

动摇 、 中 国崛起成为当今世界大势 ，

“

美国主导的霸权型秩序正在转变为美中对立

的势力均衡型 国际秩序
”

。

＠
而且世界形势的此番变局尽管始于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 ，

但最终造成的影响却远远超 出经济领域 ， 给全球及各地区带来深层次地缘政治效应 ，

其中包括亚洲崛起 ， 世界经济政治重心进
一

步东移 ， 各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 ， 以

及亚太 、 印太地区主导权争夺激化 。

但是亚洲地位的上升并不代表 日本地位的上升 。 相反 ，
权力的转移对 日 本的冲

击尤其巨大 ， 其程度更甚于欧洲。 日本从七国集团 （ Ｇ７ ） 成员到 Ｇ２０ 成员 ， 在世

界经济治理核心圈的地位从 １ ／７稀释到 １ ／２０ 。 日 本被削减的还有软实力和潜在战略

行为能力 。 日本的 Ｇ７ 身份及
一

度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 ， 都曾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而大批新兴市场国家进人 Ｇ２０
， 带来的还有各自 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 。

①张宇燕 ： 《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格局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 第 ５ 页。

② 西村佳秀 ： 「 国際政治ＣＯ構造変容 ｉ；北東 安全保障 丄 「 政策才匕
°

二才 （

一

般社団法
人平和政策研究所 ）

，
２０２０

年８月１ ２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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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变局 ： 日本的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

这对 日本又构成一重冲击 。

？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 ，
日本感受到外部竞争压力持续增大 。 在 日本看来 ， 这

轮 国际环境变动的烈度不亚于冷战终结 ，
而且风险 、 挑战远大于机遇 。 曰本面临的

冲击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达到了历史顶点 。 尽管美国没有放弃将双边同盟作为

实现地区战略 目标主要路径的传统政策 ， 但特朗普政府以
“

美国优先
”

、
实用主义

为原则 ， 奉行单边主义 、

“

交易主义
”

的外交政策 ，
甚至不惜牺牲盟国利益来谋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 ， 导致美 日在经贸 、 防务 、 国际秩序构建等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

策分歧上升 ，

“

同盟裂痕
”

扩大 。 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
“

非常规外交政策
”

让 日

本对同盟的
“

可靠性
”

心生疑虑 。 即便在体现两 国军事合作强化的军售 、 军购领域 ，

特朗普要求 日本购买更多美制武器 （ 同时要求 日本将驻 日美军军费的分摊额翻两番 ，

达到 ８０ 亿美元 ） ，但又回避对条约义务作出明确承诺 。同时 ，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 、

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不仅对 日 本直接构成打压 ，
而且引发中美摩擦 ， 使 日本赖以生存

的 自 由 主义国际秩序 、 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威胁 。

中美贸易摩擦对 日本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经济利益损失 。

“

日本的经济增长依赖

于复杂且富有弹性的供应链 ，
这些供应链建构了美中贸易的相互依存 ，

反过来又为

美中 贸易相互依存所塑造
＂

，
日本

“

尤其容易受到贸易下滑的影响 ，
因为其需要的

运输材料和工业设备遍及世界各地
”

。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 日本是主要国家中工业

品出 口下降幅度最大的 。

？
随着中美摩擦向髙科技领域扩散 ，

“

在 日本对华出 口产品

中 ，
凡是零部件使用了美国产品或者美国软件的商品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

，

这意味着
“

东芝事件
”

可能重演 。 同时 ，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进一步加深了 日本的战

略危机感。 对 日本而言 ， 中美关系是影响其国 际环境的首要因素 。

？

美国对华遏制

施压虽然有利于 日 本借力美国应对在钓鱼岛问题上
“

迫在眉睫的威胁
”

， 但中国如

果被迫实施反制 ， 东亚地区将陷人不稳定状态 。 在此背景下 ， 如果 日本与美国 同步

调整对华战略 ， 特别是在
“
一带一路

”

建设和双边政治 、
军事层面加大对华施压 ，

①杨伯江 ： 《 国际权力转移与 日 本的战略回应 》 ， 《现代 国际关系 》 ， ２００９ 年第 丨 １ 期 ， 第 ２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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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 日本研究 ２０２０

将导致 日 中关系再度恶化 ， 但维持稳定的对华关系对 日本而言又十分重要 。

？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在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大变局的历史进程
，
日本

对 国际局势的研判进一步趋向谨慎 、悲观。

一是随着中 国经济相对较快地恢复增长 ，

中国对美 、 对 曰 的 ＧＤＰ 比重将进
一

步上升。 更重要的是 ， 中国软实力 、 国际影响

力可能同步上升 。

“

疫情像是一次对体制间竞争的测试
”

， 如果中国取得了控制疫情

的胜利 ， 那么
“

可能会让人们感到中 国社会体制的优越性
”

。

？
二是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
“

加剧了美中之间 的竞争与相互排斥
”

，
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 国际秩序的不稳

定性持续增加。三是 日本安全环境更加严峻 ，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更大压力 。 近期 ，

安倍内阁先后发布 ２０２０ 年版 《外交蓝皮书 》 《防卫白皮书 》 ， 反映了 日本官方最新

形势判断 。 《外交蓝皮书 》 强调 ， 随着国际社会力量平衡变化的加速和复杂化… …

基于 自 由 、 民主 、 人权 、 法治等普遍价值的 国际秩序受到挑战。 日本周边安全环境

更加严峻 ， 不确定性进
一

步增加 。

？
《 防卫白皮书 》 强调 ，

“

现有秩序的不确定性增

加 ， 是当前安全环境的特征之一
”

。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

国家间政治 、 经济和军事

竞争 日益明显
”

，

“

围绕创造有利于 自 己的国际和地区秩序 、 扩大影响力而展开的国

家间战略竞争进一步突出
”

。 日本
“

周边集中了拥有军事质量优势的国家 ， 且其加

强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活跃化的趋势显著
”

，

“

地区存在突发重大事件的风险
”

。

？

二 、 日本将维持
“

美中平衡
，，

作为对外战略核心议题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
日本研判

“

美中对立
”

构成

日本对外关系 的常态化背景
，
导致其安全发展环境变数增多 、

压力增大 。 面对
“

中

国崛起拦不住 、 美国靠山靠不住
”

的大趋势 ， 日本提升了战略 自主意识 ， 推进安全

战略外向化转型 ， 加强 自主力量建设 ；
对外战略闪转腾挪

，
积极开展

“

俯瞰地球仪

外交
”

以扩展国际空间 ， 在世界大变局进程中争取有利位置 。

日本对外战略将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以及在 中美之间保持综合战略平衡作

①角崎信也 ： 「 日米中七ｎ？七
＇

托仍思惑—— 「平和友好 」 以後 日 中関係 丄 ｒ 東亜 」 ２〇 ］ ９ 年 】 月

号 ， 第 ３ ５ 頁 。

② 金子将史 ： 「 「戦略的不可欠性 」 奁確保廿上 丄 『 Ｖｏｉ ｃｅ 』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 第 ９ ７ 頁

。

③ 外務省 ： 「 外交青書 」 令和２
年版 。 ｈｔ ｔｐｓ ： ／／ｗｗｗ＿ｍｏ ｆａ ．

ｇ
ｏ ．

ｊ ｐ
／ｍｏｆｉａ

ｊ
／ｆｉｌｅ ｓ／ １０００ ５５ ７７ ５ ．

ｐ
ｄｆ。

④ 防衛省 ： 『 防衛白 書 ：
日 本 防衛 Ｊ令和二年版。 ｈ

ｔ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 ．

ｊｐ
／
ｊ
／
ｐ
ｕｂ ｌｉｃ ａ

ｔ
ｉｏｎ／ｗ

ｐ
／ｗ

ｐ
２０２０／

ｐ
ｄ＾Ｒ０２００００３

ｌ
．

ｐ
ｄｆ 〇

６



世界大变局 ．

？ 日 本的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

为核心课题。 鉴于
“

日美 、
日 中关系构成 日本外交的两大坐标轴

”

，
日 本需要

“

在

美中的夹缝中进行髙难度的技巧搭配 ， 以避免被美中力量关系 的变动所吞没
”

。

？

特

朗普政府上台后 ， 日本身处
“

美中冲突 、
对立 的时代

”

， 更是将
“

如何能够安然无

恙
”

作为头号课题 。

？

日 本对中美贸易摩擦及战略竞争加剧的应对 ， 本质上是实力

居于第三的 日本
“

更靠向美中哪一边的问题
”

。

？
但鉴于中美两国的重要性 ， 日 本的

应对又不能简单停留在是否选边站队的层面 ， 而是要综合运用
“

美中平衡
＂

战略 ，

趋利避害 ， 最大限度地维护 、 争取本国利益 。 这一复杂的方程式包含丰富内容及逻

辑层次 ， 不仅要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 还涉及对美 、
对华政策在 日本总体战略中的

合理定位 ： 对美追随是为背靠同盟抗衡中 国 ；
对华合作除获取经济利益外 ， 也有扩

大战略空间 、 平衡对美依赖的含义 。 同时 ， 平衡不仅体现为对美 、
Ｘ＝

１

？

华关系距离的

比较 ， 还深刻体现在对美 、 对华政策的内在 自我平衡上 。

对美国 ，
日本继续在战略层面加强同盟体系 ， 同时在战术层面越来越强调战略

自主性 。 １ ９９６ 年 ４ 月 日本和美国签署的 《 日 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 结束了冷战后

日美关系 的短暂
“

漂流
”

状态 ， 标志着 日本重新确认继续选择走同盟体系 内的发展

道路 。 但同时 ，
日本对同盟体系的定位出现重大变化 ， 即从过去

“

为了同盟的 日 本
”

转向
“

为了 日 本的同盟
”

， 将同盟作为实现 自 身国家战略 目标的重要工具。

？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 日本开始
“

就美国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和撤退的风险进行前瞻性评

估……着手调整 自 身安全政策 ， 增强独立行为能力
”

。 特朗普当选后 ，

“

鉴于上述风

险变得更加迫切 ， 日本国内相关人士建议实施更果断的变革
”

。

？
较之 民主党政府提

出的构建
“

东亚共同体
”“

对等的 日美关系
”

， 安倍内阁展示的对美战略 自主性举措

有过之无不及 ，
包括在美国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ＴＰＰ ） 后

， 仍坚持组建

①杨伯江 ： 《国际权力转移与 日本的战略回应 》 ， 《现代 国际关系 》， Ｍ０９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２７ 页 。

② 吉崎達彦 ： 「 Ｏ ＮＴＨＥＲＥ ＣＯＲＤ
——米中間選挙後０米中 関係 」 ， Ｉ

＊

東亜 Ｊ２０ １９ 年 １ 月号 ， 第

２ ９ 頁

Ｉ） 川 岛真 ： 「 日 中関係 「 改善 」 問 ｔ 、
」

，
ｒ 外交 Ｊ 第 ５２ 号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１
■

１ ２月
， 第 ２ １ 頁 。

④ 实际上 ， 安倍内阁强化 日美 同盟与强化自 主行为能力是
“
一体两面

”

的关系 。 前者是 日 本国家

战略中的
“

显性主线＇ 后者是
“

隐形主线
”

， 前者掩盖了后者 ， 但归根到底要服务 、 腿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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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论是安倍晋三的
“

摆脱战后体制
”

还是鸠山

由纪夫的
“

东亚共同体
”

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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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详见杨伯 江 ： 《美国战略调整背录下 日本
‘

全面正常化
’

走向探析 》 ， 载于 《 日本学刊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２期 ， 第 １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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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 日 本研究 ２０２０

《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ＣＰＴＰＰ ） ， 意图主导全球 自贸规则与秩序

重构 ；
主推

“

印太构想
”

， 并向刚刚上台的特朗普成功推销
“

印太
”

概念
；

在中美

摩擦的背景下继续改善对华关系 ； 拒绝美国在中东海域建立
“

护航联盟
”

的邀约
，

坚持
“

以 自 己的方式为中东和平作贡献
”

； 终止部署陆基
“

宙斯盾
”

系统 ； 在朝核

问题上与特朗普
“

无原则妥协
”

的对朝政策保持距离 。

对中国 ，
日本显示追随美国 、 施压牵制姿态 ， 但在具体措施 、 实施力度上似乎

与美国
“

貌合神离
”

。 日本一方面受特朗普政府影响 ， 通过各种形式对华示强 ，
另

一

方面持续拉紧对华经济合作纽带 ，
试图将中国纳人其积极构建的国际机制中 ，

对

华实施所谓
“

制度制衡
”

。 这既是 日本出于规范中 国的需要 ， 也是鉴于中国的庞大

体量和 国际影响力 ， 确保相关机制运行稳定 、 有效的战略举措。 ２０１ ６ 年后 ，
日本

一

直在关注和思考如何实现
“

自 由开放的印太
”

构想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之间的协

调与对接 。 安倍在 ２０１ ８ 年 １０ 月 访华前后
，
多次提出发展 日 中关系的三条意见 ，

即

两国关系要
“

从竞争到协调
” “

从威胁到合作伙伴
”“

发展 自 由公正的贸易体系
”

，

主张借此
“

将 日 中关系引 向新时代
”

。

？
ｔ述动态透视出 日本对华政策的

“

引领
” “

纳

人
”

意图 ， 与特朗普政府 ５ｆｔ华战略设计及方向 明显不同 。

总之
，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加剧 ，

日本越来越明显地采取
“

日本优先
”

立

场 ， 努力在对美关系与对华政策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

一

方面 ，
鉴于美国对 日 中关

系的构建和 日本对华政策的巨大影响 ，
日本方面提出要

“

努力维持 日美在对华战略

上的协调是 日本经营对美同盟的根基
” “

避免 日美在不同领域出现温差导致不必要

的摩擦 ， 同美国在对华认识及政策上不断进行磋商与磨合
”

。

？
另一方面 ，

日本仍坚

持与中 国进行密切对话 ，
特别是在安全保障与贸易投资等方面 ’ 努力将中 国拉进现

有的规则之中 ＾
？
甚至在美 国极为敏感的高端技术 、 知识产权等领域 ， 安倍政府也

提出与中 国展开
“

创新合作对话
”

，
并就中 日 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

“

开放性、 透

明性 、 经济性 、 财政健全性
”

等
“

四项条件
”

， 与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遏制 、 加大

①「 日 中 新時代？二原則 」 ， 『 日 本経済新聞 Ｊ ，
２０ １ 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ｈｔｔ

ｐ
ｓ ：

／／ｗｗｗ．ｎ ｉ
ｋｋｅ ｉ

．ｃｏｍ／

ａｒ
ｔ
ｉｃ ｌｅ ／ＤＧＸＭＺ Ｏ３６９６２８４ＯＷ８Ａ０２ １Ｃ １ ＭＭ８０００ 〇

② 高木誠
一

郎 ？ 舟津奈绪子 ？ 角崎信也 ： 「米中関係 ｋ 米中 旮灼 ＜
－

易 国際関係 」 序論 ， 平成二十八

年度外務省外交 ？ 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 『 国際秩序動揺期仁划于 石米中 Ｃ０動勢匕米中関係米中関係 ｈ

米 中 奁 的＜
－

冬 国際 関 係 Ｊ ， 公益 財 団 法人 日 本 国 際 問 題研 究所 ， 平成 二十 九 年 ３ 月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２ ．

ｊ
ｉ ｉａ ．ｏ ｒ．

ｊｐ ／ｐｄ＾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Ｈ２８
＿

ＵＳ－Ｃｈｉｎａ／０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

ｔａｋａｇｉ
＿

ｆｉｉｎａ ｔｓｕ
＿

ｋａｄｏｚａｋ ｉ ．ｐｄｆ〇

③ 角崎信也 ： 「 日米中 思惑—— 「 平和友好 」 以後〇 日 中ｉ係 丄 ｒ 東亜 」 ２０ １ ９ 年 １ 月

号 ， 第 ３２ 頁 。

８



对华
“

脱钩
”

形成鲜明对比 。

世界大变局 ： 日本的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

三 、 推进自主力量建设以増强 日本对外战略的实力基础

从鸠山由 纪夫到二次执政的安倍晋三 ， 日 本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战略酝酿并实施

已久 ， 即便经过 自 民党 、 民主党之间 的两度政权交替 ， 也都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 。

日本应对大变局的基本思路是
“

拼外交
”

，
核心是推行

“

主体外交
”

， 以政治 自立 、

战略自主谋求战略空间 ， 更加坚定而有效地维护本国利益 。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
日 本

国内进行战略反思并得 出结论 ： 外交缺乏 自 主性是 日本国际地位削弱的重要原因 ；

日本经济沉沦或许不可避免 ， 但没落未必来临 ， 关键是能否有效地
“

拼外交
”

。

？

安倍再次执政后 ， 又在
“

拼外交
”

基础上加人了
“

拼军事
”

成分 。 实际上 ，

“

在

特朗普人主白宫之前 ， 日本政府已开始调整安全政策 ，
以增强 日 本的独立能力

”

。

日本前驻联合国副大使北冈伸
一

主持的
一项研究提出 ，

“

美国对领导和坚持 自 由 主

义国际秩序和 自 由市场体系的热忱可能会改变 ，
日本必须识别这种变化的确切性 ，

同时考虑采取最适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

。 北冈 团队建议将 日 本的防卫预算从 占

ＧＤＰ １％的上限提髙至 １
．
２％

， 并逐步发展 日本的常规反击能力 。 英国
“

脱欧
”

公投

揭晓 、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

“

英美的民粹主义选举和民族主义言论震撼 了东京

的分析人士
”

，
也重新激起了 日本政界长期以来

“

独立防卫政策
”

的讨论 ，

“

鉴于特

朗普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 日 本应该在安全和防务政策上尽其所能地采取行动
”

。

？

在安倍任内 ，
日本

“

拼外交
”

的应对思路逐步发展为全面推进
“

自主力量
”

建

设
， 对外

“

综合战略活跃度
”

达到空前水平。 自主力量建设既包含安全防务领域 ，

也包含外交 、
经济合作领域 ；

既是对 日美同盟体系的补充或是在同盟失效情况下的

替代 ，
又是通过 自我功能提升来拉住美国 、 降低被抛弃风险的

一种操作 。

？
在安倍

执政前期 ， 基于保守势力希望废除战后
“

自我强加的限制
”

的强烈诉求及财政限制 ，

①杨伯江 ：＜ 国际权力转移与 日本的战略回应 》
，
《 现代国际关系 》，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２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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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日本放手打造 自 主力量的另
一

个重要背景是 ，

“

日本加强 自 主防卫会引发美国对 日忧虑
”

的时

代已经过去 。

“

日 本自 主推进防卫力量整备 ，
不仅为 自身安全保障所必箱 ， 同时也有助于强化 日美同盟

”

。

所以 ，

“

今后 日本应实现 自主 自立和强化 日美同盟这两个看似矛盾但实际绝非如此的 目标
”

。 参见西村

佳秀 ：
「国瞭政治乃構造变容 ｔ 北東 乃安全保障 」 ， 「 政策才 Ｈ二才＞ Ｊ （

一

般社団法人平和政策研

究所 ） 第 １ ４２
号 ， ２０２０． １

．２０ ，ｈｔｔ
ｐ
ａ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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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 日 本研究 ２０２０

日本防务领域 自主力量建设以软实力 的提升为主。 安倍执政后期 ，

日本防务领域自

主力量建设开始走 向软硬件兼具 ， 包括再次提前修订 《 防卫计划大纲 》 ， 更新防卫

观念 ， 装备高端武器系统 ， 防卫预算实现
“

八连增
”

等 。 根据 ２０ １８ 年版 《 防卫计

划大纲 》 及 《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 ，
２０１ ９
—

２０２３ 年间 ，
日本防卫预算总额将达

到 ２７．４７ 万亿 日元
， 较上一个五年增加 １ １ ． ３％

， 创历史新高 。 新大纲明确宣示强化

安全政策的
“

主体性
”

与
“

自主性
”

， 并将 ２０ １ ５年版 《 日 美防卫合作指针 》 及
“

新

安保法
”

相关内容纳人其中 ， 提出
“

要强化 日美在太空 、 网络等领域的合作 ， 深化 、

扩大战略遏制能力
”

。

？
为避免刺激国内反对派 ， 大纲没有明确记述构建

“

对敌基地

攻击能力
”

， 但强调加速构建远距离攻击能力 、 强化反导防空能力以及引进远程巡

航导弹 、 改装
“

出云
”

级驱逐舰等具体规划 ， 为实际拥有
“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

铺

平了道路 。 至此 ， 日本防卫政策明显突破
“

专守防卫
”

原则
，
显示 出较强的攻击性

特征 。

四 、 融合推进
“

中等力量
”

合作以构建 日本对外战略新

支点

为应对世界大变局 ， 日 本将发展与中美之外其他重要国家即所谓
“

中等力量
”

（ Ｍ ｉｄｄｌｅＰｏｗｅｒｓ ） 的全面合作作为对外战略重点 ，
融合夕卜交 、 安全及经济科技合作

规则制定诸方面原则 ， 并积极投身大国博弈 ， 实现对外战略关系的多元化构建 。 与
“

中等力量
”

开展合作 ， 既是对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激化的
一

种前置性预防措施 ，
也

是平衡对美 、 对华关系的重要战略手段 。 在 日本看来 ，

“

近年来美国安全承诺的信

誉已经减弱 ， 如果中美关系进人对抗周期 ，
日本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间斗争

中的一线国家
”

。

＠
日本与

“

中等力量
”

合作具有极强的 目标导向性 ， 在新冠肺炎疫

情背景下更是成为 日本对外战略的
“

新增长点
”

。 为此 ， 安倍内阁一直注重加强与

北约及其成员 国英国 、
法国等的安全合作 ， 试图将

“

北约因素
”

引人亚太 。

？
在世

① 防衛 省 ？

自 衛 隊 ： 「 平 成三 十
一

年度 以 降 仁 係 Ｓ 防衛 計 画 大 綱 （
ｃ ｏ ｏ ｔ 」 ，

ｈｔ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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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杨伯江 ：
《 安倍

“

超长期执政
”

背景下 日本战略走向与中 日关系 》 ， 载杨伯江主编 ： 《 日本蓝皮书 ：

日 本研究报告 （ ２０ １ ８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８ 年版 ， 第 １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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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变局 ： 日本的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

贸组织 （ ＷＴＯ ） 改革 、

“

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

等问题上 ，
日本也与欧洲密切沟通

协调 。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 安倍内阁修订 《特定秘密保护法 》， 将交换军事情报的合作对

象国 由
“

美国
”

扩大为
“

他国
”

， 而英国 、 印度 、 澳大利亚据称是主要备选对象 。

３５

这其中既有价值理念上的
“

志同道合
”

， 更有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 、

“

印太
”

区域地

缘政治的考量 。

日 本与欧洲之间全方位战略合作进展迅速 。 安倍内 阁在积极构建 日 印澳 、 日 美

印澳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同时 ， 进一步加强了与欧盟的战略合作 。

？

安倍
一

直抱

有
“

在 日美欧之间架起战略合作桥梁
”

的战略构想 。 ２００７ 年安倍到访布鲁塞尔 ，

成为战后首位 、 也是唯
一一

位访问过北约总部的 日本首相 。 近年来 ，
强化 日 欧安全

与经贸领域合作成为 日本与北约 、
欧盟及欧洲主要成员 国领导人密切磋商的核心议

题 。 ２０ １ ８ 年 日本与欧盟签署 《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 ＥＰＡ ）、 《 日 欧战略伙伴关

系协定 》 （ ＳＰＡ ）。 ２０ １ ９年 ９ 月
，
安倍出席

“

欧洲互联互通
——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架起桥梁
”

论坛
，
日欧双方签署

“

可持续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

协议
，
拟联手

推动
“

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
”

的投资项 目 ，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合作 。

￥
安

倍在论坛上强调 ，

“

必须建设高质量的互联互通 ， 这种互联互通不仅包括道路 、 港

湾等物理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 也包括更为广阔的空间规模的互联互通 ；
要实现

真正的互联互通 ， 就必须确保从地中海到大西洋海上航道和印太地区的 自 由与开放 ，

这其中包含着对必须予以捍卫的价值观的承诺 。

”￥

与此同时 ，
冯德莱恩就任欧盟委

员会主席后宣布 ， 新
一届欧盟委员会将是一个

“

注重地缘政治的委员会
”

。 安倍则

将 日本和欧盟视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大坚实支柱 ， 并对 日欧就制定太空 、 网络空

间等新领域规则展开协作表现出积极态度 。 日欧加强互动 ， 意在
“

应对美国和中国

带来的风险
”

， 在对抗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同时 ，
也是针对

“
一

带一路
”

倡议的回应和对冲 。 鉴于此 ， 日 欧之间
“

可持续的互联互通
”

可能发展成

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平台 。

①「他国軍情報Ｗ管理厳格 ｔ
： 政府 「特定秘密 」 ｔ

二米軍以外 ｔ二 ｔ 中 国念頭 、 英豪印 ｔ 協力深化 丄

Ｉ

＊

日 本経済新聞 Ｊ ， ２０２０
年

８月２２日 。ｈｔｔ

ｐ
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 ｏｍ／ａｒｔｉ ｃｌｅ／ＤＧＫＫＺ０６ １０７９９７０ＳＯＡ７ ００Ｃ２ＰＰ８０００／ 。

②
“

日 本将与欧盟强化经贸和安保合作
”

，
参见中国人民共和国驻 日本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 ：

ｈｔ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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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ｒｎｘｗ／２０ １８０７ ／２０ １ ８０７０２７６７２５０．ｓｈｔｍｌｏ

③
“

欧盟 和 日本签署可持续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协议
”

，
参见 中 国 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 网站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

ｇ
ｏｖ ．ｅｎ／ａｒｔ ｉｃｌ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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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ｍ／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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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安倍总理在欧州互联互通 （
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ｖｉｔ

ｙ
） 论坛上的基调演讲 ， 参见 日本国 首相官邸网站 ：

ｈｔ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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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 日本研究２０２０

大变局下 ，
日本国家战略转型 中军事要素的地位和作用 日渐凸显 ， 安全外交 日

趋活跃
，
由外长与防长共同参加的

“

２＋２
”

磋商机制的建设成为其典型体现。 日本

２００７ 年与澳大利亚建立
“

２＋２
”

机制 。 安倍再次执政后 ， 于 ２０ １ 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

与俄罗斯、 法 国建立了

“

２＋２
”

机制 ，

２０ １５ 年又分别与英国 、 印尼建立 了这一机制 。

对外
“

２＋２
”

机制的迅速增加反映了 日本对外战略中 ，
军事要素与外交的融合捆绑

趋势 。 在推进与世界
“

中等力量
”

的安全合作方面 ，
日本与印度关系的拉近最为突

出
，
这体现了安倍内 阁

“

要以
‘

自 由开放的印太
’

构想为基础 ， 多角度多层次推进

安保合作战略 ；
以 日美同盟为基轴 ， 与共享普遍价值与安全利益的国家保持密切合

作
”？
的战略方针 。 ２０ １９年 １ １ 月 ，

日本与印度首次举行
“

２＋２
”

部长级会谈 ，
就 日

印联合训练和围绕
“

自 由 开放的印太
”

构想展开合作进行磋商 。 至此 ， 日本
“

２＋２
”

部长级磋商机制已增至 ７ 个 。 日本媒体就此评论称 ，

日本将印度提升至
“

准同盟国
”

地位 ，

“

旨在遏制军事力量增强的中国
”

。

？
此次部长级

“

２＋２
”

会谈中 ，
日 印两国防

长确认将尽快签署一项重要的军事后勤协议 ， 即 《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议 》

（ ＡＣＳＡ）。 日 印 ＡＣＳＡ将涵盖两国整体防务合作 ， 如 日 本可以进人印度的重要海军

基地 ，
包括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 ， 印度可以进人 日 本在吉布提的

军事基地 。

？

五、 结 语

基于对各种影响变量的综合评估 ， 可以看出 ， 面对中美战 竞争加剧 、 世界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 ，
日本研判

“

美 中对立
”

构成其对外战略的常态化背景 ， 认定 自身

发展环境变数增多 ， 安全环境充满挑战 。 这一基本研判趋于固化 。 为此 ，
日 本在安

全上持续推进外向化转型 ，
加强 自主力量建设 ， 同时积极展开

“

俯瞰地球仪外交
”

，

重点强化与 中美之外
“

中等力量
”

的全方位合作 ， 借对外战略的闪转腾挪扩展国际

空间
，
在世界大变局进程中争取有利站位 。 日本对外战略的实用主义特征增强 ， 多

①
防衛省

？

自衛隊 ： 「平成二十
一

年度以降 （
Ｃ係厶防衛計画Ｏ大綱ｔ

二 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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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日 印 、 動 § 出中 「準同盟 」 年内 ｔ

二物品協定合意八 」 ， ｒ 日本経済新聞 Ｊ２０ １ ９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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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变局 ： 日本的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

边平衡色彩进
一

步上升 ，

‘ ‘

平衡
”

原则被普遍施用于中美之间 、 在
“

印太构想
”

的

经济属性和安全属性之间 、 在追随美国对华牵制与扩大对华合作之间 ， 平衡倾向体

现在对中美 日 三角 的运作上 ，
也体现在对中美两国的双边政策上 。 对美国 ， 日 本在

加强同盟框架下军事一体化的同时 ， 战略 自主性进一步上扬 ；
对华 ， 合作与竞争并

用
， 包括寓竞争于合作 ， 合作与竞争互为表里 。

面向后疫情时代 ，
日本对外战略认知将在 目前的延长线上加速向前 ，

以维持
“

美

中平衡
”

、 强化 自 主力量建设 、 推进与
“

中等力量
”

合作为基本路径的趋势将延续

并有所加强。 其中 ， 针对中国的成分将明显增加 ，

“

中 国指向性
”

将持续走强 。 在

日本看来 ，

“

新冠肺炎疫
＇

清使世界秩序走向混沌期 ，
而危机下中 国的存在感显著增

强
， 中 国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制度影 响力凸显。

”？

在美国不断退出 国际机构背景下 ，

中国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 同时 ， 在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 ，
日本认为来 自 中 国的

安全压力将进
一

步增大 。 日 本 ２０２０ 年版 《外交蓝皮书 》 在重 申
“

日 中新时代
”

的

同时 ， 继续渲染中 国在东海 、 南海
“

基于本国主张单方面改变现状
”

。

１

（２
１

日本 《 防

卫 白皮书 》 指责中国
“

在东海和南海活动频繁 ，
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

， 在钓鱼岛周

边
“

坚持单方面改变现状
”

。

ｉ

ａ

在 日本看来 ，
面对经济规模是 自 己近 ３ 倍 、 国防预

算近 ４倍的中 国 ， 自二战结束以来 日本将
“

第一次面对没有信心守住 自 己国土的

状况＇
④

不过
，
也要看到 ，

日本对外战略的推进面临内外结构性障碍 ， 在多大程度上能

达成 目标 ， 尚未可知 。 仅就其自 身条件而言 ，
从 ２０ １２ 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开始 ，

日

本明确 了政治大国化 、 军事大国化 目标导向型 国家战略的内涵 ，
对国家利益的界定

有所扩大和重点转移 ，

＂

综合战略活跃度
”

空前上升 ， 但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也同

步显现 。 人 口总量及其结构变化 、 社保费用上升的刚性需求 、
社会主流民意等一系

列基础变量 ， 都对其雄心勃勃的对外战略的展开构成牵制 。

？
在外部环境上 ， 日本

对外战略的展开尤其受到地区关系长期不睦的掣肘 ， 缺乏正向 的周边环境的支撑 。

①小野寺五典 ： 「 日 米 「

一

体化 ＪＴ問 ：

日 本ｗ役割 丄 ｒ 外交 Ｊ 第 ６ １ 号 ，
２０２０ 年 ５

？

６ 月 ，

第１ １ ０
—

１ １ ５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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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久保文明 ： 「 世界秩序 改変狙 ３ 中 国 」 ， ｒ 読売新聞 Ｊ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第 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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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日本研究所科研交流简报（ ２０ １ ９年第 ３７ 期 冲华 日 本学会 ２０ １ ９ 年年会暨
“

回望 日本平成时代
”

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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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 日 本研究２０２０

日 本视为战后国际秩序之基础的 １９５ １ 年 《 旧金山和约 》 解决了战后 曰本与美欧之

间 的战后处理问题 ， 但其与邻国之间的战后处理远未完结 ， 周边关系迟迟无法走出

二战的阴影 。 作为最新的例证 ，

２０ １ ８ 年 ９ 月 安倍提出
“

战后外交总决算
”

概念
，

１０ 月 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详细阐述了其内涵 。 ２０ １９ 年 １ 月 ， 安倍在第 １９ ８

届例行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 ，
宣布将全面推进

“

俯瞰地球仪外交＇强力开展
“

新

时期近邻外交＇ 实现
“

战后外交总决算
”

。

？
推动实现

“

战后外交总决算＇ 既是安

倍迎战参议院选举的选战策略 ，
也有攻克战后外交难点 、加分身后功业的政治盘算 。

但其结果却是折戟沉沙 ， 推行
“

战后外交总决算
”

的 日 本与俄罗斯 、 朝鲜半岛邻国

关系普遍陷入僵局 。

从中 国对外战略角度看 ，
日 本对世界大变局的认知及其战略应对的走势 ， 无疑

将增加国际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 。 中 日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并没有随着 ２０ １７ 年关系

改善向好的趋势而得到根本解决 ，

２０ １ ９ 年 ６ 月 两国领导人在于大阪 Ｇ２０ 峰会期间

达成的
“

十点共识
”

中也坦诚 ，
双方同意

“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 建设性管控矛盾分

歧
”

。 为此
，
持续增强中 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 、 确定性 ，

应成为构建
“

契合新时代

需要的中 日关系
”

的题中之义 。 在此前提下 ， 鉴于中 日 战略博弈作为大国多边博弈

的一环已进人
‘ ‘

深水区
”

、 新阶段
， 针对 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 如何有效抑制其

消极面 、调动其积极面 ，如何有效增强中 日关系的确定性 、抑制不确定性成为关键 。

从 日 方立场看 ， 中国崛起构成
“

日本危机
”

的重要源头 ，
而开展对华合作恰恰又是

其克服危机的不二法门 。 基于如此充满内在矛盾的对华战略观 ， 今后 日本对华战略

将不断展示内含各种复杂政策组合的
“

超级工具箱
”

： 在国际层面 ，
继续投棋布子 ，

做局造势 ， 调动
一

切资源平衡制约中国 ； 在双边层面 ， 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基调的

对华政策 ； 在具体合作领域与项 目中 ， 也会融人竞争 、 牵制和对冲元素 。 从这个意

义上讲 ， 中 日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 ， 不宜再用
“

友好 、 合作
”

还是
“

恶化 、 对峙
”

的尺度大而化之地进行衡量和表述 ，

？
而需要精细化设计 、 精准化施策 。

（ 作者 ： 杨伯 江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曰 本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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