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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21 年日本政坛变动。“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大选”中的政策讨论 , 反映了日

本外交及安保政策新动向。岸田政府延续自民党一贯的保守主义路线，将“修宪”步骤提上议事日程。价

值观外交和“人权问题”成为岸田政府关注的重点。岸田政府的人事和安保政策取向依然受“安倍理念”的

影响，沿袭了安倍执政时期防卫费增额的惯性，以此不断“强化日本的防卫力”。岸田政府有条件同意增加

驻日美军驻留经费，希望发展“更高层次”的日美同盟关系，来推动“印太构想”下的安全机制构建及价值

观外交。岸田政府的对华“对话”外交意向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依然存在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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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政府与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取向

一般来说，一国政坛变动势必会引发国家政

策、方针的调整和变化。2021 年日本政坛变动体

现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和“第 49 届众议院大

选”之中，同时岸田文雄新一届内阁执政理念及

政策也出现了新动向。深入探讨日本政坛变动中

自民党的执政理念及政策取向，有利于进一步厘

清日本政府的外交及安保政策走向。

一、自民党总裁选举聚力众议院选举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举

行，自民党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在与日本行政

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日本前总务大臣高市

早苗以及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的激

烈角逐中，以明显优势胜出，成功当选自民党

第 27 任 总 裁， 并 于 10 月 4 日 临 时 国 会 的 首 相

指名选举中正式当选为日本首相。“人气”参选

人河野太郎被“降级”任命为自民党广报本部

长，安倍支持的“得力干将”高市早苗任日本

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野田圣子任岸田政府少

子化担当大臣兼地方创生大臣。岸田首相于 10

月 14 日宣布解散众议院。第 49 届众议院选举

于 31 日 举 行， 自 民 党 获 得 总 数 465 议 席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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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个席位。相较于选前自民党在众议院所拥有

的 276 个议席，以及上届选举拿下的 284 个席

位，本次选举后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势力有所减

少。议席的减少证明了自民党高层对于执政稳

定的“担忧”，自民党随即减少了派系间斗争，

以最优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应对“众议院大

选”的严峻考验。

在 2021 年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过程中，以

岸田文雄为代表的元老派与以河野太郎为代表

的少壮派之间的竞争，对日本自民党的“派阀

政 治 ” 产 生 了 冲 击， 但 最 终 还 是 党 内“派 阀 ”

发挥了作用，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党内元老

派“稳住阵脚”，充分利用党内选举规则选出元

老派岸田文雄出任自民党总裁。稳健的岸田文

雄是日本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面向众议院选举

的形成“党内聚力”。在最初自民党总裁选举之

时，自民党举党一致，认为应对随后的众议院

选举需要尽快“党内聚力”，也就是说，执政的

自民党必须选出一个能够带领全党取得众议院

大选胜利的最佳人选，而且关系到自民党的长

远利益和未来发展。

前首相菅义伟在防控疫情和提振经济两个

大问题上都没有做好，无法在接下来的众议院

大选中“问政于民”、赢得民心，甚至会在众议

院大选遭遇惨败。为了巩固自民党的执政地位，

通过党内总裁选举，由稳健的岸田文雄取代菅

义伟出任首相应对众议院大选就成为自民党的

头等大事。

岸田文雄上台后，首先在防疫问题和提振

经济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到理念，并谨慎处理

好自民党党内派阀之间的关系，维护执政地位

的稳定。可见，对于新当选的总裁、首相岸田

文雄来说，最重要的是既要把党内的事情处理

好，又要提出内政外交新举措，尽快领导新政

府取得良好政绩。

二、岸田政府延续自民党一贯的保守主义

路线

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情况下，自民党

的 对 外 关 系 理 念 进 一 步 趋 于 保 守 化 和 右 倾 化。

从 2021 年 的 自 民 党 总 裁 选 举 及 众 议 院 选 情 来

看，自民党的政策理念并没有脱离其一贯的保

守主义路线。岸田政府仍然会坚持自民党一贯

的保守主义外交理念，提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安

保政策。

首先，提出保守主义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

策理念及意向。岸田在任职后列举了三个方面

的政策意向：①守护民主等基本价值观；②坚

守日本的和平与稳定；③为全球规模课题做贡

献，表示“将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1]

可 以 看 出， 首 先 强 调 的 是 所 谓 的“民 主 价 值

观 ”， 意 在 以“价 值 观 外 交 ” 巩 固 日 美 同 盟 关

系，形成日美澳印四国机制，突出日本参与主

导国际事务的“存在感”和国际战略诉求。

其次，岸田强调日本的“和平与稳定”，不

外乎就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力图表述与

周边国家涉及领土及海洋专属经济区争端等问

题时将自身的利益要求诉诸外交政策之中。将

标榜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作为所谓

“全球性公共产品”，力图让国际社会予以接受

和认同，体现出“普世性”推广的意向，表现

出岸田政府的“后安倍时代”的外交政策延续。

“人权问题”是岸田政府外交政策关注的重点。

岸田在第 205 届国会首相就职演说中表示：“坚

决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

值观的决心”“对于国际社会不断严重的人权问

题，也由各中央部门联合加以应对”。
[2]

在 2021 年 9 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岸田文

雄就曾宣称当选后将新设负责“人权问题”的

首相助理，“应对中国人权问题”，
[3]

还妄议中

国香港和新疆存在所谓“人权”问题。该新设

职位将统筹领导日本外务省和法务省等相关机

构，致力于收集并分析外国相关信息，在所谓

“人权问题”上起到“指挥部”的作用。对于新

设的负责人权问题的首相助理一职，岸田起用了

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自民党前防卫相中谷

元 , 由他出任该职。
[4]

中谷元从属自民党的谷垣派，是日本陆上自

卫队退役尉官，在 2001 年和 2014 年曾两度出任

防卫大臣。在第 49 届众议院选举中，他第 11 次

当选众议院议员。

中谷元还在 2021 年 4 月成立的日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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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中担任会长，该组织

主张制定日本版《马格尼茨基法》。
①

岸田任命

“反华派”中谷元为“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

表明日本政府大有以所谓“人权问题”恶化中日

关系的意味。对此，新任外相林芳正甚至以辞去

“日中友好议联会长”表明政治态度，并就“中

国和缅甸等的人权问题”强调“自由、尊重基本

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得到

保障很重要”，表示将与“人权问题”首相助理

中谷元共同努力。
[5]

显然，岸田政府内部以“人

权问题”非议中国已形成共识。

再次，岸田上台伊始就将“修宪”提上议事

日程。力求修改“和平宪法”，是自民党的立党

理念。安倍执政时期加快了修改和平宪法的步

伐，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其对日本军力发展的法理

限制。安倍曾用“断肠之痛”形容其未能实现包

括修改“和平宪法”在内的诸多政治目标的遗憾

心 情。 在 2021 年 9 月 竞 选 自 民 党 总 裁 过 程 中，

各候选人对修宪纷纷表态。高市早苗公开表明把

“修宪”作为第 49 届众议院选举竞选承诺的核心

内容之一，主张通过“修宪”明确写入拥有“国

防军”。高市提及自民党 2012 年制定的删除现行

《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保持战力和否认交战权

的修宪草案“更好”。
[6]

高市以现行《宪法》是

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参与下制定的为

由，表示“希望由日本人制定拥有日本灵魂的宪

法”。
[7]

岸田指出，包括新设紧急事态条款及把自

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在内的该党修宪方案四项内

容“是现代的，而且很重要”。
[8]

他认为应该通过

与国民对话来思考修宪。
[9]

自民党的众议院选举竞选承诺写明将深化

《宪法》讨论，力争早日实现修宪。第 49 届众议

院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公明、日本维新会和执

政党方面的无党派议员构成的“修宪势力”基本

上将获得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310 个）。

日本共同社 2021 年 11 月 1 日对 465 名当选

议员进行问卷调查，关于在岸田政府下修宪，表

示“赞成”的比例为 71.9%，“反对”占 25.9%。

其中，日本维新会赞成在岸田政府下修宪的高达

100%。自民党赞成修宪的有 98.2%，而公明党为

56.7%。关于是否有必要加紧讨论修宪，日本维

新会有 96.4% 认为“有必要加紧”，立宪民主党

认为“没必要加紧”的占 78.4%。
[10]

2021 年 11 月 10 日， 日 本 首 相 岸 田 文 雄 宣

布把修改《宪法》定位为“自民党总裁的重要课

题”，并表示：“为推进修宪，已下达指示，要求

在加强党内态势的同时，呼吁开展国民讨论并在

国会积极讨论。”他强调“国会讨论和国民理解

是车之两轮”。自民党最大派系“安倍派”也呼

吁“修宪是立党以来的党基本方针。让我们站在

讨论的最前线”。
[11]

安倍表示，作为自民党最大

派系将继续支持岸田政府。并表明与岸田首相有

同样的“修宪”意愿，称“安倍派希望成为推进

修宪相关国民讨论的原动力”，期待修宪讨论取

得进展。
[12]

另外，日本“修宪”借口周边安全威胁，加

剧地区紧张局势。就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而言，

“修宪”的作用在于为日本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增添主动诉诸武力、进行军事威慑的筹码。而且

日本一直通过外交宣传为“修宪”张目，具体体

现在对内渲染“周边威胁论”，为“修宪”寻找

借口；对外主动寻求“国际理解”，为“修宪”

铺路。可以预见，以“修宪”作为基本方针的自

民党，将会继续利用执政地位，坚定不移地走

“修宪”保守强硬路线。

三、“安倍理念”依然影响岸田政府的人事和

安保政策取向

首先，从岸田政府班底和党内关键职位来

看，“安倍理念”与人事安排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与原首相安倍晋三政治信条相近的高市早苗任日

本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任自民党干事长的是安

倍的盟友、前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后在第 49

届众议院选举中失利后辞职，由安倍“老臣”茂

木敏充接任自民党干事长；曾在安倍任期内任文

部科学大臣的松野博一任内阁官房长官。特别

  ①  所谓《马格尼茨基法》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于 2012 年签署的一项意在“制裁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律，实际上则是授权

美国政府打着“人权”的幌子对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实施“长臂管辖”。美国的盟友英国、加拿大等此后相继出台了类似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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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岸田文雄在其内阁中保留了现任防卫相、安

倍的胞弟岸信夫。岸信夫作为“安倍理念”的传

承者，被安倍安插在菅义伟内阁中任防卫相，目

的就是延续安倍晋三执政未尽的安保战略。岸信

夫是日本政界中有名的“国防通”，致力于推进

安倍倡导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和落

实。“亲台”立场鲜明的岸信夫再次出任岸田政

府的防卫相，仍然是安倍政治影响力的产物，并

将对今后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如此看来，岸田文雄在改组内阁大臣和党内

关键职位时充分考虑了安倍晋三的意愿。虽然

强调“倾听能力”与“团队能力”的岸田首相

力图展现自身特色，但安倍等自民党内重量级

人物和主要派系的干预是无法回避的。实现历

史上超长期执政的安倍将继续发挥对于党政人

事和政策的影响力，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日本

内政外交中，“安倍理念”因素会依然存在。

其次，从安保政策层面来看，“安倍理念”

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大选”中依

然存在。尤其是安倍晋三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和

强硬防御政策仍然对日本政坛具有很强影响力。

在 2021 年 9 月 竞 选 自 民 党 总 裁 时， 高 市 早 苗

就对媒体透露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言语激励，

称“必须完成安倍政府留下的重要课题”。
[13]

安倍在 2020 年 9 月卸任前发表谈话，敦促

下届政权展开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相关讨论。但

接替安倍的首相菅义伟在 2020 年年底通过内阁

会议决定把新建“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等作为替

代方案，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事实上被搁置。
[14]

对此，高市早苗、岸信夫等安倍的追随者

不断提出应该尽快讨论。高市早苗把拥有在对

方国家疆域内阻止弹道导弹的“对敌基地攻击

能力”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亮点”，迎合拥

护安倍的党内保守势力。她主张修改法律，从

而允许展开使敌方基地功能暂时丧失的网络和

电磁波攻击。“更早让敌方基地瘫痪的一方将获

胜。能使用的工具是电磁波或卫星”，“通过强

力电磁波等各种方法首先让对方基地瘫痪。晚

一步的话，日本就会遭遇悲惨境地”。因此，政

府需要尽快开启菅义伟政府暂时搁置的“拥有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议题的讨论，并且“必须

尽早得出结论。”
[15]

2021 年 9 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岸田文雄

也把安倍担任首相期间力促讨论的“拥有对敌

基地攻击能力”列为“热门选项”，表达了拉拢

党内保守势力的想法。岸田表示，探讨应否拥

有在敌方国家疆域内拦截弹道导弹的“对敌基

地攻击能力”，“这是有力选项，必须展开讨论

以 保 护 国 民 的 生 命 与 生 活 ”。
[16]

岸 田 是 以“轻

武装、重视经济”路线闻名的前首相池田勇人

组建的派系“宏池会”会长，但为了竞选自民

党总裁，他也拼命消除“宏池会”的鸽派形象。

这引发自民党派系内部一些资深议员对宏池会

存在意义的质疑和不满，认为“这是对安倍的

揣度”。
[17]

10 月 19 日，出任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在国

家安全保障会议上表示，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

力，“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确认了

将探讨所有选项”。
[18]

可以说，岸田首相在安全

保障等领域顾及保守派，在许多项目上深深体

现了政务调查会长高市早苗的政策主张。
[19]

再次，岸田政府沿袭了安倍执政时期防卫

费增额的惯性。2021 年 9 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

高市早苗和岸田文雄都强调了日本防卫费增额

的必要性。在以防卫费增额加强安保方面，出

任自民党政策调查会长的高市早苗，在安保政

策方面主打保守色彩，显示出追随“安倍理念”

的政治姿态。她主张日本的防卫费“与海外各

国相比过少。不在必要之处投重金的话就无法

守护日本。”
[20]

日 本 自 民 党 在 10 月 12 日 公 布 的 众 议 院 选

举 竞 选 纲 领 中 提 出， 比 照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组 织

（NATO）成员国，力争增加防卫相关费，考虑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到 2% 以上。

日本财务相铃木俊一就增加防卫费一事表

示：“不应以财政方面的规模为前提，而是需要

在建设高质量防卫力的意义上加以考量。”
[21]

事

实上，日本防卫省决定在 2022 年度防卫费预算

申请中计入逾 5.4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3197

亿元），将超过 2021 年度原始预算的 5.3422 万

亿日元，刷新最高纪录。
[22]

2021 年 11 月 18 日，

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在 2021 年度防卫补充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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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中 列 入 逾 7700 亿 日 元（约 合 人 民 币 432 亿

元），创补充预算的防卫费金额新高，大幅超过

2019 年度的约 4300 亿日元。除了扩充水雷和导

弹等装备之外，还将购买巡逻机，加紧强化南

西诸岛方面的防卫力。驻日美军相关经费也包含

在内。2022 年度原始预算的概算要求为创新高的

5.4797 万亿日元。
[23]

最终日本防卫费或将超过被

视为大致标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

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出任首相，离

不开安倍晋三等自民党实力派的认同和最终支

持。岸田当选后其打出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也在

延续和体现着“安倍理念”。

四、岸田政府提升日美同盟关系的意向

日本外交战略既定的基本路线是，在日美

同盟框架内强调不断提高外交自主性、在地区

甚至全球范围内谋求话语权和主导权。岸田在

第 205 届国会首相就职演说中表示：“我国外交

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石就是日美同盟。我将身

先士卒，把作为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

根基的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层次”。
[24]

这显示出

岸田政府不仅要继续深化日美同盟，而且要向

“更高层次”提升日美同盟关系的强烈意向。

首先，岸田政府力求向“更高层次”提升

日美同盟关系。战后以来，日本以美国为基轴

的外交传统一直没有改变，若有变也只是调整

过 程 中 的 不 断 加 强 与 深 化。 如 何 才 能 做 到 向

“更高层次”提升日美同盟关系呢？在 2021 年 9

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各位候选人给出了答案，

即以“中国威胁论”作为强化日美同盟的逻辑

起点。高市早苗提出有关美军在日本列岛部署

中程导弹“已是必须”。关于部署美军导弹的必

要性，高市主张“若被攻击后什么也不报复就

不会有威慑力”，她强调“要竞争的将是多早让

敌 方 基 地 瘫 痪 ”。 岸 田 文 雄 也 倾 向 于 这 样 的 论

调。他设想遭受导弹波浪式攻击的事态时，“必

须考虑防备第二次攻击”。岸田把拥有对敌基地

攻击能力定位为“有力选项”，并把大幅增加防

卫费纳入考虑范围。河野太郎表示应该加强日

本自身防卫力，以“提升威慑力”。
[25]

上述几位

候选人均表达了向“更高层次”提升日美同盟

关系的政治取向。

2021 年 10 月 5 日， 岸 田 文 雄 首 相 与 美 国

总统拜登举行首次电话会谈，就强化日美同盟、

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合作达成

一致。这是岸田组阁后首次与外国首脑举行电

话会谈，体现了日本新首相重视日美同盟关系

的惯例。岸田与拜登确认了钓鱼岛是规定美国

防卫义务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的适

用对象。双方认为作为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

和平、安全与稳定基石的日美同盟十分牢固。岸

田就立即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谋求理解与合

作，拜登表示支持。双方还就为应对新冠疫情及

气候变化、采取举措实现无核武世界等全球规模

的课题紧密合作达成共识，并商定推进协调以尽

快实现面对面会谈。岸田在会谈后向媒体强调

“这次首脑通话是把日美同盟提升到新高度的重

要一步”。
[26]

11 月 2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英

国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会议（COP26）首脑级会议期间，得

以与拜登进行首次会面，以“拜会拜登”的形式

完成了就任首相后的首次面对面外交，争取赢得

美国的信任。

其次，“决心强化日本的防卫力”，谋求改变

日美同盟机制的“非对等性”。日美同盟仍然是

日本安全战略的支柱，因而要依托日美同盟，不

断提高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美关系是

一种不对等的同盟关系。结构性的不平等既有历

史原因，亦有现实原因。一直以来，美方要求

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地区同盟国接受“相应的负

担”，日本对于美国逐年提高安全“保护费”的

做法表示不满，想要改变过于依赖美国安全保障

的“美主日从”同盟框架，利用日美同盟增强日

本安保体系建设，扩大自主外交能力和防卫力。

日本谋求“大国化”是左右日本未来政策与战略

的根本与核心。

改变日美同盟机制的“非对等性”，是历届

日本政府的政治追求和目标，岸田政府也不例

外。日美同盟的非对等性使得日本时刻受到美国

的控制和压力。美国要求日本尽可能多承担军事

开支，为美国提供更多军事援助，而随着日本

“大国化”战略目标的确立，为追求本国利益，

岸田政府与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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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希望通过对宪法的重新解释，解禁集体自卫

权，增强军备建设。岸田政府有意在 2021 年 4

月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写入的“决心强化日

本的防卫力”努力付诸实践。10 月 8 日，岸田首

相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演

说中表示将在维持日美同盟威慑力的同时，致力

于减轻冲绳基地负担。
[27]

这显示日美在各自利益

上的矛盾并未消除，在可预见的长时期内日美同

盟关系仍有不确定性。

第三，日本有条件地同意增加驻日美军驻留

经费，避免影响日美同盟关系发展。近年来，美

方计划提升美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要

求日本以增加驻留费负担金额的方式给予合作。

美方认为由于应对中国军事力量、朝鲜核与导弹

开发等问题导致了驻日美军的重要性上升，并将

此作为要求日方增加分摊的理由。日方则以财政

形势严峻为由表示难以大幅增加。尽管日本将驻

日美军驻留经费美其名曰“温馨预算”，但对特

朗普执政时期要求日本提高安全“保护费”数额

的做法大为不满。

按以往惯例，关于驻日美军经费分摊的日美

磋商是在日本编制预算的上一年年底前谈妥。因

为 2020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增加驻日美

军驻留经费日本的分摊额度，双方磋商未能取得

进展。2021 年 1 月拜登政府成立后，日本提议磋

商工作暂时延长一年，得到了美国的同意。很显

然，为拉拢同盟国，拜登调整了驻日美军驻留经

费问题的期限。关于 2021 年度驻日美军驻留经

费分摊，日美两国政府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签署

了把现行特别协定期限从 2020 年年末延长一年

的协定。特别协定通常每五年更新一次，延长一

年实属罕见。2021 年度日本的分摊额为 2017 亿

日元，
[28]

与 2020 年保持同一水平，用于支付驻

日美军基地的水电煤气费及员工的劳务费、训

练转移费等。至于 2022 年以后的分摊额，日美

表示将再行商议，力争在 2021 年年内谈妥。

岸田文雄上台后，对于美国要日本大幅增

加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做法，日本提出有条件

妥协方案。日方拟把日美联合训练等经费作为

增额部分，力争在 12 月达成一致，2022 年年初

签署特别协定。协定的有效期计划和以往一样，

定为 5 年，即截止到 2026 年。日方打算把自卫

队与美军共用机场的修缮费以及联合训练等的

经费作为增额部分，而不是增加美军基地的水

电燃气费等原有分摊。日本政府认为如果是这

种增额，将有助于强化同盟且容易获得国民理

解。关于联合训练等的增额部分，日美将探讨

是否在特别协定中新设项目。日方认为：驻日

美军驻留经费“负担将有所增加，但大概不会

是美国前特朗普政府要求的那种巨额负担。最

后将由首相岸田文雄做出判断。”
[29]

可见，岸田政府同意增加驻日美军驻留经

费的同时，也有增加自身防卫预算的意愿。这

是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印太地区政治、军事存在

感和既得利益的重要信号。日本政府力求通过

提升自身防卫实力，改变美国在同盟关系框架

下收取安全“保护费”的“痼疾”。日本预判，

拜登政府强化同盟体系离不开日本的支持和帮

助， 这 不 仅 是 日 美 同 盟 的 强 化 及“双 向 义 务 ”

合 作 的 机 会， 也 是 日 本 灵 活 应 对“温 馨 预 算 ”

问题的契机。

五、“印太构想”下的安全机制构建及价值

观外交意向

岸田文雄在第 205 届国会首相就职演说中

表示：以美国为首，联合澳大利亚、印度、东

盟、欧洲等，与这些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

携 手， 充 分 发 挥 日 美 澳 印 的 框 架， 大 力 推 进

“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地 区 ”。
[30]

岸 田 文 雄 首 相 上

台伊始，就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寻求加强

“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的共识，谋求

日本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同时，致力于强化日

美同盟，推动日美澳印“四边机制”的军事与

非军事合作，一致抗衡中国。

首 先， 提 出 强 化 日 美 澳 印“四 边 机 制 ”

（QUAD）的意向。美国拜登政府考虑到被视为

“唯一竞争对手”的中国，十分重视被称为“四

边机制”的日美澳印四国。2021 年 10 月 5 日，

岸田首相与拜登举行首次电话会谈时，双方确

认 强 化 日 美 澳 印“四 边 机 制 ”。10 月 5 日 上 午

岸田首相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首次视频

会谈，一致同意将面向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

岸田政府与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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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加强包括美国和印度在内的“四边机

制”合作。两人确认还将推进日澳在安全和经

济领域的合作，并“强烈反对在东海和南海单方

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以及经济威胁这一立场”。
[31]

10

月 8 日，岸田首相又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首次

电话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在“四边机制”中密

切协作，并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

开展合作。两人就强烈反对凭实力单方面改变现

状的尝试以及经济施压达成共识。
[32]

日本海上

自卫队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与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各国海军在印度近海的孟加拉湾实

施战术训练。日本十分重视日美澳印四国安全机

制，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其次，提出加强美日澳印的经济安全保障合

作。2021 年 9 月 25 日，在美日澳印四国首脑举

行的首次会议上，除就重点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合

作达成一致外，还对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

施建设、应对崛起的中国、推进经济安全合作展

开磋商。与会者强调有必要在尖端技术领域，维

持日美澳印的优势，减轻半导体和重要矿物资源

的对华依赖。此外，还有意通过强化太空合作，

对抗力争 2030 年建成航天强国的中国，由四国

主导太空国际规则的制定。
[33]

岸田在国会就职

演说中称：“在新设的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领导下，

实施确保战略性物资、防止技术外流的举措，构

建自律型经济结构，制定相关法案，以打造牢固

的供应链，推进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同时，

还与美日澳印等国家首脑电话商定，将强化供

应链和加强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

可以看出，日本力图构建稳固的美日澳印

合 作 机 制， 寻 求 在“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度 太 平 洋 ”

构想中提升影响力和号召力。日本以维护亚太及

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共同目标的名义，积极构建

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政治及安全

机制，提升日本的亚太地缘战略的控制力。

六、岸田政府的对华“对话”外交意向

近年来，在总体保守化的趋势下，日本对

华政策时有反复，越来越强硬，“中国威胁论”

花样不断翻新。在对华“两面下注”的权宜之

计下，其政策毫无连续性，不断出现脱轨中日

四个政治文件的现象，导致中日关系反反复复，

使得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台湾问题、历史认识问

题、钓鱼岛争端及东海问题频频凸显。岸田文

雄执政后，自民党一贯的对华政策不会有太大

的变化，对华政策微调或不能改变中日关系中

业已存在的问题。

首 先， 日 本 对 华 政 策 不 断 触 碰 中 国 底 线，

使得中日关系日趋复杂化。在中美关系紧张的

背景下，日本不断加强同西方盟国的外交和安

保协作，表现出鲜明的对华针对性。加之中日之

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问题影响，可以预

见日本会继续借所谓人权问题、东海及台海问题

等“指责”中国，同时在经济贸易领域谋求和中

国的合作。日本政府历来对华政策存在的“两面

性”特征仍然明显。岸田首相上台后，强调在

“日美同盟”外交基轴下，推进民主国家安全联

盟，强化价值观外交。

2021 年 9 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岸田文雄在

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理念中，提出将新设负责人

权问题的首相助理，以应对所谓“中国人权问

题”。岸田上台伊始就兑现承诺，任命“反华”

的中谷元为负责“人权问题”的首相助理。在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高市早苗以“作为一个

日本人有信教自由”为由，表示将继续参拜靖

国神社。岸田也就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表示，“会

考虑时期和状况进行判断”。
[34]

在影响近邻外交

的历史问题应对上虽有不同表达，但均显示出

了对华的强硬姿态。

在 台 湾 问 题 上，2021 年 4 月 日 美 首 脑 联 合

声明中写明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岸田文雄、高市早苗等自民党党政要人均对中国

台湾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表

示欢迎和支持。
[35]

这已经完全突破了中日关系的

底线。高市甚至宣称，“必须考虑台湾出现突发

事态的可能性较大并做好准备。”她强调应拥有

进行威慑和应对所需要的能力，通过日美同盟进

行补充完善。
[36]

岸田文雄在 10 月 11 日众议院代

表质询中就与中国台湾的关系表示，将维持非官

方的实质关系这一以往政府方针，并在此基础上

“力图进一步深化日台间的合作和交流。”但“将

关心关注围绕台湾的局势”。因为台湾是“共享

岸田政府与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取向



8 日本研究·2021 年第 4 期

基本价值观、有密切经济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伙伴

和宝贵的朋友”，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很重要”。
[37]

 可以看出，岸田政府仍然在台湾问

题上延续上一届政府的出格路线，尚未提出维护

中日关系的建设性举措。

此外，岸田首相新设经济安保大臣一职也有

针对中国的意味。所谓“经济安保”就是保护国

家和国民免受威胁的安全保障中的经济侧面。日

本政府日益重视经济安保政策的制定，强调“经

济安保”是为了“应对中美技术竞争加剧”，正

在着手研究中长期战略。
[38]

事实上，日美澳印

“四国安全机制”对华的“经济安保”合作已经

达成共识。

其 次， 岸 田 文 雄 主 张 中 日 关 系“对 话 很 重

要”。岸田文雄在参选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公开

讨论会上，被问及将如何应对明年中日邦交正常

化 50 周年时，他表示“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很重

要”。这与岸田曾在前安倍内阁担任外相的经历

有关，因此他特别强调发挥外交的作用。

近年来，中日关系有所反复，作为世界第

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如何处理两国关系事关

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振经济作

为日本政府的头等大事，离不开与中国的联系。

但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能否改变菅义

伟执政时期偏离中日关系正常轨道的一些做法，

需要岸田政府加以认真面对。尤其是，岸田新

内阁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处理好两

国关系中业已存在的问题，关系到中日关系的

大局与走向。

总之，近年来，日本政府力求强化自身的

防卫力，通过“价值观外交”不断割裂国际社

会，通过强化同盟和“准同盟”关系，破坏世

界 和 平 与 稳 定。 同 样， 岸 田 政 府 在 强 调 要 在

“日美同盟”外交基轴的基础上，战略性地推进

“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度 洋 太 平 洋 ” 构 想， 在 外 交 和

安全政策层面也延续了安倍政府确立的对华强

硬立场。事实表明，日本政府常常以牺牲中日

关系来换取日美同盟的深化，以获取日本国家

利益最大化，并借此方式改变在日美同盟中的

“不对等”地位。但是，目前岸田政府迫于提振

国内经济、改善民生压力不得不寻求对华对话，

探讨更多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执政初

期的岸田政府来说，如何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

景下改善有限的中日关系，成为其外交和安全

保障领域的重要课题。可以说，维护中日关系

大 局 最 根 本 的 还 是 要 坚 持 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要时刻防止中日关系脱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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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hida Government and Japa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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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1, Japan's political arena changed, and Japan's diplomacy and security during the "LDP president election"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lection". The insurance policy presents new trends. The Kishida cabinet continued the LDP's consistent 

conservative line and put the step of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n the agenda. Values diplomacy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Kishida government. "Abe's concept" still affects the personnel and security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Kishida 

government, and follows the inertia of the increase of defense expenses during Abe's administrati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Japan's defense power". The Kishida government conditionally agreed to increase the funds for the presence of US troops in Japan, 

hoping to develop a "higher-level" Japan-US alli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mechanism and value diplomacy under the 

"India Pacific concept". Whether the "dialogue" diplomatic intention of the "Kishida cabinet" towards China can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the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mains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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