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 ７０ 年 日本 国家战略的发展演 变

杨伯江

内容提要 ：
１ ９４５ 年 日 本 战败

，

宣告 了 其
“

军事 立国
”

国 家 战 略 的破产 。

１Ｗ７ 年 《 日 本 国宪法 》 施行 ，

１ ９５ １ 年 《
旧金 山 和约 》 、 《 日 美 安全条约 》 签

署 ， 标 志着 战后 日 本
“

经济 中 心
”

导 向型国 家战 略体 系逐步确立 。 战 后 ７０ 年

曰 本 国 家战 略的发展演 变 经 历 了 三 大历 史 阶段 ： 战 败投 降 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的
“

经济 中心
”

导 向 型 战 略阶段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至 ９０ 年代 中 期 的 酝酿转 型

与 新 目 标确立 阶段 ，
２０ 世 纪％ 年代 中 期 直 至 目 前 的

“

大 国 化
”

目 标导 向 型

战 略 阶段 。 这
一

发展演 变过程 的 内 在逻 辑 ， 在 于 自 身条件与 外部环 境变 化之

间 的 相互作用 ， 引 发 日 本核 心利 益界定 的 变 化 、 战 略 目标 的 调 整 以 及路径选

择 的 改 变 。 纵观 ７０ 年来 日 本 国 家战 略的 发展演变
， 追求

“

大 国化
”

的历 史基

因 一 以贯之 ， 从未 消退 ，
这促使 我们 就 日 本未来走 向 作持 续深入 的 思考 与

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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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国家战略
，

一般是指国家为达生存与繁荣之 目的 ，
不拘平时与战时 ，

全

面调动政治 、 经济 、 外交 、 军事 、 文化等
一切可 以利用的资源并加以统筹运

用的
“

科学
”

与
“

艺术
”

。 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 包括形势判断 、 确立 目

标 、 制定计划 、 政策落实等主要环节 ，
涉及以 自身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核心利

益的界定 、 以内外形势研判为前提的实施路径的选择等关键要素 。 １９４５ 年 日

本战败投降后 ， 基于对过去的反思 ， 结合国际格局变化与国 内现状 ， 确立了

新的 国家战略 ，
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同步调整 。 据此 ，

本文将战后 ７〇 年来 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 ， 并尝试对

主导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作 出分析 ，
以期在此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 日

本的未来走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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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Ｃｆｌ

—

“

经济中心
”

导向型战略

１９４５ 年 日 本战败
，
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失败 ， 也宣告了 战前

“

军事立 国
”

国家战略的破产
，
日本面临近现代史上继

“

明治开国
”

之后又一次道路抉择 ，

而主题是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实现复兴并重返国际社会 。 在经过短暂的过渡

期后 ， 从 １９４６ 年吉 田茂首次组阁 ， 到 １９４７ 年 《 日 本国宪法》 施行 ， 再到

１ ９５ １ 年 《 旧金山 和约》 、 《 日 美安全条约 》 签署 ， 战后 日本
“

经济中心
”

导向

型 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 。

（

一

） 日本走
“

经济中 心
”

导向型和平发展道路是现实的选择

日 本明治维新后持续在海外进行军事扩张 ， 对邻国实施侵略 ， 通过战争

掠夺殖民地 ， 获取原材料和市场 。
二战的失败 ， 彻底粉碎了

“

大东亚共荣圈
”

的梦想 ，
日 本不仅丧失了军事力量 ，

也丧失了海外殖民地 ，

“

军事立国
”

丧失

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
？ 从国 内看 ， 日本战败后经济衰败 ， 民生凋敝 ， 民众

普遍向往和平 ，
和平主义思潮势头强劲 ，

“

军事立国
”

路线为主流民意所不

容 。 国际环境也不允许有待处置的战败国 日 本重新走
“

军事立国
”

道路 。 在

东西方冷战帷幕拉开之前 ， 削弱 日本 、 防止其东 山再起 ， 是美国对 日 本的基

本政策 。 这
一

时期
， 吉 田茂等保守派政治家认识到 ，

不仅亚洲邻 国 ， 即使
“

盟国似乎都把 日本看作是破坏和平的好战民族
”

。 因此
，

“

为了使盟 国消除这

种误会 ， 并承认 日本国民是爱好和平的国民 ， 在 （
１ ９４６ 年颁布的 ） 宪法中列

人放弃战争的规定是非常恰当的＇
②

现实严格限定了 日本统治集团只能在和平主义的方向上构思新的 国家战

略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以吉 田茂为首的 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将实现国家经

济 自立确定为最优先课题 ， 主张放弃军事力量而专心发展经济 ，
提出 以

“

重

经济 、 轻军备
”

为核心的
“

吉 田路线
”

。 １ ９４７ 年 ， 日本在美国 占领当局 的主

导下开始施行 《 日本国宪法》 ， 从此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 这部和平宪法的第九

条规定 ：

“

日 本国 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 际和平 ， 永远放弃以 国权发

动的战争 、 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

” ？ 和平宪法成为

① １ ９５７

■

年 ９ 月
， 岸信介内阁期间 ，

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 《外交蓝皮书 》
， 称 日 本在战后失去 了

４６％ 的
“

国土
”

。 参见复且大学历史系 ： 《 日本军国主义史》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７２ 年 。‘

② 吉 田茂 ： 《十年回忆 （第四卷 ） 》 ， 韩润棠译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１９６５ 年 ， 第 １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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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日 本学刊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保障 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高法律依据 ，
也使得战后 日本得以集中精力专

心发展经济 ， 国家战略得以从战前的
“

军事立国
”

平稳转 向
“

经济 中心
”

。

（
二

） 追随与借助是该战略的基本思路

这
一

阶段 日本国家战略的基本 目标 ， 是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恢复元气 、 壮

大 自身实力 ，
进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 ，

在国 际舞台上重新获得发言权 。 为此 ，

从吉 田茂开始 ， 战后历届 内 阁高度重视经济复兴与增长 ， 先后制定实施了 以
“

倾斜生产方式
”

为核心的产业复兴政策 、 确立
“

贸易立 国
”

发展战略 ， 千

方百计增强 日 本产品的 国际竞争力 、 拓展海外市场 。 同时 ， 充分利用美国扶

植下的有利外部环境拼抢包括朝鲜战争 、 越南战争在内的各种发展机遇 。 在

对外战略层面 ， 随着冷战帷幕的拉开 ， 处于美国单独 占领之下的 日 本确立了

在外交上追随美国 、 在安全上依赖美国 的基本路线 。 此时的 日 本因 战败而丧

失了主权 ， 但围绕如何走出
一条既符合现实又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

发展道路的思考与筹划从未停歇
，
并就此与美国进行了频密沟通与讨价还价。

作为战后 日本与美国等 ４８ 个战胜国片面媾和的产物 ，
１ ９５ １ 年 ９ 月 签署的

《旧金山和约 》 标志着 日本最终选择加人西方阵营 ， 并将以此为立足点 ， 致力

于重返国际社会 、 开拓海外市场 。 而此后几小时签署的 《 日美安全条约 》 ， 则

意味着 日 本在通过 《 旧金山 和约 》 解决了 战后领土边界与 国际地位问题的基

础上 ， 进而以牺牲部分主权 （允许美军基地驻 留 、 镇压 日 本
“

暴乱与骚动
”

）

为代价
，
换取了被 占领状态的结束 ， 并与美国化宿敌为盟友 、 被纳人后者的

全球与地区战略轨道 ， 从此仰仗其庇护 。 此后 ，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 日美安全条

约 》 的修订 ， 标志着 日本沿既定方向再向前迈进了一步 。 《 日 美共同合作和安

全保障条约》 即
“

新安保条约
”

， 不仅使 日美关系 的
“

对等性
”

有所增强 ，

也使条约从单纯军事性质扩充为兼具政治 、 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质 。

新条约第二条专门就经济合作作出规定 ： 日 美
“

将通过加强两国的各种 自 由

制度 ， 通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制度所根据的原则 ， 并且通过促进稳定和福利 的

条件 ， 对进一步发展和平和友好的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 两国将设法消 除在它

们国际经济政策中 的矛盾 ， 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

。
①

（
三

） 在迅速恢复与壮大经济 实力 方面 ， 该战略取得非凡成功

在
“

经济中心
”

导 向型 国家战略指引下 ， 日本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实现

腾飞。 在经过大约十年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后 ，
日本经济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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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〇 年 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ＣＤ

期进人高速增长时期 ， 并
一

直持续到 ７〇 年代第
一

次石油危机爆发 。 据统计 ，

从 １９４６ 年至 １９７５ 年 ，
日本国 民生产总值 （ ＧＮＰ ） 增长 １ １ 倍 ， 年均增长率保

持在 １０％ 以上 。 其间 ， 从 １ ９６０年至 １９７０ 年 ，
ＧＮＰ 年均增长率达 １ １ ．３％

，
工

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 １６％ 。 １９６８ 年 ，
日本 ＧＮＰ超过联邦德国 ，

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至 １９７２ 年 ，
日本 ＧＮＰ 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

９ ．
４％

， 至 １９７４ 年 ， 出 口 总额占到 ７％ 。 第
一次石油危机后

，
日 本经济由高速

增长转人稳定增长 ， 但增长速度仍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

对于这一阶段的 日 本而言 ， 与美国结盟使其得以兼顾经济利益与安全利

益 ，
将通过优先发展经济 、 恢复国力 的战略思路与获得安全庇护 、 重返国际

社会 、 获得技术转让和扩大出 口市场等巧妙地结合起来 。 世界分裂 、 东西对

抗 、 美苏冷战的 国际大背景 ， 使得 日 本借助与西方阵营的
“

命运共同体
”

关

系
，
利用美国的战略需求 ， 通过安保体制将国家安全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 ，

走
“

重经济 、 轻军备
”

之路 ， 将节省下来的防务开支用于经济建设成为可能 。

与美国结盟
，
不仅意味着获得安全保障 ， 也意味着实现经济发展 目标的便利

化 ， 意味着 日本可以直接 、 充分地利用来 自美国 的全方位支持
——从资金援

助到技术转让到市场开放 。 吉田茂就曾提出 ：

“

为了不断地发展经济 ，
必须吸

收先进国家的资本和技术 。 而想要扩大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 ， 则只有以世界

各国中经济最富裕、 技术水平最高的 国家为对象。 尤其是 ， 日本如果考虑到

为今后国内建设所必需的外资的吸收问题 ， 特别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 ，
自然

是十分重要的 。

”

宫泽喜一在分析 日 美结盟的战略收益时也强调 ：

“

从世界战

略的角度考虑 ， 美国不能置 日 本于真空状态而不顾 ； 日 本则需要重建今后的

经济 。 从双方的立场看 ， 唯有选择 日美安保条约才是上策 。

” ①

（ 四 ） 在追赶美欧的经济发展 目 标基本实现后 ， 该战略面 临调整压力

战后 日 本
“

走上了 日 美结盟的道路 ， 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国 的力量 ， 并不

惜牺牲部分国家主权
，

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 并对冷战格局加以最大限

度地利用 ， 使 日 本在冷战格局下定位为美国保护下的通商国家 ， 成为冷战的

最大受益者。 这种有效利用他国力量为本国 国家战略服务的实例是极为罕见

的
”

？
。

“

经济 中心
”

导向型战略在较短时间 内造就了 战后 日 本的
“

经济奇

① 转引 自富森眷儿 ：

？

《战后 日本保守党史》 ， 吴晓新等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１９８４ 年 ， 第

５８ 页 。

② 田庆立 ： 《战后初期 日 本届家战略的三大转变及其原因分析》
，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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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

，
但几乎与此同时 ， 这

一

战略开始受到来 自 日 本国 内 的质疑 ， 面对调整的

压力 。 概言之
，
质疑主要来 自于两个方面 。

第一
，
该战略本身在成就经济腾飞 的同时 ，

也给 日本的长远发展带来了

制约 。 战后 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坂正尧认为 ，

“

吉 田路线
”

体

现了
“

商人式的国际政治观
”

， 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当时 日本国 内对
“

经济中

心
”

导 向型战略的主流评判 。 在把旧金山 片面媾和视为吉 田外交头号功绩的

同时 ， 高坂认为
“

吉田路线
”

的保守倾向扼杀 了战后 日本人民选择新价值体

系的可能性 ， 认为虽然媾和从总体上看利大于弊 ， 但 日 本也为此付出 了与东

方阵营对立 、 冲绳为美军所控制 、 对华政策追随美国等代价 。 此外 ，
日 本国

内围绕 自卫队是否违宪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 这也是吉 田忽视社会民意 、 仅

执着于经济发展 目标而留下的败笔 。
？

第二 ， 日本在积聚了相 当的经济能量之后 ， 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下
一步何

去何从的问题 ，
而

“

吉田路线
”

没能就此给出答案 。
？ 高坂认为 ，

经济优先

主义虽然使 日本实现了繁荣
，
但对美从属却束缚了 日 本外交的独立性

， 国际

活动空间变得狭窄 ， 国 民的精神 目标也因安于现状而逐渐丧失 。

“

虽然拥有了

如此巨大的 国 力 ，
日本却在迷惘应将之运用于何方 。

”

高坂警示 日 本社会 ，

《 日美安全条约》 不可能永世不变 ， 日本只有增强 自身 国力 ， 才能避免一旦失

去美国的核保护伞之后难以 自立的局面。 为此 ， 他主张 日本 以
“

海洋国家
”

为标准 ， 超越作为岛 国 的过去 ，
以积极的对外政策面对全球化趋势 ，

发展具

有 自身特色的国家力量 。
③
高坂的观点体现了这

一时期 日本知识精英层对社会

经济发达而精神空虚的担忧 ，
以及对增强 日本外交 自主性的期待 。

④ 但客观而

言 ， 这一问题可能原本就不在
“

经济中心
”

导 向型战略的设计范围之内 ， 而

是在该战略引领 日本实现长足发展之后所必然面对的问题 。 换言之 ，

“

日 本向

何处去
”

问题的提出 ， 恰恰寓意着
“

吉 田路线
”

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 ， 即将

功成身退 。 日 本在呼唤新的国家战略 。

① 参见张帆 ： 《高坂正亮早期 国际政治思想述评》 ，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 １２ 年第 ２ 期 ＾ ； ^

② 实际上 ，
这一时期 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构成促其反思

“

吉 田路线
”

的重要 因素 。 特别是 １ ９６９ 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
，
表明美国将对亚洲实施战略收缩 ， 要求 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

全义劣
——

“

美国将恪守对亚洲盟国的条约义务 ， 同时希望由亚洲 国家 自 己来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

责任 ， 除 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
”
——

直接推动了 日本加紧思考在安全军事上
“

何去何从＇

③ 高坂正堯 ？

■

海洋国家 日本《構想』 、 中央公論社 、 １ ９６９ 年 、 １７４ 頁 。

④ 同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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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 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ＣＰ

二 酝酿转型与新 目标确立

进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日本奏响了国家战略调整的序曲 ，

至 ９０ 年代初冷

战结束 ， 最终明确将成为
“

正常国家
”

作为新的战略 目标 。 日本新的战略诉

求主要通过要求参与主导 国 际新秩序构建、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

及国 内进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 酝酿修宪等对内对外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 不

过 ， 在这
一

阶段 ， 与
“

正常国家
”

化这一新 目标本身的鲜明度相比 ，
日本新

国家战略的展开尚缺乏体系完整性 ， 政策路径选择的主体部分尚未完全敲定 。

（

一

）

“

经济能量政治化
”

法则推动 日本诉求升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继续领先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 。

１９８３ 年 ，
日本贸易黑字超过联邦德国 、 资本输出超过英国 ， 此后长期保持着

世界第一贸易黑字大国 、 经常收支黑字大国 和资本输出大国地位 。
１ ９８５ 年 ，

日本取代英国
，
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 国 （ 同期美国沦为世界最大海外债务

国 ） ；

１ ９８７ 年人均 ＧＮＰ超过美国 ；
１ ９８８ 年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 ；

１９８９ 年人均

ＧＮＰ 达到 ２４４９９ 美元 ， 列世界第一位 。 １９８６
￣

１ ９８８ 年
，
日本长期资本输出额

连续三年超过 １３００亿美元 ， 大大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的 总和 。 １ ９８６ 年底 ，
日本

迎来战后持续时间仅次于伊奘诺景气的平成景气 。 至此 ， 日本经济达到了战

后 以来的顶点 ， 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 。

伴随着经济实力 的迅速增强 ，
日本的 自我期待值也同步蹿升 ， 大国意识

复苏进而膨胀 ， 对核心利益的界定趋于扩大 ， 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

的愿望 日渐强烈 。 在这
一时期 ，

“

日本不甘心居于美国之下 ， 正在各个领域与

美国争第一
”

。

“

日本报刊上经常看到
‘

美国霸权地位崩溃
’

、

‘

２ １ 世纪是太平

洋时代
’

、

‘

２ １ 世纪是 日
；本的时代

’

等字眼 ，
并声称

‘

日本的生产率继续上

升
’

、 将成为世界第
一

。

” ？ 此后 ， 冷战与 日 本的昭和时代几乎 同步结束 ，

“

告

别战后
”

、

“

迈入新时代
”

的气氛开始弥漫整个 日本社会。 据 １９９１ 年 １ １ 月

《朝 日新闻 》 进行的舆论调查 ， 针对
“

今后 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
”

的问题 ，
５２％ 的 日 本人回答 ，

“

不仅在经济方面 ， 还应该在政治方面发

挥领导世界的作用
”

。 关于
“

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成为领袖
”

的提问 ， 给予肯

① 凌星光 ： 《八十年代后半期 日 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 ， 《 日本研究》 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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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ｌ 日 本学刊 ２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定回答的 日 本人占 ７２％
， 予以否定的只有 １８％ 。

？

进入这一时期 ， 日本朝野都不再满足于只做经济大国 ， 而是渴望成为世

界一流的
“

政治大国
”

。
１９ ８２ 年 １ １ 月 中 曾根康弘就任首相后 ， 明确提出 日 本

要进行
“

战后政治总决算
”

， 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 外

务省事务次官栗山 尚
一撰文 《剧烈变动的 ９０ 年代与 日 本外交的新展开》 ， 提

出 日美欧构建
“

三极体制
”

、 共同领导世界的主张 。 １ ９９３ 年 ５ 月 ， 自 民党干

事长小泽一郎在率众退党 、 另组新生党的前夜 ， 推出其重要政治论著——

《 日 本改造计划 》 ， 其中写道 ：

“

日 本的 ＧＮＰ 占世界的 １６％
， 仅次于美国 ，

是

世界第二位 。 日美两国的 ＧＮＰ 占世界的将近一半 。 而且 ， 日本与欧洲 、 美国

并立 ，
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 。 就是说 ， 日 本的举动已影响到世界各处 。 日

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 。

”②

（
二

） 国 际局势的剧烈变动对 日本战略调整构成重要动 因

基于 日本战略文化中
“

外压应对式决策
”

的特点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中期 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 ， 从酝酿阶段开始即受到这一时期 国际局势的

深刻影响 。
？７０ 年代末 、

８０ 年代初 ， 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发起攻势 ，
大有在全

球范围内排斥美国势力与影响之势 。 里根政府为扭转军事战略上的不利处境
，

迫切要求 日本加强与美国 的战略协调
， 分担防务责任 ， 共同抗衡苏联的军事

扩张 。 １ ９８２ 年 ４ 月 ， 美国副总统布什访 日
， 强调

“

随着 日本所发挥作用的扩

大
，
它的责任也会相应增大

”

，

“

日本不能逃避发挥政治作用
”

。
？ 美国的要求

与 日本政坛主导势力 的愿望
一

拍即合 。 日本决策层认为 ，

“

为美国分担责任
”

既可以维持西方阵营对苏的战略优势 ， 维护有利于 日美及整个西方阵营的国际

体系 ，
又能帮助 日本进一步提高在同盟及美国全球战略中 的地位 ， 在国际上树

① 参见李建民 ： 《冷战后 日本的
“

普通国家化
”

与 中 日 关系 的发展》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

２〇０５ 年 ， 第 ５９ 页 。

② 小沢
一

郎 『 日本改造計画 』 、 講談社 、 １９９３ 年 。

③ 在美国学术界对 日 本战略调整深层动力的探讨中 ， 肯尼思 ？ 派尔论证了
“

在整个近代史上 ，

外部压力决定性地造就了 日 本的外交政策与 国内政治
”

， 认为
“

国际体系的结构 、 运行方式 、 制度
、

原则与规范决定性地影响着近代以来 日 本的国际行为 和国内政治结构
”

。 参见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Ｂ．Ｐ

ｙ
ｌｅ

，

Ｒｉｓ 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Ｊ
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ｏｗｅ ｒ ａｎｄＰｕｒ

ｐ
ｏｓｅ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 ｉｒｓ
，
２００７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Ｂ ．

Ｐｙ ｌｅ
，

Ｍ

Ｐ ｒｏ ｆｏｕｎｄＦ ｏｒｃｅｓ ｉｎｔ
ｈｅ ｍａｋｉｎ

ｇ 
ｏｆＭｏｄｅ ｒｎ

Ｊ ａｐ
ａｎ

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２
，２００ ６ ，

Ｐ
． ３９ ３

。 转引 自马千里 ： 《冷战后 日 本大战略调整研究
一基于结构压力 与战略文化的考察》 ，

ｈｔ中 ：
／／

ｗｗｗ ．
ｊｙ

ｌｗ．ｃｏｍ／４９／ｗｚ ｌ９２７２４９ ．ｈｔｍｌ 〇

④ 转引 自方连庆 、 刘金质 、 王炳元主编 ： 《战后国际关系史 （
１ ９４５－ １９９ ５

） 》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１９９９ 年 ， 第 ６７８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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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Ｇ ）

立起政治大国的形象 。 因此 ，
日本对来 自美国的

“

压力
”

做出了积极回应 。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即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后 ， 冷战结束及国力结构 、 发

展态势的国际比较 ， 同样成为 日本大国志 向膨胀的重要源泉 ＾１ ９９ １ 年苏联解

体 ， 使得经济要素在国家综合实力 中 的重要性凸显
，
经济指标在衡量国家相

对位置时的重要性上升 ， 这使得国力结构以经济技术见长的 日本处于有利位

置 。 从理论上看 ， 在
一

个 自助型的国际体系 中 ，

一个国家如何
“

自 助
”

依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 。

“

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最终比军事竞争更重要
”

，
因为

“

强大

的经济力量能够轻易地转化为军事力量
”

， 反之则不可能 。
？ 冷战结束后 ，

日

本国 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与美国之比从 １９９ １ 年的 ５ ８ ． ７６％ 持续上升 ，
１９９５ 年

达到 ７ １ ．７４％ 的历史最高纪录 。 同期 ， 日本 ＧＤＰ 从俄罗斯的约七倍逐年增大

到 １９９５ 年的约 １ ３ 倍 ， 对 中 国则保持在七倍 以上 。 巡览世界主要战略力量
，

日 本发展优势明显 ，
上升势头迅猛 。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８ 日
，
日 本外务省就

“

人常
”

问题向 国 内有关机构散发题为 《改组联合国安理会
一
一

我国应成为常任理事

国 》 的文件 ， 详细 阐述了 日 本政府的相关见解 。 其中 ， 日本
“

应当成为常任

理事国
”

的主要理由之一 ， 即是
“

现任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力相对下降
”

， 联

合国要成为真正有实效的国 际组织 ， 需要更多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 。
？

（ 三 ） 实现
“

正常 国 家
” ③ 化成为 日本新 的 国 家战略 目标

经过 自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长期酝酿 ，
日本要

“

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

成为政治大国
”

的战略 目标在冷战后最终确立 。 日本对这
一

目标的诉求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

，
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构建 。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
日 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

美国总统布什 ， 提出
“

必须以美 、 日 、 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
”

。 同年

３ 月 ， 海部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 ， 提出
“

日 本将动用它的经济 、 技术力量和

经验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积极角色 ，
以期创造

一

个新的世界秩序
”

。 同年 ７ 月 ，

海部在美国 《外交》 季刊撰文 《 日本的构想》 ， 全面阐述 日 本的 国 际政治新

秩序构想 ， 认为 ９０年代将成为国际秩序的转折点 ，
日本必须在建设一个和平

①Ｋ ｅｎｎ ｅｔｈＮ．
Ｗａｌ ｔｚ ，

“

ＴｈｅＥｍｅｒ
ｇ
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ｓ

”

，
／ｎｔｅ ｒＴＭｔｆｉｏｎｏ／ Ｓｅｃｕｒｉｌ＾ ，

ＶｏＬ １８
，

Ｎｏ ．２
，

１９９３
， ｐ

． ６０．

② 『軍事民論 』 １ ９９５ 年 １ 月号 、
７ ３ 頁 。

③ 这一概念由小泽
一郎在 《 日 本改造计划》 中首次提出

，
实际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曾根所提

“

政治大国
”

（或曰
“

国际国家
”

） 概念的延伸 ，
二者内涵高度一致 。 它不仅是小泽个人的观点 ，

也反

映 了冷战后 日本民族主义保守势力的共同心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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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学刊 ２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与繁荣的 国际秩序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 。 在 日 本官方文件 中 ，
１９９ １ 年版

《外交蓝皮书》 提出 ，

“

如今的 日本正处于能够对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相关的所

有方面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位置
”

。

①
１９９２ 年版 《外交蓝皮书 》 进

一步指出
，

日 本在解决地区冲突 、 促进军控与裁军 、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问题上的积

极参与表明 ，
它 的行为 已经实质性影响到所有与未来国 际秩序构建相关的

问题。

？

第二 ，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这一时期 ， 《 日本改造计划》 、 《剧

烈变动的 ９０ 年代与 日本外交的新展开 》 等各界重要言论
，
均把 日本定位于

“

与美国 、 欧洲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的
一

极
”

。 栗山提出 ，
１９８ ８ 年世界 ＧＮＰ 为

２０ 万亿美元 ， 其中美国和欧共体分别为 ５ 万亿美元 ，
日 本为 ３ 万亿美元 ，

三

者比例为 ５ ： ５ ： ３ 。 由此可见 ，
日本

“

依靠经济力量再度作为 ５ ： ５ ： ３ 的一员
，
处

于负责构筑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地位
”

， 而
“

把美 国所支撑的秩序视为理所当

然 、 并单方面维护这一秩序的时代已成为历史
”

。
③ “

５ ： ５ ： ３

”

系 １ ９２２ 年华盛顿

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对美、 英、 日拥有主力舰的比例规定。 栗山援引这段历史

作比 ， 意在说明 日本已重获大国地位 ， 自 当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 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国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 ， 表示 日本

支持联合国改革 ， 并希望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 这是 日 本首相首次在

联合国会议上表明
“

入常
”

诉求 〇１ ９９３ 年第 ４８ 届联大会议前夕
，

日本正式向联

大提交了题为 《 日 本关于安理射义席平衡分配与扩大的意见》 的报告 。

第三 ， 着手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 酝酿修改和平宪法 。 鉴于冷战后国际环

境的急剧变化 ， 战后 日本长期维系的埋头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再分配的 内 向型

治理模式难以为继 ， 决策的速度与效率亟须提高 ，
以便及时有效地应对

“

国

际大竞争
”

，
日本在 ９０ 年代实施了

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 。 通过改革 ，
日 本确

立了
“

政治主导
”

体制 ， 首相和 内阁的制度化权力显著增强 ， 包括强化了 内

阁职能 、 首相作为行政首脑的领导作用和决策机制 ， 充实辅助内阁和首相的机

构及工作人员 ，
以及重组省厅等行政部门 ，

以适应
“

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
”

的需要。 通过改革 ， 维系 自 民党派阀政治 、 分权结构的制度基础随之消失 ， 党

内权力向以总裁 、 干事长为核心的中央执行部集中 。 由此 ， 集国会重要党团领

①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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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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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栗山尚
一

「激動刃９０ 年代 ｔ 日本外交乃新展開
一

新 Ｌｈ国際秩序構築Ａ乃積極的貢献ＣＯ Ｔｔｆｔ

（Ｃ
＿

」
、

『

外交７ 才
一

７厶 』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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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Ｃｉ ］

袖与制度化权力显著增强的内阁首长于
一

体的
“

首相主导体制
”

最终确立 。

①

这一时期 ， 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 自 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在 １９９２ 年相继提

出修改和平宪法的主张 。 １９９３ 年 ， 小泽
一

郎的 《 日本改造计划》 从
“

国际贡

献
”

角度为
“

修宪
”

提出依据
——

“

宪法当然也应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
”

，

然而 ，

“

现行宪法中 ， 没有关于与 国际环境对应的明确规定
”

。 为此 ， 小泽主

张
，
宪法应当在第九条的两款之后增加第三款 ， 规定

“

前两项不妨碍为创造

和平而进行活动的 自卫队
”

开赴海外 ， 以及将 自卫队
“

专守防卫战略
”

改为
“

创造和平战略
”

。

？

（
四

）

“

正常 国 家
”

化战略尚缺乏体 系 完整性

总体来看 ，
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

日本
“

正常 国家
”

化或曰
“

政治

大国
”

化战略的展开还主要停留 在战略构想与 目标宣示阶段 。 首先 ， 在 日本

为战略转型进行的体制性 、 制度性准备工作中 ，
这
一

阶段触及的主要还是对

内
“

自我矫畸
”

较浅的层面 ， 即
“

矫正
”

小泽一郎所谓 日本战后体制 中那些

明显
“

不正常
”

的部分。
＠ 这一局面的形成 ， 除 国 内 因素外 ，

还因为在这一

阶段的前期 ，
日 本的战略展开受到世界范围 内冷战格局的严格束缚 。 在美苏

对峙的大背景下 ，
日 本始终面临着苏联的巨大军事威胁 ， 依靠美国提供安全

保障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 ， 日 本对国 际权力 的追求实际上只能限定

在西方阵营范围内 。 而在这
一

阶段的后期 ， 即冷战结束之初 ，
日本又受到来

自美国的战略打压。

其次 ，
日本选择何种政策手段 ， 即通过何种路径实现

“

正常 国家
”

化战

略 目标 ，
也尚未定型 。 及至冷战结束之初 ， 日 本战略精英层

“

尽管就要在世

界上谋求体面的地位这一点而言没有什么不同 ， 但在如何谋求体面地位的方

法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 加强 日美安保体制 ， 还是走独立防卫路线 ， 或是

走把 日美安保体制与多边措施相结合的路线
”

， 其说不
一

。

？ 其中 的关键点有

二
：

一

是对 日 美同盟的定位 ，
二是与此直接相关的 日本安全军事政策 。 在这

一阶段 ， 日本国内的
“

战略论争
”

基本上是两大观点相互对立。 第一种观点

① 参见张伯玉 ： 《制度改革与体制转型一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分析 》 ， 《 日 本学

刊》 ２〇 １４ 年第 ２ 期 。

② 小沢
一

郎 『
日本改造計画 』 、 ７５ 頁 。

③ 小泽在 《 日本改造计划》 中提出 ， 尽管 日本克服了战后的经济混乱 ， 创造了经济奇迹 ， 但是

长期持续的
“

经济优于政治
”

原则 ，
导致 日本在政治上与

“

正常国家
”

渐行渐远
，

成了一个
“

单肺国

家
”

， 即
“

非正常的 国家
”

。

④ 猪口孝 「視野不良妒晴衫扎石 法 年尔沙 ？￡ 」 、

『工 ３ ７ 旦 又 卜 』 １ ９９６年 １ 月 ９ 日 。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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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续坚持
“

吉 田路线
”

， 即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 ，
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谋求

日 本的安全保障 。 日 本的主要精力继续用于经济建设 ，
同 时适度增加国 防预

算 ， 以有效对抗苏联威胁 ， 更好地发挥作为美国盟国 的作用。 第二种观点是

修改
“

吉 田路线
”

， 即改变军事上从属于美国的状态 ， 逐渐提高 日本在军事上

的独立 自主性 。 中曾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 至少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期开

始 ， 尽管第一种观点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 但第二种观点明显呈现上升趋势 。
①

三
“

大国化
”

目标导向型战略

２〇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 ， 伴随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剧烈波动 ，
日 本经济步

人
“

失去的十年
”

， 加之中 国的快速崛起 ，
日本对外部环境与 自 身评估经历了

从山巅到谷底的
“

云泥之变
”

。 但是 ，
日 本对既定战略 目标的追求历久弥坚 ，

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有所扩大 ， 为达成 目标而采取的路径选择 日 渐清晰
，

“

大国化
”

目标导 向型战略 由此具备了体系完整性 。

（

一

） 日 本对形势的认知更现实 ，
而追求 目 标的意志更坚定

９０ 年代中期 ， 日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出现重大转折 ， 从理想主义 、 乐观主、

义迅速转向现实主义甚至是悲观主义 。 此前 日本国 内普遍认为 ，

“

经济全球化和

相互依存的加深增进了共同价值观的分享 ，
这使得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加安全

和友善 ， 安全挑战来 自不与国际社会共享经济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边缘国

家
”

。

② 然而 ， 种族冲突多点爆发 、 安賴点轮番涌动 ， 使得 日本战略精英层很

快意识到 ， 冷战后世界远比几年前苏联解体之初所预想的要更为艰险 、 复杂 。

泡沫经济崩溃 、 增长失速 ， 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出现不利于 自身的趋

势 ， 更是将此前 日 本国 内的乐观氛围一扫而光。 在冷战后世界
“
一

超多强
”

的格局下 ， 在 ９０ 年代中期 以后的 ２０ 年间 ， 中国等
“

多强
”

各国相对于
“
一

超
”

美国的 ＧＤＰ 占比普遍上升 ， 而 日本成为唯
一的例外 。

？ 与此相应 ， 日本

的国际影响力受到新兴市场国家
“

群体性崛起
”

的挑战 ，
１９９９ 年形成、

２００８

① 参见凌星光 ： 《八十年代后半期 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
， 《 日本研究》

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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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
按现价美元计算 ，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 １０ 年 、

２０ １３ 年 ，
日 本 ＧＤＰ 与 美

国之比持续下滑 到 ４ ７ ． １５％
、

３８ ＿ ０６％
、

２９ ． １７％ ， 而 同期 中国 ＧＤＰ 与美国之 比持续上升 到 １ ２ ． １０％ 、

４ １ ． １２％ 、
５４ ． ６５％

， 与 日 本之比上升到
２５ ．

６６％ 、 １０８ ． ０ ５％ 、 １８７ ． 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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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〇 年 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Ｃ５

年起每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 Ｇ２０ ） 峰会这一全球治理新平台的出 现 ， 不仅

使得 日本在 日 美同盟之外的另
一大外交支柱——ｂ国集团的全球作用被削弱 ，

而且 ２０ 个成员 国中亚洲国家占了约三分之
一

，
也标志着 日本长年保持的

“

亚

洲代表
”

身份不再。
①

这一时期 ，
日本的 自我感知与战略反应都经历了急剧起伏 ， 而且呈现反

向运动 。 换言之 ， 自我感知的
“

差评
”

与战略 目标的欲求度同时都在增强 。

一方面 ， 日本国内社会思潮 中民族主义的影响持续扩大 ，
同时 ， 基调从曾经

“

高昂 的民族主义
”

转向
“

悲情的民族主义
”

。 但另一方面 ，
日 本对既定战略

目标的追求更加执着 ， 对
“

自我价值的实现
”

与
“

来 自 国际社会的尊重
”

更

加重视 ， 开始将其明确纳人国家核心利益 。 前首相中 曾根在 《 日 本的国家战

略 》 中明确提出 ，

“

作为国家的长远 目标 ， 应当追求实现 自我 。 这是更为理想

的生存方式 ， 实现独立 ， 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 际责任意识的 自我实现
”

。

？

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 、 日 本国家安全保障局 副局长兼原信克在其论著

《战略外交原论
一２ １ 世纪 日 本的大战略》 中提出 ，

“

对 日 本而言生死攸关的

国家利益是
‘

兵
’

、

‘

食
’

、

‘

信
’ ”

。

“

兵
”

、

“

食
”

、

“

信
”

也就是安全 、 繁荣与

价值观 。

③

（
二

）

“

战略增长点
”

集 中 于政治安全领域的 突破

依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
“

结构压力
”

的概念 ， 任何国家都会受到来 自

于它所处的 国际体系的压力 ， 而所承受压力 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它对国家战略

的选择 。 就 日 本而言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以后 ， 它所承受的
“

结构压力
”

出现了两点重要变化 ：

一是压力本身未减反增 ；
二是主要压力源 出现转移 ，

从美国转向整体国际局势 ，
转向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与 日本有着特殊关系的

中 国 。 在此背景下 ， 日本
“

大国化
”

战略 目标本身不会出现变化 ， 但实现 目

标的路径选择发生了重要变化 。

这
一

点 ，
通过对 日 本国内 国家战略研究的对比分析 ， 可 以看得十分清楚 。

冷战结束之初 ，
日本强调

，
在全球化背景下

，

“

如果各主权国家像过去那样仅

仅把战略 目标限定在确保本 国 的和平与繁荣之上 ， 那么地球作为一个社会 、

生态系统本身的维持与发展将变得困难 ， 进而也就无法确保本国 的安宁
”

。 鉴

① 参见杨伯江 ： 《国家权力转移与 日本的战略 回应》
，

《现代国际关系 》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１ 期 。

② 中 曽根康弘 『二十
一

世紀日本〇 国家戦略 Ｊ
、 ＰＨＰ 研究所 、 ２０００年 、 ３７ 頁 。

③ 兼原信克 『戰略外交原論
一 ＡＧｒａｎｄＳｔ 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Ｊａｐ

ａｎ ｆｏｒ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 ｅｎｔｕｒ
ｙ

―

』 、 日本経済新聞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６１ 頁 。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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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只有实现了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 （
一个国家 ） 自身的安全保障与经济发展

才可能实现
”

， 所以 ，

“

仅仅把本国利益纳人视野的
一

国繁荣的国家战略 ， 从

２０ 世纪末直至 ２ １ 世纪 ，
已经不再适用

”

。
〇） 而在十多年之后 ，

日本战略精英

层对国家战略的描述则逐渐演变成为
“

将外交 、 同盟政策与国 防政策相互组

合 、 为实现生存与繁荣而采取的方策
”

。

“

其制定与实施由三个环节 （ 阶段 ）

组成 ：

一是准确认识外部环境 、 形势
，
二是界定对本国生存与繁荣生死攸关

的利益 ，
三是将实现上述利益的各种政策手段进行合理的组合 。

” ②

从中不难发现 ， 在冷战结束以来的 ２０ 余年间 ，
日本思考国家战略的视角

和重点出现重要变化 ， 即 ， 从包括经济 、 社会 、 生态等要素在内的综合视角 ，

转变为强调外交 、 同盟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以及价值观的推广 、 国际权威的

获取 。 正是在这样一种变化了的战略思路的引领下 ， 自桥本龙太郎以来的 日

本历届 内 阁均致力于 自主防卫能力的构筑 ，
而手法主要倚重

“

软件
”

的强化
，

即通过打破战后以来的政治政策束缚来释放军事能量 。

？ 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内

阁 以来 ， 日本三度修改 《防卫计划大纲 》 ， 在无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

克协助美国反恐 。
２０ １ １ 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后 ，

日 本政府面对经济 、 社会 、 能

源等诸多政策难题 ， 但也丝毫没有放松
“

安全进取
”

的姿态 。

④
２０ １２ 年底二

次执政的首相安倍借助行政权力 修改宪法解释、 解禁集体 自卫权 、 实际废弃
“

武器出 口 三原则
”

， 进而以既成事实在国会强行通过
“

新安保法案
”

， 为
“

抢跑的政策
”

寻求法律背书 。 ．

（
三

） 将
“

建设性追随
”

美 国确定为基本路径选择

早在冷战末期 ， 贸易摩擦引发的 日 美矛盾即伴随戈尔 巴乔夫上台后美苏

关系的缓和而趋于激化 。 苏联解体后 ，
日美同盟一度陷入

“

漂流
”

状态。

“

在

冷战结束至 １ ９９５ 年的亚太国际体系 中 ， 日 本的相对物质力量能力 已跃居第

二
， 这也奠定了它在结构 中位列第二的相对位置。 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军费

支出方面 ， 日 本与美国 的比率整体上都在增大 ， 因此它与霸权国美国 的物质

力量能力差距在逐步缩小
”

。 对此 ，

“

美国有强烈的动机进行霸权护持 ， 因此

① 西川吉光 『 求又 卜 冷戦Ｏ国際政治 ｔ 日本《国家戦略 』 、 晃洋書房 、 １ ９９３ 年 、
６ 頁 。

② 兼原信克 「戦略外交原論
一

Ａ ＧｒａｎｄＳｔ
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Ｊａｐ

ａｎ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 、 ３ １頁 。

③ 当然
“

硬件
”

的强化也受到重视 。 譬如
“

９ ？

１ １

”

事件后 ，
日 本虽然没有大幅度增加防务预

算
，
但军费的使用 明显向武器研发和远洋海上行动 倾斜 。 参见 ：

Ｄａｎ
ｉ
ｅ ｌＭ． Ｋｌ

ｉ
ｍａｎ

，
Ｊａｐ

ｏｒａ
’

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ｐ
ｏｓｔ

－

９／ １ １ｗｏ ｒｌｄ
：ｅｍｂｒａｃ ｉｎｇ

ａｎｅｗ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 ｉｋ ，Ｌａｎｄｏｎ
：Ｇｒｅ ｅｎｗｏｏｄＰｕｂｌ

ｉ
ｓｈｉｎ

ｇ 
Ｇｒｏｕ

ｐ ，Ｐ ｒａｅ
ｇ
ｅｒ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６ 〇

④ＤａｖｉｄＦｏｕｓｅ ，

“

ＪａｐａｎＵｎｌｉｋｅｌ
ｙ

ｔｏＲｅｄｉｒｅｃ ｔ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ｌｉｃ
ｙ

”

，
Ｐｏｃ／Ｖｅｔ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ｕｍＣＳＩＳ

，
Ｍａｙ

５
，

２０ １ １ ．

— ２４—



战后 ７０ 年 日 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Ｃｆｌ

它将视 日本为 自身霸权的严重威胁与挑战
”

。 而 日本
“

鉴于其相对位置的提

升 ， 必将寻求更多的国际权力 ， 对外战略 目标也将得到拓展
”

。

“

面对霸权国

美国的打压 ， 日本会有较强的制衡意图 ， 因为美国是它寻求更多国际权力的

最大外部障碍 。

”①

１ ９９４ 年 ８ 月 ， 作为 日本首相咨询机构的防卫问题恳谈会向 首相村山 富市

提交的政策建言 《 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
——

面向 ２ １ 世纪的展

望 》 （ 通称
“

樋 口报告
”

） 印证了这种理论分析 。 报告首先建议 日本政府采取
“

能动的 、 建设性的安保政策
”

、 推动
“

多边安保合作
”

， 其次才是
“

充实 曰

美安保合作的机能
”

。
？ 这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普遍看作是 日 本要在安全上

“

脱美
”

的迹象 ， 也由此触发了
１９９５ 年秋季开始的 、 旨在

“

重新定义
”

日美

同盟的
“

奈倡议
”

进程 。

总之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 日本所承受的
“

结构压力
”

增大 ，
压力源

同时发生重要变化 ，
战略制衡的标的也随之转移 ， 逐步锁定加速崛起的中 国 。

这就奠定了 日 本重返追随美国路线的战略基础 。 而以 １９９５ 年为转折点 ，
日美经

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 ，
又为两国改善关系 、 深化安全合作创造了契机 。 两国贸

易摩擦趋缓不单是美国加大外压 、 日本 自我约束导致的政策性结果 ，
同时也是

由于 日 美经济关系 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 ， 它反映了一种趋势 。 这种趋势意味着

日本发展失速 、 对美国构成的
“

经济威胁
”

开始减弱 ， 美国对 日本战略心态趋

于平和 。 以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签署发表 《 日美安全保障联

合宣言》 、

“

重新定义
”

日美同盟为标志
，
日本重新回归追随美国战略 。 特别是

２００１ 年小泉内阁以后 ，
日本开始了对美深度追随、

“

建设性追随
”

之旅 ， 即在

追随的过程中提出 日方的意见 、 影响美国的决策 、 实现 日本的利益 。

四 日 本国家战略发展演变引 发的若干思考

综上所述
，
在经过短暂的战后过渡期后 ， 以 １９４７ 年和平宪法施行 、

１ ９５ １

年 《 旧金山和约 》 与 《 日 美安全条约 》 的签署为开端
，

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

三大阶段的发展演变 。 这
一

历史过程的 内在逻辑 ， 在于 日本 自 身条件与外部

① 马千里 ： 《冷 战后 日 本 大战略调整研究
一基于结构压力 与战略文化的 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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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 引发其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 、 战略 目标的调整 ，

实现战略 目标的政策路径选择也随之发生改变 。

纵观 ７０ 年来 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 追求
“

大国化
”

的基因似乎是
一直存

在 、 贯穿三大阶段的 。 这促使我们思考 ， 首先 ，
战后

“

经济中心
”

导 向型阶段与

此后酝酿转型阶段、

“

大国化
”

目标导向型阶段之间 ， 是否ｆ脉相承的关系 ？ 如

果这种关系存在 ， 那么它主要是客观形成的结果还是主观设计的产物？ 吉田茂在

提出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 、 换取美国安全庇护之际曾表示 ，

“

当年美国是英国的

殖民地 ， 如今美国强于英国 。 如果 日 本现在甘当美国的殖民地 ， 将来 日本必定强

于美国
”

。 按照战后
“

吉田路线者
”

们的说法 ， 日本走
“

重经济 、 轻军备
”

的和

平发展道路
，
就是先要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 ， 然后以此为后盾 ， 谋求其他问

题的解决。 那么 ，

“

正常国家
”

化是否从
一

开始就包含在
“

其他问题
”

之中 ？

其次 ， 日本国家战略现行调整方向是否具有合理性 ， 能否做到
“

可持续

发展
”

？ （ １ ） 追求包括军事大国在内的政治大国 目标 ， 是否是 日本真正的国家

利益之所在 ？
“

积极和平主义
”

倡导者将
“

消极和平主义
”

定义为
“

日 本越

是非武装化 ， 世界就越和平
”

的错误逻辑 ， 那么反之 ， 是否
“

日本越武装化 ，

世界就越和平
”

？ （
２

） 假设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所推行的全面
“

正常国家
”

化

符合 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 ， 那么 ， 现行政策路径是否真的有助于这一 目标的

达成 ？ 毕竟 ，
日本深化对美国的追随 ， 不管怎么具有

“

建设性
”

， 但它首先是
“

追随
”

， 它意味着 日本将被更牢固地嵌人美国的战略轨道 。 （
３

） 从 日本 自身

的基本国情看 ， 通过
“

强军路线
”

实现国家战略 目标的路径选择是否可行？

不仅人口 问题、 财政赤字的制约都对此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 更关键的是 ，

主流民意是否支撑这一路线 ？

美国学者彼得 ？ 卡赞斯坦曾认为 ， 日 本战略文化在战后数十年的时间里

完成了转型 ，
日本已经成为和平国家 ，

“

非暴力
”

已经成为 日本国家管理者的

行为标准和认同 ， 因此它在冷战后既不会追求中等强国 的 自 主防卫态势
， 也

不会担当
“

军事超级大国
”

这一不大可能的角色 。
① 但现实已证明 了这一论

断的谬误。 日本正在巧妙地借壳 日 美同盟 ， 追求远远超出 中等强 国之上的 自

主防卫态势 。 不过 ， 彼得 ． 卡赞斯坦在
一

点上是正确的 ： 经过战后 ７０ 年的浸

染 ， 和平主义已经深深植根于 日本社会、 渗人多数民众的观念之中 ， 体现这

① 参见彼得 ？ 卡赞斯坦 ：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 战后 日 本警察与 自卫队》 ， 李小华译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２４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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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种观念的主流民意对统治层任何带有极端倾向的战略抉择都会构成根本性制

约 。 这
一

点 ， 恐怕是
“

吉 田路线者
”

们所始料未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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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 ７０ 年 ｛
二右疗 冬 日本国家戦略６０変遷楊 伯江

日本Ｕ １９４５ 年 （
Ｃ敗戦奁迎 之 、

「 軍事立 国 」 国家戦略方崩札去 〇亡 。 １ ９４７ 年Ｗ

『
日本国憲法 』 ￡７）実施 、 １９５ １ 年刃 『寸＞７ ７ シ シス ３平和条約』 及Ｗ 『

日米安全保障条

約 』 Ｗ締結 「経済主導型 」 Ｔ
＊

歩為吻＜体制妒形成 戦後 ７０ 年間 、

日本 ｉｉ発展 奁進妁０、
〈 中Ｔ

＂

、
三 奁歩儿 圭ｆ Ｈ：敗戦力４ １９７０ 年代

圭Ｔ
＊

ｉ
二 扫汁 石 「経済主導型 」 ？《歩為 、 次４Ｔ１９８０ 年代力义９０年代半

乇尹少千 二新亡＆ 目標《確立 、 乇 ＬＴ ９０ 年代半迂力义現在 圭ＴＯ
「大国

化ｊ 奁 目標 ｔ ＬＴ歩 ／Ｕｆ道乃 二 ３１＾７
°

口 七又 奁歩 ／^ ＾这 、 国内刃事情 匕

外的＾環境乃変化ｔ Ｗ相互作用 ｔ
二 上 ９ 、 ３了利益和変化Ｕ 成長目標Ｗ変更呤乇们実施

方法 ｛二扫 〖十§変化 ：Ｗ生 匕亡力 ７０ 年間 ｉｃ ；ｂ亡 石 日本 成長？乃歩办 奁見 ｔ 、

「大国化 」 奁 目指 厶私
一

？

貫 匕：受汁継如 二刃々妁 、 日本〇今後

刃行方 ｔ二
■

〇 Ｖ 、Ｔ §突〇込人ｆ分析 奁進乂）Ｔ ｈ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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