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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内外因素冲击下， 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路线在惯性延伸中加

速转轨。 岸田政府总体延续 “安倍路线”， 战略转型进程正朝纵深方向发展。
岸田政府的战略天平向军事过度倾斜， 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羁绊。 未来岸田执

政地位将更加稳固， 同时各种变数陡增。 ２０２３ 年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复

苏动能明显不足： 宏观经济走势不稳， 经济波动性显著增强； 内需难以得到

提振， 严重制约经济增长。 ２０２３ 年岸田政府在全面践行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

交” 的同时， 将继续深化战略外交实践， 外交活跃度或有提升。 日本对华制

衡日益凸显， 但其战略逻辑存在悖论， 在现实中也很难走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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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正迈入历史性的转折点， 全球政治正进入新的时空， 当今世界显

现两大表征， 即 “动荡” 和 “多变”。 在动荡多变的世界里， “日本丸”
这艘巨轮能否渡过险滩呢？ 为此， 就要全面准确预判日本战略方向及政策

走势， 需要对其发展路线、 政治经济与外交、 中日关系等新形势及新热点

做出前瞻性的评估。

　 　 一、 发展路线加速转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岸田文雄首相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 《处于历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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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点的日本外交政策》 为题发表演讲， 称日本是 “一个始终走和平道路的

国家”①。 但纵观战后日本的历史实践即可得出以下经验性认识： 尽管日本

政府多次宣称其是 “始终走和平道路的国家”， 但实际上战后日本经历了

从 “吉田路线” 到 “没有安倍的安倍路线”， 其间和平发展路线在惯性延

伸中加速转轨。
二战结束后， 以吉田茂为代表的经历过战争的决策者们， 逐步确立了

重经济、 轻军备的 “吉田路线”， 长期专注于经济发展， 将安全托付于美

国。 但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日本对这一路线不断进行调整。 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 日本战略转型的步伐明显加速， 高

层决策者不甘于日本沦为 “二流国家”， 力求摆脱以 “吉田路线” 为代表

的战后体制束缚。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安倍遇刺身亡之后， 在战略路线上岸田政府

总体延续 “安倍路线”， 战略转型步伐正朝纵深方向发展。
《日本国宪法》 确立了和平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该宪法因带有浓厚的

和平主义色彩， 往往被称作 “和平宪法”。 该宪法第二章标题是 “放弃战

争”， 第九条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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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达到前项目的，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

权。”② 对日本来说， 什么是 “和平道路” 呢？ 在 ２００５ 年日本政府回顾战

后 ６０ 年发展历程时曾这样总结： “我国始终如一地作为以牢固的民主主义

为基础的 ‘和平国家’， 奉行 ‘专守防卫’ 政策， 不助长国际纠纷。”③ 其

依据是， 只拥有最小限度的必要的自卫能力， 不拥有攻击性武器； 战后从

未使用过武力； 防卫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中所占比例为 １％左右；
防卫政策、 防卫力量具有透明度； 坚持不拥有、 不制造、 不输入核武器的

立场， 不成为武器供给来源， 不获取武器交易中的利益。 但伴随着日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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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战略转型， 上述立场与承诺正遭受实质性的挑战。
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出台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等三份文件以来， 日本内

阁会议又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审议通过重新修订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
家防卫战略》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这标志着日本安全战略的重大蜕变①，
也昭示了战后日本发展道路的加速转轨。 日本推动安全战略转型， 走扩军

备战之路， 其消极后果有三点： 一是背离了 “和平宪法” 的理念与 “专守

防卫” 的原则。 日本国内有反对意见称， 日本本应作为 “和平宪法” 指导

下的 “和平国家”， 却过度沉溺于军事， 甚至认为日本正在走上通往战争

之路； 二是制造了安全观上的分裂对抗， 加剧了军备竞赛， 破坏了地区的

和平稳定； 三是过度向军事倾斜， 忽视了民生疾苦。 针对五年内防卫费总

额大幅增至 ４３ 万亿日元， 有观点称不如把有限的财源用在应对越来越严

峻的经济与民生问题上， 花到真正该关注的人身上， 这才是决策层最应担

负的责任。② 岸田政府更加偏重军事要素， 已经引起日本各界广泛的担忧。
尽管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中提出要运用综合国力， 包括外交、 防卫、 经

济、 技术与情报五大力量③， 但其本质特征是偏重于由军事来确保安全，
轻视了至关重要的外交、 经济等因素。

２０２３ 年， 日本在加强与美军合作、 获取远程攻击性导弹与防卫装备出

口等方面的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其一， 加强与美军在自卫队创建统合司令

部上的合作。 《国家防卫战略》 提出， 创建一元化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

合司令部。④ 美军为加强与自卫队的新合作机制， 与日本展开实质性探讨，
把设在夏威夷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部分指挥权移交给驻日美军司令部

等。 其二， 致力于获取远程攻击性导弹。 日本将在今后五年采购和装备大

批美国 “战斧” 式巡航导弹和射程 １０００ 公里的国产改良型 “１２ 式” 陆基

反舰导弹等。 为切实加强打击能力， 日本防卫省正朝着研发可飞行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公里的长射程导弹与美国开展协调。 日本政府的上述做法与基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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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宪法” 的 “专守防卫” 理念的一致性将再度受到舆论质疑。 其三， 谋求

修改防卫装备转移指针。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以后， 日本将对规定防卫装备出口规

则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的运用指针进行修改。 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

战略》 把出口装备和物资作为防卫合作的 “重要手段”①， 今后将力图使

之具体化。 日本拟将装备转移定义为遏制单方面改变现状行为的重要

手段， 以遭受 “武力进攻” 的国家为对象， 探讨解除对出口杀伤性武

器的禁令。 比如， 援助类似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以及扩大向印度和东

南亚各国出口并强化防卫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 出口武器或将助长和

激化国际冲突。

　 　 二、 政治稳定变数陡增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 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政治角力场上， 呈现前者

明显占据优势的局面。 这种 “一强” 格局， 延续到后安倍时代， 并被岸田

所继承。 但是， 岸田执政连遭逆风， 政治稳定变数增大， 这种现象可被定

义为 “虚弱的一强”。 具体而言， 岸田上台以来， 日本政局变化显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参议院选举获得大胜， 岸田执政开启 “黄金三年”。 岸田上台

之后， 带领自民党先后赢得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胜利， 岸田执政地位

更加稳固。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参议院选举结果显示， 在改选的 １２５ 个议席中， 自

民党达到单独过半数 （６３ 席）。 根据选举规则， 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 日

本未来三年内将不会举行国政选举， 因此日本国内普遍认为岸田内阁已经

开启执政的三年黄金期。 自民党胜选的因素主要有两点： 一是前首相安倍

晋三于选前两天在奈良街头发表助选演讲时遇刺身亡， 民众的大量 “同情

票” 流向自民党； 二是在决定参议院胜负关键选区， 由于在野党阵营无法

推举统一候选人， 导致执政联盟碾压在野党阵营。② 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
是日本政坛 “一强” （自民党） 和 “多弱” （在野党） 的格局所致。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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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 直至现在的岸田政权， 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

联合执政党在国政选举中已经取得了七连胜。①

第二， 岸田执政连遭逆风， 政治稳定变数增大。 影响岸田政府政治稳

定性的变数，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安倍国葬决策深埋隐患。 据日本

的舆论调查显示， 近八成受访者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 在疫情快速扩散、
经济增长乏力、 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背景下， 岸田政府仍为安倍举办葬

礼， 并由国家财政负担所有花销。② 二是日本政坛频发变动，内阁大臣接连

辞职。 如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山际大志郎因与韩国“统一教”存
在关联而引咎辞职，一个月后法务大臣叶梨康弘因发表不当言论辞职，紧接

着总务大臣寺田稔因政治资金问题辞职。 对此，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

党党首泉健太表示，我们将严肃追究首相的任命责任。 １２ 月 ２７ 日，岸田任

命渡边博道为复兴大臣，接替卷入政治资金丑闻的秋叶贤也。③ 这是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以来岸田第四次撤换内阁大臣。 由于岸田首相苦于应对接踵而至

的人事危机，导致民众对其观感转瞬而下。 虽然岸田已致歉并表示深刻

反省，也难阻支持率的直线走低，不能不让日本国民对岸田政权的稳定性

产生疑虑。 三是在重大决策中缺乏向国民及时有效的解释能力。 岸田将

强化防卫力量作为目标，但并未交由国会严肃讨论就确定下来，引发舆论

的普遍困惑。 《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岸田最应该反省的是，政权运营操

之过急，莽撞地进行重大政策转换。④ 立宪民主党对此摆出鲜明的反对姿

态， 认为岸田政权运营过于恣意妄为。 四是防卫费增额引发社会担忧。
在内阁会议通过使战后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三份文件后， 决定对

２０２３ 年度起五年里防卫费增至约 ４３ 万亿日元， 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表示

反对， 对增税筹措部分财源的不支持意见超过了六成。 日本政治学者中

北浩尔认为， 政府的核心政策未能得到民众的理解， 是岸田政府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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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葉復興相を更迭　 後任は渡辺博氏 杉田政務官も」、朝日新聞デジタル、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ＤＡ３Ｓ１５５１４４６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９］。
　 「秋葉大臣更迭　 政権運営への反省こそ」、朝日新聞デジタル、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ＤＡ３Ｓ１５５１４３３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９］。



下降的主要原因。①

第三， 潜在热门接班人正在努力展现存在感。 在自民党中， 一些被视

为 “后岸田” 时代的接班人正在展现各自的存在感。 如自民党干事长茂木

敏充、 消费者担当相河野太郎主动出击， 在为岸田政权提供支撑的同时也

在极力寻找出头的机会。 岸田派二号人物、 外相林芳正欲在外交领域做出

成绩， 他被问及是否有意并力争出任首相时曾表示： “支持岸田政权是当

然的， 而作为志向将力争登上首相宝座。”②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高市早苗

反对为增加防卫费而增税， 希望留住安倍派和保守势力， 以增强其对自己

的支持。
２０２３ 年将成为决定岸田政府命运的一年。 在为提升防卫费而进行增税

之前， 不排除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 岸田也并未否认此种可能， 并称

解散众议院是首相的权力。③ 尽管其闪烁其词， 但 ２０２３ 年是否会解散众议

院还需要跟踪观察。 此外， 岸田否认在通常国会召开前改组内阁。 有关春

季的统一地方选举， 他认为政府推进的经济对策、 为地方注入活力以及民

主议题等将成为政策争议的焦点。

　 　 三、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２０２０ 年以来， 在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对日本及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破

坏， 其负面影响甚至超过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２０２２ 年初爆发的俄乌

冲突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严峻局势， 引发全球能源短缺、 通货膨胀高

企及金融市场动荡， 加剧世界经济整体陷入衰退的风险， 日本经济中长期

发展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日益突出。 展望 ２０２３ 年， 新冠疫情对经济活

动的抑制作用可能将逐渐减弱， 但西方国家通货膨胀持续导致全球经济衰

退的风险加大， 地缘政治风险、 逆全球化趋势及气候变化影响等中长期挑

战因素叠加， 都对日本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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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北浩爾 「岸田政権発足 １ 年： 『分からない』 軸となる政策」、 ｎｉｐｐｏｎ． ｃｏｍ、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ｐｐｏｎ． ｃｏｍ ／ ｊａ ／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 ｄ００８７２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６］。

　 《岸田热门接班人各自努力展现存在感》， 共同网，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 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３１０ｆｆ５ｂａｅ２１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３］。

　 「首相、 衆院選 『防衛増税前に』」、 朝日新聞デジタル、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ＤＡ３Ｓ１５５１４４７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９］。



下， 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甚至可能陷入衰退。
（一） 宏观经济走势不稳， 经济波动性显著增强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日本内阁府发布 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修正数据， 与此前发布的初次数据相比， 将第三季度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从 － ０． ３％ 小幅上调至 － ０． ２％ （换算成年率从 － １． ２％ 上调至

－ ０． ８％ ）。 初次数据公布时， 显示日本是时隔三个季度首次出现负增

长， 但修正数据将 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 ＧＤＰ 增长率下调为 － ０． ５％ （换算成

年率是 － １． ８％ ）。 由此可见， 日本第三季度应为时隔一个季度出现负增

长， 年内暂时仅有第二季度实现了正增长 （见表 １）。 因此， 从这一数据

可以看出， 日本各季度经济增长率起伏波动较大， 难以维持连续正增

长。 展望 ２０２３ 年， 日本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何时进入稳步复苏轨道仍面

临非常高的不确定性。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２０２２ 年 ９ 月日本各季度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新旧数据对比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７—９ 月 １０—１２ 月 １—３ 月 ４—６ 月 ７—９ 月

修正数据 － ０． ５ １． ２ － ０． ５ １． １ － ０． ２

年率（％ ） － １． ８ ４． ９ － １． ８ ４． ５ － ０． ８

初次数据 － ０． ６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 ０． ３

年率（％ ） － ２． ５ ４． １ ０． ２ ４． ６ － １． ２

　 　 注： 实际 ＧＤＰ 为剔除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动因素的季节调整值， 增长率为环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２０２２ 年 ７—９ 月期四半期別 ＧＤＰ 速報 （２ 次速報値）」、 内閣府ホームペ

ー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ｓｒｉ． ｃａｏ．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ｓｎａ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ｌｉｓｔ ／ ｓｏｋｕｈｏｕ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２ ／ ｑｅ２２３＿２ ／ ｐｄｆ ／ ｇａｉｙｏｕ２２３２．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２］。

　 　 （二） 内需难以得到提振， 严重制约经济增长

据最新数据统计， 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日本的供需缺口为 － ２． ７％ ， 已连

续 １２ 个季度需求不足， 需求缺口高达 １５ 万亿日元。① 由于俄乌冲突导致

能源、 粮食价格高涨， 加之日元贬值， 进一步加剧进口物价上涨。 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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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省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１０ 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核

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同比上涨 ３． ６， 创下自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以来的最大

增幅， 且连续 １４ 个月上涨。① １２ 月 １２ 日， 日本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

电力与燃气价格高涨的推动下， １１ 月企业物价指数 （ ＰＰＩ） 同比上涨

９． ３％ ， 环比上涨 ０． ６％ ， 达到 １１８． ５， 连续八个月创历史新高。② 如果企业

间交易转嫁成本进一步波及面向消费者的商品， 将进一步加重普通消费者

的负担。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劳动统计调查》 结果显

示， 尽管基本工资与加班费等合计的现金工资总额实现了连续 １０ 个月同

比增长， 但是考虑到物价上升因素， 实际工资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２． ６％ ，
连续七个月同比下滑， 并且自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由升转降后， 降幅首次超过

２％ 。③ 因此， 如果工资涨幅不及物价涨幅的情况长期持续， 将对家庭实际

收入造成下行压力。 再加上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人口加速减少

带来适龄劳动人口持续下降。 据最新统计， ２０２２ 年日本新生儿数量有可能

低于 ８０ 万人， 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④ 这些问题都阻碍实际家庭收

入增长， 导致消费市场萎缩， 影响企业设备投资增加， 对内需进一步造成

打击， 并可能损害日本的经济复苏。
（三） 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日本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从外部环境来看， 能源价格高涨与日元贬值势头叠加， 给日本国际收

支带来沉重打击。 据日本财务省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日本 １０ 月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达到 ６４１ 亿日元， 时隔八个月出现逆差。 其

中， 贸易收支逆差为 １． ８８ 万亿日元， 连续 １２ 个月呈现逆差。⑤ 今后， 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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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２０ 年基準 消費者物価指数 （全国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分）」、 総務省ホームペー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ｄａｔａ ／ ｃｐｉ ／ ｓｏｋｕｈｏｕ ／ ｔｓｕｋｉ ／ ｐｄｆ ／ ｚｅｎｋｏｋｕ．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１２］。

　 「企業物価指数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速報）」、 日本銀行ホームペー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ｏｊ． ｏｒ． ｊｐ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ｉ ／ ｃｇｐｉ＿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ｃｇｐｉ２２１１．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２］。
　 「毎月勤労統計調査　 令和 ４ 年 １０ 月分結果速報」、 厚生労働省ホームペー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ｔｏｕｋｅｉ ／ ｉｔｉｒａｎ ／ ｒｏｕｄｏｕ ／ ｍｏｎｔｈｌｙ ／ ｒ０４ ／ ２２１０ｐ ／ ｄｌ ／
ｈｏｕｄｏｕ２２１０ｐ．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２］。

　 「出生急減、 今年 ８０ 万人割れへ」、 『日本経済新聞』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令和 ４ 年 １０ 月中 国際収支状況 （速報） の概要」、 財務省ホームページ、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 ｐｇ２０２２１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２］。



冲突持续刺激能源价格高涨， 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紧

缩金融状况有可能造成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风险攀升， ２０２３ 年全球经济增长

速度很可能放缓。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发布的报告， 预计 ２０２２ 年全球 ＧＤＰ 增速为 ３． １％ ， ２０２３ 年将放缓至

２． ２％ ， 特别是美国及欧盟的 ＧＤＰ 增长率仅为 ０． ５％ 。① 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在同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发布的最新报告中， 也将除日本等部分发达国

家以外的亚太地区 ２０２３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４． ９％下调至 ４． ６％ 。② 全

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 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这也将压缩各国出口空间

预期， 对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日本经济造成压力。

　 　 四、 战略外交继续深化

　 　 ２０２３ 年， 岸田政府在全面践行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的同时， 岸

田文雄以其曾长期担任安倍内阁外相的资历和自信， 在疫情有望逐步缓解

的情况下， 将继续深化战略外交实践， 强调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主

动应对乌克兰危机， 积极主导七国集团广岛峰会， 在开展多维度的对华外

交等方面继续发力。
第一， 践行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岸田称日本 “为亚太地区与国

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 未来还将 “发挥重要作用”。③ 他提出的

所谓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是指在历史转折点上， 日本应该奉行尊重

和维护普遍价值的外交， 同时坚定地高举政治理想主义的旗帜， 必要时以

现实主义果断应对各种挑战。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岸田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

首次施政演说， 称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有三大支柱： 一是 “珍视自

由、 民主主义、 人权、 基于法治等普遍价值和原则”， 二是 “积极应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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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ＥＣＤ，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０２２ Ｉｓｓｕｅ 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 ｉ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ｄｅｌｉｖｅｒ ／ ｆ６ｄａ２１５９ － ｅｎ． ｐｄｆ？ ｉｔｅｍＩｄ ＝ ％ ２Ｆ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Ｆｆ６ｄａ２１５９ －
ｅｎ＆ｍｉｍｅＴｙｐｅ ＝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２］．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ＡＤＯ）２０２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Ｇｌｏｂｌ Ｇｌｏｏｍ Ｄｉｍｓ Ａｓｉａｎ Ｐｒ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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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气候变化和实现全民健康在内的全球性课题”， 三是 “坚决守护国民生

命与生活的努力”。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 的核心内容是， 致力于实现

“自由与开放的印太”， 以日美同盟为基石， 进一步提升日美澳印四边合

作， 并努力与东盟、 欧洲等 “相同价值观” 的国家携手， 以应对中国

崛起。①

第二， 强调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２０２３ 年， 在 “新时代现实主义

外交” 理念指引下， 岸田政府将更加注重致力于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 积极实践秩序外交。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起， 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

事国， 任期为两年， 这是其第 １２ 次当选。 日本曾一度指责乌克兰危机爆

发后安理会未能及时采取措施。 曾任日本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关西学院大

学教授神余隆博认为， 日本作为 “中坚国家”， 能否阻止常任理事国的

“强横行为”， 今后将受到极大的考验。 日本还主张为了 “恢复联合国的信

誉”， 有必要加强其职能。 作为非常任理事国， 日本的工作重点一是推进

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改革工作， 推进核裁军与核不扩散进程

等； 二是促进法治； 三是加强基于新时代人类安全原则的努力。 并且， 日

本提出由于全球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还需要灵活组合和利用联合国以

外的框架。
第三， 主动应对乌克兰危机。 岸田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标

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 ②在日方看来， 乌克兰危机动摇了战后国际秩序

的根基。 在俄乌冲突发生后， 日本立即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 同

时， 与包括七国集团 （Ｇ７） 在内的国际社会密切合作， 对乌克兰提供对

口支援， 承诺向乌克兰及其他受战争影响的国家提供总额约 １１ 亿美元的

援助， 另外还提供财政、 人道主义、 国防设备援助以及收容难民等。
第四， 积极主导 Ｇ７ 广岛峰会。 在日本看来， ２０２３ 年全球割裂将继续

给国际社会的合作蒙上阴影， 同时中美战略博弈形势将更趋复杂。 以此为

７２

２０２３ 年日本形势展望　

①

②

　 「第二百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首相官邸ホーム
ペー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１０１ ＿ ｋｉｓｈｉｄａ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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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日本外交也将迎来关键时刻。 在岸田外交中， 即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召

开的 Ｇ７ 广岛峰会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还专门在首相官邸设置了倒计时

牌。 广岛市是岸田的家乡， 他正着力在国内造势以提升社会各界对峰会的

关注度。 预计岸田政府将利用此次峰会， 一方面以所谓 “民主国家” 来维

护国际秩序， 争取深化日美同盟； 另一方面， 为确保国家利益， 与最大贸

易对象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 避免因台湾问题等引发危机。 岸田初步的考

虑是， 在广岛召开的 Ｇ７ 峰会上， 将明确宣示 “在亚洲也不允许凭借实力

改变现状” 的姿态。 他还将强调不使用核武器， 提升核透明度， 以及核裁

军的必要性， 以期唤起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关注， 提升国家形象。

第五， 开展多维度的对华外交。 日本的主流战略派基于对国际秩序正

在动摇的认识， 也同样认为东亚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挑战。 他们表示， 无

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 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仍在继续甚至在

强化。 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将中国定位为 “迄今最大的战略挑

战”。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岸田首相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会谈， 再次

确认台湾海峡稳定的重要性， 并加紧联美制华力度。 近几年来， 因疫情、

中美博弈、 日本对华消极动向不断增多等， 中日关系处于相对停滞期。 岸

田曾表示， 与中国打交道要 “该说的要说， 敦促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另外， “中国在经济、 安全方面正在成为

‘全世界的重要存在’， 必须以 ‘现实主义’ 态度进行摸索。 构建起与中

国稳定的接触对话关系模式”。① 岸田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

谈后， 曾指示外相林芳正尽早访华， 重启部长级 “日中经济高层对话” 等

稳定中日关系的举措。 今后能否与中方在确保经济利益的同时防范、 化解

危机， 这或许是岸田政府对华外交最大的焦点。

２０２３ 年， 日本还将考虑制定 “自由开放的印太” （ＦＯＩＰ） 计划的细

则， 并进一步加强与东盟、 欧盟、 北约、 大洋洲、 拉丁美洲等地区伙伴间

的协调， 以及继续推动日美澳印四边机制 （ＱＵＡ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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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中日关系逆水行舟

　 　 在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三份文件中， 日本单方面将中国定位为 “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 大幅增

加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 并以应对 “台湾有事” 为借口， 宣称将大幅增强

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 同时增强海上保安厅的装备能力并深化其与自卫

队协同配合等。① 应看到， 日本对华制衡日益凸显， 但其战略逻辑存在悖

论， 在现实中很难走得通。 日本国内倡导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以及

致力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人士， 大多认为上述对华制衡措施并不符合国

家的根本利益， 而且在真正落实阶段也将困难重重。 他们认为， 盲目反华

的逻辑混乱， 一味对华制衡、 脱钩， 将使日本丧失与重要邻国进行交往的

“蓝图”。② 有观点认为， 岸田政府在完成战略文件修订之后， 将通过日美

首脑外交和安全合作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抗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

力。 同时， 对华脱钩的动作也愈发明显。 战后， 日本是全球化特别是供应

链合作的主要受益者。 目前， 曾经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被人为割裂， 日本

在这股逆流中正在尝试与中国脱钩。 但这一做法被认为不仅违背了经济学

的常识， 也将大大增加日方的成本。
要对话不要包围， 对华除合作外别无良法。 在党的二十大及美国中期

选举之后， 中美日关系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国家间交往的和平共处、 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等原则③， 也得到了日本国

内智库界与经济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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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 令和 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ｇｅｎｄａ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ｐｄｆ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８］； 「国家防衛戦略について」、 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 令和 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ｇｅｎｄａ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ｐｄｆ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８］； 「防
衛力整備計画について」、 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 令和 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ｇｅｎｄａ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ｐｌａｎ ／ ｐｄｆ ／ ｐｌａｎ．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８］。

　 「外交が見えない　 元外務審議官·田中均さん」、 朝日新聞デジタル、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ＤＡ３Ｓ１５５０６８６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８］。
　 中共二十大报告第十四部分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若干原则。 参见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６１ 页。



展望 ２０２３ 年， 日本信守政治承诺并对华开展务实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在曼谷中日领导人峰会上， 中日达成了新的 “五点共识”。
其中， 明确了中日践行 “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 的政治共识，
“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 稳定的中日关系”。① 为此，
中日两国要积极开展多领域合作， 共同肩负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
加强地区事务协调合作， 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 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为两国关系改

善奠定了新的基础。 同时， 把务实合作转化为合作现实， 需要两国政府相

关部门认真落实这一共识， 携手推进。 为此， 需要两国政治家的勇气和智

慧， 需要在正视问题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互信， 培植诚意， 才能以务实的

态度真正坐下来展开对话， 共同寻求妥善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有鉴于此， 仅在口头上讲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

是远远不够的。 个别日本政治家不负责任的涉台言论、 美日强化干预台湾

的种种行动， 总是让人感到并不是 “没有任何变化”， 而是 “正在发生变

化”。 对此， 王毅提醒： “日方应恪守迄今做出的承诺， 遵守两国间基本信

义， 不让试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势力坐大， 与中方一道维护好邦交正常化 ５０
年来取得的宝贵成果。”②

可以说， 能否全面及时地把握中日关系中的发展与矛盾， 以正视历

史、 面向未来的精神， 抑制负面因素上升为政治障碍， 是考验日本政府是

否遵守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的关键。 中日关系能否取得长足的发

展， 事关人民福祉与国家前途， 期待两国逐步积累政治互信， 深化平等相

待、 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精神， 最终使国家关系趋向稳定成熟， 跨越坎

坷， 迈向坦途。

（责任编辑： 乌兰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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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双方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 新华网，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ｍ．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８ ／ ｃ＿１１２９１３７８４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０］。

　 《王毅同日本外相林芳正举行视频会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１８＿１０６８８１７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１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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