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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日本认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东亚的繁荣紧密相关，基于这种认识，日本积极地在地区合

作方面做出了贡献。例如，今年在上海召开 APEC会议的提倡国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

日本极大地参与了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创建、积极参加在柬埔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在

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开展了及时有效的资金援助等，从这些例子中即可见一斑。换句话说，

地区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之一。 

在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程度、文化等方面存在多样性的亚太地区，要改善地

区内的安全环境，建立并强化多层次的两国间·多国间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是现实和妥当的

方式。通过这样的机制，能够渐进地推进该地区在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关系。为实现亚太地

区的长期稳定，各国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具体的努力。 

                       ——《外交蓝皮书》2000年版，第 2章第 1节 1.（3） 

近年来，在区域联合与地区合作不断加强的同时，地区贸易的统合也出现了不断推动的趋

势。对日本来说，这是对以 WTO 为中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补充，通过搞活地区内的经

济可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外交蓝皮书》2000年版，第 2章第 2节 1.（1） 

关于地区合作，日本明确提出的原则中有“对地区外的国家进行开放的地区合作”这一

条。由此来看，日本所追求的地区整体繁荣决不是封闭的、只顾本地区的繁荣。在全球化日

益发展的今天，这种态度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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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地区的繁荣，除了要有相应的经济政策外，作为其前提，还必须要有整个地区稳

定的状态。近 10年来，东亚地区维持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状态（安定=没有国家间的战争），与

此相应，地区整体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上升。但是现在的这种“安定”并不是约定的结果，

在本地区还存在着没有解决的领土问题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相关国家的互不信任也是常常

被指责的地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不是一触即发的危机状态，但并不能保证目前的

无战争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作为抑制这些不安定因素的手段，在该地区还没有形成有

效的地区合作的气候。 

在这样的地区形势的基础上，作为安全保障政策，日本采取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中国

经常批判这一体制是冷战时代的遗留物，在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经 1996年重新定义后的日

美安全保障体制并不是像中国所批判的那样是排他的体制，而是像日本在地区合作上所采取

的态度一样，它是一个开放的体制。 

第二章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在东亚的有效性 

第一节    重新定义后的日美安保体制 

日本政府在 1995年 11月制定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正式表明了要重新定义日美安保体

制的意思。1996年 4月，日美两国首脑签署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该宣言“确认了在《新

防卫大纲》中所明确记载的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表明“继续维持美国的军事存在对维护亚

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缺少的”。 

冷战时期的日美同盟主要是为了遏制苏联这一特定的威胁，通过保持只是能够应对苏联

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实力来削弱他们进入该地区的意图，这种抑制力是日美同盟的主要

目的。但是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消失了，在东亚地区的秩序中多样的、潜在的不安定因

素抬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日美同盟与冷战时期的针对特定威胁和假想的敌对国家的同盟有

着本质的不同。它不是要通过拥有能够应对眼前的威胁和敌人的军事实力来对对方进行遏制，

也不是以在实际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当潜在的威胁表面化的时候能够应对

为目的的。 

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在日美同盟中没有假想敌，它针对的是地区内的不确定性。也就

是说，它从冷战时期的确保西方安全的作用转变到了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来，全面

发挥了公共产品那样的作用。这正是 1996年 4月的《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中所反复强调

的一点。 

第二节    日美安全保障给地区带来的好处 

像日美安保这样的同盟关系能够使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保持稳定，这原本就是同盟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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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下述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抑制”与“应对”的作用。“抑制”是指让对方国家事先知道进攻的巨大风险，

使对方国家不敢轻易动用武力。“应对”是指在进行了抑制却仍然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为此所

拥有的实质上的军事实力。对亚洲地区内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抑制·应对的力量仍然是必不可

少的。这种力量在广泛的区域内被共同拥有，就可以带来地区的稳定。 

第二，能够带来战略关系的固定化。在缺乏对地区内的抑制·应对力量广泛共有的同盟

关系的情况下，当周边地区出现危机的时候，可以想象，地区内的各个国家只能够依靠各自

的军事力量来进行应对。于是地区内的各国预计到危机而力图增加军事实力，其结果是导致

军备竞赛。相反，如果没有特定的假想敌国，在地区内存在广泛共有的抑制·应对力量的同

盟的话，就能够让地区内的各国感到放心，从而能够制止军备竞赛。这对东亚地区的任何国

家来说都是有利的。 

第三，能够促进地区内的安全对话机制。像南沙群岛那样的纠缠了各当事国国家利益纷

争，如果通过同盟关系的遏制力，就可以使当事国不能够单方面擅自动用武力。当事国不能

够动武的时候，就不得不在多国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对话来解决纷争，由此就能够确保地区内

多国协调机制下的对话。这就给了地区各国以放心感，从而可以确保在东盟地区论坛（ARF）

中各国可以平等地协商。 

因此，地区内同盟关系的存在不仅可以确保多国间协调机制中对话的成效，而且还可以

起到促进的作用。与此同时，多国间的协调机制能够通过同盟关系中所缺少的培养信赖·预

防外交等来对同盟关系下的安全保障进行补充。这样，地区内的各国就不用增加军费开支，

从而能够增加经济方面的支出。 

如果缺少这样的同盟关系，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就不得不依靠 ARF。但是在这样一个缺

乏法律约束力的对话论坛中，不能够应对区域内有事的情况，不能够保障该地区的安全。正

是因为同盟关系能够抑制危机的发生，因此能够保障地区的稳定。 

第三节    日美对中国的期待 

进而所要关注的一点是，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中记载了关于中国对于亚太地区

的重要性的内容。具体来说：①中国对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发挥肯定的、建设性的作用是极

其重要的；②日美两国对进一步加深同中国的合作抱有兴趣。 

在东亚地区，中国对周边各国的影响力巨大。在《东亚战略报告》中对中国在东亚地区

的存在进行了如下的强调： 

中国快速的成长提高了在中国亚洲安全力量对比中的重要性。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在地区内拥有巨大的军事实力，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大国。但是人均 GNP 的

水平还很低，是一个正在实现巨大化的、快速经济成长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稳定、与近邻

国家发展有成效的关系对亚太的和平、安定以及经济成长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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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与日本·美国相并列的大国，人们期望它能够发挥一个“负责任的

大国”的作用。这里所说的“负责任的大国”指的是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自觉地做出贡献的

国家。相反，增强军事实力，并依靠这种实力目的要在地区中确立国际威信和主导权，想要

成为“霸权大国”，这就会使中国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大国将决定东亚地区今后的安全保障环境。因此，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地区的稳

定而言是必须的。这与中国提出的“全方位外交”是毫无矛盾的。 

第三章    中国的许多招致不信任的行为 

对这样一个地区大国——中国的动向，周边的国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包括日本在内的

东亚各国对中国的期待是：希望中国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即发挥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当然，中国自己也多次表示了要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的意思，

但是中国的一些行动非但没有获得周边国家的信赖，相反却招致了不信任。下面举一些具体

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节    国防政策的不透明 

中国虽然发表了三次国防白皮书，但是国防政策还是不透明；1989 年以来连续 13 年国

防费用超过 10%以上的增长纪录，成为令周边国家不安的素材之一。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的资料，中国公布的军费数额中不包括武器的开发与生产费用，因此实际的军费被认为是公

开数额的 3倍。这样的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军备扩大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令人难以理解。 

第二节    在南沙群岛的活动 

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中国方面的行动招致了当事国的反感。中国自 1988年开始在南

沙群岛建设军港以来，1992年制定了将南沙群岛称为中国领土的《领海法》，单方面扩大对南

沙群岛的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强硬地主张南沙群岛为本国的领土而采取行动

的话，就会招致周边国家的不信任，从而破坏地区的稳定。1996 年以来，该地区一直在进行

制定“行动规范”的尝试，对此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称“行动规范是促进地区友好与稳定的政

治文章，不是解决具体争议的法律文章”，这些发言招致了相关国家的不信任。南沙群岛周边

目前保持着小康的生活水平，但可以说今后中国的动向决定了问题的解决乃至周边的稳定。 

第三节    在日本近海的海军活动以及海洋调查活动 

更有甚者，近年来在日本近海频繁出现中国海军的航行以及中国船只的海洋调查活动，

日本的舆论也开始关注中国此举。1999年中有 2次、2000年中有 3次在日本的排他性经济区

(EEZ)发现中国的海军舰艇，尤其是 2000 年 2 月在日本的排他性经济区内的航行，在本洲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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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巡回，甚至非常有可能通过天线开展了情报收集活动，这大大增加了日本对中国的不信

任感。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沿日本国土的航线航行，并有可能进行了情报收集活动，

可以说这是相当于侵犯日本主权的行为，而中国方面却没有说明明确的意图所在。 

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中国海洋调查船不正当的行动也是令人担心的素材。1994年以来

在日本的排他性经济区内多次发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1999年达到了 30次。这些调查船进行

的是海底钻探调查，这极有可能是违反海洋法所进行的资源调查。在日本的排他性经济区内

进行资源调查当然有必要获得日本方面的同意，但这样的手续却没有进行过一次。中国调查

船的非法行动引起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批判，并导致了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批判。 

去年 8 月河野外相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提出了调查船问题，并达成了建立事前通报机制的

协议。那时唐外长做了意为控制调查船活动的发言，称“日本所担心的事实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实际上刚进 9 月份，调查船的活动又再次进行，日本方面对中国的不信任进一步激

化。这不仅是在设立通报机制之前所采取的行动，而且也是违背外交部长发言的行动，中国

自我矛盾的行径招致非难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2001年 2月落实了事前通报的机制，但那之后到现在为止，违反通报机制进行的调查船

活动又发生了 5次，其中有 1次辩解说“是根据政府的指示做的”。 

这一问题从 2000年 8月国际问题化时起到设立了通报机制的现在为止，中国方面向日本

展示的是有损信赖的行动。只要这样的活动是中国做的，日本当然会越来越加深对中国的不

信任感。 

重要的是，中国的此类行动并不仅仅是中日两国间的问题。例如无视事先通报制度而继

续进行海洋调查，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中国的形象就会在各国间蔓延，从而有损于中国的国际

信誉。单单只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为 40%，也可以说这样的事态对中国是不利的。 

第四章    结   论 

    任何一个国家都期望自己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当今的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急速的全

球化，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追求少数国家的国家利益的

做法是不现实的。为了持续的发展与繁荣，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1996年重新定义日美安保正是让日美安保顺应这样的世界局势的行为，即把对苏防卫型

的、仅限于两国间的安全保障体制重新定义为以东亚地区的整体稳定为目的的、为了应对地

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安全保障体制。从第 2 章论述的同盟所具有的作用来看，重新定义的

日美安保体制与近年来活跃的多国间的合作动向绝对不是对立的。 

为了日美同盟所追求的地区稳定，无庸讳言当然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的合作。

为此，地区中的各个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彼此建立起能够信赖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在第 3 章

中论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但这不是恶意地要煽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是像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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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的那样，因为中国对东亚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上文所述的中国的行动会加大周边

国家不必要的担心，并有可能损害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必要的信赖关系。 

现在对中国所要求的是：对周边国家对中国所持有的疑虑能够诚实地应对。只有在消除

这样的疑虑之后，中国为自身也同样追求的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才会是确确实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