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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

日本民主党执政与美日同盟变化

娄  伟
(漳州师范学院 政法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 日本政权更迭是亚洲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最新迹象。民主党在竞选中获胜表明了寻求 /更加

平等0的日美关系获得了国内民众的认可, 这是民主党制定对美政策的国内背景。在国际层面, 中国的实力

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日美关系上必然要有所反映, 民主党执政则在客观上为日美同盟变化

提供了可能。民主党追求自主性的基本方式是构建东亚共同体和更多地参与联合国事务, 这预示着: 与自民

党相比, 民主党将更多地以亚洲身份和在多边框架下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而非对美国的一味盲从。民主党

对 /自主性0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同盟弱化, 相反,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防核扩散、能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日美

有可能继续加强协调以维持对两国都必不可少的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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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民主党成立于 1996年 9月。 1998年 4

月,日本民主党、民政党、友爱新党、民主改革联合

4个在野党组成新的民主党。 2003年 9月, 民主

党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再次合并为一个新的

民主党。2009年 8月底, 民主党在与自民党的竞

选中胜出,成为日本的执政党。与自民党不同,在

对美关系上, 民主党寻求一种 /更加平等 0的关

系,在经济领域呼吁限制美国过度支配全球市场,

在地区关系上要与中国建立 /建设性伙伴关系 0,

在中美之间起到平衡作用。[ 1 ]民主党执政后, 以

日美双方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所展开的角力

为开端,美日关系的确出现了一些变化。美日同

盟为什么会出现变化? 民主党如何寻求 /更为平

等 0的对美地位? 鸠山由纪夫对日美同盟的 /调

整 0是根本性的还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 本文主

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和思考。

  一、日本民主党政权制定对美政
策的国内背景

  冷战结束后, 日本自民党强化了与美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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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日本积极支

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派遣自卫队出兵伊拉克,在印

度洋上为美军舰只提供油料支持美军在阿富汗的

军事行动。在地区关系上, 由于在靖国神社和领

土争端问题上纠缠不清,导致中日关系出现倒退,

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受到影响。就经济政

策而言,小泉主张引进美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对

日本进行 /结构改革0,而小泉也是在日本历任首

相中最 /美国化 0的一个。[ 2]自民党的这些做法

产生了负面影响。日本出兵伊拉克,降低了日本

民众对自民党的支持率, /民主党通过批评自民

党过于支持美国领导的不受欢迎的伊拉克战争在

政治上得分 0。[ 3]与中国关系交恶,也导致了中日

经贸关系下降, [ 4]影响了日本经济复苏。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华盛顿模式

遭到了广泛批评。在日本, 小泉主张的 /结构改

革 0弊端日显,日本政界、学界把金融危机的爆发

看做是美国模式的失败, 反 /美国化 0的势力逐步

占了上风。[ 5]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国内, 民众对

本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 /紧紧跟着美国走 0的做

法是不甚满意的,在 /养老金管理不善0、/内阁大

臣的腐败丑闻 0、金融危机等因素作用下, 这种

/不满意 0又被加以放大。

日本民众对日美同盟认知的变化使得自民党

坚持日美同盟的主张逐渐丧失了魅力,而对日美

同盟心怀不满的民主党逐渐获得了认同。小泽一

郎在 2009年 2月曾表示, /在驻日美军中除了第

七舰队,其他都没有必要, 这一空白最好由日本来

负责0。[ 6]不管小泽一郎这番话的政治意图如何,

作为日本民主党的超重量级人物, 他的讲话代表

了该党的主要人物和一些派系的长期外交政策意

图。在竞选期间, 民主党承诺 /追求与美国更为

平等的伙伴关系 0和 /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建

立更为紧密的关系0, [ 7 ]民主党在其政策文件和

公开的陈述中表示,日本的消极外交政策需要彻

底清除以转向一个新的自主外交。[ 8 ]日前对 308

名日本民主党众议员进行的有关核问题的问卷调

查显示, 58. 3% 的人表示, /将来应考虑脱离 0美

国的核保护伞; 2. 8% 的人表示 /应马上考虑脱

离 0,逾 6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建立不依赖

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体制。[ 9 ]

日本民众对日美同盟认知的变化, 反映在了

日本这次政权更迭上,民主党在竞选中的获胜,说

明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大多数日本民众的认

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知的变化将影响日本

新政权的对美政策。出于对国内舆情的考虑, 民

主党正式接管政权后,日本外相冈田克也随即发

布命令, 调查民众声称的美日之间的秘密协

定。[ 10 ] 1969年签署的美日核密约同意两国 1972

年归还冲绳后, 可在紧急情况下向美军驻冲绳基

地配备核武器。[ 11]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受

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国民对核武器有着痛苦的历

史记忆,核密约直接违反了日本奉为国策的 /不

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的无核 /三原则 0。

在自民党执政时期,日本民间传闻有核密约的存

在,但一直未获政府的承认。民主党对核密约的

调查, 除了要显示政府的公信力以外,实际上也向

美国表明, 日本不再是一个 /言听计从 0的小伙

伴。对此,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 #盖茨警告日本,

不要对签订数十年的核密约进行调查以影响美日

关系。[ 11]

日美安保体制的基础之一是驻日美军基

地, [ 12 ] ( 190)但长期以来,冲绳民众对美军驻扎带

来的沉重负担和美军暴力犯罪问题非常不满。

2006年, 在日本民众的强烈抗议下, 自民党同美

国达成协议: 2014年底前, 在 1. 8万人的驻日海

军陆战队中,约 8 000人将转移至关岛, 把部署在

冲绳县宜野湾市的美国海军普天间机场迁到同县

的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但是,冲绳民众

却要求美军完全撤出该县。鸠山由纪夫在竞选中

曾宣称,当选后将把美军普天间基地从冲绳移出。

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希望美国重新考虑这一搬迁

计划。可以说, 鸠山的态度助长了日本民众的反

美情绪,继 2008年 3月冲绳爆发的自 1995年以

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活动

后, 2009年 11月,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前夕,

冲绳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抗议将普

天间基地移至名护市, 认为 /冲绳不再需要再建

美军基地了 0。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 #盖茨则

坚持认为,驻冲绳美军重新部署计划也许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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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但却是 /最佳的选择 0。美国前驻日外交官霍

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主任肯特 #考尔德认为,

/新出现的争论预示着新的变化 0。[ 13 ]出于对保

持执政地位的考虑,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民主党

很难在此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民主党政府在美军

基地部署问题上强烈要求改变原有计划, 这有可

能影响美日同盟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中美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对美
日同盟关系的影响

  由于美日同盟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因素,

因此, 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变化都将影响到美

日同盟关系。中国在 2007年就已经超过德国, 成

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明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

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在大国关系上必然要有

所反映,继美国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执政后,日本民

主党也代替自民党获得政权, 这在客观上为美日

同盟关系变化创造了条件。[ 14 ]

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美日同

盟关系的变化。美国和中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和

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结构性

的相互依存。自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拥有

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凸显, /中美共管太平洋 0论、/ G2集团 0论的出

现,显示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

2009年 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京发表亚洲政

策演讲时表示, /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0, /欢迎中

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0。中美关系的这些

积极变化表明,同以往相比,中美之间的信任关系

和可预期性在增加。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增强, 中美之间利

益交集扩大, 使日本在 /防范中国 0这个问题上,

对美国究竟能够提供多大的 /保护 0作用产生了

疑虑。日本担心,中美之间的战略、安全协议可能

把日本排除在外,进而消除长期存在的美国对日

本的安全保证。 /美中关系迎来的转机意味着,

在美国一超独霸时代发挥效能的日美同盟到了变

化的时刻,美中主导的六方会谈框架,已经开始向

着管理东亚安全保障事务的方向迈进。这意味着

美国对于中国地区大国地位的承认。从日本的角

度出发,日美同盟的意义正在下降0。[ 15 ]日本安

全政策的实质是美国的核保护伞, 如果美国不能

履行 /以核武器应对任何种类 (常规或核武 )的进

攻以保护日本 0的承诺, 那么日本就有可能拥有

自己的核武器, [ 16 ]进一步挣脱美国的束缚。因

此,有评论认为, /普天间基地争议只是导火线,

中国崛起改变亚太以至全球势力分布的局面, 才

是日美冲突的深层原因0。[ 17]

另一方面,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增强,也迫使

日本必须更加重视东亚,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而中日关系的发展必将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在

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中日之间已经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的局

面,民主党智囊、前外交官田中均认为, 中国已是

日本最重要的经济市场, 日美同盟自然不及上世

纪般重要。[ 17]由于地理的相关性总是能够提供

最有可能性、费 /效比也最合适的国际经济合作机

会,在东亚经济快速崛起的大背景下,日本需要更

加重视地区经济合作, /日本需要加倍努力去加

强与它的邻居们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不仅是为了

抵消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影响, 而且也是为了

抓住更大的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份额0。[ 18]在影

响中日关系的几个原则问题上, 民主党高层采取

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在历史问题上,民主党高层

人物表示,将不会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外相冈田克

也表示,对于历史问题,未来最理想的模式就是由

日、中、韩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 [ 19 ]这有利于营

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合作氛围。在领土争端问题

上,鸠山由纪夫也主张通过建立东亚共同体,在合

作中来解决。[ 20 ]因此, 未来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

是现实的,这使美国担心, /日本正通过推动建立

东亚共同体,远离最密切的盟友 0。[ 21]

迈向政治大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是日本历

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 这是无可更改的。

由于受 /战败国家 0身份的制约, 日本不得不以

/美日同盟0的形式借船出海, 冷战后美日同盟强

化的重要理由是遏制和防范中国发展为 /未来国

际秩序 0的挑战者, 但现在,中国已经基本认可了

现有秩序并从中受益, [ 22 ]中国从国际体系的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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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者0到 /建设者 0的转变, 是美日都希望看到的,

但是, 中美合作关系的逐步深入,日本在美国东亚

战略中的地位将下降。如果只把美日同盟作为束

缚日本的一个 /瓶塞0,而对日本的安全没有助益

的话, 日本是无法接受的。中美的战略合作将使

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作用感到忧虑,在确保日

美同盟基石的同时,日本在安保问题上将逐步追

求自主性,发展与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的关系,并

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 /日本与美国关系

的变化还意味着日本将更加重视在亚洲的领导地

位。但美国不应错误地理解为东京决定选择北京

而不是华盛顿。美国仍是日本最重要的安全伙

伴;中国仍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0。[ 23]因此,

日本的对外政策将是谨慎平衡各方面因素的行

动 , 在由美国和中国主宰的地区努力扩大行动

自由。[ 23]

  三、民主党追求对美自主地位的
基本方式

  民主党追求对美自主地位的基本方式是构建

东亚共同体、集体安全和更多地参与联合国行动。

这预示着:与自民党相比, 民主党将更多地以亚洲

身份和在多边框架下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而非

对美国的一味盲从。

冷战结束后,在欧洲和北美经济集团的强大

压力下,日本也试图在东亚建立区域性的经济合

作组织,如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曾经倡

议建立 /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0, 但由于美国担心在

东亚被边缘化, 最后日本的倡议在美国的反对下

不了了之。 10年之后,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已然发生很大变化,新兴国家的崛起、朝鲜的核威

胁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使日本迫切需要在东亚

地区 /有所作为 0。日本富士通综合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柯隆认为, /回顾过去的 10年, 前首相小

泉纯一郎 '只要与美国关系好,与亚洲的关系也自

然会好 '的主张是错误的。这是日本的外交战略

朝错误方向发展的关键 0。[ 24]因此,重视亚洲、加

强地区经济合作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2009年 8月,鸠山由纪夫在 5纽约时报6发表一篇

题为5日本的新道路 6的文章, 鸠山认为, 新形势

下实现日本政治经济的自主性的途径之一就是构

建东亚共同体。[ 25]但是,鸠山政府倡导的东亚共

同体并不包括美国, 2009年 10月 7日外相冈田

克也在日本外国记者协会发表演讲时表明了日本

的态度:在不把美国作为成员国的构思下创设东

亚共同体。但是,在 2009年 7月 22日, 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签署了美国加入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 6协议书, [ 26 ]这意味着, 美国获得了参与东亚

区域合作的资格。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

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 /涉及安全、经济、

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在门外 0。[ 27]

日本倡导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将美国排除在

外,除了想获得东亚国家的更多信任以外,日本的

一个更为宏大的想法是要在东亚和美国之间发挥

一种连接作用,鸠山由纪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

/日本将成为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桥梁 0。具体来说, 日本就是要凭借与

美国特殊的同盟关系,在东亚和美国之间发挥一

个承接作用,以此提高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并从中

获取双份的收益。但这与美国的东亚战略是相违

背的, 从近期美国 /高调重返东南亚 0和奥巴马的

亚洲之行来看,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更深入、更直接

地参与到东南亚地区事务当中。同时, 日本的

/桥梁 0作用能否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可, 也还是一

个未知数。因此,日本的 /桥梁 0作用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实现,还有待观察。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作为实现政治大国的重要突破口,为实现这个

目标, 日本在联合国会费分担、海外维和行动和推

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 日本始终把对联合国外交从属于对美国的

外交,这对日本的国际形象和争取 /入常 0是十分

不利的, /这样的国家如果当上常任理事国, 在很

大程度上只能是美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作

用的延伸, 很难发挥一个独立大国的作用 0。[ 28 ]

因此, 与自民党相比, 鸠山由纪夫可能更加重视在

联合国的框架下发挥作用, 减少对美国的盲从。

/民主党成员希望通过与联合国一起而不是与美

国为国际安全做贡献,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小泉政

府在伊拉克问题上走得太远, 并且日本因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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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自己从美国的海外行动中解脱出来。在鸠山

由纪夫宪法修改草案的建议中, 他明确拒绝了在

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 向与日本安全没有关

系的地区派遣自卫队 0。[ 3]

民主党认为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过于

以美国为中心, 新政府将寻求与美国保持距离以

维持一个健康的伙伴关系。[ 29 ] 2001年 12月日本

自民党政府根据 5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 6,

向伊拉克派出自卫队, 其目的并非是重视伊拉克

局势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从属于日美关系的一个

变数。为了同美国适当拉开距离, 日本民主党官

员表示, 2010年 1月 5新反恐特别措施法 6期满

后,日本将不会在印度洋上继续为向美国领导的

驻阿联军提供援助的战舰供应油料。[ 30]日本外

相冈田克也最近表示, 将修改作为向海外派遣自

卫队法律依据的 5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

案 6,降低向海外派兵的门槛。从本质上看, 其意

在于减少对美国主导的 /单方面 0战争的援助, 增

加对联合国承认的维和行动的援助。[ 11]

  四、日本 /自主性 0追求不具备实
质内容

  日本民主党对 /自主性 0的追求并不意味着

同盟弱化,相反, 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防核扩散、能

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日美有可能继续加强协调

以维持对两国都必不可少的同盟关系。

对日本来说,美日同盟是无可替代的。从战

略层面上讲, /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目

的是确立独立与国土、国民的安全。在可预见的

未来, 其现实的手段只有日美安保体制0。[ 31 ]日

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长期以 /日美同

盟 0为基轴的外交行为, 使东亚国家对日本缺乏

战略信任,日本要变为普通国家和保证国家安全,

唯有与美国保持政策协调,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

这是由日本的 /战败国家 0身份和东亚的地缘政

治格局所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同盟关系

在战略层面没有变化。伴随着美国东亚战略布局

的调整,美日同盟也存在一个转型的问题, /民主

党政府几乎肯定会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但可

能会尝试修改联盟的转型计划, 并将自民党与美

国达成的 -全球安全伙伴关系 .的目标降至有关

日本防卫和地区稳定的传统联盟范围0。[ 32]

从现实层面上看, 冷战后的东亚地区形势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保持美

日同盟关系仍有其重大价值。哈佛大学教授约瑟

夫 #奈认为,日美同盟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面临三

大课题:朝鲜、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传染病与体

制崩溃国家的难民外流, [ 33]再加上日本国土面

积狭小、资源匮乏、对海洋交通线的极度依赖等自

身缺陷,使 /废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条约将

立即使日本在地区或全球动荡造成的混乱中处于

极易受伤害的地位0。[ 34] ( 143 )鸠山由纪夫在竞选

获胜后与美国奥巴马总统的首次通话中强调 /不

会改变美日同盟 0, /日本必须同美国保持密切关

系,特别是在面对附近快速崛起的中国和核武装

的朝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0。[ 35 ]

  五、结论

  日本战后的发展得益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但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

民众对 /自主、平等 0的诉求,美日同盟关系必然

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二

流国家的预期也将改变。它们不再接受单向依

赖,因为不管这种依赖如何促进经济繁荣,都会给

它们的政府自主权及其政治地位带来负面影响。

对二流国家而言, 自主权和政治地位曾是 -渴望

不可及的目标 . , 被深锁在密室之中。一旦自主

权和政治地位的获得成为可能, 这些价值必将显

现出来 0。[ 35] ( 41)日本亦是如此。

但是,鸠山由纪夫所说的 /调整 0不会是重大

的,更不会是一场 /外交革命0, 或许只是一种技

术性的微调,这种调整也许还带有一定的象征意

义, [ 36 ]而不具备实质内容。考虑到 2010年的参

议院的选举和反对党的因素, 民主党还可能要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上, 而

不是外交问题。同时,要想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寻

求自主与平等, 日本就要在安保层面承担更多的

责任, 那么日本就要增加更多的防务预算。就目

前而言,日本刚刚从 /失去的十年 0中有所恢复,

甚至还有日本人认为, 日本正面临着 /又一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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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 10年 0, 增加预算, 在同盟中承担更大的责

任,将严重拖累日本经济。因此, 就目前看, 美日

同盟还难以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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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Come to Power

and the Changes of U. S. - Japan Alliance

LOU W ei

(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Zhangzhou Norm alUn iversity, Zhangzhou Fu jian 363000, China)

Abstract: Japan s' reg ime change is the latest sign of significant change o fAsia s' pattern. The DPJ v ictory in the

election indicates tha t seeking "more equa l" Japan- U. S. re lations ga ins the recognition, w hich is the dom es2
t ic contex t that the DPJm akes the policy to U. S. A t the in ternational leve,l Ch ina s' posit ion of streng th has

undergone a qua litat ive change, such change in the Japan- U. S. relat ions are bound to be reflected, theDPJ

in pow er o ffered the possib ility o f change fo r the Japan- U. S. a lliance ob jectively. DPJ pursu ing Autonomys'

basic approach is to bu ild an EastA sian community and g reater part icipation in theU. N. , it ind icates tha:t in

comparison w ith the LDP, the DPJ w illmo re involved in mu ltilatera l framew ork of reg ional and internationa l

affa irs, rather than to the fo llow Un ited States b lind ly. The DPJ pursuing "autonomy" does notm ean that the

alliances w ill bew eakened, on the contrary, in reso lving theNo rth Korean nuc lear issue, ant i- nuclear pro lif2

eration, energy and env ironmental protect ion, etc. , Japan and theU. S. is like ly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o2
ord ination to ma intain the a lliance w hich is essent ial to both countries.

KeyW ords: U. S. - Japan a lliance; Yuk io H atoyama; Democrat ic Party o f Japan; L ibera lD 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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