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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ＴＰＰ看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

杜晓军

　　［摘要］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ＴＰＰ，指出它本质上是一种美国主导的 对 华 制 衡 手 段。然 后 列 举 了 日 本 国 内 对 待ＴＰＰ的 两 种 主

要声音：经团联认为加入ＴＰＰ是日本“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加入ＴＰＰ谈判；反对

派以农业团体为主，认为加入ＴＰＰ可能毁灭日 本 农 业、带 来 食 品 安 全 等 问 题。文 章 最 后 指 出 野 田 内 阁 将 紧 随 美 国“重 返 亚 洲”的 步

伐，奉行亲美外交。尽管有诸多反对声音，但加入ＴＰＰ的决心不会动摇。对华政策方面，日本已经并将继续使用包括ＴＰＰ在 内 的 多

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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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野田佳彦内阁自２０１１年９月２日成立以来，
至今已过三 个 月。在 这 三 个 月 里，野 田 内 阁 的 工 作 主

要集中在两 个 方 面：一 是 东 北 灾 区 的 恢 复 与 重 建。作

为灾区复兴对 策 支 柱 的２０１１年 度 第 三 次 修 正 预 算 案

总额高达１２．１万亿日元，该预算案已分别于１１月１０
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２１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１〕二是

调整与美国的 外 交 关 系，包 括 普 天 间 基 地 的 迁 移 谈 判

和加入美 国 主 导 的 跨 太 平 洋 战 略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ＴＰＰ）。本文主 要 探 讨ＴＰＰ与 野 田 内 阁 的 外 交 政 策，
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美国力促ＴＰＰ的真实目

的，第二部分叙述日本国内关于ＴＰＰ的争论，第三部分

从ＴＰＰ的角度探讨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

策，第四部分对今后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进行展望。

美国与ＴＰＰ

ＴＰＰ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Ｔｒａ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的 英 文 缩 写。

２００５年６月３日，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四国缔

结了自由贸易 协 定（ＦＴＡ），目 的 是 在 太 平 洋 两 岸 建 立

一个自由贸易区。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８日，该协定生效。美

国很快注意到这个协定。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总统奥巴马宣

布美国 参 加ＴＰＰ以 后，此 前 默 默 无 闻 的 ＴＰＰ名 声 大

噪，并 迅 速 成 为 以 美 国 为 中 心 的 自 由 贸 易 协 定。从

２０１０年３月开始，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秘鲁和越

南五国 参 加ＴＰＰ谈 判。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时 任 日 本 首 相

菅直人在横滨ＡＰＥＣ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上 表 示，日 本

将开始与ＴＰＰ相关国家展开讨论。２０１１年１月，菅直

人表示，力争在６月做出是否参加ＴＰＰ的决定，后这一

问题被搁置起来。２０１１年１０月，野田内阁开始讨论是

否参加ＴＰＰ谈判。１１月１３日，ＡＰＥＣ第十九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开幕。美国总统奥巴

马高调宣布，美国已经与其他八个国家（指除日本外的

上述八个国 家）就ＴＰＰ达 成 一 致，并 将 力 争 在 明 年 落

实。日本首相野 田 也 于 此 前 的１１日 晚 在 东 京 宣 布 日

本将参加ＴＰＰ谈判，并在ＡＰＥＣ峰会上把这一决定传

达给了美国和其他相关国家。
在有可能最终加入ＴＰＰ的上述十个国 家 中，经 济

实力 对 比 悬 殊。从 国 内 生 产 总 值（ＧＤＰ）来 看，美 国

ＧＤＰ占十国ＧＤＰ总量的６７％，日本占２４％，澳大利亚

占４．７％，其他七国占４．２％。作为第一和第二大份额

的美国和日本，其ＧＤＰ总 量 就 占 了 十 国 ＧＤＰ总 额 的

９０％以上。所以，对于迫切推进ＴＰＰ的美国来说，日本

的态度至关 重 要。如 果 没 有 日 本 的 加 入，将 会 对 美 国

造成“非常 沉 重 的 打 击”。〔２〕而 日 本 最 终 宣 布 参 加ＴＰＰ
谈判，无疑给美国的ＴＰＰ进程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美国非常重视ＴＰＰ的进展，新任驻华大 使 骆 家 辉

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在ＡＰＥＣ高官会议上表示，将“Ｔ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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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作为亚 太 经 贸 政 策 的 重 点”。国 内 有 学 者 将 美 国

的ＴＰＰ战略描述为：一是塑造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新

样板”，为成立更大的“美式”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
打下基础；二是将ＴＰＰ树为美国区域贸易协定的新模

式，“拔高”标 准，获 得 更 大 利 益；三 是 抗 衡 东 亚 经 济 一

体化进程，扭 转 美 国 被 排 除 在 外 的 不 利 局 面；四 是 将

ＴＰＰ作为通往ＦＴＡＡＰ的桥梁，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战略布局。〔３〕

美国积极推进ＴＰＰ进程，除了经济利益外，对中国

的制衡作用 具 有 更 深 层 次 的 意 义。最 近 两 年，中 国 积

极参加与东南亚国家的自由贸 易 协 定 谈 判。２０１０年，
中国与东盟（ＡＳＥＡＮ）缔 结 了 自 由 贸 易 协 定（ＦＴＡ），与

东盟建立了“１０＋３”、“１０＋６”机制。２０１０年中国大陆

和台湾签署 了 海 峡 两 岸 经 济 合 作 框 架 协 议（ＥＣＦＡ）。
中国在东盟峰会和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中都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 作 用。对 美 国 来 说，它 有 在 亚 太 经 贸 领 域

逐渐被边缘化 的 危 险，东 亚 地 区 日 益 兴 起 将 它 排 除 在

外而不受它欢 迎 的 多 边 机 制。〔４〕美 国 在 东 亚 地 区 的 影

响力因为中国的崛起被逐渐削弱。美国力图扭转这种

不利局面：一是 加 强 与 其 传 统 盟 友 日 本、韩 国、澳 大 利

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双边同盟关系，通过继续强化这种

辐辏机 制（ｈｕｂ－ａｎｄ－ｓｐｏｋｅ　ｓｙｓｔｅｍ）来 确 保 它 在 东 亚

地区的优势地 位；二 是 通 过 由 它 主 导 的 新 的 多 边 机 制

来抵消崛起 大 国、主 要 是 中 国 的 影 响 力。中 国 可 以 加

入ＴＰＰ，但很难 动 摇 美 国 在 其 中 的 主 导 权。有 中 国 媒

体指 出，ＴＰＰ 是 美 国 制 衡 中 国 的“新 招”、〔５〕“新 砝

码”。〔６〕

日本国内关于ＴＰＰ的争论

日本民主党政权自２００９年９月上台后，首任鸠山

由纪夫内阁因 为 追 求 对 等 的 日 美 关 系 而 开 罪 了 美 国，
尤其是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倡议，令美国尤为不满。
随后的菅直人 内 阁 从 其 前 任 中 吸 取 了 教 训，在 外 交 领

域改弦易 辙，积 极 修 复 与 美 国 受 损 的 同 盟 关 系。ＴＰＰ
作为美国亚太 战 略 的 重 要 一 环，其 重 要 性 自 然 为 菅 直

人内阁所知。菅 直 人 本 人 多 次 表 示，日 本 将 积 极 加 入

ＴＰＰ。日本的媒体也为政府造势，称加入ＴＰＰ为“再次

开国”。〔７〕２０１１年９月 野 田 佳 彦 内 阁 成 立 后，把 加 入

ＴＰＰ作为一项重要议程，希望国会关于是否 加 入ＴＰＰ
“切实讨论，尽快得出结论。”〔８〕野田首相此前一直希望

在１１月中旬夏威夷ＡＰＥＣ峰会召开前达成统一意见，
把日本加入ＴＰＰ谈 判 的 决 定 作 为 新 政 权 送 给 美 国 的

大礼。
日本国内关于是否加入ＴＰＰ的争论非 常 激 烈，支

持与反对的 意 见 泾 渭 分 明。支 持 派 以 经 团 联 为 首，现

参众两院也 有 很 多 议 员 持 相 同 见 解。经 团 联 是“日 本

经济团体联合 会”的 简 称，虽 是 民 间 组 织，但 对 于 日 本

政府的经济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其会长多由实力雄

厚的公司社长担任。近１０年来的三位会长，分别是丰

田汽 车 董 事 长 奥 田 硕（２００２．５—２００６．５）、佳 能 株 式 会

社社长御手洗富士夫（２００６．５—２０１０．５）和住友化学董

事长米仓弘昌（２０１０．５—）。由于他们所执掌的公司在

业界能量 巨 大，经 团 联 的 会 长 通 常 被 称 为“财 经 界 总

理”，并成为日本民间人士中惟一可以享有警察护卫权

的人。这些公司 大 多 为 跨 国 公 司，对 海 外 市 场 的 依 赖

性很强。他们对于自由贸易协定大多持支持态度。经

团练认为日本在缔结贸易协定方面已经落后韩国等其

他国家。

１０月２４日，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经团联本部向

米仓弘昌 等 表 达 了 政 府 参 加ＴＰＰ谈 判 的 意 愿。他 表

示，“必须作 出 大 局 判 断 的 时 刻 正 在 逼 近”。但 是 国 会

议员间仍在激烈争论，各地反对加入ＴＰＰ的请愿活动

此起彼伏。面对 此 景，经 团 联 会 长 米 仓 弘 昌 联 合 日 本

商工会议所会头冈村正和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樱井正

光于１１月１日发表联名声明，称加入ＴＰＰ是日本“提

升经济竞争力”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强

烈要求日本政府在ＡＰＥＣ峰会上表明日本加入ＴＰＰ的

意愿。〔９〕

相对于支 持ＴＰＰ的 声 音，反 对 的 声 音 并 不 显 弱。
反对派主要以农业团体为主，其中“全国农业协同组合

中央会”（ＪＡ全 中）和“全 国 农 业 协 同 组 合 联 合 会”（ＪＡ
全农）实力 最 为 强 大。日 本 农 业 从 业 人 口 只 占 总 人 口

的２％，〔１０〕且 平 均 年 龄 高 达６６岁；农 业 总 产 值 只 占

ＧＤＰ的１％。日本 农 业 长 期 以 来 处 于 分 散 经 营 状 态，
虽农产品品质较高，但价格昂贵，相对于国外市场的同

类产品竞争力较弱。因此日本政府对本国农业市场的

保护一贯很 严 格。农 业 较 其 他 领 域 虽 处 于 弱 势，但 农

业协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例如ＪＡ全

中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多起反对政府加入ＴＰＰ的活动。
反对日本加入ＴＰＰ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加入ＴＰＰ必定需要降低关税，外国 廉 价 农 产

品随之大量涌 入 日 本 市 场，这 会 给 日 本 各 地 的 农 业 带

来巨大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日本长期以来对农民采取

关税保 护 措 施，如 对 进 口 稻 米 和 小 麦 分 别 征 收 高 达

７７８％和２５２％的关税。〔１１〕鹿儿岛县议会在一份意见书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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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加入ＴＰＰ会使“国内农业生产大幅降低，可能

对区域经济 造 成 毁 灭 性 打 击”，“稻 米 等 重 要 农 产 品 不

能列入关税废除对象之中”。〔１２〕该县还计算出加入ＴＰＰ
会对本县造成５６６７亿日元的经济损失。〔１３〕而根据农林

水产省的计算结果，加入ＴＰＰ后如果完全废除关税，日
本国内农业 生 产 产 值 将 减 少４万 亿 日 元。〔１４〕《纽 约 时

报》评论说，日本加入ＴＰＰ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吃亏

买卖”。〔１５〕

二是加入ＴＰＰ可能给日本的食品安全 造 成 影 响。
日本政府对 国 内 的 食 品 安 全 非 常 重 视。据 统 计，日 本

国内直接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就有２０多部，主要集

中在农业生产领域。日本普通民众对食品安全也非常

关心。根据食品 安 全 委 员 会２００９年 夏 天 进 行 的 例 行

年度调查结果，有７６．８％的受访者对食品安全感到“非

常不安”和“一 定 程 度 的 不 安”。〔１６〕尤 其 是２０１１年“３．
１１”地震、海啸 及 核 泄 漏 事 故 三 重 灾 害 后，日 本 对 食 品

安全的重视程度更强化了。福岛县的一份请愿书中就

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不能保障食品安全的ＴＰＰ”。〔１７〕

三是“３．１１”之后，日本东北地区遭受巨大破坏，农

业除受核污染影响 外，因“风 评”（即 谣 言）造 成 的 损 失

也很大。现在民主党政权对东北灾区的复旧复兴工作

进展不力，农林渔业基础设施的恢复与重建进程缓慢。
在当前时刻，最 紧 迫 的 不 是 开 放 国 门 加 入 美 国 主 导 的

ＴＰＰ，而是应该 将 主 要 精 力 用 在 灾 区 的 恢 复 重 建 工 作

上。如复兴大臣兼防灾大臣平野达男表示，“ＴＰＰ对国

家利益的影 响 是 两 方 面 的”，“现 阶 段 应 该 把 切 实 恢 复

农业、水产业和林业作为最优先的工作”。〔１８〕

政界持 反 对 态 度 的 主 要 是 以 自 民 党 为 首 的 在 野

党。例如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石破茂说，加入ＴＰＰ后，
“消费者会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外国产品，这对农民

来说是巨大损失。为了补偿农民，政府只能增税，这又

会加 重 纳 税 者 的 负 担。这 难 道 是 正 确 的 农 业 政 策

吗？”〔１９〕公明党 干 事 长 井 上 义 久 也 强 烈 反 对 日 本 加 入

ＴＰＰ，“那会改变日本的国是”。〔２０〕

执政的民主党党内反对声音也很大。前农林水产

大臣山田正彦 在 菅 直 人 内 阁 时 就 反 对 日 本 加 入ＴＰＰ，
后被菅直人撤下。野田本人是强烈的支持ＴＰＰ派，所

以不可能邀请虽精通农业领域事务但又反对ＴＰＰ的山

田入阁。自日本开启是否加入ＴＰＰ的讨论以来，山田

反对ＴＰＰ的步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他并不是孤

军奋战。在野田宣布日本加入ＴＰＰ谈判以前，山田已

经在反对ＴＰＰ的请愿书上征得多达３５６名各党各派议

员的签名，并威胁说要率领１０—２０名民主党议员集体

退党。〔２１〕

从ＴＰＰ看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

野田作为近 两 年 内 的 第 三 位 民 主 党 籍 首 相，其 前

任留给他的经验教训很多。鸠山由纪夫由于追求对等

的日美关系并在亚洲建立排除美国的多边机制而开罪

美国，日美同 盟 受 损。菅 直 人 上 台 后 努 力 修 复 日 美 同

盟但又因救灾不力而被迫下台。所以，崇尚建立“中庸

政治”的野田面临两大紧迫任务：一是国内灾区的恢复

与重建，二是 与 美 国 的 关 系。野 田 内 阁 在 吸 取 前 两 任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平衡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
野田本人具有 浓 厚 的 亲 美 色 彩，他 上 台 后 积 极 推 动 日

本加入美国主导的ＴＰＰ就是明显表现。

１．强化日美同盟关系。首先是美国迫切要求日本

加入ＴＰＰ。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１日，奥巴马与野田会谈时表

示，“ＴＰＰ不 单 是 经 济 问 题，也 是 美 日 同 盟 的 战 略 问

题”。野田对 此 明 确 表 示，“了 解 美 国 正 在 期 待 什 么”，
日本“会尽快得出结论”。

其次是在人事上进行刻意安排。野田很清楚日本

加入ＴＰＰ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事。因为自菅直人时

代启动关于是否加入ＴＰＰ的讨论以来，政界和民间反

对的声音从来没有减弱过。为了顺利达成加入ＴＰＰ的

一致意见，野田启用农业专家一川保夫出任防卫大臣。
一川早年 就 读 于 农 业 高 中，大 学 在 三 重 大 学 农 学 部，

１９６５年入农林省（今农林水产省）直到１９９０年，后参选

众议员并连 任 至 今。一 川 是 农 业 领 域 的 专 家，但 在 防

卫领域没有任何经验，为什么被置于防卫大臣的位置？

因为一川是反ＴＰＰ派，而在防卫大臣的位置上又是最

不能反对美 国 的。这 样 的 人 事 安 排 称 得 上 一 石 二 鸟，
不但把反ＴＰＰ的人调离了最反ＴＰＰ的农业领域，又把

他放在了不得不和美国合作的防卫领域。
现在民主党 政 权 的 重 要 职 务 包 括 外 务 大 臣、经 济

大臣等，和民主党党内重要人物包括干事长、政调会长

等，多支持日 本 加 入ＴＰＰ。如 现 任 政 调 会 长 前 原 诚 司

一贯对ＴＰＰ持支持态度。他在任菅直人内阁外务大臣

时就表示，“我会尽我所能推进ＦＴＡ／ＥＰＡ的进程”。冈

田克也前干事长警告说，不参加ＴＰＰ可能会对日美同

盟造成影响。〔２２〕官房长官藤村修也指出，虽然一般来说

可以中途退 出（ＴＰＰ谈 判），但 日 美 关 系 很 重 要。美 国

强烈要求日本加入，所以“中途下车”是很困难的。
从野田内阁 的 人 事 安 排 来 看，重 要 职 位 基 本 被 支

持ＴＰＰ派人士 所 占 据。他 们 对 于 加 入ＴＰＰ可 能 会 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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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产业尤其 是 农 业 带 来 的 影 响 并 不 是 不 清 楚，但 出

于维护与美国 友 好 关 系、坚 定 日 美 同 盟 作 为 日 本 外 交

基石的考虑，都在积极推进日本加入ＴＰＰ的步伐。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最近撰文称，２１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

世纪，美国要 领 导 太 平 洋。与 日 本 的 联 盟 是 该 地 区 和

平与稳定的基石。〔２３〕日本宣布加入ＴＰＰ谈判可以说是

投桃报李。

２．对中国进 行“牵 制”。冷 战 结 束 后，美 国 成 为 惟

一超级大 国，国 际 体 系 的 结 构 呈 现 出 单 级 格 局 态 势。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０年底已超 越 日 本 成

为世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中 国 作 为 实 力 上 升 最 快 的 国

家，在本世纪 最 有 可 能“威 胁”到 美 国 的 优 势 地 位。结

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行为中制衡（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比追随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更普遍，〔２４〕而另一 些 学 者 则 认 为 追 随

比制衡更普遍。〔２５〕纵观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对美国多

是“追随”；对 中 国 先 是 接 触（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但１９９６年

春天台海危机 后，日 本 跟 随 美 国 共 同 制 衡 中 国 的 行 为

逐渐增多，并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修 订 的《防 卫 计 划 大 纲》
中称，“中国国 防 支 出 持 续 增 加，以 核 武 器、导 弹 和 海、
空军为中心的 军 事 力 量 急 速 现 代 化，战 斗 力 向 远 方 投

射能力得到强 化，在 周 边 海 域 活 动 范 围 不 断 扩 大 且 日

益活跃，此种动向加之中国军事的不透明性，成为地区

和国际社会的忧心事项。”〔２６〕

野田内阁成 立 以 来，对 中 国 的 牵 制 行 为 正 在 逐 步

展开。
首先是日菲关系。２０１１年９月底野田与菲律宾总

统阿基诺三世 在 东 京 发 表 联 合 声 明：加 强 两 国 海 军 联

系，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及在本地区“日益

强硬的领土主张”。两国强化战略伙伴关系，把副部长

级双边政策磋商升级为战略对话。
其次是强化日印关系。继１０月２９日防卫大臣一

川访问新德里后，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随即回访日本。
一川与安东尼会谈后达成协议，在２０１２年举行日本海

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首次联合军演。首相野田也预

计于１２月访问印度。
再次 是 与 越 南 达 成 核 电 出 口 和 稀 土 开 发 协 议。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日越双方领导人 在 东 京 发 表 联 合

声明：越南“强烈渴望日本提供核电技术”；日方向越南

保证，将提 供“代 表 全 球 核 电 安 全 最 高 水 平”的 技 术。
由于“３．１１”后 日 本 核 事 故 的 扩 大 化，各 国 对 日 本 的 核

电技术都产生 了 疑 问，越 南 坚 持 购 买 日 本 的 核 电 技 术

和设备，是对野田政权的莫大支持。在此前的１０月２４
日，一川防卫相与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举行会谈，两国

同意将强化防卫合作关系，并就“国际社会应该合作解

决越南—中国南海领土争议问题”达成一致。〔２７〕

关于日本加 入ＴＰＰ，普 遍 认 为 那 不 只 具 有 经 济 方

面的原因，也 有 政 治 方 面 的 原 因，是 对 中 国 的 一 种 牵

制。“虽然不 能 公 开 说 出 来，但ＴＰＰ是 对 华 战 略 的 一

环”。日本“有在亚太地区建立日美主导的自由贸易机

制，牵制中国、把中国卷入进来的考虑。”〔２８〕日本有与体

系内最强大国 家 结 盟 的 传 统，如 日 英 同 盟 和 日 美 同 盟

等。但随着冷战 后 国 际 局 势 的 变 化，日 本 国 内 反 思 日

美同盟这种 双 边 主 义（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机 制 的 著 作 层 出，
主张日本应积极发展多边主义（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外交的

呼声渐高。〔２９〕日本近年来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国家 联 盟

（ＡＳＥＡＮ）的合作关系，这和中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

争。实际上，冷 战 后 日 本 外 交 中 的 双 边 主 义 和 多 边 主

义被同时采 用。一 方 面 是 日 益 强 化 日 美 同 盟，不 断 扩

展其适 用 范 围；另 一 方 面 是 积 极 参 与 东 盟 地 区 论 坛

（ＡＲＦ）、东亚 峰 会（ＥＡＳ）和 与 东 盟 国 家 达 成 自 贸 协 定

（ＦＴＡｓ）。日本的上述行为，与中国的迅速崛起 带 给 它

的“震惊”不无关系。东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中日同为强

国的局面，这 让 日 本 感 到 非 常 不 适。日 本 除 通 过 加 强

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中国进行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硬”
制衡之外，还 通 过 多 边 机 制 对 中 国 进 行“软”制 衡。这

是因为“硬”制 衡 并 不 充 分，在 经 济 领 域 日 本 对 中 国 的

依赖还很严 重。另 一 方 面，中 国 崛 起 也 意 味 着 中 国 软

实力的崛起，日本认为必须要辅之以“软”制衡，如前首

相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和鸠山由纪夫倡

议的“东亚共同体”。〔３０〕日本的多边主义外交，是可以增

强其软实力的一种手段，〔３１〕是抵消中国软实力增 长 的

有效的方式。目前中国对于是否加入ＴＰＰ处于“观望”
态势，以后加 入 的 可 能 性 很 大。日 本 如 能 和 美 国 一 道

加入，则可和 美 国 共 同 发 挥 主 导 作 用。即 使 未 来 中 国

也加入ＴＰＰ，日本可以联合美国在ＴＰＰ框架内制衡中

国。而如果中国不加入，日本在ＴＰＰ框架内作为第二

大经济体，它与 其 他 中 小 国 家 的 经 济 和 文 化 联 系 定 会

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促进日本软实力的提升。

对野田内阁外交的展望

围绕是否加入ＴＰＰ，野田内阁陷入了困境。〔３２〕一方

面是执政同盟 和 民 主 党 内 部 的 双 重 分 裂，支 持 派 和 反

对派针锋相对。民主党的执政同盟国民新党反对日本

参加ＴＰＰ，其党 代 表 龟 井 静 香 和 干 事 长 下 地 干 郎 都 认

为加入ＴＰＰ有损“国家利益”。在民主党内部，针对前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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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水产大臣 山 田 正 彦 的 退 党 威 胁，代 理 干 事 长 樽 床

伸二放出狠话，“就是死也要加入！”〔３３〕牵制山田的意思

很明显。另一方面是如果向国内反ＴＰＰ派妥协、放弃

加入的话，则 会 对 美 国 的“重 返 亚 洲”战 略 造 成 重 重 一

击，华盛顿对 野 田 的 信 赖 度 会 大 大 降 低。重 建 和 预 算

问题已使得野 田 内 阁 的 支 持 率 走 低，如 果 外 交 上 再 失

去华府的支持，野田政权不可能稳固，“短命首相”的命

运难以避免。
经过再三权 衡，野 田 外 交 的 天 平 最 终 倾 向 到 美 国

一边，试图通过维护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来稳固政权，〔３４〕

终于在ＡＰＥＣ峰会开幕前夕作出了加入ＴＰＰ谈判的决

定。这是因为，现 在 美 国 在 亚 太 地 区 非 常 看 重 日 本 的

作用，对日本报以很大的期待，野田当然不会错过这个

向美国示好的绝佳机会。另一方面，反ＴＰＰ的势力虽

然强大，但目 前 很 难 对 野 田 的 统 治 构 成 威 胁。反 对 党

虽然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形成所谓“扭曲国会”，但在

众议院依然是少数；民主党内即使可能有人逼宫，但目

前还没有谁 成 为 比 野 田 更 适 合 担 任 首 相 的 人。再 者，
虽然野田已经宣布日本启动加入ＴＰＰ的谈判，但这并

不意味着日本马上就加入ＴＰＰ，它还有回旋的余地，即

使“中途退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不得不指出，日本宣布将参加ＴＰＰ谈判后，野

田受到更多的批评。〔３５〕据《朝日新闻》于１１月１２日和

１３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野田内阁的支持率由９月

成立之初的５３％下降到目前的４０％。支持率降低与野

田毅然宣布参加ＴＰＰ谈判有很大关系。在接受调查的

民众中，赞成与反对“日本参加ＴＰＰ”的分别占４６％和

２８％；“关于ＴＰＰ，野 田 内 阁 向 民 众 提 供 的 信 息 是 否 充

分”，回答充分的只占７％，回答不充分的却高达８４％。
正如在野党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批评的，“民众对野田

内阁和民主党政权的方向表示失望”。〔３６〕野田也意识到

对党内和党外众多“慎重派”的意见置若罔闻是不切实

际的，因此，他虽 然 执 意 想 参 加ＴＰＰ，但 将 宣 布 这 一 决

定的时间一拖 再 拖，直 到１１月１１日 晚 上 赴 夏 威 夷 参

加ＡＰＥＣ峰 会 的 前 一 刻。美 国 总 统 奥 巴 马 对 野 田 的

“决断”表示“欢迎”，但野田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判断。
面对日本国内“慎 重 论”的 高 涨，野 田 想 寻 求 美 国 总 统

的支持。〔３７〕

可以预测，野 田 内 阁 将 进 一 步 奉 行 倾 向 美 国 的 外

交政策，在一些关键问题，如普天间军事基地迁移问题

和ＴＰＰ内关税削减问题等，日本向美国做出让步的可

能性较大。在对 华 政 策 方 面，野 田 比 此 前 的 菅 直 人 手

段灵活，出现类似２０１０年９月东海撞船事件的可能性

不大。但是，只要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没有改变，日本

追随美国 进 一 步 制 衡 中 国 的 对 华 外 交 大 方 向 就 不 会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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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交渉への 早 期 参 加 を 求 め る」（米 仓 弘 昌、冈 村 正、樱 井

正光：“要求早日 参 加 关 于ＴＰＰ（跨 太 平 洋 战 略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的 谈 判”。日 本 经 团 联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ｋｅｉｄａｎｒｅｎ．ｏｒ．ｊｐ／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０／１０１．ｈｔｍｌ（访 问 日 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

〔１０〕日本农 林 水 产 省 公 布 的２０１０年“农 林 业 普 查”结 果 表 明，

全国１．２７亿人口中，农业就业人口为２６０万。

〔１１〕Ａｌａｎ　Ｗｈｅａｔｌｅｙ：“Ｊａｐａｎ　Ｐｒｅｍｉｅｒ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ｏｎ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４，２０１０．

〔１２〕朝日新聞、「県 議 会、ＴＰＰ意 見 書 採 択 へ」、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
日、朝刊２１ページ。（“县议会 对 于ＴＰＰ的 意 见 书”，《朝 日

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朝刊第２１版。）

〔１３〕朝日新聞、「ＴＰＰ参加、影響５６６７億円、県試算」、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９日、朝刊２９ページ。（“参 加ＴＰＰ将 造 成５６６７亿 日 元

的损失”，《朝日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日，朝刊第２９版。）

〔１４〕朝日新聞、「ＴＰＰ参 加 の 場 合、影 響 は 農 業 産 出 額４５％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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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県試算」、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朝刊２７ペ ー ジ。（“如果

参加ＴＰＰ，农 业 产 值 将 减 少４５％”，《朝 日 新 闻》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１２日，朝刊第２７版。）

〔１５〕Ａｌａｎ　Ｗｈｅａｔｌｅｙ：“Ｊａｐａｎ　Ｐｒｅｍｉｅｒ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ｏｎ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４，２０１０．

〔１６〕人民网：《日本 为 何 总 爱 跟“食 品 安 全”较 真》，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０日，ｈｔｔｐ：／／ｊａｐ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３５４６４／６９５６４４９．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１７〕朝日 新 聞、「ＴＰＰ参 加 反 対、国 に 働 き か け をＪＡ、県 に 要 請

書」、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６日、朝刊３３ページ。（“ＪＡ向（福岛）县

厅递交请求书，反对参加ＴＰＰ”，《朝日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６
日，朝刊第３３版。）

〔１８〕平 野 大 臣 就 任 记 者 会 见 录，２０１１年９月２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ｏ．ｊｐ／ｔｏｐｉｃｓ／１１０９０２％ Ｅ４％ ＢＣ％

９Ａ％Ｅ８％Ａ６％８Ｂ％Ｅ９％８Ｃ％Ｂ２．ｐｄｆ＃ｓｅａｒｃｈ＝復旧復興

ＴＰＰ（访问日期：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１９〕参 见 石 破 茂 的 博 客，ｈｔｔｐ：／／ｉｓｈｉｂａ－ｓｈｉｇｅｒｕ．ｃｏｃｏｌｏｇ－ｎｉｆｔｙ．

ｃｏｍ／ｂｌｏｇ／２０１１／１１／ｐｏｓｔ－ｆ０ｄｆ．ｈｔｍｌ（访 问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５日）。

〔２０〕每日新 闻，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ｍａｉｎｉｃｈｉ．ｊｐ／ｓｅｌｅｃｔ／

ｓｅｉｊｉ／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１０２６ｋ００００ｅ０１００４９０００ｃ．ｈｔｍｌ（访 问 日 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

〔２１〕朝日新聞、「山田前農水相、覚悟の反対　集団離党 か 迫 ら

れる決断」、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朝刊４ページ。（“山田前农

林水产相决心反对ＴＰＰ，或集团退党”，《朝日新闻》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２日，朝刊第４版。）

〔２２〕每日新 闻，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ｍａｉｎｉｃｈｉ．ｊｐ／ｓｅｌｅｃｔ／

ｂｉｚ／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１０１４ｋ００００ｍ０２００２６０００ｃ．ｈｔｍｌ？ｉｎｂ＝ｙｔ（访

问日期：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２３〕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ｏｄｈ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ｖ．２０１１，ｐｐ．５６－６３．
〔２４〕参见［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 政 治 理 论》〔Ｍ〕，信 强 译、

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 版 社，２００３年 版。［美］斯 蒂 芬·沃

尔特：《联 盟 的 起 源》〔Ｍ〕，周 丕 启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７年版。

〔２５〕参见［美］约 翰·米 尔 斯 海 默：《大 国 政 治 的 悲 剧》〔Ｍ〕，王

义桅、唐小松译，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３年 版。“Ｂａｎｄｗａｇ－

ｏ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９：１（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９４），ｐｐ．７２－１０７．
〔２６〕日本防衛省：『平成２３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 画 の 大 綱』、

平成２２年１２月１７日、３ペ ー ジ。（日 本 防 卫 省：《平 成２３
年及以后的防卫计划大 纲》，平 成２２年（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
日安全保障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第３页。）

〔２７〕朝 日 新 闻，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ａｈｉ．ｃ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ｕｐｄａｔｅ／１０２４／ＴＫＹ２０１１１０２４０５４９．ｈｔｍｌ（访 问 日 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２８〕每日新 闻，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ｍａｉｎｉｃｈｉ．ｊｐ／ｓｅｌｅｃｔ／

ｓｅｉｊｉ／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１０３１ｋ００００ｍ０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ｃ．ｈｔｍｌ（访 问 日 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２９〕Ａｋｉｋｏ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３０〕Ｙｕｌ　Ｓｏｈ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ｃｋ，

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５０：

３，ｐｐ．４９７－５１９．
〔３１〕Ｔ．Ｊ．Ｐｅｍｐｅｌ：“Ｊａｐａｎ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ｗｅｅｔ　Ｓｐｏｔ’：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Ｏｒｂｉｓ，５５：２，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ｐｐ．２５５－２７３．

〔３２〕“Ｊａｐａｎ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９ｔｈ，

２０１１，Ｖｏｌｕｍｅ　４０１，Ｎｕｍｂｅｒ　８７５７，ｐ．５３．
〔３３〕读卖 新 闻，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ｈｔｔｐ：／／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ｙａｈｏｏ．ｃｏ．

ｊｐ／ｈｌ？ａ＝２０１１１１０３－０００００５１２－ｙｏｍ－ｐｏ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４日）。

〔３４〕Ｍｉｔｓｕｒｕ　Ｏｂｅ：“Ｎｏｄａ　Ｓｅｅｋ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ｃｔ　Ａｍｉ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２０１１，ｐ．３．
〔３５〕Ｍｉｔｓｕｒｕ　Ｏｂｅ：“Ｊａｐａｎｓ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Ｍｏｖｅ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２０１１，ｐ．４．
〔３６〕朝日新 聞、「内 閣 支 持 続 落４０％　与 党 不 安、野 党 攻 勢」、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朝刊４ペ ー ジ。（“内 阁 支 持 率 持 续 降

低至４０％，执 政 党 不 安，在 野 党 发 起 攻 势”，《朝 日 新 闻》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朝刊第４版。）

〔３７〕朝日新聞、「オ バ マ 氏「決 断 を 歓 迎」、日 米 首 脳 会 談 首 相

「私自 身 が 判 断」」、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夕 刊１ペ ー ジ。

（“奥巴马‘欢迎 日 本 的 决 定’，野 田 表 示‘这 是 我 个 人 的 判

断’”，《朝日新闻》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夕刊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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