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与应对之策
*

肖  刚

[内容提要 ]战后以来, 日本对外政策一直以美日同盟为基轴, 美国也一直把日本视为自己在

亚洲的最核心战略盟友,日美通过双边军事同盟机制完全捆绑在一起,在对华政策上基本保持一

致,中国在日美关系中引入变量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换言之, 通常意义上的三角外交在中美日三国

之间不存在。即使可以用三角关系的概念来描述中美日关系,也只能算作是一种权力向美日严重

倾斜,而中国处于被动地位的不对称三角关系。应对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严重不对称性也不必寻求

特别的手段,积极地顺应时势至为关键。鉴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非传统安全日益成为国际政

治的核心问题等大趋势,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以传统的思维把谋划中美日三角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

战略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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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新

时期中国外交总的价值目标。在这个总目标之下,

中国外交已建立起自己的若干话语体系, 即外交范

围的全球性、外交结果的共赢性、外交方式的开放

性、外交气质的包容性和外交特点的自主性等等。

为此, 中国完全有信心十分从容和超然地处理好众

多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 其中也包括各种层次的

三角关系,使之协调平衡地发展。但有一个明显的

例外, 就是中美日 /三角关系 0尚处在操作十分困难

的严重不对称状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以双边方

式很好地处理了中日、中美关系,但以三角关系这一

多边方式来运作中日美关系时,遇到很多难以跨越

的障碍。日本坚持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在许多重大外交问题上均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通

常情况下的三角关系概念不适用于中美日关系。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美日强大的军事同盟与中国独立防务的不对称

性; 美日不断提高声调, 鼓噪以促使中国和平演变为

目标的 /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 0对中国社会主义价

值观形成意识形态压力;在东亚多边政治机制中,美

日的强势存在与中国相对示弱的存在形成实力对比

的不平衡。

首先, 中美日三国防务关系的不对称性是明摆

着的。2008年度美国的军费总额为 6231亿美元,
¹

中国国防预算为 4177. 69亿元人民币 (按照 2007年

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约合 572. 29亿美元 ) ,
º
美国

的军费是中国国防预算的 10. 9倍。日本 2008年军

费预算为 414亿美元,
»
人均军费预算约为中国的 8

倍。美日两个军事大国结成军事同盟后,其总体军

事实力大大强于中国,中国与美日之间防务关系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批准号: 05BKS007)的阶段性成

果。
¹ /The Presidentps 2008 Budget, 0 http: / /www. wh itehouse. gov/

omb /budget/ fy2008 /defen se. htm .l

º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

恩柱就军费问题答记者问时公布的数字, ht tp: / /m ilitary. people.

com. cn /GB /6955357. htm .l

» /我 , 国 N防衛 H予算 - 平成 20年度予算 N 概要 0, h t2
tp: / /www. m od. go. jp / j / l ibrary /arch ives /yosan /yosan. h 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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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对称性极为突出。由美日同盟切入可以看出,

中美日三角关系实质上是超强的 /美日0一边对严

重弱于美日的中国一边的关系。因为日本一角几乎

与美国一角重合,通常意义上的中日美三角关系并

不存在。由于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延续和加强,加

上美国主导的其他双边排他性军事同盟关系, 东亚

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形成对美、日倾斜的特点,中国在

其中明显受到孤立。只有在排他的军事同盟结构演

变为开放、包容的多边安全结构情况下,中国才有可

能找到出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奥巴马公开表

示,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就如强化北约一样, ,,

我将努力铸造超越双边层次的更加有效的框架。只

有建立能够使更多国家参与的基础结构 ( inclusive

in frastructure),我们才能促进东亚国家的稳定与繁

荣,帮助应对从菲律宾的恐怖主义网络到印度尼西

亚禽流感的跨国威胁0。¹ 奥巴马似乎看到了在全

球性问题日益成为首当其冲的安全威胁与美日同盟

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他希望自己如有机会入主白宫,

将在东亚建立一个开放的多边安全制度, 但是他肯

定忽略了日本在此问题上的强烈抵制将会给他的决

策造成多大的障碍并最后葬送他的美好愿望。因为

长期以来,日本视 /美日同盟 0为其国际战略的最大

财富, 要想轻易地改变之将是天方夜谭。即是说,短

期内要想改变美日盟友关系及由此而来的中国与美

日之间防务上的不对称性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美日坚持挥舞人权和价值观外交大棒,中

美日三角关系中存在着外交上的不对称性, 中国必

须承受美日施加的人权、价值观外交压力。美国一

直没有放弃对华单边 /人权外交 0。近几年来, 日本

也跟着凑热闹, 神气活现地张罗针对中国的所谓

/价值观外交 0,即所谓 /高举自由、民主、人权、法律

之支配的普遍价值, 以团结共有这些价值观的国家

和人们为目的的外交 0º。美、日以 /民主自由国家 0

自居, 在中国早已将放弃意识形态的对抗作为对外

政策基本内容的情况下, 对中国大打价值观牌。中

国基于 /和平发展 0与 /和谐世界 0理念, 没有因美日

对华发动 /人权外交 0和 /价值观外交 0攻势而以牙

还牙, 因而免于重新卷入新的意识形态对抗旋涡之

中。然而,美、日等西方国家认为, 共产主义价值观

已经死亡,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外交是因为坚持共产

主义理想的中国不敢面对强大的西方价值。因此,

它们的 /价值观外交 0会变本加厉地继续下去, 并将

对亚洲其他 /民主0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传染效应。

正如英国有人所言: /印度尼西亚外长如是说: 大亚

洲民主政治正在构建以价值导向为基础的战略伙

伴, 因为他们了解和平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

体; 印度总理说他的国家只有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地

区才会安全;日本领导人想要在整个亚洲建立一个

自由与繁荣之孤;东南亚领导人宣布,地区的稳定有

赖于国内外的民主。这里存在一个与中国领导人的

想像千差万别的亚洲世纪。0»这就形成了以意识形

态为牵引的外交博弈态势:一方面,美日持续加强反

华的 /民主人权外交0和 /价值观外交 0; 另一方面,

中国为国际关系和谐发展而奉行一种避免意识形态

对抗的外交政策。由此, 中美日三角框架中博弈关

系的不对称更加清晰可见。

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有一个很明显的特

点, 那就是美国无法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任何一

角形成对另一角的压迫之势。中苏虽然处于对抗状

态、在意识形态上存在重大分岐, 但是一致坚持马克

思主义价值观,中苏之间这种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反

而对美国构成一定压力。因此, 美国在处理中美苏

三角关系时,完全回避了价值观因素,难以在对中苏

关系上打 /民主 0牌和 /自由0牌,而只能从现实主义

的立场出发强调非意识形态的战略利益。所以, 当

时的中国在中苏美三角关系中几乎感受不到 /价值

观外交0的重压,显得比较主动。如今,中美日三角

关系则不同, 2007年日本5外交青书6就声称, /美日

同盟 0的思想基础是 /两国共同之价值观 0。¼ 日本

媒体就此津津乐道: /日本最近决定要发展一个建

立在支持普遍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是一个重要

步骤,这表明日本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思路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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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更具有战略性。新政策似乎是为了使之和美国的

合作更加顺畅,同时使东京在东南亚得以专心致志

努力与中国竞争影响力。0¹美国也有舆论指出, /美

日同盟近年来已经历悄然转变, 它超越特定的 -同

盟管理 . ( a lliance m anagem ent), 以建立基于共同价

值和战略利益的坚固的合作基础 0。º 西方国家也

有与美日的反华 /价值观外交 0唱反调者, 认为 /美

日不应该拉拢澳大利亚和印度追求价值同盟, 因为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漫无边际的、不可能撼动中

国的反华行为,也无助于改善地区安全 0»。但是出

于意识形态 /对抗利益 0的需要, 美日肯定不会轻易

放弃其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牌。

第三,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向美、日倾斜,使中国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东盟 10+ 3机

制在政治与安全方面严重向美日倾斜, 其中的日本

和韩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朝鲜被排除在机制之

外,这是东亚地区主义潜在紧张和不对称发展的深

层次原因。如果从对等的原则出发, 东盟合作机制

应该是 10+ 4, 就是在 10+ 3的基础上增加朝鲜,但

是这一 /应然 0在短期内不会成为必然。而且, 为了

更进一步削弱中国在东亚政治与安全事务中的影响

力,美日加大了掺沙子的力度 ) ) ) 把和它们拥有具

有共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 (与美国有同盟关系 )、印

度、新西兰三国拉入东亚安全机制之中。对此,中国

似乎处于两难之中, 如果接受就会令自己在机制中

的孤立地位加剧;如果公开反对就容易使自己与这

三国关系受到不利影响。因此,首届东亚峰会召开

时,也吸收了地理上不属于东亚的印度、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参加。日本则把东亚事务看成西方利

益的延伸,而不是东亚自己的事情和利益。有外国

学者指出, /日本不准备危害其与美国的关系, 它不

太可能愿意放弃西方取向去建立东亚地区共同

体 0。¼ 在如此严重不对称的前提下, 中国要投入外

交资源去推动东亚从政治上建立共同体, 显然是力

不从心和代价巨大的。½ 更何况, /部分亚洲国家相

信,如果美国要脱离东亚, 中国对东亚的霸权欲望将

出现0¾。在一些亚洲国家看来,美国的存在不但不

是威胁,而且还是 /安全感 0的来源, 而中国反倒成

了 /潜在的威胁 0。东亚的安全合作机制 10+ 3,对

于中国的外交平衡而言, 原本就相当不对称, 10+ 6

就更是向美日战略利益倾斜。在此条件下以传统方

式谋划中美日三角关系,难度系数就更大了。

由于存在上述三个方面的不对称性, 中美日关

系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三角关系, 而只是超级强大的

几乎完全重叠的美日一边对相对弱小的中国一边的

关系。这种情形有如中国先秦 5逸周书 6所谓 /七

恶0中之一恶: /闲于大国,安得吉凶 0。¿ 中国面对

美日这两个结成同盟的亚太超强国家,如不采取相

应的对策,其祸福就可能只好听任美日决定。

传统不对称性解决方式的非现实性

在解决中美日三角关系不对称性的传统方式

中, 有两种常被提及并运用于操作:一是加强中美双

边关系,以平衡美日对华关系的不对称性;二是加强

中日双边关系,以平衡美日对华关系的不对称性,但

它们可能或者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

加强中美关系以平衡美日对华关系的不对称性

是不现实的,因而不可能如愿。中美两国目前在各

个方面的合作呈现日益深化的趋势, 美国在华商业

利益超过其在日本的商业利益,中国在一系列政治、

安全问题如六方会谈和伊朗核问题、全球反恐等问

题上都积极配合美国。同时, /小看日本 0 ( Japan -

passing)论则在美国占据一定市场。À 日本的战略

是尽量把中国纳入到美国和日本监控的框架之

中, Á以使日美关系不至于严重滑坡。美国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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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参选人奥巴马不久前发表文章, 其中没有谈论

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相反却警惕日本的 /不买

帐 ( assert them selves) 0, 其亚洲政策的主要关注点

是 /鼓励中国作为一个 -正在成长中的大国 . ,在帮

助领导解决 21世纪的共同问题上发挥负责任的作

用 0。¹ 日本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心, 认为奥巴马如果

当选美国总统真有抛弃日本之意。º 5朝日新闻 6不

无醋意地评论说, 奥巴马的 /变化 0、/梦想 0、/希

望 0完全是抽象概念,毫无价值, 在日本的政治家看

来是非常陈腐的东西。» 已经退出总统大选的民主

党人希拉里似乎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巨大潜力, 她曾

经表示,如果当选将把美国亚太外交的重点放在中

国,而不是日本。¼ 美国驻日本大使因此还专门对

日本朝野做安抚工作。日本媒体甚至注意到, /共

和党已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虽然也在美国 5外

交 6杂志上发表文章, 表达欢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领导作用,但在大选中麦凯恩几乎没有提到过

日本, 同样显示出对日本的轻蔑之态 0½。与此同

时,日美关系确实在经济、安全这样的关键领域出现

了不确定因素,比如日本自民党在参议院的选举中

输给民主党,中断了日本在印度洋配合美军海上反

恐的加油使命,一度使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变得

困难重重;由于日本市场的长期封闭和狭小,美国与

日本的经济关系停滞不前。日本一位前外交官对此

形容说,在美国国内亲日派受到打击, 亲华派、反日

派得势, ,,历代政府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日美信

赖关系之根底受到伤害。¾ 日本强烈要求: /必须在

朝鲜绑架日本公民事件圆满解决的前提下, 美国才

能考虑把朝鲜从发动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

除 0。¿而美国对此不予理会。这些都使日本朝野担

心,中美接近之时就是美国抛弃日本之日。然而,上

述种种表现并不意味着美日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中国诞生后, 美国一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与中国建立全方位友好关系的做法, 转而扶持曾

经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 ) ) 战败的日本。美国出

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加紧重新武装日本,并通过

在日建立军事基地和与日建立军事同盟, 把日本牢

牢地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让日本发挥遏制中、苏两

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桥头堡作用。苏联解体后, 美日

同盟变成了实际上仅仅针对中国的双边同盟体系。

历届美国总统都视美日关系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关

系, 都将美日同盟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霸权利益的

核心保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最近就发誓,

/美日同盟是亚太的和平与繁荣不可替代的支柱 0,

只有加强它, /才能使崛起的中国以负责任的国家

融入到国际社会0À。由此看来,无论中国在中美关

系中投入多大的资源,无论中国怎样地希望通过加

强中美关系来冲淡美日对华关系的严重不平衡性,

都似乎难以达到目的。中美的接近确实造成了日本

的心理紧张, 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打乱日本的阵脚。

因为,美日军事同盟体系不会消失,反而有可能会大

大强化。如果中国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无论是否

以和平方式 )的步伐加快, 美日同盟的作用就会马

上表现出来。美日曾在 2005年 4月共同 /呼吁0和

/鼓励0中国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并将之

作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Á 最近, 5日本时报 6更是

很露骨地表示, /中国进攻台湾的能力面临诸多制

约因素,其中之一是受制于美日卷入冲突以保卫台

湾岛的可能性,美日把台湾的安全列为其共同的安

全关注并由此使美日两国组成了一个强有力且紧密

的安全联盟0�lu。对中国来说, 维护国家统一关系到

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而对美日保持密切关系则相对

次要许多;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不可,中国

只能选择捍卫对台湾的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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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把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视为其关键利

益,如果非要在维持对中国的关系与台海两岸的永

久分裂之间做出选择的话, 它们很有可能会选择后

者,而牺牲与中国的正常关系。这也就是说,在美日

的战略棋盘上, 相对于其心照不宣的目标 ) ) ) 使海

峡两岸永久分裂, 维持与中国的关系则次要得多。

中国要想与美日发展等边三角关系, 唯一可能的选

择就是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可以设想,一旦中国把国家完全统一列入具体的日

程之中,唯一与美国一起公开阻挡中国的国际势力,

无疑会是日本。¹ 因此, 无论中国与美日的关系如

何加深,只要面对涉及其根本利益的问题,美日马上

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º 可见, 在中美日三

角中, 无论中美全方位合作发展到何等地步,都不可

能改变美国对日结盟关系。

同样道理, 想要通过加强中日关系以平衡美日

对华关系,也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日本视与美国的

同盟关系为其最重要的外交资产,依靠美国、加强日

美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选择, 任何在日美

同盟关系中引入 /干扰变量0的企图都会严重触动

日本敏感的神经。尽管日本长期以来和美国维持的

是一种美主日从的、不平等的关系,但只要美国不抛

弃日本,只要美国继续维持与日同盟关系,哪怕美国

玩弄 /越顶外交 0甚或美国大兵在日本领土上污辱

日本少女等有伤日本民众感情的事情不时发生,日

本仍会坚信自己能从日美同盟关系中获取政治和安

全的 /红利0,为日本在东亚称霸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发挥重大作用。» 因此, 日本绝对不允许它与美国

的同盟关系演变为开放的、东亚国家均平等参与的

多边安全机制。另一方面, 日本并不看好中国积极

改善中日关系的期望和努力。日本领导人日益频繁

地表示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

性。¼ 日本退休的著名外交官冈崎久彦就曾露骨地

说, /亚洲的未来将由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双边平衡

来决定,而不是由美、日、中这三个国家之间的三边

平衡决定。日本未来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加强美日

同盟; 有关北朝鲜日本能做什么? 加强美日同

盟 0。½ 他还神经过敏地曲解中国的对日政策, 认为

/中国对日外交的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是离间美日

关系。因此, 日本的外交很明确, 就是强化美日同

盟。这就是我们的对华政策0。¾ 冈崎一直是日本

政府对外政策顾问,他的言论很大程度上能够映射

日本政府的真实立场。也就是说, 中国如果想搞中

美日三角等边平衡关系, 那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这等于是提醒我们,简单地认为中日关系只要放在

两个国家的框架之内就能搞好的想法,是极其天真

的。此外,中日关系围绕台湾问题形成了双边困境。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均以强化日美同盟

为核心。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 以日美同盟的稳

定为最优先、支持美国的方针为基本之战后日本对

外政策决策之基轴,从来都未曾动摇过,日本外交虽

然标榜 /国际协调和对美支持并举, 但实际上根本

不存在一个国际协调的路线, 而是支持和坚持美日

同盟 0。¿ 因此, 中日关系改善得再好, 也不可能改

变日美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中美日三角关系不对称性的应对之策

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 对中美日三角关系存在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情感。其中,乐观主义甚

于悲观主义, 前者认为中美日关系 /正在朝三角关

系的方向演变, À中美日三边合作的发展是历史的

必然, Á甚至认为 /三国之间不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

胁和武装对峙,而是处于相互依存与矛盾 -协调与

制约 -合作与竞争 -对抗与对话的多种样态并存的

结构框架之中 0�lu。悲观论者少见,即使可见也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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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期待,比如有学者认为, /出于权力、威胁、利

益关系因素的考虑,美日同盟会继续防范中国,日本

将走在美日同盟的前沿, 推行较美国更为强硬的对

华政策。与此同时, 日本的对华政策将会受到美国

的牵制。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不容乐观,很难好于

中美关系,但由于美国对日本的牵制,中日关系也不

至于走向完全恶化0¹。

乐观论者的基本假设是,中美日三角关系 /有

解 0,有办法应对之。其实, 国际关系的很多问题,

尤其是重大的国际问题, 要想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办法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如此认识问题, 是不是

就意味本文对中美日三角关系持悲观的立场? 不是

的。本文的立场大概介于 /乐观 0与 /悲观 0之间。

这样一种中间状态不是随心所欲的。理由有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 三角外交实践很少能够成功。美国

在尼克松时期与中苏成功地开展了三角外交, 但是

这一三角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也告终结。据美国解

密档案显示,尼克松时代还企图用三角外交将 1971

年印巴战争转变为中苏对抗,但以失败而告终,因为

尼克松及其助手简单地认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代

理,印度是苏联的代理, 只要美国站在巴基斯坦一

边,就等于美国和中国站在一边, 这样, 中苏两大国

必然互斗。º 但是, 结果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望的

局面。这至少说明, 三角外交并非普遍有效的外交

模式。第二, 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 中美日三

角关系的不平衡总有一天会趋向平衡, 只是其发展

过程将是漫长的。只要中国坚持致力于建构开放的

东亚安全机制,不断 /输入能量 0(比如中国在 /六方

会谈0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 ,中美日三角关系就会

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第三, 中国的国际地位

决定中国必须 /守中0。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

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断增

强的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有些人

所谓 /中国崩溃 0的预言»。同样, 中国的发展并不

会得到美日的欣然接受,相反, 正是因为中国不可阻

挡的崛起,让美日等国有不少人视中国为威胁,进而

促使其政府从政治、军事上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中

国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会和超级大国争霸,而是坚

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同时努力构筑强大的物质

和精神堡垒准备应对一切霸权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

或干涉,并与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全方位

的关系。第四, 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要求中国 /守

中0。整个世界政治的基本态势是传统安全和非传

统安全问题交织,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传统

安全问题则相对稳定。也就是说, 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让位于合作,以共同应对

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未来的中美日三角

关系中,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加强合作成为三

国关系的重中之重。

客观地说,面对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不对称性,既

不可乐观也不必悲观,完全可以坦然相对,无所谓憎

恨, 也无所谓善意的期待,而是应该在保持适度的危

机意识和防范意识的前提之下,学会适应,必要时再

寻求办法加以应对。这大概可以称之为 /无为 0或

顺其自然的方式。惟有如此,我们才会做出理性、冷

静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进而推行适宜的对策,从而

达到 /无不为 0的境界。正如 5纽约时报 6所理解的

那样, /老子的 -无为 . , 从字面上看, 可以被理解为

-不作为 . ,但其真正的意思是不以强制的方式采取

行动 0¼。换言之,中美日三角关系能否向积极方向

发展,关键并不取决于愿望, 乐观精神和悲观态度都

无济于事,而是取决于三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外交决

策的科学性与策略的灵活性。o

(责任编辑: 黄昭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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