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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领域的合作历来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过去20年

来，从民主党克林顿政府以“奈倡议”推动美日同盟“再定

义”、结束“漂流”状态，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1996年）、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到共和党

小布什政府借力小泉内阁遂行国际反恐战争，推动日本增强

在亚太及世界安全事务中的作用，都是这种合作的表现。民

主党奥巴马政府、特别是其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相

关战略需求持续走强，在安全领域“纵日”的力度进一步加

大。但美国的这一政策也包含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衍生出多

重复杂的地区战略影响。

从美日双边关系看，美国安全“纵日”与对日政策整体

缺乏整合性。在安全“纵日”的同时，美国对日政策的其他

方面并没有同步跟进。2005年面对日本发起的“争常”外交

攻势，美国通过否决G4的安理会改革方案，间接地否定了

日本的大国梦。面向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美国也没有

任何迹象表明会改变原有立场。美国不会以修改《联合国宪

章》、删除“敌国条款”、出让部分政治权力为代价，赋予

日本更高的国际地位。在地区经济秩序建构方面，美国甚至

在挤压日本的战略空间。美国一向担心日本采取“在经济上

将美国排斥出东亚”的政策。在以日本引领的“雁阵模式”

崩溃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

币基金组织（AMF）的构想，遭到美国严厉打压。而今日本

加入美国牵头的TPP谈判，可以看作是日本对美国主导地区

经济合作无可奈何的认可。当然，回报就是美国支持日本扩

大地区安全作用。

美国认为，日本国内有一种意见，要把美国军事基地

从日本国土上赶出去，这种意见希望美军从夏威夷或关岛遥

望、守护日本的安全，但这明显违反了美日两国之间“美国

保护日本、日本提供基地”的最初协议，将大大提升美军在

海外驻扎的预算成本。

从中美日战略三角看，强化美日同盟与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存在结构性、“成长型”矛盾。从奥巴马入主白

宫以来对亚洲外交的实践看，能否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维持

微妙的平衡”成为决定其地区战略成败的关键。奥巴马4月下

旬东亚之行，在宣布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日安保条

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平衡姿态”。

奥巴马访日期间表示“美国乐见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菲

律宾又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既非与中国对抗，亦非遏制

中国，而是希望中国尊重国际性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在

（东海与南海）有争议的地区”，这是一种典型的“对华

平衡政策”。

在中国全面崛起、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化的背景下，美国

在中日之间的平衡术越来越带有“加法平衡”的特征。在支

持日本扩大地区安全作用的同时，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人权

以及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有所减弱。在中国划

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与日本的激烈反应存

在明显的“温度差”。

从美国地区战略看，对日政策与其战略的其他部分相互

排斥，与追求战略整体效果方向相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对

日政策与对韩政策的相互“踩脚”。韩国也是美国“重返”

战略所倚重的对象，与日本、澳大利亚一道被美国列为“关

键盟国”。但是在现实中，美韩同盟的作用明显受到日本因

素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发挥。安倍首相在慰安妇问题上翻案、

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修正主义”的表现，使得构建“未来志

向型”日韩关系的前景变得遥不可及。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

权，使韩国对日本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危险性深感忧虑。加之

日韩岛屿争端的存在，使美国夹在日韩之间，处境两难。

美国安全“纵日”的结果，还包括最终加大了美日围绕

对华政策的分歧。中国崛起一方面使“美日同盟受到前所未

有的强烈的目的意识与诸多共同利益的支撑”，但是另一方

面也使同盟内部产生“裂痕”。美国“纵日”是日本在与邻

国争端中采取强硬政策的重要背景，但随着事态的升级，美

国自身利益却开始面临潜在威胁。中日岛屿争端，被美国战

略研究界视为美日同盟的负面因素。在美国看来，“日本将

尖阁诸岛的防卫视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但美国很难发掘出尖

阁诸岛的战略价值”。相反，中日岛争给美国带来风险，即

被日本“拖入危机、或与中国的战争之中”。日美结盟60多

年，一直是日方担心被美国拖入战争，但现在却出现了角色

的逆转。美国对此很难适应，更无法接受，不想被卷入“与

核国家的无谓的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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