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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2月 19 日 ,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

行 ,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

海峡相关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美日在亚

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 。众所周知 ,1996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

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美日安保条约的基础上 ,发表了美日

安保共同宣言 ,指出一旦日本周边发生武力争端 ,美国与日本有

共同防御的责任 。此后 ,美日主管外交和国防的官员几乎每年

都举行双边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 ,并发表联合声明 ,但从未就台

湾问题是否包含在美日安保的范围内做过明确界定。美日这次

发表的联合声明 ,将台湾问题列为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

目标之一 ,无疑是对中国主权 、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挑衅和干

涉。事实证明 ,台湾问题不仅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而且已

经成为中日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

一　日本不断提升日台关系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动 、中国的迅速发

展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 ,日本提升日台关系的倾向日趋明

显 ,日台实质性关系有较大发展。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方往来频繁 ,层次不断提高

冷战结束后 ,台湾当局不断加强对日本的政治攻势 ,加紧推

行“实质性”外交 。日本也极力提升双边关系 。陈水扁上台后 ,

日本右翼团体“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 、“青岚会” 、“日华亲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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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书 ,要求加强日台关系 ,其具体措

施包括:迅速就签订“日台自由贸易协定”举行谈判;设立“日台

安全保障论坛” ,提高日台交流级别;积极推动台湾加入各种国

际组织等等。

2002年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外交咨询机构“对外关系

特别工作小组”向小泉提交《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

书 ,称日本有必要总结 30年来的经验 ,研究加强日台关系 。

近年来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多次到台湾活动 ,与李登

辉 、陈水扁会谈 ,并将台湾称为“国家” 。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国

会答复议员质询时 ,也多次将台湾称为“国家”。2003年 12月 ,

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公然在台北举行明仁天皇诞辰招待

会 ,邀请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政要出席。

同年年底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访问台湾 ,刻

意提升日台关系 。2004年底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

议 ,允许李登辉赴日访问。总之 ,90年代以来日台交往的频度

与级别规格的提升 ,都是日台“断交”后的 70 、80年代所未曾有

过的 。

(二)经贸关系日趋密切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日台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随

着台湾对金融业的开放 ,日本的金融机构大批涌入台湾 ,许多证

券公司以及人寿保险公司也以非正式名义常驻台湾 ,它们不仅

从事存贷款业务 ,而且掌握台湾金融市场情报 ,为日资企业服

务。日本商社也无孔不入。例如 ,日本大型百货集团相继登陆

台湾 ,通过与台湾财团合作开设公司或技术合作 ,掌握了台湾的

百货业经营管理权和销售市场 。据统计 ,1997年 ,日本是台湾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 ,日台贸易额为407亿美元。同时 ,日本也是台

湾的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台湾对日本贸易逆差逐年扩大 ,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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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引进源头上也越来越依赖日本 。2001 年 , 日台贸易额达

386.1亿美元 ,其中台对日出口 127.6亿美元 ,进口 258.5亿美

元 ,对日贸易逆差达 130.9亿美元 。2003年 ,日本与台湾的年贸

易额为 440亿美元 ,比 1972年约增长了 30倍 ,日本顺差达 200

亿美元 ,可谓获利良多 。2004年 ,为促成李登辉访日 ,台湾当局

更是不惜违反与欧洲国家的约定 ,并付出21亿美元巨额违约赔

偿 ,执意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 ,企图通过给日本带来实际利益和

商机来拉拢日本 。

(三)开始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

近些年来 ,日本一方面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加紧渗透

和拉拢台湾 ,力争对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另

一方面又加强日美军事同盟 ,扩大“防卫”范围;将台湾纳入自己

的防卫圈 ,以此来支持和鼓励“台独”分裂势力 。

冷战后 ,日本不断增加军费开支 ,推进质量建军 ,致力于装

备现代化 ,军力不断提高 ,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明显加快。同

时 ,日本还着力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

公然把台湾划入日本安全防卫的周边事态地区。尽管后来日本

外交当局迫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对 ,在措辞上遮遮掩掩 ,

含糊其辞地将“周边事态”解释为“不是地理概念 ,而是着眼于事

态的性质” ,但身居高位的日本政客和政府官员仍毫不隐讳地说

“周边事态”的范围是从菲律宾到库页岛之间的广大地区 ,其中

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 。日本国内不断有人主张“日本周边”

覆盖台湾海峡 ,假如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 ,就威胁到日本的

国家安全 ,日本就要出兵台湾 。这是以所谓“安全”为由 ,发展日

本的军事力量 ,加强与美国的同盟 ,拉拢台湾 ,最终目的是谋求

扩大自身利益。近几年 ,日本在东亚地区频繁举行军事演习 ,防

卫重心由北向南转移 ,具有明显的防范和针对中国的用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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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当局和日本出于各自的考虑 ,不断扩大安全合作领域 ,在军事

上为日本染指台湾海峡局势提供了根据 。

2000年 5月 19日 ,新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陈水扁的《台湾之

子》一书在日本出版 ,书中强调发展对日关系 ,确立双方在东亚安

全方面的共同利益 ,同时确立美日台三者之间的“安全网” 。

2002年 8月 19日 ,由美国 、日本 、台湾的军事和外交专家参

加的正式安全会议在台北召开 。这是美日台在安全方面的新合

作关系的开始。会议的名称是“美国 、日本 、台湾三边战略对话

会议———台北会议”。该会议由“台湾智囊”以及美日的两家研

究机构共同主办 ,而“台湾智囊”是在陈水扁“关心”下建立起来

的政策研究机构 。出席会议的有: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陈必

照等八人 ,美国前国防部日本科科长萨科特等四人和日本前海

上自卫队护卫舰队司令金田秀昭等八人 。2003年初 ,日本政府

做出决定 ,派陆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长野阳一到台北任日本交流

协会台北事务所主任 。这是自日台“断交”以后第一位赴台任职

的军方要员。对此 ,台湾当局也积极呼应 ,派刚刚晋升中将同时

兼任“台国安局特派员”的王伟先赴日任台湾驻日代表处主任。

由此 ,日台在对方的常设机构就成为双方加强防卫交流和密切

军事关系的大本营和重要渠道 。

长期以来 ,日台军事交流日趋紧密 ,日本防卫厅对于加强这

种交流兴趣甚浓 。几年前 ,台湾当局曾两次派遣包括三位现役

将领在内的军事访问团秘密访问日本 ,与日本退役将领进行战

略对话 ,对话内容除了广泛交换双方对于东亚战略态势的看法

之外 ,还提出了有相当具体的建议 ,包括双方进行海上搜救演习

等等。双方计划演习以“巧遇”方式进行:台方海巡署舰艇与日

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琉球海域不期而遇 ,然后就开始实施演

习。虽然这次演习因故胎死腹中 ,但日方对于日台军事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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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二　日台关系发展的背景及原因

冷战后日台关系的发展 ,有着深刻 、复杂的政治背景。从本

质上讲 ,可将其归纳为日本发展战略上的利益需要 。

(一)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后 ,苏联对西方的军事和政治威胁消失 ,西方已不

再需要借助中国抗衡苏联 。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 ,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对于一部

分习惯以“冷战思维”思考问题的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来说 ,这

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客观事实。在这种国际格局发生大转变的背

景下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各种制裁 ,企图压中国

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纷纷调整与台湾当局的关

系 ,提高派驻台湾的机构 、人员的级别 ,派遣部长级官员访台 ,接

受台湾当局高级官员来访 ,甚至向台湾当局出售先进武器。

(二)日本的现实利益

冷战结束后 ,日本加速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 。亚太地

区作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基本立足点 ,在日本国家发展

战略中的位置举足轻重 。发展与台湾的关系 ,也是这一发展战

略中的重要环节 。

首先 ,发展日台关系是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进入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使日本感到它在亚洲的

地位受到威胁。一时间 , “中国威胁论”风行日本列岛。于是 ,日

本开始筹划建立“东北亚 —东亚—东南亚战略防御带” 。而台湾

岛正位于这一战略防御地带的关键位置上 ,并且还位于日本的

“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的范围之内。日本自中东输入的石油 ,

从东南亚进口的原材料 , 80%以上需经过台湾海峡运往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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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自身的安全利益 ,日本很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

于是 ,它便企图利用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日本军方曾多次建议“政府今后应更多地关注台湾问题” 。由此

可见 ,冷战后台湾在日本安全战略中的价值明显增大。

其次 ,日本企图用“台独”牵制中国 。日本认为 ,一个稳定和

开放的中国符合日本的利益 ,但是如果中国国力的提升太快 ,无

疑会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威胁日本成为亚洲政治大

国的战略目标。此外 ,中日之间尚存在着诸如历史问题 、钓鱼岛

主权争端等现实矛盾 ,日本试图把中国国力的上升限制在不对

日本构成战略威胁的范围之内。于是 ,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便常

常通过打“台湾牌”来进行牵制 。

第三 ,日本在台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从 20世纪 50年代起 ,

日本经济界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 ,加紧经济渗透 。现在 ,

日本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 。日本不仅已成为台湾的第一大

进口国 ,也是其第二大出口国和最大的投资者 。日本长期保持

对台贸易巨额顺差 ,2003年日本对台贸易顺差高达 200亿美元。

台湾地区已成为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市场 ,日本九大

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 66%以上。日本金融界的几

大银行也非常重视在台拓展业务 ,均在台设有分行或办事处。

日本的钢铁 、电子 、机械等产业与台相关产业的关系极为密切。

NEC 、爱普生等大商社在台湾均有重大利益。随着台湾经济实

力的增长 ,日本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台湾 ,呼吁继续扩大双方的经

济联系。与此同时 ,台湾的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着深厚的关

系 ,有的堪称日本的“影子企业” 。有统计表明 ,目前日本控制着

台湾岛内 IT产业 60%以上的加工生产 ,在 21世纪最被看好的

办公自动化机具领域 ,日本商品在台湾也保持着 90%的市场占

有率 。一些台湾政要曾多次指出 ,当今的台湾在经济上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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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半殖民地”。台湾当局也有意将日本冲绳岛建成台湾的

转口贸易区 ,声称要在冲绳投资 100亿美元 ,把冲绳建成“亚洲

的第二个香港” 。此项计划一旦被实施 ,不仅将扩展台湾的“国

际经济生存空间” ,还将使日本掌握进一步控制台湾经济的重要

筹码 。

(三)日本的“台湾情结”与台湾的“日本情结”

日本对台湾长达 50年的殖民统治 ,使得日台在历史文化上

的“情结”甚浓 ,培养了不少具有“台湾情结”的日本人和具有“日

本情结”的台湾人。在日本文化长期渗透下 ,台湾社会中存在着

一股亲日气氛 ,这又反过来促使日本人在心理上亲近台湾。现

在 ,日本的政界 、学界对台湾的影响很大 ,台湾当局某些政策的

出台 ,即发源于日本学界 。近年来 ,日本右翼势力和狭隘民族主

义抬头 , “皇国史观”在日本颇有市场 , 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

翻案已渐成气候 。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中国一

直耿耿于怀 ,至今仍未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 。他们认为统一

的中国将是对日本的威胁 ,一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鼓吹肢解 、分

裂中国。1999年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了分裂中

国的“七块论” ,该书即由日本 PHP 研究所负责人江口克彦代为

捉刀 。继而 ,李登辉又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日本《东京时

报》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两国论”源于日本 。在台湾还出现了几

个颇具影响的“假皇民” ,他们伙同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炮

制反动漫画集《台湾论》 ,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 ,美化日本对台

湾的殖民统治。民进党过去建立的“台湾建国联盟”等“台独”机

构也都将其大本营设在日本 ,一些在日台湾学者已经成为陈水

扁当局的“国策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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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台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及我们的对策

台湾问题正成为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

然而 ,日台关系的发展还是要受到若干因素制约:首先是中日关

系的制约。日台关系再重要 ,也只是日中关系中的一部分。日

本不会冒着与中国关系破裂甚至走上对抗的风险全面提升日台

关系 。对日本来说 ,日中关系的重要性要大大重于日台关系。

在东亚地缘政治中 ,保持日中睦邻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

益。台湾问题固然是牵制中国崛起的一张牌 ,但日本不会做到

使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的地步。日本在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

在其他方面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其次 ,日台关系要受国际大格

局的影响 。发展中美关系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有较大的

抑制作用 。当国际局势对中国有利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展顺

畅时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就小心谨慎一些 ,反之 ,日本在台湾问

题上的“牌”就打得凶一些 。①

考虑到上述两个制约因素 ,在台湾问题上 ,我们应该努力改

善中美关系 ,努力使中美关系发展顺畅 ,限制日本出招。同时 ,我

们一方面应该要求日本政府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精神 ,妥善处理好这一问

题 ,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另一方面 ,也应该看到 ,随着中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和两岸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 ,日本经济界在支持“台独”

和反对中国统一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逐渐趋于消极。为了能使

日本这个因素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趋利避害” ,中国应该注意运用

日本社会舆论易于接受的方式 ,进一步加强与日本主流社会的沟

通 ,争取广大日本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责任编辑:韩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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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云:《冷战后的日台关系浅析》 ,《台湾研究》 2001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