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变局下的日美关系

及日本的应对
①

卢　昊

　　摘　要：日美关系日益受到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深刻影响。国际权力转移、秩

序规则重组、地缘政治不断变化，加上特朗普外交政策及对日政策的调整，对两国关系形

成了多层次冲击。在此背景下，日美两国在政治、防务、经贸、区域战略及国际秩序规则

协调等领域的合作面与矛盾面均有所扩大，关系内涵的复杂性增强，使得日本对美外交

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在美国压力及自身战略利益驱动下，日本更趋向于以高度现实主

义思维与灵活弹性手法处理对美外交，在稳定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展自主战略空间，

以应对国际变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日美关系　日本外交　国际变局　同盟　战略自主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　副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冰

ＤＯＩ：１０．１９４９８／ｊ．ｃｎｋｉ．ｄｂｙｘｋ．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７

　　当前，国际格局 秩 序 加 速 变 动，“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的 现 实 特 征 更

趋鲜明。亚太地区持续成为全球权力转移、大国博弈及秩序规则重构的

重心。日美两国 均 面 临 更 复 杂 多 变 的 国 际 政 治 形 势。在 国 际 形 势 变 化

及双方各自对外战略互动下，基于霸权护持目标的日美战略合作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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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巩固，同盟内部机制与外部网络均有所强化。但两国间利益矛盾及

观念分歧也在深化，双边关系中合作、矛盾并行的两面性进一步凸显。

作为同盟关 系 从 属 方，日 本 受 到 美 国 全 球 及 区 域 战 略 的 结 构 性 制

约，这是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性特征。在日本谋求更大战略自主的趋势

下，日本的对美政策在服从同盟体系，受其战略制约前提下，体现出日益

明显的自主性与自利性。面对前所未有的国际变局，包括特朗普政府日

益“反传统”的对 日 政 策，日 本 的 战 略 心 理 持 续 受 到 冲 击，更 倾 向 以 高 度

现实主义思维与灵活弹性手法处理对美外交。

　　一、当前日美关系的国际政治背景

　　日美关系复杂性的增强，与国际政治的一系列宏观背景及结构性特

征有着密切关系。事 实 上，冷 战 结 束 至 今，日 本 与 美 国 之 间 的 关 系 正 逐

步超越双边性、区域性界限，而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关系”。当前，影响日

美关系的重要国际政治背景包括以下方面。

（一）国际权力转移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当前国际权力转 移 的 基 本 特 征 是 美 国 乃 至 西 方 世 界 整 体 霸 权 的 相

对衰退，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２０１９年，发展中国家ＧＤＰ总

和全球占比已达４０％，其中中国为１６％。在全球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增大

的情况下，东亚新兴经济力量仍保持快速增长，①这 推 动 国 际 力 量 对 比 趋

向相对均衡。美、日两国分别作 为 战 后 国 际 秩 序 的 创 建 护 持 者 与 主 要

受益者，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一样将这一权力转 移 进 程 更 多 视 为 挑 战，

试图加以遏制或掌控。这也成为两国外交战 略 利 益 一 致 性 的 最 重 要 来

源。但与此同时，基于实力定 位、利 益 取 向 乃 至 战 略 观 念 上 的 差 异，两

国在应对权力转移挑战时倾向采取的具体立场、手段又明显不同。

在美国战略视野里，国际权力转移带来的最大挑战被日益锁定在中

国身上。２０１９年，以中美贸易摩擦为焦点，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及对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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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施压较以往更为强势。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强力而忠实的盟友，日本

在亚太遏制中国的“前 沿 价 值”更 受 美 方 看 重。而 日 本 在 国 际 权 力 格 局

剧烈变化下，加上 对 华 战 略 认 知 中 固 有 的 竞 争 性 心 理，在 战 略 心 态 上 的

对美依赖实际上加深了。甚至可以说，日本的安全需求目前很难从美国

以外的第三方身 上 获 得 满 足。① 但 是，由 于 中 美 矛 盾 加 深 及 可 能 导 致 的

冲突，日本所面 临 的“同 盟 困 境”中“被 卷 入（冲 突）的 不 安”也 同 步 被 强

化。日本在战略上继续依赖美国的同时，也更加担心因与美国过度战略

捆绑而“被动卷入”中美战略竞争的险境中。

（二）国际秩序规则重构进一步加速

国际权力转移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原本西方主导下所谓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受到冲 击，新 的 秩 序 设 想 与 诉 求 兴 起，不 仅 发 展 中 国 家 呼 吁 国

际秩序合理 化，连 美 国 这 样 的 现 行 秩 序 主 导 者 也 主 张 符 合 自 身 利 益 的

“新国际秩序”。新科技革命加速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思想及行动的

“新边疆”，使得高新技术、数字经济与安全、太空及深海等新领域的秩序

建构更加迫切。加 上 全 球 治 理 面 临 的 诸 多 新 问 题、新 挑 战，各 方 均 在 积

极寻求填补“规 则 空 白”。② 国 际 关 系 的 焦 点 被 日 益 引 向“秩 序 之 辩”与

“规则之争”。

在此背景下，日美在有关国际秩序规则的“三观”上呈现出复杂关联

性。一方面，日美仍 拥 有 明 确 共 识，即 两 国 在 秩 序 观 与 价 值 观 上 同 属 西

方阵营，优先与其他所谓“民 主 盟 国”合 作，而 与 中 俄 等“挑 战 现 状 者”存

在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美日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观念鸿沟”不断扩大。

特朗普政府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放弃国际责任，频繁退出多边机制，导致

日本赖以生存的国际环 境 持 续 动 荡。日 本 精 英 集 团 及 大 众 舆 论 日 益 认

为，当前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一大原因正在于美国的政策。日本国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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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对美“亲近感”的 同 时，对 特 朗 普 政 府 外 交 政 策，特 别 是 其 秩 序 价 值

观的不认同度也达到了新高。①

（三）“新的地缘区域”如“印太”的持续发展

基于区域权力转移与秩序变化，“印太”的崛起已成为亚洲地缘政治

新现实。各方更主动地提出与“印太”相关的自主战略框架。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日本官方开始将自己 的“印 太 战 略”改 称“印 太 构 想”，以 淡 化 其 地 缘

竞争色彩。２０１９年１月，日本外相在国会外交政策演讲中将“印太构想”

公开定位为本国外交核心任务之一。５月，法国国防部公布首部《法国印

太防务战 略》。６月 初，美 国 国 防 部 公 布 首 部《印 太 战 略 报 告》。６月 下

旬，东盟公开发表“印太展望报告”，即东盟版的“印太战略”。② ８月底，日

方主导的第七届非洲开发会议（英文缩写ＴＩＣＡＤ　ＶＩＩ）首次将“自由开放

的印太”纳入成果 文 件。这 表 明 围 绕“印 太”的 权 力 博 弈 进 一 步 升 级，各

方围绕该区域政 治、经 济 事 务，特 别 是 对 关 键 领 域 的 规 则 话 语 权 乃 至 价

值观主导位置加强了争夺。

基于“印太”在 地 缘 政 治 及 区 域 秩 序 中 的 重 要 性 提 升，美、日 两 国 均

竭力加强在该地区的战 略 力 量 投 入。由 于 日 本 较 早 系 统 阐 述 了 战 略 意

义上的“印太概念”，且 相 较 美 国 在 亚 洲 拥 有 更 广 泛 的 传 统 友 好 伙 伴，美

国一直将日本设定 为 支 持 其“印 太 战 略”的 最 得 力 助 手。日 本 也 将 与 美

国的合作视为其区 域 战 略 有 效 性 的 重 要 前 提。美 日 在 积 极 参 与“印 太”

事务上总体姿态一致，但具体目标与参与方式却有区别。相比美国推动

“印太盟友”参与自己在该区域主导的战略防务体系及行动，借此强化针

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日本更倾向强调自身构想的公共产品特性，③并试图

与中国展开对话协调，乃至摸索己方“印太构想”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对接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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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朗普“美国优先”下的对日政策调整

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强烈的利

益取向与实用原则，体现出崇尚实力、单边主义、“交易主义”等特质。一

方面继续将双边同盟作为推动区域战略的基本工具；另一方面加强了对

同盟政策的调整力度。相比过去所谓的“价值观纽带”，特朗普政府更加

强调追求同盟对美国的 短 期 功 利 回 报。美 国 主 导 国 际 及 区 域 战 略 架 构

的能力被一定程度削弱。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的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波动与摩擦。

作为美国主要 盟 友，日 本 首 当 其 冲 受 到 影 响。一 方 面，美 国 仍 有 很

大动力强化并发挥日美双边性安全同盟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两

国同盟的政治基础，并缓解了日本的战略焦虑；另一方面，面对 日 本，美

国更加积极主张在 经 济、防 务 乃 至 战 略 上 的“成 本 分 担”，不 时 地 利 用 双

边机制对日本施 压，甚 至 威 胁 实 施 制 裁。在 日 本 看 来，特 朗 普 大 幅 偏 离

美国外交传统，轻视 盟 友 间 共 享 的“价 值 观 基 础”，承 诺 不 稳 定 且 要 价 不

断提升，削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信任。① 同时，尽管两国沟通渠道保持

基本稳定，但特朗 普 外 交 安 全 及 亚 太 政 策 团 队 不 断 发 生 变 动，也 让 其 对

日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

　　二、日美关系中合作与矛盾因素同步增长

　　以上国际政治背景下，日美关系在多个领域呈现合作与竞争因素同

步增长的基本态势。总体上，基于政治与军事安全战略利益的合作仍推

动两国关系强化，在 区 域 战 略 及 国 际 秩 序 协 调 上，日 美 联 合 行 动 也 持 续

加强。同时，日美在经贸、防务领域的利益博弈更趋复杂，双方正开展协

调，但短期内难以解决矛盾。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问题上，日美间观

念及政策分歧也远未得到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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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盟政治：高层往来频繁，基础总体稳固

为维持两国战略总体协调，日美持续推进多层级政治对话。两国政

界特别是决策层保持了较高密度交流。其中，首脑外交仍是牵引两国同

盟战略合作的关键因素。例如，２０１９年双方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举行了５

次首脑会谈，总时长约４１５分钟（参见表１）。２０１９年５月，日本新天皇即

位。当月特朗普访日，成为“令和时代”首位访日并享受国宾待遇的外国

元首。次月，特朗普又出席大阪Ｇ２０峰会。日本政府给予特朗普高规格

待遇，意在进一步巩固两 国 关 系 政 治 基 础，并 对 外 彰 显“同 盟 团 结”。但

舆论普遍认为，安倍与特朗普间的“甜蜜话语”难以掩饰双方在具体议题

上的诸多分歧。①

表１　２０１９年日美首脑会谈要点一览

时间 参与者及场合 会谈总时长 主要议题

４月２６～２７日 安倍访美，会见特朗普。 １０５分钟

朝鲜问题、日 美“２＋２”、印 太

战略、日 美 贸 易 谈 判、Ｇ２０大

阪领导人会议。

５月２５～２８日 特朗普访日，会见安倍。 １５５分钟

日美 关 系、朝 鲜 问 题、中 国、
地区 形 势、印 太 战 略、Ｇ２０大

阪领导人会议。

６月２７～２８日
特朗普赴 日 出 席Ｇ２０大 阪

峰会，期间会见安倍。 ３５分钟
日美关系、日 美 贸 易 谈 判、朝

鲜问题、中东局势。

８月２５日

特朗普与 安 倍 在 法 国 比 亚

里 茨 出 席 Ｇ７ 峰 会 期 间

会面。
５０分钟

日美关系、日 美 贸 易 谈 判、朝

鲜问题。

９月２５日
安倍赴美 出 席 联 合 国 大 会

期间会见特朗普。 ７０分钟
日美 关 系、日 美 贸 易 谈 判（签

约）、朝鲜问题、中东局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日本外务省网站资料整理。

　　总体上，日美 基 于 领 导 人 互 动 并 通 过 政 府 部 门 及 事 务 层 级 协 调，保

持两国的“战略聚焦”基本一致。在特朗普释放“可能令人迷惑的政策信

号”后，日美两国 外 交、经 济 部 门 亦 频 繁 介 入 沟 通，寻 找 妥 协 可 能 与 实 行

方案，一定程度上 降 低 了 两 国 关 系 的 不 确 定 性。最 根 本 的 是，双 方 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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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トランプ氏来日、日米蜜月の成果と不安」、『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



层与精英集团仍然维持着较强的战略共识，即日美同盟政治合作基础对

双方应对当前国 际 变 局 是 重 要 的、甚 至 是 极 关 键 的 前 提 条 件，而 背 弃 这

一基础则会动摇双方各自在战略上的优势地位。①

（二）军事防务：合作得到拓展，防务分担矛盾凸显

军事防务合作是日美同盟核心。２０１５年日美新“防卫合作 指 针”出

台至今，日美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与机制上的整合度明显提升。２０１９年

４月，日美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外交与防务“２＋２”部长级会谈，达成以下共

识：（１）通过实战 化 训 演，联 合 建 设 跨 域 多 军 种 作 战 能 力，提 高 两 军 联 合

行动与快速反应能力，在相互设施防护、后方支援、联合侦察方面加强合

作；（２）强化太空及网络军事能力合作，联合建设监视系统与网络安全力

量；（３）支持日本扩大购置美制武器装备，提高武器系统一体化；（４）在军

工产业、政 府 信 息 系 统 与 基 础 设 施 方 面 深 化 情 报 合 作，确 保 供 应 链 安

全。② 日美防务部门还签署协议，推进水陆两栖作战技术共同研究。③ 日

美注重将防务合作延伸至“战略新边疆”，在太空、网络、电磁作战以及军

事相关产业供应链安全方面深化合作。④

在军事防务合作 落 实 的 同 时，围 绕 防 务 成 本 负 担 问 题，日 美 间 分 歧

公开化。２０１９年５～６月，特朗普多次声称日美安保条约“不公平”，以美

国为日本提供“安 全 保 护”为 由，要 求 日 本 大 幅 度 增 加 军 费 分 摊 比 重。⑤

同年７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访问日本，要求日方将

驻日美军费用负 担 额 提 高 至８０亿 美 元 左 右。⑥ 对 此，日 本 政 府 强 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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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根据笔者２０１９年３月对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中山俊宏的采访内容。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日米２＋２）」、日本外務省ホ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ｎａ／ｓｔ／ｐａｇｅ４＿００４９１３．ｈｔｍｌ．
「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防衛援助協定 に 基 づ く 水陸両用作戦技術 に 係

る共同研究 に 関 す る 書 簡 の 交 換」、日 本 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ｅｓｓ４＿００７３３０．ｈｔｍｌ．
「日米防衛トップ、宇宙·サイバー巡り電話協議」、『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
「トランプ氏、日米安保条約『不公平』破棄は考えず」、『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
「米軍駐留経費増額、身構え る 日 本：ト ラ ン プ 氏 が 再 言 及」、『日 本 経 済 新 聞』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１１日。



比美国其他盟国，日 本 负 担 比 重“已 处 于 较 高 水 平”。日 方 不 会 接 受“不

现实、不合理的 要 求”。① 目 前，日 美 考 虑 在 今 年 秋 季 后 启 动 驻 日 美 军 经

费分担谈判。

（三）贸易谈判：初步达成妥协，问题远未解决

总体上，日美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投 资 关 系，但 贸 易 摩 擦 已 成 为 两

国利益分歧焦点。在美国要求 下，日 美 原 有 的 副 总 理 级 经 济 对 话 下 设

立部长级贸易协商机制，即所谓“自由公正互惠的贸易 对 话”（英 文 缩 写

ＦＦＲ），进 一 步 商 定 就 货 物 贸 易 协 定（英 文 缩 写 ＴＡＧ）展 开 谈 判。自

２０１８年９月日美 首 脑 就 启 动ＴＡＧ谈 判 达 成 一 致，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双

方正式签署ＴＡＧ协 议，经 历 了 逾１年 时 间（参 见 表２）。通 过１５次 首

脑、部长级及事务级会 谈，日 美 围 绕 农 产 品、汽 车 等 货 物 贸 易 关 税 集 中

谈判，并将 电 子 商 务 等 数 字 经 贸 纳 入 协 商 范 围。② 根据协议，日本对约

合７２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农产品分阶段实施关税撤销或削减；美国承诺不

对日本出口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或设定配额。同时，日美两国还就数字

产品关税、跨境数 据 交 易、数 据 安 全 等 达 成 协 议，在 此 基 础 上 签 署 了“日

美数字贸易协定”。③

日美ＴＡＧ协定是两国经贸博弈 的 阶 段 性 产 物，总 体 上 符 合 双 方 各

自政治需求。日本得以规避经济上的“最坏结果”，特别是美国对日本汽

车产业的惩罚性关税，但未能争取到之前美国在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英文缩写ＴＰＰ）中承诺的全面减免日本出口工业品关税的待遇。④ 在

农产品方面，日本做出了较大但相对可承受的让步。日本农业将面临更

激烈的外来竞争。根据日本政府估算，日 美ＴＡＧ协 定 引 发 的 贸 易 与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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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米軍駐留経費「適切に分担」、官房長官」、『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
「日米貿易協定、日本は数量規制回避　大統領選前に決着」、『日本経済 新 聞』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９日。
「データ流通、促進へ新ルール　日米が『デ ジ タ ル 協 定』」、『日 本 経 済 新 聞』２０１９年９月

２６日。
「西村経財相、日米貿易協定 合 意「バ ラ ン ス の 取 れ た 内 容」」、『日 本 経 済 新 聞』２０１９年９
月２７日。



业生产增量将拉动日本实际ＧＤＰ增长０．８％，新增就业岗位２８万个，但

日本国内农业产值预计将减少６００～１１００亿日元。① 在货物贸易达成初

步协定的情况下，日美将继续围绕服务贸易、投资、汇率金融等广义经贸

问题进一步谈判。日本仍将持续面对来自美国的谈判压力。

表２　日美货物贸易协定（ＴＡＧ）谈判相关重大事件

时间 事件

２０１８年８月９～１０日
日美“自由公 正 互 惠 的 贸 易 对 话”首 次 部 长 级 会 议 在 华 盛 顿

举行。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６日
日美首脑在纽约会谈，就启动ＴＡＧ谈判达成一致。美国承诺谈

判期间不对日本出口美国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１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公 布２２项 贸 易 谈 判 目 标，涵 盖 货 物 贸 易、
服务贸易、汇率等领域。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１６日 日美ＴＡＧ谈判首次会议（部长级）在华盛顿举行。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５日
日美首脑在法国比亚里茨Ｇ７峰会期间会谈，宣布日美ＴＡＧ谈

判达成“框架性协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 日美首脑在纽约会谈，宣布日美ＴＡＧ谈判达成最终协议。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７日 日美代表在华盛顿正式签署ＴＡＧ协定。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日美ＴＡＧ协定生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日媒体相关报道资料整理。

　　（四）区域战略：修复东北亚“小三边”，共推“印太战略”

区域战略方 面，东 北 亚 特 别 是 朝 鲜 半 岛 形 势 仍 是 日 美 协 调 重 点。

２０１９年２月朝美河内会谈未 能 达 成 协 议。在 美 国 主 导 下，日 美 两 国 重

新达成了积极 对 朝 施 压 的 方 针。２０１９年４月 日 美 外 交 与 防 务“２＋２”

会谈上，日美表示将联合迫使朝鲜“弃核”，利用日美 双 边 及 日 美 韩 三 边

协调保持对朝政策压力，支持美国在东北亚强 化 军 力 驻 扎。② 但 由 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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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農業生産、最大１１００億円減 日 米 貿 易 協 定、政 府 試 算」、『日 本 経 済 新 聞』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１８日。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日米２＋２）」、日本外務省ホ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ｎａ／ｓｔ／ｐａｇｅ４＿００４９１３．ｈｔｍｌ．



韩关系恶化，美国不得 不 进 行“调 停”。２０１９年８月，美 国 国 防 部 长 埃

斯珀访问日韩两国，劝说双方 各 作 让 步。１１月 中 旬，埃 斯 珀 再 赴 韩 国，

要求韩方延长日韩《军 事 情 报 保 护 协 定》（英 文 缩 写ＧＳＯＭＩＡ），之 后 又

与日韩防长在东盟防长扩 大 会 议 期 间 会 谈。① １１月２２日，韩 方 宣 布 有

条件延长ＧＳＯＭＩＡ。在美国介入下，日韩基于各自利益，开始缓和 对 立

并重启对话。

在东南亚及印度 洋 地 区，日 美 持 续 加 强 介 入，试 图 构 建“日 美 主 导

下自由开放的印太”。日美以维护“航行自由”“海洋法治”为 名，增 强 在

该地区的战 略 存 在。２０１９年，日 本 海 上 自 卫 队 连 续 第 三 年 实 施“印 度

洋—太平洋方面派遣 训 练”，期 间 多 次 与 美、印、澳、东 盟 等 海 军 联 合 演

习。同年９月，日美印澳四国外长在纽约举行 四 方 安 全 对 话，这 也 是 该

机制首次从局 级 升 至 部 长 级。② 同 时，日 美 加 强 联 动，以 基 建 合 作 为 重

点，强化“印太战略”的经济功能。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日美发布《加强能源、

基础设施和数字连接合作，推动印太自由开放》声明。２０１９年双方组 建

工作组，重点推动天然气、光纤等能源、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并与 区 内 国

家开展合作。大阪Ｇ２０峰会上，日本推动通过《高质量基础 设 施 投 资 原

则》。会议期间，日 美 澳、日 美 印 分 别 举 行 三 边 首 脑 会 谈，通 过 声 明 宣 布

在“印太”地区加强基建合作。④ 同年１１月，美日澳在此前协议基础 上，

推出所谓“蓝点网络”计划，期望 打 造“印 太”乃 至 国 际 基 建 市 场“高 质 量

基建”的权威认证标准。

（五）国际规则：协调有所增强，分歧仍然深刻

在国际层面，日美 在 以 经 济 与 科 技 领 域 为 主 的 国 际 机 制 重 组、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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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米国防長官、韓国などを歴訪へ　ＧＳＯＭＩＡ維持を要請」、『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８日。
「日米豪印が外相協議　インド太平洋構想を推進」、『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

卢昊：《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 共 产 品 视 角 的 评 析》，《日 本 学 刊》２０１９年

第６期。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へ協力　日米印首脳会談」、『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６月

２８日。「日米豪、パプアで協調融資：中国と攻防の前線で第１弾検討、ＬＮＧに１１００億円

以上」、『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４日。



磋商进程中加强了政策协调。在 ＷＴＯ改革问题上，日美联合欧盟力图

共同引领新贸易秩序建构进程。２０１９年１月、５月及２０２０年１月，日美

欧三次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产业补贴、信息通报、数字经济、技 术 转

让、发展中国家待遇等细化规则发表共识。日美欧贸易部长会议俨然成

为西方发达经济体重塑贸易规则，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规则合围”的机

制化平台。① 在数字经济领域，日美在达成双边数字贸易协议前提下，试

图将日美协议条款推广成为未来 ＷＴＯ数字贸易规则蓝本。同时，日美

将高新技术与国 家 安 全 问 题 结 合，力 图 通 过 制 定 修 改 相 关 国 际 规 则，增

高针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技术壁垒。

尽管日美在共同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方面利益一致，且正开

展协调，但由于美 国 坚 持 保 护 主 义 与 单 边 主 义，退 出 或 消 极 抵 制 各 种 国

际组织或合作机制，使得日美在多边国际场合的意见与政策分歧也愈发

凸显。２０１９年大阪Ｇ２０峰会上，由于美国强烈反对，峰会联合宣言中取

消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表述，但在东道国日本及中国等国家的积

极推动下，宣言最 终 强 调 各 方 应 致 力 于“维 持 和 发 展 自 由、公 平、无 差 别

的贸易体制”。在同年８月法国比亚里茨Ｇ７峰会上，围 绕 自 由 贸 易、全

球治理等问题，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Ｇ７成员国分歧再度公开化，

导致峰会４４年来首次未发表联合公报。

　　三、日本的应对

　　在当前国际 变 局 下，日 美 战 略 利 益 基 础 相 对 稳 固，但 关 系 中 合 作 性

与矛盾因素同步增长，使得日本对美外交面临机遇与挑战。在美国对日

政策功利性日益 鲜 明、日 本 自 身 战 略 自 主 意 识 亦 趋 于 突 出 的 情 况 下，日

本优先抓住了“利 益 再 平 衡”这 一 环 节，通 过 构 建 战 略 利 益、调 和 利 益 矛

盾来稳固日美关系，同时更为重视日本自身利益的实现。这体现出安倍

外交在现实主义思维下的“权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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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美欧贸易部长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第１１届 ＷＴＯ部 长 级 会 议 期 间 举 行，至２０２０年１
月已举行７次。



（一）以利益为导向，巩固日美同盟，确保关系“大局稳定”

尽管在诸多问题上与美方存在分歧且面临其压力，但日本仍积极维

护美国作为盟友的特殊身份，迎合美方的政治需求与战略思维。日方利

用首脑外交等多层 次 渠 道，积 极“拉 住”美 国，强 化 在 战 略 利 益 上 的 相 互

依赖。尽管由于考 虑 到 中 日 关 系，所 以 在 部 分 领 域 降 低 了 制 华 力 度，但

日本仍然支持日美同盟继续以中国为“战略指向”，利用“中国牌”巩固同

盟关系。在 ＷＴＯ改革、数字经济等国际规则建设，５Ｇ通信、人工智能、

半导体等高科技 领 域，以 及 国 际 舆 论 场 合，日 本 仍 以 配 合 美 国 牵 制 中 国

为主，向美方证明自身“战略价值”。

除了应对中国外，日 本 还 支 持 美 国 推 动 全 球 战 略，在 维 护 美 国 威 望

的同时，试图将 其“劝 留”在 西 方 盟 友 合 作 体 系 中 继 续 发 挥 作 用。在Ｇ７

等国际场合，相比不断抗拒美国的欧盟，日本基本回避批评美国，并设法

扮演美欧间的协 调 者 角 色，缓 和 盟 友 内 部 矛 盾。在 安 全 领 域，除 在 朝 核

及半岛问题上追 随 美 国，试 图 共 同 掌 控 形 势 外，日 本 还 视 情 况 在 其 它 地

区向美方提供战略协助或做出支援姿态。例如，２０１９年６月，在 美 伊 关

系高度紧张情况下，安倍访问伊朗，试图调解美伊矛盾。尽管未达效果，

但日本不仅提升了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因协助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

而获得美方赞赏。①

（二）保持战略耐心，以灵活弹性手法应对美方政策压力

在分歧问题上，日 本 在 坚 持 自 身 核 心 利 益 前 提 下，在 非 核 心 利 益 上

给予美方妥协让步，或有选择地合作，避免争议扩大化。在谈判策略上，

日方倾向以“合而 不 从”姿 态，一 方 面 基 本 响 应 美 方 诉 求；另 一 方 面 在 特

定问题上不完全 顺 从 美 方 压 力，见 缝 插 针 展 现 战 略 自 主 性。② 日 本 在 是

否参与美国组织的海湾 地 区“护 航 联 盟”问 题 上 的 决 策 正 反 映 了 这 一 思

路。为避免与伊朗交恶卷 入 冲 突，日 本 表 示 不 参 与 美 国 的“护 航 联 盟”，

单独派自卫队舰 艇 前 往 波 斯 湾。同 时，日 本 重 申 对 美 国 战 略 支 持，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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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首相、イラン訪問　トランプ氏に説明」、『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３日。

陈友骏：《特朗普政府对日政策的评析与前瞻》，《日本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向位于巴林 的 美 海 军 第 五 舰 队 司 令 部 派 出 联 络 官，提 供 情 报 与 后 勤 保

障，从而达成了保留自主与支持盟友的平衡。①

与美方具体交涉中，日本采取了具有弹性的手法，运用利益交换、合

理规约、模糊拖延等策略，设法规避或对冲美方压力。贸易谈判中，日本

坚持将“主战场”限定在货物贸易，并依托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ＣＰＴＰＰ）等贸易规则，限制美方要价。同时，

通过在数字经济 领 域 接 受 美 方 条 款，动 员 日 企 扩 大 对 美 民 间 投 资 等，尽

量满足美方诉求。在 防 务 成 本 问 题 上，日 本 彰 显 自 己 在 同 盟 防 务 中“实

际而巨大的贡献”，并依据条约协定，拒绝美方超出约定的要求（如：战略

轰炸机在日部署及 作 战 费 用 负 担），但 考 虑 将 增 加 对 美 军 购 费 用 及 日 美

联合演习费用作为妥协方案。

（三）在多方面加强对日美同盟的“战略性利用”

尽管美国主导国 际 秩 序 能 力 相 对 趋 向 衰 退，但 在 日 本 看 来，美 国 仍

是支持日本实现自己战 略 目 标 最 有 力 的 依 托。对 于 战 略 自 主 意 识 强 化

的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日益呈现“战略资产”特性。特朗普政府以现实利

益为导向调整对 日 政 策，推 动 日 本 在 同 盟 关 系 中 承 担 更 多 责 任 义 务，鼓

励了日本对日美同盟实施“战略性利用”的行动。有日方专家指出，同盟

对日本不仅意味 着 战 略 收 益，也 意 味 着 在 防 务 经 费、任 务 分 担 及 主 权 制

约等方面的成本。日本应基于自身利益，精准衡量收益成本，主动选择、

推动同盟合作重点领域。②

当前，日本重点 利 用 的 日 美 同 盟“战 略 资 产”，一 是 同 盟 军 事 合 作 带

来的现实收益；二 是 美 国 在 亚 太 及 欧 洲 的 盟 友 关 系 与 战 略 合 作 体 系；三

是美国对现行国际秩序 及 舆 论 仍 具 有 的 强 大 影 响 力。日 本 依 托 与 美 国

的防务合作，加 速 吸 纳 美 军 战 略 战 术 理 念、装 备 技 术 及 经 验，注 重 在 太

空、网络等“战略 新 边 疆”借 助 美 方 提 升 自 主 能 力。日 方 认 为，由 于 诸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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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米、中東派遣で協力　防 衛 相、情 報·補 給 で 連 携 視 野」、『日 本 経 済 新 聞』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１８日。
〔日〕武田康裕：『日米同盟のコスト：自主防衛と自律の追求』、亜紀書房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８頁。



限制，日本在“从 安 保 与 国 防 角 度 利 用 太 空 与 网 络 方 面”是 西 方 大 国 中

“最为滞后的”，且 无 法 和 中 国 相 比，因 此 在 该 领 域 应 重 点 与 美 国 合 作。①

由于与美国的合作，日本军事力量在事实上获得更大行动范围及权限的

同时，也进一步融 入 了 美 国 主 导 的 全 球 军 事 战 略 合 作 体 系。另 外，日 本

在亚太乃至“印太”强 化 海 洋 安 保 战 略，与 各 国 开 展 防 务 乃 至 战 略 合 作，

亦充分利用了美国在该区域的外交与安全伙伴网络。

（四）积极拓展战略空间，推进多元化、更趋平衡的外交战略

除稳固发展对美 外 交 外，日 本 还 拓 展 战 略 行 动 空 间，增 加 战 略 合 作

对象。当前，这一策 略 的 核 心 是 更 为 平 衡 而 稳 妥 地 处 理 与 中、美 两 大 国

关系。日本认为，需要 应 对 未 来 亚 太 地 区“中 美 分 权”的 格 局，并 防 备 中

美可能爆发冲突的 破 坏 性 后 果。② 因 此，日 本 以“加 权 平 衡”的 方 式 同 步

加强对美、对华外交，在 具 体 议 题 上 对 日 美 同 盟 与“日 中 协 调”这 一 对 冲

策略组合不断进 行 动 态 调 整。同 时，日 本 主 张 抓 住 中 美 之 外“第 三 方 力

量”，打造“新的国 际 多 极 化 构 想 基 础”。③ 在 区 域 及 国 际 合 作 中，日 本 倾

向与英、德、法等欧洲大国以及东盟成员国合作，试图打造日本外交战略

新的“支点国家”，并 继 续 谋 求 改 善 对 俄 关 系，化 解 日 本 大 国 外 交 与 周 边

外交中的重大障碍。

为拓展战略 空 间，日 本 继 续 将 推 动 区 域 经 贸 体 系 建 设 作 为 关 键 手

段。随着ＣＰＴＰＰ与日欧经济伙伴协定先后生效，日本通过构筑“高标准

自由贸 易 圈”，拓 展 经 济 乃 至 战 略 影 响 力 的 努 力 取 得 了 阶 段 性 成 果。

２０１９年，日本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ＲＣＥＰ）谈判

与推动ＣＰＴＰＰ扩容作为两大主要目标，同时积极参与中日韩ＦＴＡ相关

协商。日本努力在国际场合扮演对话协调者角色，主动以“自由主义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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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青木節子：「自国の防衛に宇宙の活用を決意」、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ウェブサイト、２０２０年１
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ｊａ／ｊａｐａｎ－ｔｏｐｉｃｓ／ｃ０６５０８／．
「文明衝突、日本が緩和を、米中関係の行方探り」、『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日。
〔日〕川島真：「多様な顔を持ち始めた日本外交～米中対立下で進む独自路線」、ｎｉｐｐｏｎ．
ｃｏｍウェブサイト、２０１９年９月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ｊａ／ｉｎ－ｄｅｐｔｈ／ｄ００５１３／．



卫者”姿态参与 国 际 机 制 构 建。① 这 被 日 本 视 为 进 一 步 拓 展 自 身 战 略 视

野、促使外交战略 多 元 化 的 主 要 路 径，同 时 也 有 利 于 在 与 美 国 及 其 他 大

国交涉时，“以更平等而有力的姿态进行对话”，获得更多博弈筹码。②

　　四、小结

　　在国际变局影响下，日美关系基础稳定，关系内涵复杂性增强，合作

与矛盾因素同步增长。２０２０年是现行《新日美安全条约》缔约６０周 年。

面临同盟关系６０年历史节点，日美将以巩固国际权力优势与争夺秩序主

导为目标，继续维 护 和 强 化 两 国 同 盟 关 系，同 时 也 将 围 绕 具 体 问 题 持 续

利益博弈乃至发 生 矛 盾、摩 擦。现 实 主 义 战 略 思 维 指 导 下 的 日 美，在 积

极统合同盟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同时，彼此间的利益调和及观念适应

仍需克服诸多现 实 问 题。另 外，当 前 日 本 政 坛 面 临 更 迭，年 底 美 国 将 举

行大选，日美两国国内政治变化，亦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变量。

面对同步增长的 机 遇 与 挑 战，日 本 战 略 选 择 的 方 向 是：一 方 面 继 续

强化日美同盟，使 其 尽 量 符 合 自 身 利 益 诉 求；另 一 方 面 设 法 拓 展 自 主 战

略空间，力争在当 前 国 际 格 局 秩 序 重 构 进 程 中 实 现 行 动 自 由，占 据 有 利

位置。日本更倾向于“以我为主”，从“符合日本利益诉求的日美同盟”视

角出发做出战略选择。③ 日本在日美关系及区域国际关系中自主性及影

响权重的增强，不仅推动日美在同盟内部权责及外部影响力上的相对均

等化，也将对中美日乃至亚太各方的战略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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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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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鶴岡路人：「日本 外 交 に お け る 国 際 主 義 の 挑 戦———緒 方 貞 子 氏 が 問 う た も の」、

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ウェブサイト、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ｐｐｏｎ．ｃｏｍ／ｊａ／ｉｎ－ｄｅｐｔｈ／

ｄ００５４１／．
〔日〕池田元博：「日米安保：同盟に至る６０年」、『日本経済新聞』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

包霞琴、崔樱子：《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 中 的 角 色

变化》，《日本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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