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变局下日本关于国际
秩序的战略认知及应对①

陈静静

　　摘　要：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新兴国家与发

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世界经济重心明显向新兴国家转移，这不仅急剧改变了国际权力

格局，也冲击了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作为这一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日本感

到极度不安。他们认为，新兴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从外

部挑战了该秩序，而美欧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则从内部冲击了该秩序；中美战略博弈事关

国际秩序变动全局，日本生存之道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美博弈中寻求平衡。鉴于此，

日本一方面积极担当起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重任”，图谋用该秩序的核心制度“规

范”中国的行为；另一方面，继续追随美国，帮助美国维护其国际地位，与中国在各个方

面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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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处于变动之中，日本各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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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本”的探讨。日本各界认为，美国主导的“自

由国际秩序”受到了权力和观念的双重剧烈冲击和挑战，日本应该在影

响国际秩序方面有所作为，在变化中寻找机会，促使国际秩序向着有利

于自身的方向转变。日本一方面积极担当起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重

任”，图谋用该秩序的核心制度“规范”中国的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

美国的“单边主义”对该秩序造成冲击的风险；另一方面继续追随美国，

帮助美国维护其国际地位，同时加强自身战略自主性，与中国在各个方

面展开竞争。

　　一、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探讨及认知

　　“美国优先”及其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激起了国际学界特别是美

欧国际问题研究界关于国际秩序的探讨，“自由国际秩序”“自由世界秩

序”“美国的自由秩序”“美国的霸权秩序”“西方国际秩序”“世界秩序”这

些概念频繁出现，有时被交替使用。而实际上，前五个概念基本上是指

同一事物，即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主要包括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地区性

国际秩序，而“世界秩序”则指另一事物，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

由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创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性国际秩序。虽然

两者有交叉重合且难以分割，但并不是同一事物。①

前者主要借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约翰·伊肯伯

里的概念，主要表现为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军事安全和经贸金融秩序。

“自由国际秩序”本身是围绕着美国及其“自由民主”盟友组织起来的。

最初，西欧和日本作为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是该秩序的坚固堡垒和战

略腹地。冷战期间，其他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成为该秩序的外围。冷

战结束后，这种秩序向外蔓延。２０１８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教

授伊肯伯里发表题为《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的文章，专门探讨了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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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危机，并指出“自由国际秩序”本质上是英美时代的产物。①

近年来，日本战略界认为，国际秩序处于变革之中，日本战略环境的

“不确定性”愈发凸显、“威胁”及“挑战”不容忽视，因此日本学界和智库

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不断增加，并深受美国的影响。日本很多学者和智

库研究人员接受了“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伊肯

伯里的概念，并频繁使用。比如，２０１８年日本著名政策智库ＰＨＰ研究所

专门成立“新世界秩序研究会”，发布题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与再生”

的政策报告，该报告大篇幅援引了伊肯伯里的理论。② 和歌山大学经济

学教授藤木刚康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探讨了“自由国际秩序”。日本

外务省智库国际问题研究所非常重视国际秩序相关问题的研究，其英文

刊物《日本评论》专门讨论了“日本与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日本

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也借鉴了伊肯伯里“自由国际秩序”这一提法，并

指出该秩序在冷战结束后向全世界蔓延。上智大学特聘教授纳家政嗣

组织多位学者探讨了该秩序的崩溃问题。

此外，还有很多相关成果，并没有冠以“自由国际秩序”之名，但实际

上讨论的仍是这一问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集中研

究国际秩序相关问题，除了以上提到的英文刊物外，其主办的日文刊物

《国际问题》在２０１８年专门探讨了“动摇的国际秩序”，并组织专家完成专

题研究报告《应对动摇的国际秩序的新安全战略》。③ ２０１９年该所发布了

三个研究报告：《建立基于自由、公平和透明的国际秩序可行吗》④《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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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洲与国际秩序》①《对反全球化的反思：关于动摇国际经济秩序的危

机因素全球风险研究》②。２０１８年《国际安全保障》杂志也组织特集“国际

秩序攻防的时代”。日本防卫研究所非常关注中国实力增长对国际秩序

的影响，其《２０１９年中国安全战略报告：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

专门研究了中国采取的秩序战略。③ 日本《呼声》杂志２０１９年６月号刊登

《新国际秩序与令和日本》专题系列文章，多位重要学者和政策智库研究

人员参与讨论。

日本政界一般使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代替“自由国际秩序”。

比如，２０１３年，日本政府在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将加强基于价值和

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其国家安全目标之一。④ ２０１７年，日英在第三次防

长和外长“２＋２”联合声明中声称，两国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维

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⑤ ２０１９年，安倍向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表示，将两国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世

界繁荣。⑥

整体来看，日本学界和政界基本上接受了伊肯伯里所提出的“自由

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称之为“自由国际秩序”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其基本观点为，当前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建立

在国际法和自由价值（个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平解决争端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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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基础之上，不仅反映了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也反映了国家的价值

和规范，体现了“普遍主义规范与大国主导”与“自由主义理念与现实主

义权力要素”的结合。① 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占据优势的权力格局和利益

格局，日本是这一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二、当前国际秩序“不确定性”的动因

　　日本学界和智库界认识到，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在内部和外部都正

在受到权力和观念两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主导该秩序的三大支柱———

美欧日实力相对减弱，在全球权力分配中所占份额减少，与此同时，新兴

国家崛起，权力分配占比增加。日本不仅关注权力变化对国际秩序的影

响，同时也意识到与之而来的观念上的变化及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从内

部来看，美欧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质疑“自由主义”的思潮，并开始影响

本国政治。从外部来看，中国不仅在实力方面挑战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

位，而且在观念、国际规范和国家治理模式方面挑战了西方引以为豪的

“自由民主”价值观。

（一）新兴力量崛起促使国际权力格局逐步变化

日本智库和相关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开始崛起，国际权

力开始东移，尤其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转移的趋势愈加明显。国际力

量的变化使发达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逐渐瓦解，导致“自由国际秩序”动

摇。②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也认为，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达

国家经济持续低迷，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世界经济重心

明显向新兴国家转移。③ 中西宽提出，此前西方世界并没有将新兴国家

兴起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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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裂痕渐趋明显。①

国际权力向新兴国家的转移正在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美欧日原

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坚定堡垒和“旗手”，三者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这

将限制他们支持和捍卫“自由国际秩序”的能力。② ＰＨＰ研究所认为，以

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兴起，颠覆了战后美欧日基于压倒性力量主导国际

秩序的大前提。③ 金子将史提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提高新兴大国的发言权。④ 这在一定程度

上冲击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全球以及地区层面的影响力。

（二）中国是“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外部挑战者

日本学者和智库将中国视为“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外部挑战者，并

认为中国的对外态度趋于强硬。中西宽认为，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

内部要求摆脱“韬光养晦”路线的呼声开始增强，２０１２年后，中国逐步践

行“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⑤ 中国经济日益增长，并将经济实力逐步转

化为军事力量。日本对此非常警惕，将中国定位为试图改变全球和地区

秩序的竞争对手。此外，中国并非单独行动，而是与俄罗斯和其他新兴

国家携手，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因此在推动国际规范形成方面

具有较大影响。⑥ 与此同时，日本也非常关注中国的理念对“自由国际秩

序”理念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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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Ｈｉｒｏｓｈｉ　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Ｊａｐ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Ｎｏ．４，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ｐ．２６．
〔美〕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ｕｍｅ　９４，Ｉｓｓｕｅ　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ｐｐ．７–２３．
〔日〕ＰＨＰ「新世界秩序」研究会：『自由主義的国際秩序の危機と再生———秩序再編期の

羅針盤を求めて提言報告書』、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ｓ：／／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ｐｈｐ．ｃｏ．ｊｐ／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１８１０２５＿０１．ｐｄｆ．
〔日〕金子将史：「『新しい現実』と志あるリアリズム」。ｈｔｔｐｓ：／／ｓｈｕｃｈｉ．ｐｈｐ．ｃｏ．ｊｐ／ｖｏｉｃｅ／

ｄｅｔａｉｌ／６３９３．
〔日〕中西寛：「戦後秩序の動揺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２０１８年１月号。
〔日〕防衛研究所：『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２０２１― 新時代における中国の軍事戦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ｄｓ．ｍｏｄ．ｇｏ．ｊ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ＪＰ＿ｗｅｂ＿

２０２１＿Ａ０１．ｐｄｆ．



日本各种智库报告特别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的发展对国

际秩序的影响，而且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他们的关注度也不断上升。

２０１６年，日本笹川平和财团（ＳＰＦ）与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ＣＳＩＳ）合

作完成的研究报告提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正在挑战现行的国际金融

机制。① 日本防卫研究所认为，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等有关国际秩序的政治言论中定位“一带一路”的倾向

日渐增强，提及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的频率不断增加。②

整体来看，日本以警惕的心态看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视中国

为“打破现状的威权国家”。如何与中国相处成为日本各界持续关注的

问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提出，为维护国际秩序，日本需要发挥更加

积极主动的作用，对中国的发展及相伴而生的对国际规则的变更进行现

实回应。③ 但是五百旗头真也主张，不要孤立中国，而要共同思索建立包括

中国在内的新秩序。④ 因为，对日本来说，对抗或者疏远一个国土面积是其

数十倍、拥有一支庞大的现代化军队（拥有核武器）的邻国没有战略意义。

鉴于此，日本认为可以“塑造”和“规范”中国的发展进程，用日本擅

长的“制度安排”和“议题设置”等方式对中国采取“规则制衡”。正如笹

川和平财团首席研究员渡部恒雄指出的，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

采取“尊重”国际规则的行动，旨在改变中国在未来的行动。⑤ 日本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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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Ｕ．Ｓ．－Ｊａｐ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ｏ　２０３０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２０１９，ｈｔ－
ｔｐｓ：／／ｓｐｆｕｓａ．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６／０２／ＵＳ－Ｊａｐ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日〕防衛研究所：『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２０２０　― ユーラシアに向かう中国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ｉｄｓ．ｍｏｄ．ｇｏ．ｊ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ＪＰ＿ｗｅｂ＿２０２０＿

Ａ０１．ｐｄｆ．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揺れる国際秩序に立ち向かう新たな安全保障戦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０２／ｉｍａｇｅ／ＪＩＩＡ－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２０Ａｎｎｕａｌ％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９％２０ＪＰ－１１－Ａ％２０Ｎｅｗ％２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ｆｏｒ％２０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２０ｉｎ％２０ｔｈｅ％２０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２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Ｏｒｄｅｒ．ｐｄｆ．
〔日〕五百旗頭真：「日本は秩序再編へ誘導を」、『朝日新聞』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日〕渡部恒雄：「バイデン政権でも対中姿勢は不変 問われる日本の行動力」。ｈｔｔｐｓ：／／

ｗｅｄｇｅ．ｉｓｍｅｄｉａ．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１９２４、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问题研究所也持相似立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关键成员，必须敦促中国

遵守“自由国际秩序”原则，日本应与美国、欧洲和其他有相关利益的国

家密切合作制定规则。① 日本不应排斥或反对中国这个重要的地区角

色，应呼吁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力和影响力负责任地行事。②

（三）美欧政治的不稳定从内部冲击着“自由国际秩序”

“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主导该秩序的核心国家（尤其

是美国）内部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影响力的下降。近年来，西

方“自由民主”国家内部出现各种问题，“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吸引力下

降，美欧内部出现了严重质疑“自由国际秩序”的声音，并开始左右其国

内政局，进而影响对外政策。正如伊肯伯里所说，美国霸权地位出现危

机只是该秩序式微的表面现象，而“自由主义”正让位于民族主义、保护

主义等则是其面临的深层次危机。③ 这意味着“自由国际秩序”的观念支

撑即“自由主义”理念在其内部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西方“自由民主”国

家的政治困境放大了全球权力转移带来的影响，日本对此忧心忡忡。中

西宽甚至提出，当下全球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自由主

义幻灭思潮，并影响其对外政策，④这使得“自由国际秩序”内部出现空洞

化。⑤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日本其他学者也提出，从全球对新冠疫情的应

对可以看出，依靠不干涉主义无法应对此次危机，人们对美英式自由主

义的信赖感将大大降低。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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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２０１９～自由·公正て 透明性のあるルールに

基つ い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ｐｄ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ｒｅ－
ｐｏｒｔ／ＪＩＩ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９＿ｊｐ．ｐｄｆ．
〔日〕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２０２０～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
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ｄｆ／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０ｊｐ．ｐｄｆ．
〔美〕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ｕｍｅ　９４，Ｉｓｓｕｅ　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ｐｐ．７－２３．
〔日〕中西寛：「冷戦後の三十年とは何だったか」、『Ｖｏｉｃｅ』２０１９年６月号。
〔日〕中西寛：「戦後秩序の動揺と日本外交の課題」、『国際問題』２０１８年１月号。

相关内容参见鈴木一人、細谷雄一、詫摩佳代：「アフターコロナの地政学」、『中央公論』

２０２０年６月号。



国际变局下，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随着全球化浪潮在

“自由民主世界”崛起。很多日本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比如金子将史和

中西宽。金子将史提出，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如燎原之火蔓延，排外

主义和本国第一主义势头不断增长。① 中西宽认为，美英国内社会严重

分裂，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这已经导致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公投决定脱

离欧盟，在此影响下，美英两国外交政策都发生明显转变。② 特朗普执政

后，主张重构外交关系，改变了其长期支持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立场。

一直以来与美国携手推动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英国，围绕脱欧陷入持

续混乱。其他欧洲各国也有反欧盟派和分离主义运动的抬头等倾向，日

本担心欧盟和英国都会变得更加内向，并可能被民粹主义的负面力量包

围。主导和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国家内部面临巨大挑战，中西宽

认为，这是战后秩序的最大考验。③

美国是日本唯一的盟国，美国的政策关乎日本的安全环境和经济发

展。特朗普执政后将美国的利益而不是维护“自由国际秩序”作为其首

要关切，并向盟国施加压力。而日本长期受惠于现行国际秩序，对美国

的保守性和内向性不断增强，缺乏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责任感。

因此，日本不断强调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表示日本等其他

国家有责任维护当下的国际秩序、与挑战者进行竞争、分担美国的负担。

主张国际协调的拜登上任后，日本各界表示欢迎。拜登高调宣扬加

强同盟关系，支持多边主义，但是日本对拜登能否恢复其国际影响力抱

有疑虑。在２０２０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７４００万的高票，这意味着美国

国内对其政策的支持度之高，因此拜登逆转特朗普现象的空间有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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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金子将史：「『新しい現実』と志あるリアリズム」。ｈｔｔｐｓ：／／ｓｈｕｃｈｉ．ｐｈｐ．ｃｏ．ｊｐ／ｖｏｉｃｅ／

ｄｅｔａｉｌ／６３９３．
〔日〕Ｈｉｒｏｓｈｉ　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Ｊａｐ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Ｎｏ．４，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ｐｐ．２６－２７．
〔日〕Ｈｉｒｏｓｈｉ　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Ｊａｐ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Ｎｏ．４，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ｐｐ．２６－２７．
〔日〕渡部恒雄：「バイデン政権でも対中姿勢は不変 問われる日本の行動力」。ｈｔｔｐｓ：／／

ｗｅｄｇｅ．ｉｓｍｅｄｉａ．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１９２４．



拜登上任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弥合社会撕裂，进而才能在重建国际秩序上

发挥领导作用。① 据此，庆应大学教授竹森俊平判断，拜登政府重建以美

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成功的可能性极低。②

（四）中美博弈是国际秩序调整的核心问题

日本学界和智库界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乐观，田中明彦提出中美地

缘政治竞争不会终结，③两国战略竞争是典型的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

其走向事关国际秩序调整的全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提出，特朗普政

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修正

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④ 中美

对抗是地缘政治和结构性竞争，在权力平衡变化和中国军力扩张等因素

的推动下，美国对华强硬立场已成为超党派共识，拜登政府将延续这一

立场，中美关系中长期前景黯淡，不排除进一步升级的可能。⑤

ＰＨＰ研究所预测，２１世纪前５０年，国际政治都将围绕中美之间的

竞争和协调展开。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对付中国要借助盟友

的力量，采取多边制衡手段。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盟友，既

有遏制中国的主观意愿，也有客观力量存在，在美国的“工具箱”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为了应对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的变化，日本在坚持日美同

盟的前提下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日本如何在安全和技术领域

维系与盟国合作关系的同时，找到与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之间能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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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バイデン米政権の発足　新思考で国際秩序の再生を」、〔日〕朝日新聞ホムペ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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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ｄ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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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领域。这将是日本外交面临的课题，也是难点所在。① 目前中美

竞争使得中国接近日本，这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然而，如果美国开始从

多个方面与日本合作向中国施压，日本将面临困境。②

　　三、在国际秩序变动中日本的自身定位及其应对战略

　　此前历次国际秩序转变均通过战争方式完成，而当前国际秩序的

演变总体是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的。日本主流观点认识到，国际秩序

变革势在必行，其关注的是转变的方式和方向。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和

平渐进这条路越来越窄，日本必须积极应对。日本自身缺乏决定国际

秩序走向的力量，但是日本的战略选择将对国际秩序的转变产生重大

影响。③

（一）秩序变动对日本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带来一定

机遇

日本知识界认为，虽然目前“自由国际秩序”在全球面临挑战并出现

碎片化，但其内部的核心要素和架构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危机，其外部竞

争势力也不足以构建与其并驾齐驱的秩序。比如，ＰＨＰ研究所提出，虽

然美国在很多方面背离了“自由国际秩序”，但秩序崩溃也不会马上发

生，短期偏离轨道后仍有恢复的余地。④ 关于该秩序面临的外部挑战的

影响，正如中西宽所说，至少在当前，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对战后秩序的侵

蚀和弱化，而不是从正面追求构筑对抗性的秩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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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当前世界的“不确定”对日本也意味着一定的“战略机

遇”，日本应该在影响国际秩序方面有所作为，在变化中寻找机会，促使

国际秩序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变。因此，日本在其《国家安全保障

战略》中提出将维护基于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国家安全目标之

一，①力争在国际秩序的重塑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并制定实现该目标的

“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② 在该理念的指导下，国

内大量的政策建言都要求日本政府主动构建“大战略”。比如，日本国际

协力银行的畔蒜泰助撰文指出，在国际秩序重构时期，日本需采取混合

型策略，即在最大限度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开展基于均势的博

弈。③ 金子将史也指出，日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的这种“新现实”，采取

“有志向的现实主义”，即与“自由民主”国家合作，积极影响国际秩序的

重构。④

（二）日本在中美博弈中谋求成为战略平衡者

日本主流观点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变革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与

美国，一个是最大的邻国，一个是唯一的盟国，前者事关日本经济，后者

事关日本安全。日本一直尽量避免卷入中美零和博弈，谋求独善其身，

但在两国战略对抗愈加激烈的情势下，采取中立行动的余地日益减小，

日本原本清晰的处境也将变得更加艰难。⑤ 在东亚地区的经济秩序与安

全秩序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困境中，为了应对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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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在国际

秩序重组背景下，日本本身又不具备决定国际秩序的实力，因此对日本

来说，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既安全又有利的位置，在两方之间能够游刃

有余地扮演关键变量角色，是其核心问题。

鉴于此，日本对美奉行“建设性追随”路线，通过增加战略自主性规

避被抛弃的风险，并试图将美国因素化为实现本国目标的战略性工具。

在对华战略上，日本采取“竞争与合作”的策略，通过经济合作拉动经济

增长，同时企图通过合作用现行国际秩序“规范”中国的行为。

（三）谋求增强战略自主性，由国际秩序的追随者向引领者转变

在美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双低的严峻现实下，可能

出现美国忽视甚至无视日本的情况，日本必须在安全、外交、经济和地

区秩序等领域谋求更大的自主性。日本当前的政策也证明了这一倾

向。安全上，在日美同盟和多边合作之外，日本近年来积极加强自主防

卫；同时，积极加强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安全合作和军事交流。外交

上，日本急于在中美之外“拉帮结派”，日英、日澳、日印双边关系快速发

展，以及日欧也开启了“蜜月期”等都是典型表现。经济上，在美国退出

ＴＰＰ后，日本扛起ＣＰＴＰＰ的大旗，并率先推动日欧和日英ＥＰＡ的签

署，全力推动自由贸易，并意欲引领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地区秩序

上，积极提出印太战略（后改为“构想”）构建地区秩序，从地区层面对国

际秩序变动做出回应。

二战后，在“吉田路线”的引领下日本奉行对美协调路线，成为美国

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追随者，日本的国家战略是在日美同盟之下寻求国家

利益。此后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国家实力不断提升，日本开始奉行在

国家利益之下调整日美同盟的国家战略。冷战结束后，日本转向谋求

“摆脱战后体制”，修正并超越现行的国际秩序，安倍执政以来这种倾向

更加明显。日本“少子老龄化”的趋势短期无法逆转，其相对实力逐步下

滑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鉴于此，在影响国际秩序方面，日本主张维护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用规范约束和限制大国，并积极加强与共享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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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各个领域国际规则、国际标准、技术标准等的制

定，企图在变局中引领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

　　结语

　　日本认识到，其安全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主导的“自由国

际秩序”，如果没有该秩序，其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将大幅减弱。在国际变

局下，“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着内忧外患。整体来看，国际秩序变动的根

本动因在于新兴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以

及美欧社会内部的不稳定。中国的快速发展从外部挑战了“自由国际秩

序”，中国“改写”国际秩序的方式和影响引起了日本的担忧和顾虑。美

国的保守性和内向性不断增强，缺乏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责

任，这让日本更加焦虑。中美博弈是国际秩序调整的核心问题，中美关

系的走向事关国际秩序调整的全局。基于此，日本开始深入思考“自由

国际秩序”的命运以及如何实现本国外交战略转型，在变局中找准自身

位置，最大限度地影响、塑造对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因为日本使用武力

改变现状的能力不及美国和中国等其他大国，因此日本主张与共享价

值观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通过多边机构、规

则和规范来限制和约束物质权力的行使。在此过程中，日本在中美博

弈中积极谋求成为战略平衡者，不断增强战略自主性，由国际秩序的追

随者向引领者转变。从本质上来看，日本积极维护“自由国际秩序”，并

不是源于其理想主义，而是基于必须维持一种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的

现实主义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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