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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冷战思维、极限施压、集团政治明显抬头的背景下，2022 年

年初日本出现了寻求与美国建立“核共享”机制的言论。这是基于冷战时期北约核共享及美日核关系的历史经验，

包含延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缔造新冷战时代西方联盟霸权、增加日本战略自主性等多重含义的政治宣

示。美日核关系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经过战后占领、冷战爆发、美日缔结安全保障条约等过程，在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宣布对日提供核保护、日本确立核政策为标志走向成熟稳定。冷战后美日核关系继续发展，

自 2010年正式开展延伸威慑对话以来，美日核同盟的制度化水平及日本在同盟中的决策影响力均明显提升。以俄

乌冲突为契机，美日全方位深化安全合作，意欲打造亚太版“北约”，构建核共享机制，必将对亚太及全球安全局

势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应从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全局高度，识变应变，应对和化解由此带来的重大风险挑战。

［关键词］核共享 美日同盟 美日核关系 亚太版“北约”

2022 年，一个幽灵，核幽灵，在东北亚徘徊。在日本的政治空间中，这个幽灵最近的一次
显形是在 2022 年 2 月 27 日。在当日富士电视台一档早间谈话节目中，前首相安倍晋三就俄乌危
机后的安全形势表示，日本应该打破核话语禁忌，讨论各种选项，包括在日美间实行类似北约模
式的“核共享”机制、守护日本的安全等。该节目常驻嘉宾，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创始人、

前大阪市长桥下彻表示赞同，称讨论“绝对必要”，并主张修改非核三原则。节目的播出引发了
广泛的延伸传播和政治反应。当日，日本半官方的外宣网站 “日本网”以 《安倍和桥下一致认
为有必要讨论核共有问题》发表消息，介绍了二人的具体谈话内容①。3 月 3 日，日本维新会向
外相林芳正提出“开始有关通过核共有强化防卫力讨论”的建议。4 月 26 日，执政的日本自民
党政务调查会负责安全政策的机构公布 《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建议》报告，提出 “需要
探讨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美国进一步强化对日安全承诺的方式”，并希望这些建议能反映到即
将完成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防卫计划大纲》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大安保文件
中②。日本部分政客以俄乌危机为驱动力，挑战日本社会的核禁忌，妄言修改非核三原则，调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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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际变局下中国对日传播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核共有の議論必要で安倍氏と橋下氏が一致」、http: / /www. nippon. com / ja /news / fnn20220227322076 /。

「新たな国家安全保障戦略等の策定に向けた提言 ～より深刻化する国際情勢下におけるわが国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
と安全を確保するための防衛力の抜本的強化の実現に向けて ～」、http: / /www. jimin. jp /news /policy /20340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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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使用核武器等危险言行，无疑将对当前及未来的国际与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造成深刻影响。无
独有偶，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 ( Andrzej Duda) 2022 年 10 月 8 日透露，波兰正与美国就参与
核武器共享计划进行谈判，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 “威胁”①。这些鼓噪使 20 世纪美苏军事对抗、

核军备竞赛以及北约核共享机制等冷战记忆，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回到东亚，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之间的核关系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 近年来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为什
么当前日本的一些政治势力提出要效仿北约核共享机制? 这种核共享机制可能的形式是怎样的?

该如何应对? 本文将结合对历史进程的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战后美日核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美日核关系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起先是针对苏联后来又加上中国，其根本目的是为

了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在近 80 年的历史中，美日核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沿着两条主线不断演进。

一是美日安保同盟的结构调整，二是伴随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对主要对手及威胁的判断，美日安保
同盟中核战略的内容调整，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自核武器问世以来，美国是世界上
第一个拥有并且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日本则是 “唯一的被爆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美国又以盟军的名义主导了对日占领。施爆与被爆、占领与被占领，这种上下主从、高低强
弱的不对称关系很大程度上成为战后美日关系、美日核关系的“原型”。

1945 年—1955 年，受美日关系从敌到“友”这一本质变化的影响，美日核关系也发生了从
战争末期敌对性的竞争对手、占领初期禁止日本从事一切与核有关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到解除日
本核能研究禁令 ( 1951 年) 、美在日部署核武器 ( 1954 年) 、两国签署核研究协定 ( 1955 年)

等巨变。这些变化的驱动力来自国际和日本国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冷战的兴起和朝鲜战争、

台海危机的爆发，使美国重新评估并愈益重视日本的战略地位。1953 年 10 月，艾森豪威尔政府
制定国安会 NSC162 /2 文件，提出“新面貌”安保战略，一方面坚持以遏制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政
策的根本，另一方面基于“重新获得主动权，同时降低成本”的考虑，采取 “大规模报复”核
战略，在战术和战略两个层次加大发展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并开始将大量的核武器部署到欧洲
和亚洲的美军基地，以慑止社会主义国家的 “侵犯”②。日本方面，1952 年 4 月 《旧金山和约》
( 简称“旧安保条约”) 生效，日本名义上恢复了主权独立，但要向美国提供可自由使用的军事
基地，冲绳群岛则继续处于“战略托管”下，这些都为美国在日本本土及冲绳部署可立即使用
的核力量基地提供了条约保障。

但是，正当美国准备在日本推进其 “大规模报复”核战略之际， “比基尼事件”发生了。
1954 年 3 月，日本渔船福龙丸号在太平洋打鱼时遭遇美国氢弹爆炸试验的严重辐射，日本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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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与美国谈“核共享”? 邻国称将与俄方讨论，美方也表态》，《环球时报》2022 年 10 月 8 日。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遏制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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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规模的反核、反美运动。为安抚日本，美国抛出 “和平利用核能”的橄榄枝，两国签署了
上文提到的原子能研究协定。同时，拟在驻日美军基地部署、储存和运用战术核武器的计划采取
变通形式，即通过拆解方式进行: 日本本岛美军基地仅存放核炸弹的非核部件，核部件储存在冲
绳和日本周边海域。1954 年年底美军开始把核武器运进冲绳，使冲绳成为最早部署核武器的美
军海外基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武器部署于 1967 年越南战争期间达到顶峰，陆地核武器总量
约 3200 枚，其中超过 1200 枚在冲绳。冲绳成为美军在亚太地区最大的核弹药库、核补给基
地①。这一时期，面对全球冷战和地区热战的国际形势，美日两国政府缔结反苏反共联盟，合作
推进美国的核战略。但与此同时，反对霸权、追求和平的日本社会运动也对美日发展军事核关系
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掣肘作用。1955 年日本制定《原子能基本法》，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利
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成为此后日本非核三原则的起点。

1956 年至 1976 年是日本确立核政策、美日核关系走向成熟稳定的时期。从美日安保同盟方
面的结构调整看，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有两个，一是 1960 年美日签署 《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
约》( 简称“新安保条约”) ，修正了旧安保条约的 “不对等”性，日本继续为美国提供基地，

美国正式承诺保卫日本的安全。1970 年新安保条约自动延期。二是 1971 年美日两国签署 《关于
冲绳群岛及大东群岛协定》，根据协定，1972 年 5 月美国把冲绳行政权“返还”给日本。

在此期间，美日核关系也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自 1953 年 10 月奥里斯坎尼号航
母驶入横须贺港后，美国载核舰船常态化地过境日本领海或在日本港口停靠，根据旧安保条
约，这些活动无需告知或征求日方同意。在日本国内在野党的不断追究与反核社会舆论的压力
下，岸信介政府在 1960 年与美国签署新安保条约时与美方达成协议，就基地问题导入了事前
协商机制，规定如美军对日基地的使用涉及部署、装备、作战行动三方面的重要变更，需与日
本政府进行事前协商。但是，由于这一协议的根本目的在于平复日本国内的反核情绪、转移关
注者的视线，因此两国政府随即通过阴阳合同，即另立密约的方式，架空了这一条约义务。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搭载核巡航导弹的美军舰船与搭载战略核导弹的常规动力及核动
力潜艇，需要更加频繁地在日本领海及周边活动。1969 年日美就 “返还冲绳”达成协定时，

也如法炮制地签订了一份可再次在冲绳部署核武器的密约。由于密约的掩护，加上美方会意地
坚持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Neither Confirm Nor Deny) 的方针，直到冷战终结，美日间并未进
行过一次涉核议题的事前协商。日本政府一如既往地以装糊涂的方式，默许美国载核或涉核舰
船和飞机的停靠或通过。

其次，日本的核电站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确定转用美国的轻水反应堆。日本的第一
座商业反应堆采用的是英国卡德堆，这种堆型可生产武器级高浓度钚，对美国来说始终是
心头之患。因此，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利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谈判、返还冲绳谈判等
契机，美国成功地说服日本政府采用核扩散风险小的轻水反应堆，封堵了日本 “脱美拥核”

的道路。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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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10 月，社会主义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由此也成
为美日核关系针对的目标。1965 年 1 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主动表达了对中国核试验的
“不安”，美方通过两国共同声明宣称 “有决心履行美日安保条约承诺，帮助日本抵御来自外部
世界的任何军事进攻”，变相地表明了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态度。1967 年佐藤首相第二次访美
回国后，为加速推动 “冲绳返还”，在 1968 年 1 月的国会上提出了日本的四项核政策 ( 简称
“核四政策”) ，即: 坚持非核三原则，致力于可行的核裁军，依靠美国核威慑力应对国际核威
胁，和平利用核能。1968 年 2 月，佐藤在国会特别强调核四政策的 “四个方面不可分割”，
3 月，自民党召开党内会议，通过了名为《关于核政策》的自民党核政策文件，该文件毫不掩饰
地修改了核四政策的顺序，把原居首位的非核三原则调整到末位，提出只有在满足了前三项，特
别是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力，确保日本安全保障的 “前提”下方可 “支持”。1976 年，日本国会
完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批准程序。自此，日本作为 “无核国家”与 “最强核国家美国之
盟国”的双重身份得到确定。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奉行核威慑战略的美国与采取以“依靠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
核政策的日本，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不断发展深化美日核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美日核关系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予以固化和执行。自 1976 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首次写明 “对于
核威胁，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力”后，1995 年、2004 年版的防卫大纲都沿用了这种表述。与此同
时，1975 年三木武夫首相访美，美日首脑会晤后向新闻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 “双方认
识到美国核威慑力对日本安全的重要贡献”①。1978 年美日两国出台了第一个具体规定两国防卫
分担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出“美国保持核威慑力，同时在前方部署应急态势中可保证来
源的其他兵力”②。类似的表述在 1997 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也得到了沿用。

第二，持续显示核威慑力量，维持核优势地位。搭载核武器的美国第七舰队航母机动部队是
美军在西太平洋展开的海洋核战力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星座号、独立号等航母在 1976

年之前承担着打击苏联、中国境内核打击目标的全面核战争计划 ( SIOP) 任务，之后直到冷战
终结，还承担着核战争计划的预备战力作用，频繁停靠在日本横须贺港，构成和展示着美在东亚
地区的核威慑力。横田、三沢、嘉手纳等在日美军基地发展成为指挥和控制美军核力量运用机构
的一部分，美国还在日本建立了不少支撑其核作战计划的设施。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军在
日本建设了超过 24 个涉核军事设施，使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美军施展核计划的关键节点③。日本
除提供基地外，还在美国的允许和支持下发展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工业规模的乏燃料后处
理和铀浓缩能力的无核国家。截至 2020 年年底，日本拥有 45. 5 吨未辐照的分离钚、50 公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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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House，“U. S. -JAPAN Joint Announcement to the Press Following the Meetings of President Gerald Ｒ. Ford and Prime

Minister Takeo Miki”，https: / /www. fordlibrarymuseum. gov / library /document /0248 /whpr19750806 － 018. pdf.

“Guidelines for Japan-U. S. Defense Cooperation”， https: / / japan2. usembassy. gov /pdfs /wwwf － mdao － defense －

guidelines1978. pdf.

参见樊吉社: 《美日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载陈志实编: 《外交观察》( 第 3 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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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制造核武器的超级钚。日本虽然无法独享或擅用这些敏感核材料，但无疑可作为西方阵营
的核资产。

第三，推行有利于限制对方而不减损己方的核裁军外交。日本虽然口口声声以 “唯一被核
爆国”的身份自居，但在不使用、不部署核武器等问题上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态度消极。如
在 1978 年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曾提出 《不进行新的核武器部署的决议案》，呼吁 “有核国家不
在非核国家领土内部署核武器、非核国家慎重对待有核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核部署”①，这一建议
虽然完全符合日本的非核三原则，但日本却与美国一起投票反对。在核裁军外交中，日本固执于
威慑论，认为相互威慑基于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总和的平衡，限制核武器的展开将打乱全球军事平
衡。实际上，日本所说的平衡，真正的含义是指美国的军事优势与核霸权，日本不能容忍对手实
力的增强或接近，更不会赞同减损己方力量。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曾经公开主张核武器是 “绝
对恶”，但正是这位“鸽派”政治人物在面对美国国防部长时公开宣称，“西方军事力量上的优
势地位构成军事威慑力，有利于裁军谈判”②。冷战末期，日本的中曾根政府与美国里根政府及
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联合施压，迫使苏联根据中导条约 ( INF) ，撤除了所有亚洲地区的 SS20

导弹。

二、近年来美日核关系中的重要变化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日关系经历了短暂的 “同盟漂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起则不断提升同盟的正式性，加强日常军事合作。1997 年和 2015 年两版 《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及 2005 年 《美日同盟: 面向未来的变革与再编》报告的公布，可以说是美日同盟制度化
进程取得重要进展的具体成果，美日同盟不断走向对等、走向协同的话语得到刻意强调。在涉
核方面，美国一方面将军控作为保持其军事超级大国和遏制地区强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与战略手
段，选择性、工具性地推进核裁军外交; 另一方面，进入 21 世纪后，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由，

采取 “先发制人”战略，扩大核威胁认知范围，转向实战威慑战略，核力量发展强调攻防兼
备、核常一体的新 “三位一体”，增加防御系统和非核打击力量，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③。受
此影响也与之呼应，2002 年两国开始围绕朝鲜核问题讨论及修改防卫政策协议，2003 年日本决
定引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美日核关系逐渐开启核同盟制度化进程，其中较为重要的表现主要有
以下三点。

第一，美日开始延伸威慑对话。自 2006 年起，受多种因素推动，美国国内出现降低核武器
作用甚至推动废除核武器的舆论，加上反恐战争遭遇重大挫折，2009 年执政的奥巴马政府尝试
对美国核战略进行修改。在此过程中，由威廉·佩里 ( William James Perry) 和詹姆斯·罗德

·19·

①

②

③

〔日〕桜川明巧「日本の軍縮外交―非核三原則と核抑止力依存のはざま―」、『国際政治』198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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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德顺: 《美国核战略研究》，载张沱生编: 《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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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施莱辛格 ( James Ｒodney Schlesinger) 两位前国防部长担任主席的战略态势委员会，积极听
取欧洲及日韩澳等亚太盟国的意见。日本政府利用战略态势委员会征求意见的机会，以外务省为
中心开始积极地向美国表明自己的态度意见。2009 年 2 月，日本向委员会提交 《日本对美国延
伸威慑的看法》政策文件，向美国提出其希望美方实现的六点 “威慑”方针，包括: 灵活应对
敌方各种威胁的能力; 确保二次打击能力; 应对有事状态的迅速的应变能力; 对非战斗人员的伤
害降低到最小限度的分别能力; 通过配备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实现无缝对接的高度展开能
力; 应对中国核战力扩大化、现代化的充分能力。

在战略态势委员会的交流中，日本政府高官向美方强调，1976 年国会最终通过 《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是因为美国承诺对日提供延伸威慑，如果这种承诺不能有效维持，日本政策将不得
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日美之间没有北约核防务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核计划小组那样的核磋
商机制，日本无法量化地提出对美国延伸威慑力量构成要素的意见，但日本需要清晰地知道美国
的威胁认知、目标选定以及运用能力等核战略的综合内容①。日本的这种表态对美国决策层产生
了切实的影响。2010 年，奥巴马政府公布《核态势报告》，其中表示“在推进削减核武器的过程
中，为了坚持和强化威慑力，必须与盟国进行紧密协调”②。同年，美日两国正式开始延伸威慑
对话，每年召开两次，外交和防务当局就如何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交换意见，加强政策
协调。从 2008 年战略态势委员会征求意见到 2010 年起美日开始延伸威慑对话，两国核同盟搭建
了制度化的管理组织和沟通平台。

第二，日本主体性意识和对美影响力明显增强。2003 年日本决定引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后，

经过 2004 年版《防卫计划大纲》的过渡，自 2010 年版起，日本明确地改变了应对核威胁宣言政
策的语调，从以往单方面“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力”转变为合作应对、综合应对，以 “同盟威慑”

替代“延伸威慑”，显示出不断增强的主体性意识。2010 年版 《防卫计划大纲》的具体表述是:
“在核武器现实存在的时期，以核威慑力为核心的美国的延伸威慑不可或缺。为了维持、强化其
可信性，在加强与美国紧密合作的同时，也通过弹道导弹防御和保护国民等我国自身采取的举措
适当应对。”③ 与以往相比，变化主要体现在把 “依靠”的表述调整为 “不可或缺”，并首次提
出延伸威慑的“可信性”问题，突出日本开展自主努力的作用。2013 年版 《防卫计划大纲》延
续了同样的表述，这表明当前日本关于延伸威慑的官方认知已不再是 “单方面依靠”美国，换
言之，不再是美国单方面提供“核保护伞”，日本也有导弹防御能力，所以是用 “同盟威慑”取
代了“延伸威慑”的概念④。

此外，日本对美国核战略以及美日核关系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突出表现在 “成功地”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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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关方面合力阻止了奥巴马政府想推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No First Use) 政策的念头。基
于“无核武世界”的愿景，奥巴马政府起初很想在 《核态势报告》中公布核武器的 “唯一作
用”论，即核武器的使用仅限于“慑止针对美国、盟国、伙伴国的核打击”这一 “极端情况”。

日本方面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一政策变更将对核延伸威慑的有效性造成风险。日方的反对意见
得到了美方慎重派的支持。2018 年 2 月，特朗普政府 NPＲ 重新扩大解释 “极端情况”，将重大
非核战略攻击列入美国进行核报复的事态内容。对此，日本在美国所有的盟国、伙伴中第一个表
态支持。

第三，日本国内涉核法律出现军事解禁动向。首先是宇宙开发方面的相关立法与修法。战后
长期以来，日本的宇宙开发通过国会决议方式被限定在非军事领域。2008 年 《宇宙基本法》成
立，宇宙开发利用的目的被确定为 “有助国家安全保障”。2012 年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 JAXA) 法》被修改，规定机构业务 “仅限于和平目的”的条款被删除。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
授井原聪指出，这一修改是为了支持自卫队及配合美军进行超音速导弹开发①。

同样是在 2012 年，通过法律修正案的形式，日本国会在《原子能基本法》和 《原子能委员
会设置法》中新增了“核能应为保障国家安全做贡献”的条款。日本 《朝日新闻》指出，《原
子能基本法》是规定日本核能研究、开发利用方针政策的法律，过去 34 年来，该法一直规定
“核能开发限于和平目的”，而这次以制订 《原子能委员会设置法》修改 《原子能基本法》，两
个法律都包含直接与国防、军备等“国家安全”因素挂钩的相同条款，“为核能用于军事目的开
辟了道路”②。

三、与北约核共享的比较及应对策略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日本政客抛出应讨论 “日美核共享”等言

论。回顾历史可知，北约核共享机制是典型的冷战产物，根本目的在于对抗和遏制当时蓬勃发展
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产生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占据核垄断优势，为
实施遏制战略，在欧洲尤其是联邦德国部署大量战术核武器以对冲欧洲相较苏联的常规军力不
足; 二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后，欧洲盟国开始怀疑美国核保护的可信性，

迫使美国政府通过采取分享信息、开展政策磋商、举行共同核任务训练乃至可能的核力量实际运
用等措施，消弭联盟内的分歧，增加信任。

在当今语境下谈论美日“核共享”，与 70 年前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似之处。最大的不同之
处在于经历过冷战时代，核威慑边缘政策的巨大风险及核战争不可承受的代价已经成为历史共
识，反对核战争、反对大规模核军备、反对核扩散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舆论支持和国际法保
障。主要的相似之处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他们永远需要 “制造”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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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战争、谋取霸权。于是美国及其主导的联盟将遏制战略的实施重点转移至亚太或印太地区，

在威胁认知上，以今天的中国取代了昔日的苏联。对于日本来说，有三点因素使其将本国所处的
状况比拟为冷战初期的联邦德国，在政策选择上滋生出仿效北约核共享的冲动。一是在常规军力
上认为中国处于优势，日本有借助核武器威慑进行不对称反应的客观需求。二是认识到从发展趋
势上，中国在获得确实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后，将与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均势和战略稳定，届
时美国对日及其他地区盟友延伸威慑的可信性将大打折扣。三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产生了
未来中国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步俄罗斯“以升级促降级”( escalate to de-escalate) 的核恫吓之后
尘，慑止美日等干预的主观想象，并进而猜想一旦威慑失败，日本必将遭受中国的打击。因此，

为避免落入“生杀予夺之权由美国掌握”的悲惨境地，日本需要开展双防范，即在强化美日核
威慑防范中国的同时，谋求日本在美日核关系中获取更多的主动权①。换言之，对于延伸威慑，

日本不再满足于美方的简单口头承诺，而是要实现从意象、宣誓、概念到实践、行动的范式转
型，这意味着日本将在推动美国与盟友加强合作，共同缔造新冷战时代西方联盟霸权的同时，全
方位地努力提升日本在联盟内外的战略能动性和主体性。

针对上述状况，中国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制定相关的应对策略。

第一，密切关注美日相关政策文件的最新动态。2022 年 10 月 12 日，拜登政府公布 《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有几点重要的表述。首先，此报告认为冷战结束后的时代 “决定性地结束
了”，“形成下一个时代的大国间竞争开始了”，强调 “战胜中国，约束俄罗斯”的目标②。其
次，此报告指出，由于俄乌冲突，“军事力量对国际秩序的改变增加了现实意义”③，提倡强化与
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国的关系。将核威慑定位为 “国家的最优先事项”，表示 “到 2030 年代，

美国将首次产生威慑两个核大国的必要性”“美国不允许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达到目的”④，明确表示将谋求核战力的现代化。最后，此报告指出，美国对日本、韩国
等同盟国的承诺是牢固的，明确表示将维持 “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并根据台湾相关法律
“支援自卫”，以保证台湾保持对抗武力的能力⑤。据报道，美国政府近期将根据此次提出的基
本方针，公布有关防卫战略和核态势调整的文件。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将于 2022 年年底出台
三大安保文件。从现阶段的情况看，这些文件的出台将很可能标志着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根本性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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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做好外交、军事的两手准备。当前美日当局针对中国已经启动外交和军事双遏制政策
进程。涉核外交方面，下一步的重点将在于迫使中国进行核裁军，尤其是削减中远程导弹。2022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与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NPT) 的美日共同声明》① 及
5 月《美日首脑会见共同声明》都提到 “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降低核风险、提高透明度、推
进核裁军作出贡献”②。在 2022 年 8 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美日领导人再
次老调重弹，要求中国参加核军控谈判。俄乌冲突中，西方媒体的叙事一味突出俄罗斯的 “核
恫吓”，完全不顾冷战期间美国一贯的核威慑战略以及冷战后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 “反导条
约”，不断在亚欧大陆加强反导系统部署、加剧战略力量结构失衡的事实。这种话语模式无疑正
在并将继续套用在中国身上，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制造障碍。

涉核军事方面，当前美日关于两国如何深化核合作，采取何种形式的 “核共享”，尚处于探
讨摸索阶段。2022 年 3 月 2 日，岸田首相在国会表示，“考虑到法律更改等问题，日本政府很难
同意把美国核武器部署在日本，以供有事状态使用的 ‘核共享’”③。但是， “很难”不代表不
会。从现阶段日本战略界的讨论看，未来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大约有两种情形: 陆地部署和水域部
署。陆地部署的目标地除冲绳外，与那国岛等西南诸岛的可能性更大④。2019 年 10 月，美日正
式启动关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的协议⑤。水域部署方面，存在着两种可能
的方案。一是以美为主，依靠美国的核潜艇，今后如果美国重新在核潜艇上部署战斧式海基巡航
导弹，那么只要有四艘核潜艇，每艘搭载五至六枚导弹，将足以对中国、朝鲜形成威慑⑥。二是
以日为主，日本尤其希望海上自卫队能拥有核潜艇，若核潜艇方案难以实现，就应仿效以色列海
豚级潜艇，搭载射程为 3000 公里左右的核常两用导弹，发挥地区级武器功能。

此外，未来美日还将加速落实延伸威慑协议与美日防卫指针共同计划的关联工作，并以这些
计划为基础，把西太区域包括关岛美军基地的战略核武器纳入印太联盟延伸威慑的作战计划中，

包括驻日、驻韩美军、印度太平洋军、战略军等交叉参与的共同演习、常规训练和实战课题研究
将日益制度化，打造亚太版 “北约”的趋势愈发成型。对于上述美日方面的外交、军事 “两
手”，中国也应做好充分的“两手”准备。

第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确立系统应对包括核威慑在内的美西方安全挑战的综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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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U. S. Joint Statement on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 NPT) ”，https: / /www. mofa. go. jp /

press / release /press3e_ 000308. html.

“Japan-U. S.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Strengthening the Fre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Order”，https: / /www. whitehouse. gov /

briefing － room /statements － releases /2022 /05 /23 / japan － u － s － joint － leaders － statement － strengthening － the － free － and － open －

international － order /.

「核共有議論、首相は否定「法体系から考えても難しい」参院予算委」、『朝日新聞』2022 年 3 月 3 日。

2017 年 9 月，冲绳县市民团体组织向冲绳县议会提出“关于核储藏疑惑的请愿”，称据相关人员证言，现在冲绳嘉手

纳弹药库等地有可能仍储藏有近 1300 枚核武器，请求县议会进行相关核查。

「日米新ミサイル配備協議 米のIF条約離脱受け」、『朝日新聞』2019 年 10 月 22 日。

兼原信克 「ウクライナ戦争で突きつけられた日本人にとって不都合な核の真実」、http: / / gendai. media /articles / － /

9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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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当前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中国面临着外部势力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的新斗争。冷战
时期，美国针对苏联制定和实施了以遏制观念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政策，核武器、同盟、心理战、

隐蔽行动和谈判共同构成了这一战略及政策的组成部分。俄乌冲突使我们更加看清了当今时代融
合外交、信息情报、经济、军事等多要素的 “DIME” ( Diplomacy Intelligence Economy Military)

综合型战争的本质。现阶段，有关美日“核共享”的言论虽然时隐时现、虚实参半，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政治宣示大于政策宣示意义，但是，对于尚未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国来说，需要从战略高度认
识这一新变化的端倪，在工作部署中，以西方新冷战联盟、美日核合作与日本战略性外交等多层
次、多维度的认知方式，把握和应对这场未来之变。

第四，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促进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动国际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中
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在国际上就是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和
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历史上美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给发展中国
家带来了深重灾难，今天的美日核共享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翻版。2022 年 5 月，美国社
会主义杂志《每月评论》主编约翰·福斯特 ( John Bellamy Foster) 在评论美国等核大国仍在制
造新的核威胁时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在有限的全球环境中对无限扩张的资本积累和帝国权力的
非理性追求”“对这种无限威胁唯一可能的回应，是一切根植于生态与和平的全球性革命运动，

以扭转目前对地球及其居民的系统性破坏，并提供一个实质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世界作为替代
方案，即社会主义。”① 这一主张与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契合的。在这方面，不仅
要加强实践，还要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争取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展
示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反对一切形
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过程中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 金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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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乌克兰危机可能升级成美俄核对抗》，观察者网 2022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