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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80年日本国家战略
流变中的海洋战略

陈 刚 杨伯江

［摘 要］战后 80年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探索期、论争期、焦虑期等发展阶段，呈现出从以“经济立国”为中

心，到以“大国化”目标为导向，再到以“泛安全化”转型为趋势的流变特征。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身份建构、

战略思维转换、战略目标设定、战略资源配置、战略体系策定等方面与国家战略多维立体深度嵌合。日本海

洋战略发展呈现突出的摇摆性特征，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和战略选择中最恒久、最重要的外部

观照。冷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理论基础发生从主张多元共生、和平共处到突出海陆异质、对立对抗的方向

性转变，战略目标的中国针对性日益明显，呈现出“去中国化”“与中国异质化”“将中国敌人化”的基本特征。

日本战略转型的非理性化、非科学化发展趋势，已成为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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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资助项目（GZB2023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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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所长暨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07）

国家战略通常指一国为增进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综合开发、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国

家力量的总体方略。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家力量、国家政策是构成国家战略必不可少的基

本要素。国家战略一般由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分领域战略构成的综合性战略体系

做支撑，可分为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两个层面，国际战略是国内战略的延伸，内外战略的统合

构成整体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稳定性等特征，对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发

展方向起到规定性、引领性作用。科学的国家战略需要正确评估国内外环境的实际情况，顺

区域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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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历史发展大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维护和增进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契合战略目

标和战略手段相协调的基本原则。［1］

海洋战略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和利用海洋。于四面环海的日本而言，如何认识和利用海

洋深刻影响着其国家走向。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在应对海防危机中，形成海洋国家意识，对海

洋的利用发生由守转攻的方向性变化。明治维新后，向海洋寻求生存空间成为日本扩张国家

利益的重要手段。二战后，国际形势变动不居，日本国家战略几经调整，“海洋国家”构想逐渐

成为推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内生力量。冷战后，日本国家走向呈现出国家战略安全化、安

全战略海权化、地缘战略印太化趋势，海洋战略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中心和重点。

随着日本海洋战略重要性的提升，中外学界都予以重点关注。日本学界的研究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2007 年以前，日本学者、智库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日本的海洋文明属性、海洋国家身

份认同、海洋战略构想以及涉海战略体制机制等，其目的是推动政府从国家层面确立集中统

一的海洋战略。［2］2007 年，“海洋立国”战略正式确立后，日本学界的研究开始转向海洋战略法

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海洋军事力量建设、中国海洋战略对日本海洋安全的影响、国际海洋秩序

建构与日本的角色等问题。［3］中国学界的集中研究开始于 21 世纪初，彼时学界对日本国内海

洋文明论中的消极民族主义倾向、排他性特征、对抗性特点进行了及时批判，对海洋文明论的

政治化进程进行了跟踪研究。［4］2010 年后，学界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日本海洋战略的政策体

系、体制机制、基本计划及其对中日海洋关系的影响。［5］近年来，随着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转

型特征日益突出，学界研究重点也转向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发展、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

型等问题。［6］欧美学界的研究虽然不多，但在战后日本海军建设、海洋安全战略等问题上有重

要研究成果，值得参考借鉴。［7］

整体而言，先行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在议题选择上有明显时代特征，不同时期侧重点各

异，缺乏长时段、跨学科的综合性、贯通性研究，未能全景式呈现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演进历

程，对日本海洋战略同日本国家战略的关系亦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先

行研究基础上，综合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战后 80 年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历程中，厘清

日本海洋战略发展演变的多元面向，深入分析日本海洋战略与日本国家战略的关系，以期更

加准确把握日本国家战略、海洋战略的基本走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经济立国”战略下的“海洋国家”构想

（一）国家战略探索期的“经济立国”战略

不同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分领域战略，日本海洋战略自形成之初便具有综合

性特征，深刻影响着其整体国家战略走向。江户时代末期，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知

识精英在应对海防危机中逐渐形成海洋国家意识，呼吁幕府重视海洋利用，主张仿效荷兰、英

国等，强化海军力量，发展海外贸易，开拓海上航路，扩张海外领土，向海洋寻求生存空间。明

治维新伊始，日本确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目标，知识界的“海国”构想转化

为国家的系统性战略实践。自明治维新至二战战败的 78 年间，日本以军事战争为主要手段，

举全国之力，北出向陆，南进向海，妄图构建横跨海陆的“大日本帝国”。期间，日本虽取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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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局部性战术胜利，但因国家目标和国家力量的不匹配性、战略目的的非正义性、战略手

段的残暴性，最终走向全局性战略溃败。

战败后，日本不得不根据内外形势变化，探索新的国家发展方向。彼时，日本国内经济衰

败、物资匮乏、能源不足、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国外面临同盟国的战后处置，邻国对

日本的敌视和仇恨难以短期消解，“残忍暴力”“好战民族”“军国主义”的国家形象根深蒂固。

1946 年 5 月，吉田茂成为战后日本第一位首相，在综合研判内外形势基础上，重新设定国家目

标。吉田茂认识到战后不仅亚洲邻国，即使“盟国似乎都把日本看作破坏和平的好战民族”。

为改变日本国家形象，吉田茂支持在 1946 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中加入“永远放弃以国权发

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等条款，以“和平宪法”形式塑造日本“和平国

家”形象。国内政策上，吉田茂主张暂时放弃军事力量，专心发展经济，将实现“经济自立”确

定为战后日本最优先的国家目标。

战后初期，吉田茂长期执掌日本政坛，至 1954 年 12 月，先后五次出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卸

任后，其执政时期所形成的“重经济，轻军备”“军事依赖美国，外交追随美国，集中发展经济”

等路线方针，被其门生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以及其他日本首相所继承，对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

向具有长期规定性作用。这一时期，和平主义是日本主流社会思潮，“陆权论”“海权论”等词

语一度被视为对外侵略理论而受到贬斥。“战略”“地缘战略”“国家战略”等词语也一度被视作

禁语而鲜有使用，自 1947 年 5 月日本第一次国会召开至 1969 年的 23 年间，“国家战略”一词也

从未在国会讨论中出现过。［8］虽然吉田茂本人并未使用“战略”一词概括其政策主张，但其执

政期间所形成的路线方针，因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引领性等国家战略特征，可视为战

后日本第一个具有标识性的国家战略。日本国家战略得以从战前“军事立国”平稳转向“经济

立国”。［9］

在“经济立国”战略下，日本对海洋的利用多为策略性而非战略性。吉田茂认为，“日本是

一个海洋国家，需要通过海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因此，他将发展海洋通商贸易作为加

强国际经济合作，恢复日本经济的重要举措，将海洋贸易“重点放在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

历史关系也很深的英美两国之上”。［10］这与战前吉田茂重视贸易利益，强调与英美协调的主张

基本一致。对于保护海洋贸易所需要的海军建设和制海权掌控，吉田茂认为只要美国掌控了

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就不需要大量的军队。［11］在“吉田路线”下，日本对海洋认识和利用重点

在发展海洋通商贸易，获取海外贸易利润，隐蔽了战前海洋国家理念中谋取制海权，扩张海洋

疆域的侵略对抗成分。发展海洋贸易成为日本“经济立国”战略下的重要政策工具。

（二）拓展战略视野的“海洋国家”构想

“经济立国”战略使日本经济迅速恢复。1950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为 250 亿美元，

位居资本主义世界第 7 位，至 1968 年，日本 GNP 增长至 1419 亿美元，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 2

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2］“经济自立”目标达成后，“吉田路线”局

限开始显现，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开始酝酿新的国家目标。

1964 年，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在肯定吉田茂“经济立国主义”所取得经济成就和政治贡

献同时，指出“吉田路线”战略缺陷。一是防卫和外交上对美国过度依赖和追随，阻碍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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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防卫政策和外交政策发展，对美从属扼杀了日本同其他价值体系国家交往的可能性，国

际交往空间变得狭窄。二是国民精神上沉浸于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成就，失去了向海外世界

开拓发展空间的广阔视野和行动意愿，无论是国内精英，还是一般国民，都陷于锁国时代的岛

国式狭隘思维，丧失了对日本未来发展目标的思考能力。［13］

高坂正尧在充分总结“海洋国家”英国的成功经验，系统反思战前日本的失败教训基础

上，提出了日本的“海洋国家”构想，认为日本应该突破岛国式狭隘思维，以“海洋国家”的思维

视野，积极发展自身独立力量以应对全球化趋势。对于具体国家发展政策，高坂正尧认为日

本应降低对美国军事依赖，弱化同美国的军事联结，在维持最小限度军备同时，通过强化外交

能力，增强军事抑制力和自主防卫力。明确自身既非东洋也非西洋的身份，增强在世界政治

舞台的活跃度。鼓励国民、企业走向海外，发扬海洋通商国民特点，制定以援助形式开发“发

展中国家”的中长期政策。积极开发海洋资源，开展大规模海洋资源科学考察，将自卫队预算

三分之一用于海洋调查，以海上自卫队为中心展开对近海的调查，以参与国际科考合作为原

则，展开对世界其他海域调查。积极参与海洋国际秩序建设，守护日本国民利益。［13］

整体而言，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构想契合于当时日本的国家发展状况，准确把握了国

际政治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高坂从文明史高度，以“海洋国家”为基点，重新界定了日本在国

际政治中的位置，解决了战后日本关于自身身份认同和国际政治定位的困惑。高坂从理性务

实的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回答了战后日本政界、学术界关于国家发展方向是实行资本主义还

是社会主义、是片面媾和还是全面媾和、是修宪还是护宪、是再军备还是非武装、是日美同盟

还是永久中立的路线论争。高坂的构想反映出其对经济高度成长后日本社会失去忧患意识，

国民精神陷于空虚的担忧，以及对日本增强外交等战略自主性的期待。［13］

从战略实践看，高坂正尧的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对日本国家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

面高坂本人著作等身，学问深厚，他与卫藤沈吉、萩原延寿、永井阳之助等学者推动了现实主

义思想在战后日本的发展，使其稳居日本政治思想界主流地位。作为政府的高级智囊团成

员，高坂先后担任“冲绳返还与基地问题研究会”委员、“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研究会”干事、“环

太平洋合作研究会”政策研究员、“和平问题研究会”主席、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等职

务，深度参与日本政府的对外决策。同时高坂还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国

际知名高校、智库交流访学，在欧美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不仅如此，高坂长期执教于京都大

学，其门下弟子及受其思想影响者名人辈出，中西宽、五百旗头真等作为政府智囊直接影响日

本对外政策，坂元一哉、户部良一、田所昌幸、中西辉政等在日本学界影响力较大，出身于高坂

研究会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也极其推崇高坂正尧思想，高度评价其“海洋国家”构想的

影响。由是，高坂正尧的政治思想和国家构想得以在战后保持长久影响力和强大生命力。［13］

（三）追求独立自主国家战略的初期实践

受此影响，1960 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也开始在维持“吉田路线”基本战略方向基础上，增

强战略自主性，拓展更广阔的战略空间。

在安全保障上，日本开始强化自主防卫能力。1967 年，日本国防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第

三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强调在日美安保体制内，根据内外形势变化、国力增长、国际地位提

57



NORTHEAST ASIA FORUM

东北亚论坛 2025年第 3期

高等情况，充实加强“陆、海、空”三军，推进技术研发，适当实行装备国产化，培育自主化国

防。［14］1970 年 3 月，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表示，日本要从过去单纯对美依赖和无原则依靠中

摆脱出来，明确自身防卫责任，站在日美实质对等地位，推进以“自主防卫为主，日美安保体制

为辅”的防卫战略。［15］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逐步突破意识形态对立，缓和与亚洲邻国关系。1972 年 9 月，首相田

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1977 年 8 月，福田赳夫访问东南

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演讲，表示日本决心不做军事大国，将与东南亚建立心与心相互

信赖关系，以对等合作者身份，积极协助东南亚发展。［16］1970 年代，日本的独立自主多元外交，

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与亚洲邻国关系裂痕，极大拓展了日本国际交往空间。

在海洋开发上，日本制定了中长期海洋开发方案。1960 年代，日本政府成立“海洋科学技

术审议会”，旨在推动海洋资源开发和政策研究，日本智库、高校等机构纷纷提出海洋开发政

策报告。1971 年，日本政府将“海洋科学技术审议会”更名为“海洋开发审议会”。1973 年，审

议会向日本政府提交《我国海洋开发推进的基本构想及基本方案》，开始有序且有计划地开发

海洋资源。

（四）主张多元共生的国际海洋合作理念

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以海洋为舞台推动跨区域海洋合作，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太

平洋经济文化圈”等海洋圈域合作构想，谋求在国际海洋秩序构建上的主导权。

1965 年，一桥大学经济学部小岛清教授提出，太平洋地区经济发达国家应仿效欧洲共同

体，建立太平洋经济圈。1968 年，小岛清受外务大臣三木武夫委托，组织“太平洋自由贸易开

发会议”（PAFTA），主张以美、加、日、澳、新五国为中心，组成民间协商机构，推动亚太地区经

济合作。［17］1978 年，首相大平正芳正式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成立日本环太平洋合作研究

小组，高坂正尧等担任该小组政策研究员。1980 年 5 月，该小组提交政策报告，主张建立包括

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在内的合作关系，在亚太地区协调生产发展、合作

开发资源等。［18］

1978 年，中曾根康弘也在其《新保守理论》中将构建“太平洋经济文化圈”作为日本未来发

展方向。中曾根指出，从世界史发展趋势看，文明逐渐向边境转移并形成新的文明圈。历史

的指针从地中海文明转向大西洋文明，当前正在进入太平洋文明时代。从地缘政治看，日本

是海洋国家，与中国、苏联等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家不同，日本和英国都是由于缺少资源必须向

外利用海洋，通过通商贸易生存的海运国家，具有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特征。日本需要利用

自身代表亚洲文明的海洋国家特性，发挥亚洲所孕育的精神文化，利用亚洲多元共生智慧，调

和西方一元对抗的“原色文明”，以太平洋为中心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19］

这一时期，日本提出的海洋圈域合作构想秉持多元共生、和平共处基本理念。对于中国

和苏联在“太平洋经济文化圈”中的位置，中曾根康弘认为，虽然当前中苏两国加入“太平洋经

济文化圈”是困难的，但期望作为友邻，推进友好关系，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建立共存的长期稳

定关系，并对未来中苏两国正式参与表示欢迎。［19］1980 年，大平正芳首相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也

表明，环太平洋各国之间合作绝非为了建立排他性国家集团，其最终目的是造福于太平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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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及最大限度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幸福和繁荣。［20］

自 1946 年吉田茂上台到 1982 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首相，日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重经

济，轻军备”“军事依赖美国，外交追随美国”的“吉田路线”，该路线对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

起到长期规定性作用。1960 年代，“经济立国”目标达成后，日本精英试图以“海洋国家”构想，

突破“吉田路线”局限，寻求防卫、外交自主，拓展战略视野，开拓国际交往空间。在国际战略

上，日本通过主动谋划海洋圈域合作构想，推动国际海洋合作，谋求在国际海洋秩序建构中的

主导权，塑造有利于己的外部环境。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国家战略相对理性，其对自身国

家力量的认知和国家目标的设定相对客观，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以重视经济合作为重点，以

和平共处、多元共生、开放包容为理念，对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二、“大国化”目标下的“海洋立国”战略

（一）国家战略论争期的“大国化”目标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向好。1988 年，日本 GNP 达到 3 万亿美元，占全球比

重上升至 15%，与美国和欧共体呈鼎立之势。经济的巨大成就让日本国民心理极度膨胀，谋求

成为一流的“世界大国”成为日本朝野的普遍诉求。

1982 年 11 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1983 年 1 月，中曾根在国会施政演讲提出“占世界经

济 10% 的，自由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21］1983 年 9 月，中

曾根提出“国际国家”战略构想，要求日本发挥自身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为世界做贡献。

1984 年 6 月，中曾根在英国发表演讲，称推进拥有自由民主共同价值观的“美日欧”三极政治经

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是日本的基本国策。［22］1990 年，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提出日

美欧应构建“三极体制”，共同领导世界。［23］在 1991 年 11 月《朝日新闻》针对普通国民进行的舆

论调查中，有 52% 的受访者认为，今后日本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还要在政治方面，在国际社会

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有 72%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亚洲领袖。［24］

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内外环境却急剧恶化。经济上，1991 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1993 年，出现泡沫崩溃后的首次负增长。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剧日本经济萧条，

1998~1999 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25］政治上，随着冷战结束，日美在战略和安全上暂失

敌手，相互矛盾加剧，一度陷入“同盟漂流”状态，同盟关系面临比贸易摩擦时期更严峻的考

验。［26］国际上，种族冲突多点爆发、安全热点轮番涌动，日本战略精英很快意识到，冷战后的世

界远比预想的要更为艰险、复杂。［9］

面对国内外形势剧变，日本国内围绕未来国家发展方向展开激烈战略论争，出现“大中

小”三类国家战略构想。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认为，日本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必须

先成为“正常国家”，摆脱战后体制和“和平宪法”束缚，不仅作为经济大国，更要成为政治和军

事大国，在东亚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27］政治评论家船桥洋一认为，日本应从传统经济大国

或军事大国思维转向“民生大国”思维，将国家发展核心目标放在提升国民福祉上，摆脱对美

过度依赖，积极发展地区外交，参与国际合作。［28］先驱新党党魁武村正义认为，日本应该认清

自身国家力量减弱的事实，将“小而闪光”作为国家目标，提高政府效能和国民生活质量，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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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环境问题，通过多边合作和提升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反对过度依赖军事力量。［29］庆应

大学教授添谷秀芳认为，日本属于“中等国家”而非能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应采取多边主义

而非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做国际事务协调者，推动地区合作，避免走军事化道路。［30］

应该说，船桥洋一、武村正义等人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力量的认识和国家目标的设定是理

性的，更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但日本国家走向却并未沿着这条理性路线展开。随着经

济的长期低迷，日本国内弥漫着对未来失去希望的悲情自危氛围，苦闷压抑的国民情绪急需

找到宣泄出口。在高昂自负与悲情自危的民族情绪相互缠绕中，在极度膨胀又高度敏感的国

民心理刺激下，日本社会思潮发生重大转向，和平主义结构性回落，新民族主义逆势高涨。［31］

日本政治家也敏锐察觉到，“让日本成为一个国民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的、正常的现代自

由民主国家”已成为选民对统治层的最大期待。［32］由是，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理性的国

家战略构想被淹没，日本统治阶层在日趋右倾化的社会氛围中，坚定又执拗地追求着日益与

国家力量不相匹配的“大国化”目标。

（二）构建大国身份的“海国日本”思想

在“大国化”目标战略酝酿转型阶段，“海洋国家日本”思想再次成为日本知识和政治精英

关注的焦点，成为日本构建“大国”身份认同的重要理论来源。

1997 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川胜平太出版《文明的海洋史观》，认为“大陆世界”

代表“农业文明”，是“过去了的时代”，“近代国家”则是从“海域世界”产生。正如世界的近代

是从欧洲海洋航行开始，亚洲的近代也是从海域世界产生，海域世界是亚洲近代文明引路者，

处于亚洲海域世界的日本文明是亚洲近代文明的起源地和“标尺”。川胜平太提出了 21 世纪

日本的国土构想，将从日本列岛出发，跨越朝鲜半岛、环中国海至东南亚、澳大利亚北端的半

月形大圈，称为“丰饶的半月弧”，认为 21 世纪的日本是浮现在西太平洋“丰饶半月弧”上的

“庭园之岛”，是太平洋文明的主要担当者，未来的亚洲也将是以日本为轴心的亚洲。［33］

2000 年，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副校长白石隆在《海的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提出“日本究

竟是不是属于亚洲”“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问题。白石隆将亚洲分

为“海洋亚洲”和“大陆亚洲”，认为“海洋亚洲”是对外开放的亚洲，是由交易网络联结起来的

资本主义的亚洲，“大陆亚洲”则是乡绅和农民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海洋的日本”不在

亚洲，“大陆的中国”当然在亚洲。两千年来，“海洋日本”与“大陆中国”的关系就是“不在亚洲

的日本”一直在摆脱一个“在亚洲的中国的殖民化”过程。［34］

1998~2001 年，日本国际论坛在日本财团支持下，联合政界、学界、经济界、媒体界人士组成

“海洋国家”研究小组，以“日本的认同：既不是西洋也不是东洋的日本”“日本的战略：从岛国

到海洋国家”“日本的战略：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为主题，对

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身份认同、战略选择、战略路径、战略目标等进行为期四年的系统研

究。研究小组强调日本应突破岛国的局限，以“海洋国家”身份，谋划 21 世纪日本的大战略，积

极参与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的构建。在“海洋国家”研究出版物的封面上，研究小组以“日本

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为宣传口号。［35］

从理论主张看，这一时期的“海洋国家日本”思想出现许多非理性成分。正如国内学者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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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璗所批判的那样，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是用虚构的“纯粹的日本文明”，制造日本是亚

洲近代的“灯塔”的神话，是一个针对“中国文明”的宣言，是一种完全的“反中国文明”论说。

“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的鼓吹者缺少文化的知识和教养，丧失了学术理性和学术良知，从学术

层面堕落为“政治的玩偶”。这种异化的“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理论，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

观念和“大东亚共荣圈”“日本轴心论”等军国主义思想的复活，包含着封建的“大和魂”精髓，

对东亚、东南亚和平具有极为严重的挑战性和进攻性。［36］

（三）支撑大国目标的“海洋立国”战略

21 世纪后，这一包含封建“大和魂”，潜藏军国时代余毒的“海洋国家日本”思想，在日本政

治和知识精英推动下，完成政治化、战略化转型，上升为“海洋立国”战略，成为日本“大国化”

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

2002 年 5 月，日本财团向政府提出《21 世纪日本海洋政策建言》，建议制定《海洋基本法》，

确定海洋国家的基本理念、政策体系，整合海洋相关行政机构，推动政策施行。［37］2004 年，海洋

政策研究财团主任研究员今井义久建议政府尽早成立国家综合海洋政策机构，以更好将海洋

立国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38］2005 年 11 月，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理事长秋山昌广将智库建言

《面向 21 世纪的海洋政策提案》呈送给时任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建议政府尽快制定《海洋基

本法》以及完善与海洋相关的行政机构，实现“海洋立国”的基本理念。［39］2006 年 4 月，日本成

立以石破茂为主席的超党派“海洋基本法研究会”，研究制定《海洋政策大纲》和《海洋基本法

概要》。［40］2007 年 4 月，日本众、参两院先后审议通过《海洋基本法》，并于 7 月正式生效。［41］《海

洋基本法》的颁行标志着“海洋立国”战略正式被纳入日本的国家战略体系。

“海洋立国”战略确立后，日本开始重新配置国家力量，整合国家资源，完善国家政策，推

动战略实践。2007 年 7 月，首相安倍晋三下令成立直属于内阁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由首相

亲自担任本部长，全面统筹海洋战略的实施，负责制定《海洋基本计划》，统合中央各省厅涉海

部门的协调协作，综合推进各项海洋政策的顺利实施。［42］“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内设“参与会

议”，由首相任命的智库、高校等机构专家组成，负责审议海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情况，并向首

相陈述政策建议。［43］2008 年 3 月，日本正式公布第 1 期《海洋基本计划》，该计划阐明了“海洋立

国”战略的宗旨目标、基本理念、政策方向、权责归属。［44］在第 1 期《海洋基本计划》执行期，日

本通过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推动海洋资源开发、设定海洋环保区、强化领海安全保障。通过综

合开发、集中配置、有效运用国家力量全面推动海洋战略的实施。［45］

扩大海洋疆域是日本“海洋立国”战略的重要目标。2008 年第 1 期《海洋基本计划》实施

后，日本通过向联合国提交大陆架延长申请、离岛调查、无名岛命名与保护、低潮线保全等措

施，不断扩大海洋疆域范围。日本单方面扩大海洋领土的行为严重侵害周边邻国的国家利

益。2012 年 1 月 16 日，日本宣布正在对划定“专属经济区”基点的 39 个无名离岛命名，其中包

括 7 座钓鱼岛附属岛屿。［46］此举严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1 月 30 日，我国外交部对日本的命名

行为提出严正交涉，称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47］

3 月 2 日，日本公布包括钓鱼岛在内的 39 个无名岛名称。同日，我国国家海洋局、民政部联合

公布钓鱼岛及其 70 座附属岛屿名称。［48］3 月 3 日，我国外交部再次重申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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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权。［49］日本“海洋立国”战略内含的激进举措给中日关系带来严峻挑战。

（四）转向对立对抗的国际海洋秩序构想

冷战后，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海洋国家日本”思想也发生方向性转变。不再强调

多元共存、和平共处而是突出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异质性和对抗性，主张通过加强海洋国

家联合，共同应对所谓“大陆国家”挑战。以海陆对立、遏制中国为核心的“海洋国家”思想，深

刻影响了 21 世纪后日本的国际战略选择。

对于 21 世纪国际海洋秩序，白石隆曾指出，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至 50 年代初，美国在亚

洲构筑的新秩序，将“大陆亚洲”的农本主义秩序封锁在中国大陆之内，在“海洋亚洲”领域内

把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东南亚与美国联结起来，该新秩序对日本来说十分安泰。对日本而

言，未来要加强与“海洋亚洲”联合，确保现有亚洲秩序稳定，扩大日本行动自由。［34］日本国际

论坛“海洋国家”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随着美国权力的衰落和中国实力的增长，日本

将被迫在臣服美国或中国之间做选择，面对这种两难，日本除了增强自身实力别无他途，日本

首先要确定其独立于西方（美国）和东方（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目

标。在“海洋国家日本”的战略目标上，研究小组认为，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洋同盟，以日美

同盟为基轴，遏制中国，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日本就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历史使命。［35］

2006 年 9 月，安倍晋三首次当选首相，上述秩序构想逐渐转化为战略实践。安倍晋三在上

台后的首次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现在是日本外交转向基于新思维的主动外交的时候了”。［50］

同年 11 月，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 166 届国会上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目标是在欧亚大

陆外围形成一个弧形的，基于民主、基本人权、市场经济、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富裕且稳定地

区。［51］2007 年 8 月，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两洋交汇”概念，宣称“太平洋与印

度洋正成为自由与繁荣之海，一个打破原先地理疆域后扩大的亚洲轮廓正在呈现”。安倍晋

三呼吁作为印度洋大国的印度和太平洋大国的日本携手应对挑战，积极倡导日、美、印、澳应

联合成为海洋安全的稳定器。［52］可见，此时日本将海洋国家身份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捆绑，以构

建跨区域海洋联盟为抓手，遏制所谓“大陆国家”的战略图谋已初步显现。2007 年 9 月，安倍晋

三辞职下台，这一构想也被暂时搁置。

自 1982 年中曾根康弘上台至 2007 年安倍晋三首次下台，日本经历内外形势剧变，国民心

理急剧起伏、社会思潮急遽转向，国家战略在长期论争中，逐渐确立“大国化”目标导向型国家

战略。在此背景下，“海洋国家日本”思想成为冷战后日本构建大国身份认同的重要理论来

源，“海洋立国”战略成为支撑日本大国目标的重要政策载体。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刺激

下，日本国家战略呈现出诸多非理性倾向，主导亚洲的国家目标与日益弱化的国家力量之间

的落差逐渐加大。海陆对立的地缘政治思维、遏制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不仅让日本国家资

源力量配置失衡，更给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三、“泛安全化”转型中的“联海遏华”行动

（一）国家战略焦虑期的“泛安全化”转型

2008 年后，国际形势继续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蔓延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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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日本经济深受其害，受挫程度甚至超过危机震源地的欧美国家，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

济衰退。［53］与之相对，中国则较快摆脱危机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10 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实力对比逆转，让试图主导亚洲，同

时对自身外部环境变化高度敏感的日本陷入长期战略焦虑状态。日本逐渐将中国定位为“前

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家战略呈“泛安全化”转型趋势，对华政策日益极端化。

2012 年 12 月，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开始近 8 年长期执政。在任期间，安倍全方

位、多议题交叠推动国家战略安全化转型，其中强化国家安全保障力量，遏制中国复兴发展成

为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突出特征。2013 年 12 月，安倍内阁正式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其

常设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通过日本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组织和战略规划上

加强首相官邸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统筹决策权。2014 年 4 月，安倍内阁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

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面放宽日本武器出口限制。同年 7 月，以“武力行使三条件”取

代“自卫权行使三条件”，扩大使用武力解释空间。2015 年 7 月，国会审议通过安倍内阁提交的

《自卫队修正案》《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国际和平支援法案》等安保相关法

案，实质性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内法律限制。2018 年 12 月，日本发表新版《防卫计划

大纲》，加快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2022 年 12 月，岸田文雄继承安倍遗志，推出新版《国家

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简称“安保三文件”），强调通过提升综

合国力维护日本安全利益，加强“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建设”，提高防卫预算占 GDP 比重，将经济

安保纳入国家安保体系，将中国确定为日本“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安保三文件”的发布

标志着日本已实质性摆脱了战后“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展限制，实现了安全战略由“守”转

“攻”的根本性质转变。［54］

（二）作为安全化转型综合性载体的海洋战略

在安倍晋三推动的国家战略转型中，海洋战略成为追求大国目标、整塑国家力量、强化

军事防卫最重要的综合性战略载体。安倍时代日本对海洋的综合性、战略性利用主要有以下

特点。

一是强化“海洋国家”身份认同，扩大国家利益范围。2013 年，安倍内阁在日本首份《国家

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将自身定位为“四面环海，拥有广阔专属经济区，海岸线漫长，通过海

上贸易和海洋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发展，追求‘开放稳定的海洋’”的“海洋国家”，将海洋战略作

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年，日本颁布第 2 期《海洋基本计划》，在该计划中

日本已经显露出扩大国家利益范围、推动海洋战略安全化迹象，主张在推进海洋战略同时，着

重应对中国压力。2014 年，日本将 280 个离岛收归国有，［55］增加命名 158 个无名岛屿，［56］谋求

海洋疆域扩张，激化与邻国海上争端。

二是渲染海洋威胁，推动社会整体右倾化。 2018 年 5 月，日本颁布第 3 期《海洋基本计

划》，如表 1 所示，从第 3 期开始，计划中海洋安全保障的内容大幅增加，对海洋安全威胁的渲

染不断加大。第 3 期计划从前言部分开始，便强化对日本海洋安全威胁的渲染，称“外国公船

侵入日本领海”“海洋中一方尝试改变现状”“有关国家违反国际法”“外国渔船违法作业”等，

使日本海洋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57］2023 年 4 月，日本颁布第 4 期《海洋基本计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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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洋安全威胁的渲染更加升级，对“威胁”来源渲染的中国指向性更加明确，称“中国海警

局所属船舶侵入日本领海”“中俄舰艇联合航行的对日示威活动”，使日本在领海等国家利益

“受到前所未有的深刻威胁和危机”；“中国在东海尝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在南海以武力

为背景改变现状及其既成事实化”，使日本航路安全威胁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力量平衡变化

加速化、复杂化，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中国军事力量增强，使军事平衡急速变化，安全保

障上的课题广泛化、多样化，仅靠一国力量已难以应对”。［58］将海洋安全困境从周边海域泛化

到国际海洋秩序，将中国塑造为最大的威胁来源。

表 1 海洋安全保障在《海洋基本计划》中比重变化

《海洋基本计划》

海洋计划总页数

海洋安全保障页数

海洋安全保障占比

第 1 期

43

4

9.3%

第 2 期

53

5

11.3%

第 3 期

85

15

16.5%

第 4 期

92

25

27%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是构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体系，整塑有限国家力量，集中强化海洋安保。在第 3 期

《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正式提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概念，并将其置于海洋政策基本方针

的首要位置。如表 2 所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政策体系包括“海洋安全保障政策”和“对海

洋安全保障强化有贡献的政策”两大类。“海洋安全保障政策”根据其政策目标分为“确保领海

国家利益”“确保重要航路安全”“强化国际海洋秩序”三类。“对海洋安全保障强化有贡献的政

策”又分为“基础政策”和“辅助政策”两类，“基础政策”包括：确立海洋状况把握（MDA）体制，

国境离岛保全、管理，海洋调查、海洋观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才育成、理解增进；“辅助政

策”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和海洋环境保全。在政策执行上，“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体系更强调内

阁府、防卫省、外务省、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警察厅等不同部门间的横向合

作，旨在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弊端，整合、重塑国家力量，构建高效海洋安保战略执行体制，使

有限国家资源得到最大化发挥利用。

四是强化琉球海域军事力量部署，构建基地攻击能力，增强对华战略威慑。安倍第二次

执政期间，日本加速在琉球群岛等环中国海域的军事部署。2017 年，在冲绳岛部署航空自卫

队西南航空方面部队。2019 年，在奄美大岛、宫古岛新编多支陆上自卫队地空导弹部队、岸舰

导弹部队和航空自卫队警戒部队，推动多域立体综合作战能力建设。［59］2023 年 3 月，日本陆上

自卫队在石垣岛的首个军事基地正式启用，该基地作为日本在琉球海域的军事前哨，常态化

部署 570 余名自卫队员，部署先进岸基反舰导弹和中程防空导弹，日本称将致力于把包括石垣

岛在内的一连串岛屿基地，打造成其在琉球海域的“不沉航母”。［60］2022 年底，日本发布《国家

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明确将中国定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计划加强“对敌

基地反击能力建设”，以应对所谓中国挑战。这意味着，日本将继续强化在琉球海域军事能力

建设，此举必将加剧中日两国海洋军事对抗性，给亚太海洋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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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体系

政策类别

海洋安全

保障政策

海洋安全

保障基础

强化政策

安全目标

领海国家权益确保

国际海洋秩序维护

航行安全

灾害应对

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海洋状况把握能力

离岛保全

政策计划

提升防卫能力和海上执法能力

构筑情报收集、分析、共有体制

通过外交确保主权、海洋权益

强化与同盟国、伙伴国的合作

强化在重要航路的国际参与

支持航路沿岸国自身能力建设

基于法律强化外交活动

强化战略情报传递

强化政府间的国际合作

强化航行安全、海难救助体制

强化海啸、海潮防灾、救灾体制

推进海洋资源开发

确保海上运输安全

强化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振兴海洋科学技术

强化情报收集体制

强化情报集约、共享体制

加强海洋情报的国际合作

离岛安全的确保、管理与振兴

专属经济区的确保与有效利用

执行部门

防卫省、国土交通省、警察厅

内阁官房、防卫省、防卫省

外务省、农林水产省

外务省、防卫省、国土交通省

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

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

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

外务省

警察厅、外务省、国土交通省

国土交通省

国土交通省、文部省、经产省

经产省、文部科学省、国土交通省

国土交通省

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

内阁府、文部科学省、国土交通省

内阁官房、防卫省、文部科学省

内阁府、国土交通省、防卫省

内阁府、外务省、防卫省

内阁府、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

内阁府、农林水产省、外务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依托海洋安全盟伴网络的遏制中国行动

除国内战略外，日本的国际战略同样以“海洋”为载体展开，通过将“海洋国家”身份国际

政治化，将“海洋国家”认同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捆绑，推动国际战略与海洋战略深度嵌合，以

实现其“联海遏华”的战略目标。其战略实践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海洋安全威胁为噱头，推销“印太战略”，形成“联海遏华”国际联动效应。以“海洋

国家”联合对抗“大陆国家”威胁的海陆二元对立观，是冷战后日本“海洋国家”思想异化的主

要表现，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时期，便将该思想用于战略实践。2012 年 12 月 17 日，安倍在第

二次上台后次日便通过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发表“亚洲安全民主菱形”署名文

章，提出为应对中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自由的威胁和挑战，将优先考虑与美国、澳大利

亚、印度等“民主国家”构建菱形“民主安全联盟”的国际海洋战略构想。［61］2015 年，日本国际问

题研究所受外务省委托对“印太构想”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政策报告，建议日本政府通过扩大

与印度、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在经济、安全、价值观方面的共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转

向，共同应对中国崛起。［62］2016 年８月，安倍在肯尼亚举办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上发表主旨演讲，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声称“日本对于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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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汇负有责任，不允许以实力相威胁，要坚持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

使连接亚非两大陆的海洋成为和平之海、基于规则之海”。［63］2018 年，安倍晋三在国会施政演

说中重点阐述了“印太战略”构想，表示不仅将与美国携手，还将与欧洲、东盟、澳大利亚和印

度携手，牢固确立从环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64］在日本极力推销下，美国、法国、

印度、澳大利亚、荷兰、韩国等也纷纷出台本国“印太战略”，使“印太战略”产生广泛国际联动

效应。

二是强化海洋国家身份叙事，推动价值观外交安全化，制造亚太地区阵营对抗。将“海洋

国家”身份认同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深度捆绑，形成阵营对抗的意识形态基础。通过强化“海

陆对立”“意识形态对立”话语建构，推动价值观外交安全化，制造亚太地区阵营对立。冷战

后，日本“海洋国家”思想被嵌入意识形态对立取向，“印太战略”提出后，日本不断推动所谓

“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将中国定位为与其价值观迥异的“大陆国家”“异质国家”，以价值观外

交拉拢所谓具有“自由民主”特质的“海洋国家”，以共同应对大陆国家“威权主义”挑战为借

口，推动亚太地区的阵营对抗。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快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

利等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推动“北约亚太化”，将域外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引入亚洲，引导美

国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对接，实现“亚太北约化”，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谋取阵营对抗“前

沿红利”的战略目的。

三是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试图在海洋形成对中国的安全围堵之势。日本在强化日

美同盟海权属性同时，加强同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等双边安全合作，推动

日美澳、日美印、日美韩、日澳印等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升级，强化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

制”（QUAD），以大双边、小多边相互嵌合方式，构建跨区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洋盟伴体系。

在日本鼓动诱导下，日美同盟在中日海洋问题上的适用范围被逐渐扩大，美国先后表明《日美

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协防条款适用于钓鱼岛，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升日美海上联合

作战能力，同盟的海权属性愈发明显，中国针对性日益增强。［65］通过积极运筹其他双边、小三

边及美日印澳四边等多层次安全机制，日本不断在国际舞台炒作东海、南海等海洋议题，积极

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在应对所谓中国“攻击性”行为上的协同合作。与此同时，日

本还在东南亚地区积极推进由日本主导的东南亚海洋安全联盟网络，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开展

“体系化防卫合作”，将南海问题作为关键抓手，深化与东南亚的海洋安全合作。［66］

2024 年 4 月，岸田文雄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演讲中岸田继续将中国视为日

本及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称日本将与美国并肩作战，并通过与

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之间的三边和四边合作，以及与七国集团和东盟的合作，形成

多层次的区域框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67］岸田的演讲体

现出日本一贯的“联海遏华”战略思维。

自 2012 年 12 月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至 2024 年 9 月岸田文雄下台，日本国家战略呈现全方

位安全化转型趋势。在安倍晋三的强力领导下，日本已实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

展的束缚，海洋战略成为国家战略转型最重要的综合性载体，中国被定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

和战略挑战。国内层面，日本通过渲染中国海洋威胁，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泛化民众对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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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推动社会整体右倾化转向，为突破军事限制，扩张军备力量提供口实、制造舆论。通过构

建综合海洋政策体系，有效配置国家资源，集中强化海军力量，实现对有限国家能力的最大化

利用。国际层面，通过夸大海陆文明异质，鼓吹海陆二元对立，混同海洋国家身份与自由民主

价值观，推动所谓价值观外交。以“印太战略”为抓手，推动海洋战略国际联动性，构建排他性

“海洋安全盟伴体系”，制造亚太地区阵营对抗，以弥补自身综合国力相对下降与对华博弈战

略劣势，维持其日益模糊的“大国化”残梦。安倍时代，日本国家战略非理性成分日益增强，国

家目标和国家力量的错位匹配日趋显现，究其根源在对中国复兴的心理失衡，对自身国力下

降的选择性无视、对主导亚洲目标的执拗坚持。日本国家战略安全化转型带动社会整体右倾

化转向，激活军国主义历史传统，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因素。

（四）当前日本战略理性复归端倪与审慎研判

2024 年 10 月，石破茂当选为日本新任首相。石破上台后，日本对华认知有理性回归趋势。

2024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石破茂，

重申“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重要共识，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

关系和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68］12 月 25 日，日本外相岩屋毅应邀访华，在访前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日本过去曾实施了错误的国策，不能再重蹈覆辙，要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69］

此后，两国各层级展开了一系列密集互动，重启多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两国关系回归正常轨

道。与此同时，石桥湛山等政治家的“小国日本”思想再次被当前日本政界、知识界所关注。［70］

日本国内政治精英对自身国家力量认知、国家目标设定似乎出现理性复归倾向。这种对国家

战略理性回调端倪，不仅对日本自身长远发展，对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及亚太地区和平发展都

是有益的。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当前日本已实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其军事发展束缚，社会整体

右倾化局面并未有效改善。日本对中国“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定位没有改变，扩张军备的

步伐不会停止，“联海遏华”的战略思维和行动仍在继续。2025 年 1 月 9~12 日，石破茂访问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1 月 14~15 日，岩屋毅访问菲律宾，强化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应对共同的

海洋安全挑战”，仍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主要议题。日本表示将继续在“政府安全保障

能力强化支援”（OSA）框架下，强化对东南亚国家军事援助，以增强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71］1

月 21 日，日美印澳在华盛顿召开“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四国外长在会后联合声明中表示“强烈

反对凭借力量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再次确认将加强合作应对中国，致力于实现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72］2 月 7 日，石破茂访问美国，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

在联合声明里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无端指

责。关于台海问题，声明提到“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这是日

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出现类似表述。［73］

总之，当前中日关系虽有缓和迹象，但也需要认识到，日本国家战略安全化转型的基本方

向难以根本性改变。日本在军事安全上的动向，尤其是海洋安全动向仍需动态跟踪、高度警

惕。我国需对运筹中日关系的长期性、反复性、艰巨性有充分认知，对日本国家战略、海洋战

略转型的破坏性做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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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战后 80 年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探索期、论争期、焦虑期等发展阶段，呈现出从以“经济立

国”为中心，到以“大国化”目标为导向，再到以“泛安全化”转型为趋势的流变特征。在此期

间，日本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发生了方向性转变。“经济立国”战略下，日本以海洋国家身份发

展海外贸易，拓展战略思维，追求战略自主，推进以多元共生、和平共处为理念，以经济开发为

重点的国际海洋合作。“大国化”目标导向战略下，日本以“海洋国家”思想论证自身文明特殊

性、优越性，构建大国身份认同，依托“海洋立国”战略，推动“大国化”进程。这一时期，日本

“海洋国家”思想中的保守民族主义色彩日益突出，鼓吹海陆对立，主张联海制陆的对抗性战

略思维沉渣泛起。“泛安全化”战略转型期，日本将战略重心移至海洋，将战略对手定为中国，

多维度、全要素开发“海洋”的战略价值，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通过将“海洋国家”身份认同

价值观化、将价值观安全化，打造海洋安全盟伴体系，主导构建国际海洋秩序，谋求国际规则

性权力，弥补自身对华战略博弈的国力劣势。

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身份建构、战略思维转换、战略目标设定、战略资源配置、战略体系

策定等方面与总体国家战略多维立体深度嵌合。“海洋国家”身份认同建构包含了对自身国际

地位、文明特质、国民性格、历史经验的系统思考，以及对国家战略思维、战略目标、战略手段

的深层次重构。“海洋立国”战略实施需要各部门的统合协作，以及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

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国力的综合开发、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实现了对国家力量的整合重塑。

“印太战略”的提出和推广，是日本主导构建国际海洋秩序的重要尝试，通过对国家硬实力和

软实力的全要素协调和一体化运用，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作为综合性战略载体，

日本海洋战略的目标早已超越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国内策略性利

用层次，更拓展至对国际海洋秩序建构、国际规则性权力争夺、全球海洋安全格局形塑等国际

战略性布局高度。

日本海洋战略从策定之初便具有突出的摇摆性特征。在身份认同上，始终伴随着是“东

洋”还是“西洋”的迷思，是“岛国”还是“海国”的纠结，是“大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的茫然，

是“亚洲文明”还是“欧美文明”的徘徊。在战略选择上，延续了战前在“脱亚入欧”与“入亚兴

亚”间反复横跳的传统，在“倚美抗中”与“脱美自立”“联海制陆”与“亚洲协调”间左右摇摆。

冷战后，日本身份认同和战略选择在经历新一轮迷茫焦虑后，发生向西洋、向海国、向欧美、向

对抗的方向性转变，其国家战略在高涨的保守民族主义刺激下，向非理性、非科学方向演进，

成为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主要破坏性因素。

中国是日本身份认同构建和国家战略选择中最恒久、最重要的外部观照。冷战后，日本

无论是“海洋国家”文明特性论证、身份认同形塑，还是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海洋安全盟伴体

系构建，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指向性和中国针对性，呈现出“去中国化”“与中国异质化”“将中国

敌人化”的基本特征。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通过对中日两国文明异质性、地缘对抗性的渲染，

通过对“他者中国”的形象臆造，对“中国威胁”的话语利用，积极扩充军备，制造阵营对立，突

破战后和平主义规范，妄图复活军国主义传统。尽管威胁叙事、对抗性话语在当今日本仍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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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未散，中日两国在政治传统和文化基因上存在“相对同”与“绝对异”，两国间仍有诸多纠葛

难解的历史恩怨，但不能忽视两国交往“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的基本特征，两国文明双向

互鉴、文化交融共生的基本底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日本政治精英需要保持战略理

性，客观冷静反思与中国交往的经验教训，走出封闭狭隘的岛国对抗思维，以海纳百川的胸襟

视野，回归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海洋国家”本义，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1 ］ 薄贵利 . 论国家战略的科学内涵［J］. 中国行政管理，2015（7）：70-75；论国家战略的科学化［J］. 国家行

政学院学报，2016（2）：99-105；论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化［J］. 社会科学战线，2024（10）：210-226.

［ 2 ］ 伊藤憲一 . 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西洋でも東洋でもない日本［M］. 東京：フォレスト出版，

1999；21 世紀日本の大戦略——島国から海洋国家へ［M］. 東京：フォレスト出版，2000；海洋国家日本

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M］. 東京：フォレスト出版，2001；栗林忠男，秋山昌廣 . 海の国際秩

序と海洋政策［M］. 東京：東信堂，2006.

［ 3 ］ 太田文雄，吉田真 . 中国の海洋戦略にどう対処すべき［M］. 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11；中内康夫 . 日

本の領土問題と海洋戦略：尖閣諸島、竹島、北方領土、沖ノ鳥島［M］. 東京：朝陽会，2013；宮田敦司 .

中国の海洋戦略：アジアの安全保障体制［M］. 東京：批評社，2014；白石隆 . 海洋アジアvs. 大陸アジア

——日本の国家戦略を考える［M］. 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 年；後瀉桂太郎 . 海洋戦略論：大国は

海でどのように戦うのか［M］. 東京：勁草書房，2019；牧野光琢 . 日本の海洋保全政策：開発・利用と

の調和をめざして［M］.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

［ 4 ］ 关希 . 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国家海洋战略”［J］. 日本学刊，2006（4）：6-14；

初晓波 . 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J］. 国际政治研究，2007（4）：90-103；盛邦和 . 日本战后

新日本主义叙论［J］. 东北亚论坛，2009（4）：16-24.

［ 5 ］ 高兰 . 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J］. 外交评论，2012（6）：52-68；李秀石 . 日本海洋战略的内

涵与推进体制：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深层次原因［J］. 日本学刊，2013（3）：54-68；刘江永 . 钓鱼岛之

争的历史脉络与中日关系［J］. 东北亚论坛，2014（3）：3-21；张丽华，姜鹏 . 制动冲突：解决中日东海权

益争端之战略与对策［J］. 东北亚论坛，2014（6）：46-57；苗吉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

构［J］. 外交评论，2017（3）：77-108.

［ 6 ］ 巴殿军，沈和 . 日本海洋安全战略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内在逻辑［J］. 东北亚论坛，2017（6）：15-24；吴怀

中 . 日本图谋军事介入台海态势分析［J］. 亚太完全与海洋研究，2021（6）：69-88.

［ 7 ］ Alessio Patalano. Post-war Japan as a Sea Power：Imperial Legacy，Wartime Experience，and the Making of a

Navy［M］.Bloomsbury，2015；Alessio Patalano.Japan's maritime strategy：the island nation model［J］.The RUSI

Journal，Vol. 165，No. 2，2011，pp. 82-89；Alessio Patalano. Seapower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East

China sea［J］.Asian Affairs，Vol.45，No.1，2014，pp.34-54.

［ 8 ］ 本田優 . 日本に国家戦略はあるのか［M］. 東京：朝日新聞社，2007：63-65.

［ 9 ］ 杨伯江 . 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J］. 日本学刊，2015（5）：14，22.

［10］ 吉田茂 . 十年回忆（第 1 卷）［M］. 阎静先，王维平，译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10-11.

［11］ 北岡伸一 . 海洋国家日本の戦略：福沢諭吉から吉田茂まで［J］. 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第

2 回，2004：32-35.

69



NORTHEAST ASIA FORUM

东北亚论坛 2025年第 3期

［12］ 経 済 企 画 庁 . 昭 和 44 年 年 次 経 済 報 告 ：豊 かさへの 挑 戦［EB/OL］. https：//www5. cao. go. jp/keizai3/

keizaiwp/wp-je69/wp-je69-000i1.html，2025-01-25.

［13］ 高坂正堯 . 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M］. 東京：都市出版社，1998：171-179；张帆 . 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

思想述评［J］. 国际政治研究，2012（2）：173-184.

［14］ 廣瀬克哉 . 官僚と軍人［M］. 東京：岩波書房，1989：136.

［15］ 大嶽秀夫 . 日本の防衛と国内政治―デタントから軍拡へ［M］. 東京：三一書房，1983：35.

［16］ 外 務 省 . わが 外 交 の 近 況 1978 年 版［EB/OL］. http：//www.mofa. go. jp/mofaj/gaiko/bluebook/1978/s53-

shiryou-004.htm#2，2025-01-25.

［17］ 小 島 淸 .アジア太 平 洋 地 域の経 済 協 力［EB/OL］.https：//hermes-ir.lib.hit-u.ac.jp/hermes/ir/re/16648/

kojima120000000000.pdf，2025-01-25.

［18］ 大平総理の政策研究会報告書—４環太平洋連帯の構想［EB/OL］.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

APEC/19800519.O1J.html，2025-01-25.

［19］ 中曽根康弘 . 新しい保守の論理［M］. 東京：講談社，1978：258-264.

［20］ 大平正芳回想录刊行会 . 大平正芳传［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584.

［21］ 中 曽 根 康 弘 内 閣 総 理 大 臣 施 政 方 針 演 説［DB/OL］.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pm/19830124.

SWJ.html，1983-01-24.

［22］ 外務省 . 外交青書 1985［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5/s60-shiryou-205.htm，

2025-01-25.

［23］ 栗山尚一 . 激動の90 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へ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J］.

外交フ才一ラム，1990（5）：12-21.

［24］ 李建民 . 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59.

［25］ 闫坤，周旭海 . 日本经济低迷三十年：特征事实、政策应对与启示镜鉴［J］. 财经问题研究，2024（6）：16.

［26］ 吴怀中 .“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J］. 日本学刊，2002（5）：20.

［27］ 小沢一郎 . 日本改造計画［M］. 東京：講談社，1993.

［28］ 船橋洋一 . 日本戦略宣言——シビリアン大国をめざして［M］. 東京：講談社，1991：53，59.

［29］ 武村正義 . 小さくともキラリと光る国日本［M］. 東京：光文社，1994：183.

［30］ 添谷芳秀 .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M］. 李成日，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5：156-163.

［31］ 杨伯江 . 当前日本社会思潮与“新民族主义”［J］. 现代国际关系，2001（5）：8.

［32］ 入江通雅 . 访华将考验小渊首相的真正价值——重建拥有自豪感的日本国［N］. 日本世界日报，1999-

07-05.

［33］ 川勝平太 . 文明の海洋史観［M］. 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34］ 白石隆 . 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M］.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

［35］ 伊藤憲一 . 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西洋でも東洋でもない日本［M］. 東京：日本国際フォラム発

行・フォレスト出版，1999；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M］. 東京：日本国際フォラ

ム発行・フォレスト出版，2001：165.

［36］ 严绍璗 . 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J］. 日本学论坛，2005（3）：16.

［37］ 日本财团海洋政策研究会 .21 世紀におけるわが国の海洋政策に関する提言［EB/OL］.https：//www.spf.

org/opri/newsletter/41_4.html，2002-04-28.

［38］ 今井義久 . 海洋政策と海洋開発・利用技術［J］. 東海大学海洋学部紀要，2004（2）：49-55.

70



NORTHEAST ASIA FORUM

战后 80年日本国家战略流变中的海洋战略

［39］ 秋山昌廣 .21 世紀の海洋政策への提言［EB/OL］.https：//www.spf.org/opri/proposal_research/proposal/post_

28.htm，2025-01-25.

［40］ 栗林忠男 . 海洋基本法の制定とその意義［EB/OL］.https：//www.spf.org/opri/newsletter/163_1.html，2025-

01-25.

［41］ 海洋基本法の背景・経緯［EB/OL］.https：//www.mlit.go.jp/sogoseisaku/ocean_policy/sosei_ocean_tk_000002.

html，2025-01-25.

［42］ 総合海洋政策本部及び総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務局の設置について［EB/OL］.https：//www.kantei.go.jp/

jp/singi/kaiyou/dai1/siryou1.pdf，2025-01-25.

［43］ 総合海洋政策本部令［EB/OL］.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sanyo/pdf/sanyo_konkyo.pdf，2025-

01-25.

［44］ 内閣府 . 海洋基本計画（第 1 期）［EB/OL］.https：//www8.cao.go.jp/ocean/policies/plan/plan01/plan01.html，

2025-01-25.

［45］ 内閣府 . 海洋基本計画（第 2 期）［EB/OL］.https：//www8.cao.go.jp/ocean/policies/plan/plan02/plan02.html，

2025-01-25.

［46］ EEZの根拠、尖閣周辺など39 島を命名へ 政府 3 月末までに［EB/OL］.https：//www.nikkei.com/article/

DGXNASFS1601Y_W2A110C1PE8000/日本経済新聞，2025-01-25.

［47］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就日方拟对钓鱼岛附属岛屿命名事答记者问［EB/OL］.https：//www.fmprc.gov.cn/

fyrbt_673021/dhdw_673027/201201/t20120130_5432434.shtml，2025-01-25.

［48］ 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受权公布我国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标准名称［EB/OL］.https：//www.diaoyudao.

org.cn/node_7217571.htm，2025-01-25.

［49］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日本公布对钓鱼岛附属岛屿的命名答记者问［EB/OL］.https：//www.fmprc.gov.cn/

fyrbt_673021/dhdw_673027/201203/t20120303_5432461.shtml，2025-01-25.

［50］ 第 165 回 国 会 安 倍 内 閣 総 理 大 臣の所 信 表 明 演 説［EB/OL］.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pm/

20060929.SWJ.html，2025-01-25.

［51］ 第 166 回 国 会における麻 生 外 務 大 臣の外 交 演 説［EB/OL］.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fam/

20070126.SXJ.html，2025-01-25.

［52］ インド国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演説「二つの海の交わり」［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

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2007-08-22.

［53］ 刘瑞 . 金融危机与日本的金融对策：影响、措施、效果及课题［J］. 经济学动态，2009（6）：49-50.

［54］ 吕耀东，王方 . 从“专守防卫”到提升“反击能力”：日本安保战略的质变与影响［J］. 东北亚论坛，2024

（4）：3-16.

［55］ 約 280の離 島 、国 有 化へ 沖 縄 北 方 担 当 相 表 明［EB/OL］.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

0703T_X00C14A1PP8000/日本経済新聞，2025-01-25.

［56］ 尖 閣など 158 離 島に命 名 政 府 、中 国 念 頭に領 土 明 確 化［EB/OL］.https：//www.nikkei. com/article/

DGXLASDE01H0F_R00C14A8PP8000/日本経済新聞，2025-01-25.

［57］ 内閣府 . 海洋基本計画（第 3 期）［EB/OL］.https：//www8.cao.go.jp/ocean/policies/plan/plan03/plan03.html，

2018-05-15.

［58］ 内閣府 . 海洋基本計画（第 4 期）［EB/OL］.https：//www8.cao.go.jp/ocean/policies/plan/plan04/plan04.html，

2023-04-28.

71



NORTHEAST ASIA FORUM

东北亚论坛 2025年第 3期

［59］ 华丹，汪泽焱，杨静 . 防卫重心加速转移 力量部署渐成体系——日本加强西南地区军备建设暴露野心

［N］. 解放军报，2023-12-14.

［60］ 袁智源，赵林 . 石垣岛基地——日“西南诸岛防御”的前哨［N］. 解放军报，2023-03-30.

［61］ 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EB/OL］. http：//www.project-syndicate. org/commentary/a-

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the website of the Project Syndicate，2025-01-25.

［62］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ースイング・ステーツへの対応ー［EB/OL］.

https：//www2. jiia. or. jp/pdf/resarch/H26_Indo-Pacific/H26_Japanese_Diplomacy_in_the_Indo-Pacific_Age. pdf，

2025-01-25.

［63］ TICAD VI（第 6 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開会セッション安倍総理基調演説［EB/OL］.https：//www.kantei.

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827opening.html，2016-08-27.

［64］ 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EB/OL］.https：//www.kantei.go.jp/jp/

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2018-01-22.

［65］ 肖晞，樊丛维 . 美日海权同盟的背景、特征及中国的战略应对［J］. 东北亚论坛，2020（4）：85-98.

［66］ 潘万历，白如纯 .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与演变逻辑［J］. 东北亚论坛，2024（5）：

78-90.

［67］ 米国連邦議会上下両院合同会議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演説［EB/OL］.https：//www.kantei.go.jp/

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4/0411enzetsu.html，2024-04-11.

［68］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7502.htm，

2024-11-16.

［69］ 凤 凰 专 访 日 本 外 相 岩 屋 毅 ：不 能 重 蹈 错 误 国 策 ，应 坚 持 和 平［EB/OL］. https：//news.qq. com/rain/a/

20241225A02GB100，2024-12-25.

［70］ 刘 迪 . 日 本 政 治 为 何 重 新 发 现 石 桥 湛 山［EB/OL］. https：//opinion.huanqiu. com/article/4KsGiGb4XNl，

2025-01-25.

［71］ 以海上安全合作“示好”东南亚，日本有何盘算？［EB/OL］.https：//vscs.cri.cn/20250117/5ff64311-6029-

d256-c689-5733ee36688e.html，2025-01-17.

［72］ 日美澳印 Quad 外长会议举行 确认合作应对中国［EB/OL］.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5/01/

51553c7fbdc4-quad-.html，2025-01-22.

［73］ 石破茂访美得失几何？［EB/OL］.https：//news.ifeng.com/c/8groUzgqWTl，2025-02-10.

〔责任编辑 许 佳〕

2025 年第 3 期
总 第 179 期

No. 3， 2025
Total No.17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