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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返还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核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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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新一届民主党政府上台执政后，积极推动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上秘密协议的公开。与之相呼应，华盛顿也解密了美国在

日部署核武器的有关档案文献，特别涉及冲绳返还过程中的核武器密约问题。“尼克松-佐藤秘密协议”的披露，不仅补充了美

日返还冲绳谈判中“核武器”处置等若干缺失环节，也揭示了冷战时期美日同盟体制演变下美国在西太平洋核部署的调整。  

  军控与核问题  

  2009年9月，日本鸠山民主党政府上台伊始，在历史问题上即表示要逐步解密冷战时期美日两国的一些秘密协议，让民众了

解到一些久存争议，但真相并未大白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允许携带核武器的美国飞机舰船过境日本、日本对冲绳返还承担400

万美元的补偿、紧急事态下核武器重返冲绳的权利以及美国在朝鲜半岛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对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等档案。这些虽然

一直是日媒和民众当中的关注焦点，但历任自民党政府都是讳莫如深，甚至矢口否认的。与此相呼应，有政府背景的美国乔治·

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项目在2009年10月中旬解密了一批美日返还冲绳谈判中有关核武器处置的档案。①而《读卖新闻》

和《朝日新闻》在2009年12月公布了最核心的“尼克松—佐藤秘密协议”。2010年3月9日，受鸠山一郎首相委托，日本外务省公

布了对“美日核密约”的调查结果。②这样，冲绳返还过程中的美日核武器密约最终得到了证实。 

  本文依据美国政府以及日媒公布的历史档案，通过对冲绳返还过程中美日交涉的复原，特别是美国以密约形式获得核武器重

新引入和过境权的考察，阐明冲绳返还前后美国在西太平洋核部署的变化，同时揭示日本政府“无核三原则”的神话与现实。 

一、战后美国对冲绳战略地位的认知与政策 

  冲绳是美国在二战后期由美军攻占的唯一日本领土。1945-1972年，鉴于冲绳在西太平洋乃至远东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军对

其实施了占领和管辖，并逐渐将其建成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重要战略棋子之一。1972年，美国依照双方事前达成的协议返还了冲

绳，但仍保留了军事基地和诸多战略权益，也就保留了在亚太地区继续施加战略影响的筹码。当然，战后美国对冲绳战略地位认

知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影响因素按照远近顺序依次为：太平洋战争及其教训、冷战在东亚的兴起与美日同盟关系的形成，这也是



美国决策者制定冲绳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战争最后阶段和战后初期，冲绳问题在美国的政策设计中，实际上处于美国太平洋军事

部署和对日政策的交叉点。前者更多的体现在美国军方对全球、特别是太平洋地区战略基地的评估与选择上，而后者则主要涉及

美国国务院对日本乃至亚洲政策的考量。 

  美国决策者，特别是军方在二战进行当中一直坚持美国应将冲绳管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主张，究其根源是太平洋战争

留下的惨痛教训。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微小的代价换取了对太平洋的制海和制空权——“再不要珍珠港事件”成为美

军高级将领们在战争当中和后期进行战略设计的共识。 

  二战后期，由于华盛顿对战争如何结束以及战后国际关系的走向不甚明了，因而对冲绳及所在的琉球群岛的认识也是含糊不

清的。1942年12月，罗斯福指示李海将军为首的参谋计划室(Joint Staff Planners)制定了JSC183号系列文件，对战后美国在太

平洋地区的战略布局进行研究。在这份文件中，军方对战后全球的空军战略据点进行了分析，就太平洋地区而言，美国需要考虑

的是夏威夷、马绍尔群岛、菲律宾和台湾等地，冲绳并没有进入到他们的战略视野。③ 

  但随着战事的推进，特别是美军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逐岛争夺改变了军方的认识。1943年1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

简称参联会)制定的JSC570/40文件重估了冲绳的战略地位，称它对于赢得战争胜利、战后控制日本、捍卫美国安全利益以及维护

该地区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④1945年9月，国务院向参联会提供的一份“战后美国基地区域与建设规划”中，将琉球群岛

列入美国必须控制的太平洋地区“二类基地区域”。这当即引起了参联会的反对，文件最终将其地位提高为“一类基地区域”。

1946年10月，参联会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关于琉球群岛战略价值的文件，指出冲绳是扼制西太平洋的咽喉要道，特别是能延伸空

军的活动范围，因而建议美国政府有效控制该地。⑤ 

  但是，美国国务院无法从纯军事的角度看待冲绳问题。1943年7月，国务院对冲绳的处理方案有三：交予中国托管；置于国

际组织管制之下；择机返还日本。1944年12月，三方案则变成“择机返还日本；如果中国提出要求则建立国际委员会；建立一个

国际军事基地”。1945到1946年之间，国务院主张实施托管冲绳南部，北部返还给日本的政策。1946年6月出台的SWNSCC59/1文

件实际上表明了国务院对冲绳的态度：琉球群岛应视为日本所属岛屿，在归还后予以非军事化。⑥ 

  当然，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气氛日渐加剧，特别是中国内战形势的变化促使美国高层重新考虑远东的战略部署——日本逐步

取代了国民党政府成为其亚洲政策的基石。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与军方的意见彼此靠拢。1947年春，罗伯特·法利作为国务院

的日本问题专家提交了两份备忘录，要求白宫对琉球地区的重要性予以重审。1948年2月，乔治·凯南访问东京，就对日政策调

整征求驻日使团包括远东司令部的意见。对美国战后日本政策有重大影响的麦克阿瑟，提出了从菲律宾到阿留申群岛的U形防御

线，并指出冲绳在这个防线上处于中心地带。他还说如果美国得到冲绳，既可以保护日本，又可以遏制日本。⑦当年晚些时候，

中央情报局向国务院提供的一份情报“琉球群岛及其重要性”也指出，控制冲绳对于美国战略利益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冲绳是建

立军事基地的绝好选择，同时占领它还可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战争中的军事调遣无疑检验了冲绳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位于冲绳的嘉手纳空

军基地成了B29的起降地，朝鲜半岛的若干军事设施因此而遭到美国空军的打击。鉴于冲绳的作用，1951年参联会考虑在朝战中

使用核武器时就曾建议将核武库建在冲绳。⑨ 

  1951年于旧金山签署的对日和约，在国际法的层面确立了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地区实施“国际托管”的权利。和约第三款规

定，“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⑩同年，美日安保协定

签署。其中，第一条第二段“远东条款”界定了驻日美军的责任：不仅可在日本政府要求下镇压国内的动乱，还可以负责维护远

东地区的安全。这样，驻日美军在功能上不限于日本安全防卫，而更多的是指向苏联和中国。美日安保协定与对日和约一起构成

了战后美国长期驻军冲绳的法律基础。协定签署后，驻日美军分批进驻日本本土和琉球群岛，其中后者主要集中在冲绳。 

  就驻冲绳美军的兵种分布而言，最先建立起基地的是空军。陆军虽然是第一批进驻冲绳的，但主要是以后勤和物资补给部队

为主；1951年底，空军嘉手纳基地已经完成了为期三年的重建计划，成为冲绳的主导兵种；直到1956年，根据美日双方的约定，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才进驻冲绳。 

  那么，美军在日本及附近岛屿部署核武器是何时开始的呢？根据现有的解密档案来看，在冲绳部署核武器是1955年2月，首

次引入的是核炸弹，当年年底又引入了280毫米火炮。此后，美军不断更换核武器装备的制式，直至1972年完全撤出。(11)另

外，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美军还在父岛和硫磺岛部署有核武装备。1956年2月，美军在父岛部署了核炸弹，1965年撤出；1956

年9月在硫磺岛部署，1959年撤出。(12)1956年11月，远东司令部“战地操作程序”的附件披露了冲绳核武器部署的情况，其中

包含在见泽、小牧、嘉手纳、楚边和板付等空军基地的状况。(13)而在日本本土，尽管美日双方一直否认，美国军方档案则显示

美军曾于富士兵营部署有核攻击能力的“忠实约翰”火箭营。在1958年驻日美军防务调整时，该营被分为两部分，一支调防韩

国，一支转往冲绳。(14) 

  1953年底，在日本国内“归还运动”的压力下，美日签署了《美日关于奄美群岛的行政协定》，将奄美地区的行政权返还给

日本政府。决策高层讨论过程中，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最终，政治考虑——维护美日同盟关系以及保持日本政

府稳定——还是占了上风。奄美返还成为其他被托管岛屿要求同等待遇的推动力，冲绳地位逐渐成为美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二、冲绳返还与美日核武器密约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日本国内兴起了修订安保条约的“安保斗争”，最终迫使执政的岸信介政府下台。这一运动的后

果之一是美国不得不重视日本国内舆论对美日同盟关系以及日本政府稳定的影响。因此，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考虑美日关系在所

难免，这集中体现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调整了冲绳政策。 

  1962年6月，肯尼迪总统一改艾森豪威尔时期避而不谈冲绳返还的基调，承认日本对冲绳及小笠原群岛拥有“潜在主权”，

在“自由世界安全允许的情况下”归还冲绳，并批准琉球居民在公共假期悬挂日本国旗。至约翰逊政府时，越战已由“特种战

争”升级至“局部战争”，冲绳成为越战物资中转和后勤补给基地。冲绳重要性的提升使约翰逊进一步向日本政府妥协，以维护

美日同盟体制的稳定。1967年，佐藤荣作首相和三木武夫外相分别访美，期间多次向美方提出返还冲绳等岛屿的问题。1968年4

月，美日双方就返还小笠原诸岛的行政主权达成一致。当年，火山岛、冲之鸟岛以及小笠原群岛等返还日本，这其中包括曾部署

有核武器的父岛和硫磺岛。 

  在整个六十年代，冲绳返还一直是美日之间反复纠缠的问题。美国不得不在维护美日同盟与保留冲绳基地行政权之间摇摆。

军方反对返还，主要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能削弱。1967年7月参联会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认为“冲绳返

还将削弱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态势和军事地位。……在共产主义推进东南亚的情况下，讨论返还的时机尚不成熟。”(15)但是

国务院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冲绳返还已是不可逆转之事。一位国务院官员在访日之后报告，美国已经到了必须返还的地步

了，日本和冲绳的舆论都在敦促这件事，它不仅关系到美日同盟的健康程度，还涉及佐藤首相的声誉或者说日本政府的稳定。

(16)

  众所周知，1967年12月，佐藤荣作在国会发表了“无核三原则”的演说，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其实，日美之

间因核武器问题早有交涉，而日本政府采取的是默许态度。1961年11月，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就美国在日部署核武器进

行谈话，鉴于日本民众及国会的压力，日方希望美国尽量秘密部署，腊斯克表示将考虑这一点。(17)1963年4月，驻日大使赖肖

尔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有过一段谈话，证实美国可以“在事前协商的条件下在日本领土范围内安置核武器”。(18)在1967年佐藤

第一次访美之前，日本大使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乔治·邦迪，说明日方希望早日解决冲绳问题，并提出东京正在研究一种方

案，在安保条约之外做出安排，即经双方事先协商后，美国可自由使用冲绳的军事基地，包括引入核武器。(19)只是1968年总统

大选将至，约翰逊和他的幕僚们无暇考虑这个问题。 

  1969年初，共和党人尼克松正式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似乎为冲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不久，他在关岛发表了亚洲政策

声明，史称“关岛主义”。其要义是在承认美国防务义务的同时，让亚洲盟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考虑到冲绳返还不可避免以及

日本政府的无核原则，新政府开始寻求用折中的办法来解决冲绳核武器这个棘手的问题：争取紧急事态下在冲绳重新部署核武器

的权利。况且这在美日双方的交涉史上有先例可循。 



  当然，美国对冲绳问题难度的认识是清醒的。1969年1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根据尼克松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对日

政策与冲绳返还谈判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之五》(NSSM5)。文件认识到冲绳有着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系统，其

价值因没有任何法律限制而得到了最大化，使得美国能够在这里储存核武器，以及从这些基地向各处派遣军队。参联会认为返还

将降低美国的反应能力，增加反应时间，增加未来美国卷入战争的风险。返还造成美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战略核武器，最终影

响美国将核战限制在地区级别上。对此，文件按照能实现的程度升序排列提出三个选择，一是保持现状；二是临时保留核武器自

由行动权；三是紧急事态下引入核武器的权利。其中紧急事态包含“朝鲜半岛或台海海峡有事”。(20) 

  5月，尼克松又命国家安全委员会据此起草了《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之十三》(NSDM13)，对美日冲绳谈判做出估计和准备。

就核武器部署问题，文件透露出美方保留冲绳核武器的强烈愿望。如果形势所迫，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也可以同意撤出，但要

“保留紧急事态下的部署权和过境权”，同时日方需满足其他方面的要求。(21)这份文件与NSSM5一起构成了美国同日本谈判的

基本依据。 

  但上述决定直接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在日本无核原则下，如何以公开的协议形式保证这种部署和过境权？佐藤访美前夕，国

务院官员意识到了这一点，提醒总统“需考虑以何种形式和如何将这种协议公布于众”。对于过境权，美国也要思考如何使这种

权力得到掩饰。(22)既不能公开，又要达成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密约的形式就成了一种选择。 

  那么日方的态度又如何？据亲历冲绳返还谈判的佐藤特使若泉敬回忆，他曾在谈判前得到爱知外相的指示，规定了日方谈判

的原则：1)冲绳按照与日本其他领土的性质返还，且实现无核化；2)积极利用已有的且适合的谈判成果；3)可以接受在紧急事态

下在冲绳重新部署核武器；4)尽量避免达成秘密协议。(23)由此可见，双方的策略相差不远，最主要的分歧是在密约形式上。 

  1969年11月，佐藤访美，美日双方就冲绳返还等问题进行谈判。以现在解密的美国档案来看，21日当天双方所谈问题概括有

三。第一，如何处理撤出冲绳核武器问题。佐藤认为日本官方并未承认过核武器存在，所以唯一自然的做法是，按照民间相信在

冲绳有核武器这一逻辑，美国公开声明撤出。第二，事前协商问题。佐藤建议开通两国政府热线，尼克松表示同意，认为作为掩

饰，在联合声明中可以说热线将涵盖整个亚洲防务。第三，佐藤与尼克松的单独密谈。(24)据若泉敬回忆，尼克松与佐藤在密室

中达成的协议即美日核武器密约。日本《读卖新闻》2009年12月23日披露了密约文本，主旨如下：美国将在冲绳返还时撤出核武

器；为履行亚洲防务责任，在紧急事态并与日本事前协商的情况下，美国将享有向冲绳重新引入核武器和核武器过境的权利。

(25)密约的形式不仅保证了美国在冲绳的军事权益，也给佐藤政府在国内舆论上以更大的回旋余地。11月27日，佐藤荣作返日。

日本各大报纸的头条纷纷登出首相带回“胜利”的消息：“冲绳不再有核武器”、“拒绝‘紧急事态引入’”、“紧急事态引入

核武器——反对”。(26) 

  美日核武器密约的达成为冲绳返还乃至美日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重要障碍，确保了双方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国军方

一直坚持的远东威慑力并未因冲绳问题而遭到削弱，其核战略权益得到了隐性保证；佐藤政府则经受住国内舆论压力的考验，甚

至获得了更多民意的支持，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自民党内阁。 

三、结语 

  尽管当前这股“密约”之争夹杂着太多的党派因素——特别是民主党政府对以往自民党政府的指责，试图借此在民众和舆论

中搅起一股反自民党潮流。同时，民主党也想通过公开美日之间存在过的“不对等”密约来推动日美建立起一种更为平等的关

系。但不管怎样，这一举动为我们了解冲绳返还过程中核武器问题打开了历史之门，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冷战期间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核部署及其调整。 

  冲绳返还过程中美日密约有关档案的解密，使我们更加完整地观察到美国在冷战时期以日本为中心的西太平洋核部署。在此

之前，这种认识因冲绳的返还而发生断裂，将冲绳排除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战略据点。核武器密约的存在证明美国在西太平洋

的核部署依然是围绕“韩国—冲绳—台湾—菲律宾”岛链展开布局的，而且冲绳处于这个链条的中心。冲绳的这一地位也突出地



反映在美国当时并不愿返还这一事实当中。 

  冲绳返还之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核部署将不得不考虑美日同盟体制的存在及维护。“紧急事态”与“事前协商”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美国在远东地区核战略的有效性，迫使其更多地倚仗部署在其他地区的核威慑能力。另一方面，美日核密约中的“过

境权”虽然赋予美国一定灵活性，但碍于日本政府“无核三原则”的存在，华盛顿并不能公开且频繁地部署。 

  同时，美日核密约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日本社会与政界一直存在争论的话题。与核密约一起解密的档案，不仅涉及冲绳返还

前后的核部署，也透露出冷战时期日本政府多次默许美国在其本土及附近岛屿“过境”及“安置”核武器。这无疑破解了战后日

本政府一贯“奉行”的、而美国一直“尊重”的“无核三原则”之神话。“三原则”表面上反映出日本对美苏对抗与大国竞争的

关注，以及对国际核力量增长的恐惧——担心日本在可能发生的核战争中成为核战场。但从本质上说，它体现的是日本政府的核

禁忌与从未放弃的核武器梦想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冷战期间表现为以美军驻日军事基地换取美国的核保护伞，而潜滋暗长的

却是自身拥有核力量的冲动。(27) 

  概言之，美日核密约的公开和解密不仅揭示了冷战时期美国以冲绳为中心的西太平洋核部署演变史，也使我们能够在更深层

次上认识和解读日本政府的“无核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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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25)文本系前首相佐藤荣作之子、前交通大臣佐藤信二于12月22日公开，《读卖新闻》，参见：

http://www.yomiuri.co.jp/dy/national/20091223TDY01301.htm；次日，《朝日新闻》也予以公布，参见：

http://www.asahi.com/english/Herald-asahi/TKY200912240069.html

  (26)Wakaizumi Kei, John Swenson-Wright ed. , The Best Course Available, p. 314. 

  (27)正如有美国学者所说：“毫无疑问，日本政府认为他们在最黑暗的那些冷战岁月里，向华盛顿所做出的妥协对自己的安

全是必要的。但无论如何，‘无核的日本’只是一种论调，而非事实。”Robert S. Norris，William M. Arkin & William 

Burr，"Where They Were： How Much Did Japan Know", pp. 11-13;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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