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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战略调整与日美同盟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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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本中心特约研究员 

  【内容提要】随着布什政府对美军事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将全球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日本在其全 球和亚洲战略中的

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加强日美同盟体制已开始步入实质性阶段。而日本 力图以日美军事同盟体制为后盾，谋求本国的最大利

益。  

  今年9月30日，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供审议，据悉，该报告 吸取了“9·11”事件的教训，

是在广泛听取军方意见和吸纳各智囊机构建议的基础上完成 的，反映了布什政府对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进行的重大调整。主要内

容是：（一）将冷战结束以 来推行的“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战区战争”的战略，改为“在打赢一场战区战争的同时 能应付

一场小规模军事冲突”；（二）在兼顾欧洲的同时，将全球军事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向 亚洲；（三）根据战略重点转移的需

要，相应调整军事建设方向和军事战略部署。在这个以重 视亚洲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新军事战略体系中，日本的战略地位更加突

出。目前，日美双方正 在进一步加强军事同盟体制，以便联手对付所谓共同“威胁”。上述动向不仅关系到整个亚 太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也与我国安危息息相关，值得严重关注。 

  一、美国新全球军事战略的矛头所向 

  近年来，美国官方及其各智囊机构提出一系列研究报告，就当前和未来15～25年国际战略 形势作出一些基本判断，并就未

来美国军事战略提出一些建议，成为小布什政府拟定《国防 评估报告》、调整全球军事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其主要内容是：

（一）认为至少在未来30年内 欧洲不会爆发大的战争，而亚洲却存在着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 印巴

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二）认为亚太地区存在着数个核大国和可能实现核 武装的国家，有可能对美国构成挑

战。（三）认为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政治动荡，存 在不稳定因素，可能危及东南亚的稳定。基于这种判断，它们建议

美国要对全球战略进行重 新安排，其长远目标是“阻止可能导致战争的亚洲敌对势力、可疑对象和不安全因素的滋长 ”，“阻

止亚洲出现地区性或洲内霸权国家”，以防“美国面临像前苏联那样的全球性挑战 ”。在上述研究报告中，中国的崛起和统一

动向成为“关注”的主要焦点。兰德公司在题为 《美国和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军事力量态势》的报告中称：“对美国军方而

言，近期的一个 突出问题是如何就中国可能对台湾使用武力作出反应。从长期看，中国业已加强的力量将对 这个地区以及美国

的战略和美国军事力量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直 截了当地说：“中国几乎肯定将在今后50年，或许在

今后25年中成为一个超级大国”，问题 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否能与邻国和平共处，“抑或会采用传统的强权外交”，他担心

的是 中国可能会低估美国保卫台湾不被武力夺取的决心，因此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注：美《华盛顿时报》2001年8月29日）据

报道，《 国防评估报告》也以“亚洲可能出现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的表述暗指中国。以上言论表明， 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点的

转移，其矛头主要指向中国。 



  小布什虽执政不久，但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其对华政策上的所作所为却有所不同。第一， 克 林顿政府采取接触和遏制相结

合的政策，而把重点放在对华接触和交往上，小布什政府则采 取有限接触和遏制相结合的政策，重点放在遏制上。第二，克林

顿政府虽然主张加强其在亚 洲的联盟体制，但不主张在亚洲建立一种类似北约的地区联盟，而小布什政府则积极推动建 立“亚

洲的北约”。第三，小布什政府在加强其亚太地区军事部署方面更加积极。四是与中 国一些东南亚邻国加强多边军事演习等。

总之，自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正采取一系列 实际措施加强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和战略部署。 

  二、美国要求日本进行“力量分担” 

  随着全球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美国更加重视日本在其全球和亚洲战略中的地位和作 用。由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主持

起草的研究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中 强调，“日本是美国推行亚洲政策的基石，日美同盟是美国世界安

全战略的中枢”，日美军 事合作要由过去的“任务分担”走向“力量分担”。 （注：日《日本的进路》2001年2月号）所谓

“任务分担”是指1981年铃木内 阁时期承诺的分担日本以南两条1，000海里航道和日本周围数百海里海域等的防卫任务；而 所

谓“力量分担”是指“支持（日本的）武装部队发展超出其领土防御之外的军事能力”，“ 获得向盟军行动提供后勤支援的能

力”。从一些美国政府首脑言论和近年来部分智囊机构的 政策建议来看，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如下一些要求： 

  第一，希望同日本建立类似美国同英国那样的特殊关系。阿米蒂奇在其报告中提出要把“ 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视为（日

美）同盟关系的典范”，还提出了日美军事合作的具体项目。 此外，今年6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美时，小布什安排在总统

别墅戴维营会见小泉，这 也是美国重视日本和日美关系的一种外交姿态。 

  第二，要求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阿米蒂奇在报告中指出：“如果日本能 够行使集体自卫权，（日美间）

便可进行更加密切而有效的安全合作”。所谓“日本禁止行使 集体自卫权”是战后日本在重整军备过程中，为应付在野党和舆

论对日本可能实行“海外派 兵”的担心和批评，而对现行宪法第9条有关放弃战争、否认日本拥有战力和交战权规定所 作出的

一种解释。由于有这种“政府解释”的存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拒绝了美国提 出的要它派兵进行后勤支援的要求；1997

年签署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也只规定日本自卫队 只能在“与作战地区划清界限的后方地区”、即日本领域和周围公海及其上

空提供“后方 支援”。由于受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约束，使得日本自卫队无法像英国那样在世界各地同 美军联合作战。有鉴

于此，美国政府以及一些智囊机构积极推动日本取消这一限制，以便“ 使日本把安全防御范围扩大到其领土之外”，“获得支

持联盟军事行动的适当能力”。 

  第三，推动日本采取具体措施履行日本在日美军事合作中对美国所作的承诺。鉴于受宪法 以及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制

约，日本自卫队在支援美军作战方面难以满足美方要求，引起 美 国不满。对此，美方除要求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

制外，还积极推动日本采用“ 现实的”具体措施，切实落实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已有协议中所作出的承诺。小布什上 台以

来，积极倡议双方建立经常性的“战略对话”机制。今年6月末小泉访美期间，在美方 主导下，将建立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写

进日美联合声明之中。日美事务级战略对话机制的 建立，对今后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有的日本报纸指

出：联合声明中 所说的“对安全环境的评价”，其最大的课题主要是对华政策；所说的确定“发生紧急事态 时两国的作用和任

务”，以及“制定安全保障战略”和“研究兵力构成和兵力（部署）态势” 则无疑是为对应未来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

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做准 备。这样一来，加强日美同盟体制就由以往的“纸上谈兵”阶段，开始进入“构筑真

正发挥 作用的安全保障体制”的阶段。（注：日《产经新闻》2001年7月1日） 

  三、日本要利用日美同盟“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 

  日本历来把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然而，不同时期，日美关系往 往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在克林

顿执政后期，由于美国政府表示要同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 伙伴关系”，1998年克林顿访华后没有接着访问日本，日本认为美

国重视中国而轻视日本， 对此深表不满。小布什自开始竞选总统以来，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要加强日 美同盟关

系。小布什就任总统后，任命阿米蒂奇等“亲日派”和“知日派”人士担任政府要 职，日本认为这是小布什政府重视日本的具



体表现，因而力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采取积极主 动步骤发展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在小布什上台后8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首相

先后3次访美 。 “9·11”事件后，小泉不仅立即决定派自卫队对美军的报复行动提供后勤支援，还亲自跑 到华盛顿向美国作

出具体保证。政府采取一些迎合美国的外交活动，这主要是出于日本自身 国家利益和战略的需要，正如一位日本外务省高级官

员所说，其主要目的是企图通过加强日 美同盟来“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 

  美国提出的要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日美军事合作中的 作用，以及“支持日本修改宪法

的努力，使日本把安全防御范围扩大到其领土以外”等主张 ，是完全符合日本一些人的愿望的。早在冷战结束之久的90年代前

期，日本就有人提出日本 要做“普通国家”的口号。目前，这种主张在日本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谓“普通国 家”，按

照提出这一主张的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当时的说法是，“在国际社会被视为理所当 然的事”，“要理所当然地去做”。（注：

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1994年版，104页）他所说的“理所当然的事”是指日本要像欧美等国那 样参加联合国名义下组建

的联合国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其实质是要突破现行宪法的 制约，实现“海外派兵”。实际上，自从1992年6月日本国会

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 》（简称PKO法）以来，日本在突破“禁止海外派兵”的限制方面已取得节节进展。PKO法成立 

后，日本以参加维和的名义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等国派出自卫队，实现了“海 外派兵”的第一步。1997年签署的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周 边事态法》等相关法案，又为今后以提供“后方支援”名义将自卫队

派出日本的领海和领空 以外协助美军作战奠定了法律基础。如果说，PKO法的通过使自卫队得以用维和的名义走向 海外，那

么，未来一旦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日本便可以通过实施《周边事态法》 支援美军作战，名副其实地实现“海外派

兵”。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的发生再次 为 日本扩大“海外派兵”提供了新机会。日本按照美方要求，作为支持美国

实施打击恐怖分子 作战的主要措施之一，决定将自卫队派往印度洋和地中海，以及在得到对方同意下派往阿富 汗的邻国，向美

军提供后勤支援。9月中旬日本国会专门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 该法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海外派兵”的范围由日本

附近的公海进一步扩大到中东乃至全世 界，从而使日本得以借助美国的要求，再次突破禁止“海外派兵”的制约。 

  另外，对日本来说，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体制也是出于对外政策，尤其是出于对华政策的需 要。今年5月小泉上台后发表的首

次施政演说称：要“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础，维持并发展 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邻国的友好关系”。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

说，日本要以日美军事同 盟 体制为后盾对外开展实力外交。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台湾问 题等一

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加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近几年，日本一方面表示要 继续发展日中关系，但与此同时，日本防

范和企图遏制中国的意识也在抬头。1997年初日本 《产经新闻》披露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题为《安全环境长期预测与日

本防卫应有状态 》的内部报告。报告预测，到2015年前后，“几乎可以断定中国将成为经济、军事、政治兼 备的大国”，并

“同日美形成军事对峙的局面”。该报告提出以下预防措施：(1)“维持和 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2)改善日俄关系，以牵

制中国；(3)在中国周围“构筑遏制中国 霸权行为的屏障”；(4)加强自身防卫力量。而日本的“最佳安全政策是维持和加强日

美安 全保障体制”。（注：日《产经新闻》1997年1月6日）此后，日本相继采取了同美国签署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定

《周边 事态法》等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体制。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主要目标之一是 针对中国和遏制中国武力解

放台湾的。可以说，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体 制的主要企图是，在维持中日关系的同时，打算以美国的军事

实力为后盾、通过日美联手， 着手建立防范和未来遏制中国的军事体制。 

  第三，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体制有助于日本借助“外压”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由于和平宪法的存在，战后日本

在扩充军备道路上往往受到各种制约。日本自卫队发展到今 天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从而不能在地

区和世界上发挥更大军事 作用。这不仅关系到能否满足美国的要求，在日美军事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关 系到日本

要成为政治大国，使自卫队走向海外，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发挥军事作用的问题。 因此，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已成

为日本政府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日本取消禁止 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有3个途径：一是修改宪法；二是修改政府有关日本不能

行使集体自 卫权的解释，使之不仅拥有而且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三是如日本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制定一 个“国防基本法”来解

决这个问题。就以往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而言，修改宪法短期难以实现 ，其余两个解决办法也面临巨大阻力。然而，自去年10月

美国发表“阿米蒂奇报告”以来， 特别是小布什上台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明确提出要求日本取消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 

制，此举对日本政界和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日本各界已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集体自 卫权问题。小泉上台后立即利用这

一有利时机，决定把改变政府对有关解释包括在内“研究 所有事态”，（注：时事社2001年4月27日）企图借助美的“压力”解

决这一问题。可以预料，一旦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 体自卫权的限制，自卫队便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向海外，在全球范围内发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挥军事作用。 

责任编辑：丽萍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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