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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及其调整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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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反对日本竞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浪

潮一浪高过一浪。表面上看，大多数中国民众之所以反对日本是出于对日本在

历史问题上错误态度的愤怒，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民众担心未来日本

的发展战略会导致中日之间的战略对抗和冲突，并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发展”

国家大战略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中国民

众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不了解，也很少有人能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角度

剖析目前中日两国对抗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日本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完成经

济强国之后，就开始在国际上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某种国际政治权力。

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更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借助“朝鲜核问题”和联合

国改革之机，全面启动“政治赶超”战略。可以说，当前的中日之间冲突与对抗只

不过是日本国家战略在亚太地区的一种区域反响，相信随着日本的“政治赶超”战

略进一步实施及国际政治诉求的进一步上升，日本对国际政治格局与亚太地区

稳定造成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大。 

政治超越：从“脱亚入欧”到“协亚傍美” 

        在地理位置上，日本是个亚洲国家，在思想观念上也受到亚洲文化的广

泛影响，但在政治制度领域，日本却在一直进行“脱亚入欧”的努力。早在19

世纪，日本就有学者提出过“脱亚入欧”论。当时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曾在

日本的《时事新报》（《产经新闻》前身）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主张

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

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

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

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从此之后，“脱亚入欧”的想法一直影响着日本人

的思想。直到今天，日本的最大面值的万元钞票上还印看这位思想家的头

像。 

        二战之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彻底依附美国，成为美国养在亚洲的一只

“寄居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发展，并成功地

实现经济“超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日本国家经

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谋求更大的国际政治发言权也就成为日本国家发展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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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之一。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的压制，日本争取国际政治空间的第一步就

是争得美国的同意。于是，传统的“脱亚入欧”战略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下逐渐

演变成为“脱亚入美”，日本一方面淡化与美国的经济矛盾，一方面积极跟随

美国，协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推动“政治霸权”与单边主义。在军事上强化日

美之间的战略同盟，支持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唯美

国马首是瞻，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日本也意识到其在亚洲必须发挥应有的政治

影响力，并频频有所行动。一是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解决地

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影响。2002年10月，美国指责朝鲜发展核武器，朝鲜核危

机暴发，日本作为六方会谈的一方，积极参与谈判，并提出自己的方案，希

望通过朝鲜核危机显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事务的能力。二是在东亚区域合作

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10多年前，当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倡议建立东

亚共同体的时候，日本沉默。而现在日本为了与日益崛起的中国进行竞争，

对东亚区域合作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三是拉拢亚洲盟友，显示政治、军事势

力。在申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方面，日本与印度等国结成同盟，搞强行

突破。在军事方面，进一步强化日美协同防卫水平，对周边事务施加影响。 

        日本在国际政治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同时向亚洲倾斜，这对于亚太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新的威胁。一方面，日本亚洲政策的活跃与美国全球

战略调整态势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日本在国际

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野心也让美国感到不安，美国担心日本有可能借机成

长为亚洲盟主，进而在国际上与美国分庭抗礼，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力。因此，日本如何在“协亚”与“傍美”之间保持平衡，对于其政治赶超意图的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回归亚洲，力争东亚主导权 

        长期以来，日本在亚洲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亚洲也是日本企业进

行全球战略竞争的重要根据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曾经借助日元

升值之机，大举登陆欧美，结果在美欧联合打夺下，损失惨重。随着全球经

济区域一体化态势不断演进，欧盟（EU）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相继

建成之后，一向坚守外向型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日本在美欧市场上顿时成

为一颗游离失所的自由电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不得不选择重

新回归亚洲，试图通过整合亚洲经济力量以抗衡欧美两大经济体。 

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力推东亚区域合作，与中国争夺东亚经济主导权 

日本国内早就存在亚洲一体化的“大亚洲”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

本就是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对亚洲其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之

后，日本开始专著于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主要集中于发

展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趣不大。但是，经济全球

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让日本逐渐意识到区

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并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日本占



领亚洲的新途径。从2000年起，日本开始力推东亚区域合作。同年，日本政

府经济产业省出版的《通商白书》，一改以往对世界经济区域合作集团化的

看法，公开承认和充分肯定了在东亚地区建立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对日本的重

大意义，并先后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签定经济

合作协定(EPA)。日本制定的东亚经济合作新战略，初期不包括中国在内。日

本认为，中日两国间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存在重大分歧，两国缺乏合作

的基础，另外，许多日本人甚至还认为，在亚洲中国是唯一能够对日本构成

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所以，日本制定东亚区域合作战略规划时，决定短期

内不与中国谈判建立EPA关系，并且撇开中国建立有利于以日本为主导的区

域合作格局。 

        2．重整亚洲产业分工体系，力保本国产业竞争优势 

在日本看来，能否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关键在于能否确立起日本主导的产业

分工体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Akamatsu Kaname）

就曾经提出产业发展的“雁行模式”。二战之后，这一理论再次被日本学者提

了出来。20世纪70年，日本当时的外务省大臣冲田三朗将这一模式宣布为日

本在东亚地区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根据“雁形模式”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

中，日本要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并带领整个东亚“雁群”比翼齐飞。在区域产

业发展方面，由日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型工业，不断带动区域产业和经

济发展。在日本不断向高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首先把成熟产业抛给第一梯

队的国家，第一梯队国家有了新发展后，再将这些产业抛给第二梯队国家。

日本通产省副大臣对“雁形模式”比喻为：“日本不断将成熟工业分给其它国

家，完全象大哥哥将他长大而穿不下的衣服分给他的小兄弟那样。” 但是，到

了上一世纪90年代，由于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使

得以日本居首的东亚“雁形模式”出现瓦解的迹象，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

东亚金融危机，彻底动摇了东亚产业体系。自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

本一直致力于利用本国拥有的技术优势，重新主导东亚国际分工结构，在东

亚构筑新的“产业内垂直分工”体系，为日本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奠定基础，

同时与中国进行对抗。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在劳务成本方面根本无法同中国

抗衡。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冲击，日本企业要将本国的先进技术与亚洲国家

的廉价、优质劳动力相结合，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开发、生产和市场的亚

洲网络，日本要牢牢控制住区域产业的中枢机能，通过自己的中枢机能而起

到亚洲指挥塔的作用。日本主要负责开发和市场，生产由亚洲各国分担，由

整个亚洲来吸收来自中国的冲击。 

        3．积极开展“日元外交”，借机迫使人民币升值 

实际上，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开始议论日元国际化和建立日元货

币圈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随着日元大幅度升

值，关于日元经济圈的议论曾盛极一时。但在过了1995年日元升值高峰期

后，有关的议论又转向低潮。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和欧元诞生之后，日本再

次提高了日元国际化的调门儿，力图谋求实现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

的国际倾向体制。日本建设“日元圈”的主要目的是：以日元圈为杠杆，逐步

提高日元作为国际通货的地位，进而使日元的国际化超越亚洲向全球扩展，

最终使日元同美元、欧元并列成为全球货币体制的“一极”，分享作为国际储



备货币为发币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是，当前亚洲国家大多采取与美

元挂钩的货币体制，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普遍使用美元，增大日元在本国储

备中的比重会使本国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

增强，人民币汇率在亚洲国家的货币中表现出更为坚挺，许多亚洲国家更倾

向于使用人民币作为主值货币。于是，如何打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就成为

日本“日元外交”的目标之一。从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一篇

名为《盼望人民币升值――中国威胁论的兴起》的文章，最先在国际上掀起

一股来势凶猛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到目前为止，日本仍然与美国一道，采取

种种手段迫使中国的人民币升值。 

日本国家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中国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中日是近

邻，并且两国之间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联系。同时，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

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唯一一个能

够与日本进行战略竞争的国家。另外，从全球层面来看，日本作为美国全球

战略中布设在亚洲遏制中国的一颗棋子，其背后的主子也要求日本时刻关注

中国，甚至不惜与中国对抗。就日本国家战略来说，中国因素有利也有弊。

从有利的方面看，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2004年，中国取

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在过去的四年中有三年是中国最大

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主要的原材料进口来源国。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

力也为日本企业进行国际竞争提供了成本优势。可以说，没有中国这个强大

的市场和生产基地，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少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

经济持续增长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对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恢复与增长发挥极大的

拉动作用。从政治层面上看，日本正是借助中国这个美国的“潜在竞争对

手”，在国际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讨价还价，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地位。同

时，中国还是日本一些政客手中的一张牌，一旦国内发生矛盾，中国就常常

成为日本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突破口。 

        当然，在日本人看来，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中国因素的负面作用可能

要远远大于正面影响。首先，在亚洲中国是日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也是日

本谋求亚洲霸权的最大障碍。特别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日之间有着不可

调和的矛盾，中国不会让日本轻易获得亚洲发展的主导权。另外，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日两国在国际资源、能源领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在俄

罗斯石油管线问题上，中日两国已经进行过一次正面交锋，东海的油气开发

也正处于争执之中。相信未来能源问题将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再有，在日本的寻求更大的国际事务发言权上，中国也会尽一切可

能阻击日本，不会容忍一个对历史极不负责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代表亚洲国

家指手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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