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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 作者 ] 李勇 

[ 单位 ]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 摘要 ]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9月11日的大选。这一结果，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之外。但也正因为这所谓的“意外”，

则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对日本政治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缺乏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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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9月11日的大选。这一结果，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之外。但也正因为这所谓的“意外”，则

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对日本政治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缺乏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小泉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表明，小泉政府所实行的国内外政策在

日本国内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9月13日，共同社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小泉的支持率几乎达到60％。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却坚持认

为，破坏中日友好大局，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只是少数政治家和一小部分右翼势力。正是由于认识和现实的背离，我们对日本发展趋向的

判断往往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认为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已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认为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仍占主流，不可

能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如果仅仅从各种具体问题的层面去就事论事地进行分析，则很难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如果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

待这些问题，则既不奇怪，也不意外。冷战结束后，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始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当前日本的一系列政治

行为都是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必然结果。 “普通国家”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日本政要小泽一郎于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

一书。该书称：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

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实行”，为此要“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作出国际贡献”。表面上，“为国际安全做

贡献”和“为国际经济做贡献”是战略目标。但是，从冷战结束后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实践看，成为自主性的大国才是日本“普通国家

化”战略的实质，自主性构成了“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一会儿要求日本独立

于美国，一会儿又希望日美同盟能够控制日本军事大国化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国家战略设计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目

标的手段。日本首先通过改变国民意识，强化国家观念，为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奠定思想和舆论基础。日本政府把取得国民认同作为

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的重中之重。日本是一个注重舆论一致的国家，民族的群体意识很强。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判断是非通常不是基于

自身的标准，而是根据所在团体的价值取向。美国学者米尔顿·埃兹拉蒂认为，即使是今天，“这种文化方面对团体的尊重仍是日本政治

家、官员和多数社会评论员在公开场合的主流姿态”；“在这个社会里，服从集体和接受其他人意见总是高于个人的看法”。通过冷战后

十余年的努力，“普通国家化”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整体价值取向。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在分析日本政治变化，特别是某些政治家的

“普通国家化”主张时，我们经常说这只是日本少数右翼政治家的主张，并不代表日本人民的真实意愿。这种说法既忽视了日本政治文化

的特点，也不符合当前日本政治的现实。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在日本经济状况没有明显好转，并且日本政府防卫政策

调整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小泉为什么在日本民众中获得了这么高的支持率。其次，日本试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对“普通国家”地位

予以法律上的确认。按照日本国内的说法，修改宪法无非就是为了“恢复国家主权的完整性”，或者“扫除自卫队参加海外军事行动的障

碍”。因此修改宪法主要是对日本的“普通国家”地位的确认。当前，修宪已经成为日本国内共识。9月13日，据日本的《每日新闻》报

道，新当选的日本众议员中有84％的人主张修改宪法。这表明，修改宪法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真实情绪。当前日本已经具备了修改宪法的国

内基础。其实，在一系列外围立法的强烈冲击下，“和平宪法”许多内容已经名存实亡。修宪与否已经不再是日本政治和我们分析日本未

来走向的主要问题。我们不能再幻想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思潮能够阻止“和平宪法”的修改，从而制约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我们也许应

该考虑的是，面对军事大国的日本，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再次，日本借助日美同盟，加速推进“普

通国家化”战略实施。在新世纪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依然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尽管从表面上看日本外交依然处在



冷战期间的“日美基轴”的轨道上，但其内涵和作用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日美基轴”再也不是过去的那种被动外交，而是日本通过

战略权衡认可的、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最佳路径。因为，这样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扫除国家战略转向的障碍，日本试图借助美国的力

量来平息周边国家，特别是中、朝、韩等国对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外部压力。日本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本国的“普通

国家化”，而不仅仅是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加藤良三说，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

最值得信赖、最好说话的伙伴和盟国而采取行动，不是追随美国，同盟不是“命运共同体”，而基本上是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

表明强化日美同盟与其说是日本的长期战略，不如说是一种策略选择更为合适，其终极目的依然是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因此，那种认

为只要日美同盟存在，日本就不会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试图利用日美同盟来制约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做法，没有真正看到日本这种政策

选择的真实目的。另外，一些人试图通过鼓励和支持日本的独立性，来达到瓦解日美同盟，实现中日联合反美的战略选择，既不可能达到

目的，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末期，日本国内曾经出现过“日美中正三角关

系”的说法，当时就遭到了日美两国政界和舆论的激烈反对，在小泉明确把日美同盟作为发展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的今天，中日联

合反美的说法无异于异想天开。另外，日本还加强了联合国外交，试图在国际上打破战后体制的束缚，以此来推进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战略。一方面，日本把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的参与作为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日本加强了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地位的追求。冷战后，日本推行的以“普通国家化”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转型，对中日关系的基础――“1972年体制”形成了全方位

的冲击。所谓的“1972年体制”，是中日两国政府围绕相互关系中的台湾、历史、安全、领土争端等主要问题的处理原则形成的共识体

系。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对“1972年体制”的冲击，突出表现在中日两国在台湾、历史、安全、领土争端等主要问题上矛盾全面激

化，日本表现出越来越强硬的姿态，并且把在这些问题上挑战中国国家利益作为日本自主性的主要标志。这使得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过程

中一贯坚持的“求同存异”原则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想主义的空想，而是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认识到

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是日本推行以“普通国家化”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转型所致，而且日本推动“普通国家化”战略的方向在今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这应该是我们对未来日本政治走向以及中日关系发展作出判断的一个首要的大的前提。日本之所以敢于在

当前通过对华强硬化来彰显其自主性，主要是基于以下战略判断：中国目前正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

境，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来自日本的投资和经济援助。只有对日本的战略企图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在战略上做出从容应对。中

国应该认识到，当前日本对中国的挑战更主要是一种战略上的挑战，不是仅仅通过“求同存异”就可以化解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

过于注重计较经济利益的得失，就会在国家核心利益――安全利益上受到损失。因此，中国只有使日本在推行通过对华强硬彰显自主性的

战略选择时遭遇重大战略损失，才能使日本在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过程中重新定位中日关系，重新认识到中国在其“普通国家化”战

略中的地位和分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日本频频挑衅中国的行为。从长远来看，日本成为“普通国家”也是无法阻挡，这是我们对日

本未来走向的一个大的战略判断。就像美国学者卡赞斯坦所言，日本不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却缺乏相应政

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国家。但是，日本在当前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过于注重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忽视他国合理的

国家利益的倾向，却让我们对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后的世界前景无法把握。尽管现在就说日本将来会重蹈覆辙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在对

日本未来走向进行预测时，任何建议和实际应对措施都不应该不顾这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对此，中国宜未雨绸缪，及早筹划，防止这种

事态的发生，并为一旦发生这种事态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而做好准备。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对日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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