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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 

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 

信 强 

米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奥巴马政府开始着力推行 

“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积极鼓励日本在亚太地缘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奥 

巴马政府的推动和日本多届政府的积极运作之下，多年来以美国为“单一轴心”的亚 

太安全格局呈现出一个日趋明显的变化．亦即逐渐向“关主日辅”的格局演变。首先， 

日本通过持续强化日关同盟关系，并借机促进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在日美同盟 

中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其次．通过加强与美国其他亚太盟国的双边和三边安 

全互动．使得“美日+1”成为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展开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最 

后。日本还主动出击，与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伙伴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 

等国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战略安全协作。上述举措不仅使 日本在 日美同盟中的功能和 

地位得到提升。而且与一系列亚太重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水平也稳步升级，进而在 

亚太传统的“轴辐安全结构”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连接、补充和协调作用，在地区安 

全体系中影响力也与 日俱增．隐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地缘安全格局的“次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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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冷战期间，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亚太国家缔 

结军事同盟，形成了以所谓的“轴辐结构”为显著特征的亚太安全格局，亦即以美国为 

单一轴心，以一系列双边同盟为辐条，进而支撑起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苏联的安全体 

系。在这一“轴辐结构”之中，美国是整个体系唯一的联结点，与多个国家保持着紧密 

的安全联系，但是其亚太盟国之间却由于种种原因，彼此鲜有直接进行安全合作的渠 

道和机制。借助这一体系，美国在亚太地区对苏联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直至最终 

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冷战结束后，该体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以延续，并逐渐演变为美国防范潜在竞 

争对手、维持其亚太霸权的战略工具。近年来，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奥巴马政府 

开始着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和军事存在， 

另一方面则积极构建以美 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美 日印合作为代表的三边或“少 

边”安全合作框架。① 通过鼓励地区盟友和“战略伙伴”国家加强彼此之间的横向 

联系，亚太地区既有的“轴辐状”安全架构开始逐渐向日趋绵密的“网络状”结构转 

变。②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而陷入经济衰退．面对财政拮据和 

军费缩减的窘境，奥巴马政府开始鼓励 日本在美 日同盟的框架下承担新的职责和任 

务，在亚太地缘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多年来一直试图打破“战后体制”、实 

现“正常国家化”的日本则全力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借以加强 日本对地区安全议题 

① 参见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66—8l 

页；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 4期，第 1—7页；王俊生：《东 

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进展与出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 l2期 ，第53—75页；Henry Kissinger，“Power 

Shifts，” Survival，Vo1．52，No．6，2010／2011，PP．205—212；Lanxin Xiang，“China and the ‘Pivot’，” Survival， 

Vo1．54，No．5，2012，PP．113-128；David Shambaugh，“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The Washington Qua． 

terly，Vo1．34，No．1，201 1，PP．7-27；Suisheng Zhao，“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How the 

Oh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1． 

2l，N0．75，2012，PP．369-390。 

② 参见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 72～73页；孙茹：《美国 

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 ，第 39—50页；Patrick Cronin，“The Emerging 

Asia Power Web：The Rise of Bilateral Intra·Asian Security Ties，” Repo~ of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10，2013；Shawn Brimley and Ely Rather， “Smart Shift：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re Affai~，Vo1．92，No．1，2013，PP．177-l81。 

· 40· 



 

吗 浓 是浩 2014年第4期 

的干预能力。①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和 日本多届政府的积极运作之下，以美国为“单 

一 轴心”的亚太安全格局呈现出一个 日趋明显的变化，亦即逐渐向“美主Et辅”的格局 

演变，日本在一定程度上隐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地缘安全格局中的“次轴心”。 

日本“次轴心”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通过持续强化 日 

美同盟关系，并借机促进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 ，使其在 日美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 

不断得到提升。其次，通过大力加强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亚太盟国的双 

边和三边安全互动，使得“美 日+1”成为美国与诸多亚太盟国展开安全合作的重要机 

制和平台。最后 ，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日本还主动出击 ，与亚太地区内美国所 

选定的“战略伙伴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展开多种形式的战略安全协 

作。如此种种，不仅使 日本在 日美同盟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且与一 

系列亚太重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水平也稳步升级，进而在亚太传统的“轴辐安全 

结构”中开始发挥 日益重要的连接、补充和协调作用，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力 

也与 日俱增 

二 关 日同盟的深化 

自1951年 9月签署《美 日安保条约》以来，随着国际时局的发展演变，美 日同盟 

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和调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 日本在同盟中地位的提升以及作用的扩 

大。例如在 1996年4月，美日两国签署《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美日同盟进行 

“再定义”，将同盟的功能定位由单纯的防御入侵，转变为对亚太地区事务进行干预。 

1997年9月，两国发表《美 日防卫合作指针》，再次扩大了美 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职 

能，建立了相互协同和联合作战的安全保障体制。②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又积 

极鼓励 日本调整“专守防卫”的军事行动原则，在美国亚太军事部署中发挥“枢纽”和 

“核心”作用，进而力求将美 日同盟缔造为“全球性同盟”，以更有效地配合美国的全球 

战略。③ 日本则借机出台《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授权 日本 自卫队向印度洋派遣军 

舰，协助和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从而突破了对 日本出兵海外发挥军事作 

① 参见吴怀中：《Et本对华大战略简析》，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 ，第 65—80页；吕耀东：《深化同盟机 

制：日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载《13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 3—14页；杜晓军：《日本外交与美国“重返亚 

洲”战略》，载《日本研究》，2012年第 1期，第93—98页；吴寄南：《新世纪13本对外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年版。 

② 陈效卫：《合作与冲突：战后美国军事联盟的系统考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③ 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143—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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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限制。2003年5月，美 13两国首脑明确将同盟定位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标志 

着该同盟的适用范围将随之扩展至全球层面。2004年 1月，13本应美国要求向伊拉 

克派遣了陆上自卫队，这是二战结束以来 日本首次向战争发生地区出兵，也是 日美同 

盟关系的重大突破。2004年6月，13本又通过了《美军行动便利法案》等七项法案，赋 

予了13本参加由美国带头发动的战争行动的权力。2004年 7月，日本发布《防卫白皮 

书》，声称自卫队今后将应美国的邀请参加各种国际性活动，强调 自卫队要从“存在” 

转向在国际上“积极发挥作用”，把参与“国际活动”作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①2006 

年 5月，13美两国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提出“日美同盟新阶段”的概念，宣称 13美 

同盟具有“全球意义”，强调两国要在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范围”进行合作。② 

近年来，为了抗衡和制约国力 日益强盛的中国，奥巴马政府在实施“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过程中，高度强调加强美13同盟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性，鼓励 日本在美 13 

同盟的框架下“有所作为”。而日本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也积极予以配合，试图在亚 

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13两国的合力之下，美 日同盟迎来新一轮的 

战略性调整，日益由“单向保护型”向“全球干预型”转变．从而为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 

布局中发挥“次轴心”的作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首先，日本在美国亚太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多年来美国一 

直在试图赋予美 日同盟更多的职责，希望 13本“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紧张、危机及战 

争时期均与美军全面合作并采取行动”，从而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广泛的义务。③ 

2011年 lO月，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 

中直言：“与13本的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必须确保“联盟的灵活性和 

适应能力”，以应对新的地区和全球挑战。④ 2012年 1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托马斯 ·多尼伦(Thomas Donilon)明确指出，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处于“亚太再平衡” 

战略核心内容的首要地位，未来将着力提升两国在安保方面合作的能力，并对 日本在 

保障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寄予厚望。与之相应，13本则积极迎合美国的要求，希望 

利用美国的战略调整强化 自身外交和安全 自主性，甚至实现将 日美关系从“依附型” 

转化为“合谋型”，同时借机加大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和发言权。⑤ 

① 《日本 防衔一防衔白害(平成 25年版)》，http：／／www．cleating．mod．go．jp／hakusho—data／2OO4／w2004一 

O0．html，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日。 

② 廉德瑰：《浅析 日美同盟的深化》，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第48页。 

③ 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一Japan Alliance：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CSIS 

Report，August 2012． 

④ Vlill~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P．59． 

⑤ 张瑶华：《安倍 2．0时代的日本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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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1年6月，美 13在防长与外长“2+2”磋商之后确立了18项双边、地区和全球共 

同战略目标，再次确认美 13“建立面向全球的新型同盟关系”的战略意向。2012年 4 

月，13本首相野 田佳彦在访美之际与奥巴马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愿景》(A 

Shared Vision for the Future)的联合声明．宣称数十年来美 日同盟“向着全面的伙伴 

关系稳步发展，这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也对区域外的和平与安定 

做出了贡献”。针对全球战略形势的新变化，两国未来将全面加强在海洋、太空、网络 

等全球公域的合作。① 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奥巴马宣称美 日为“全球性伙 

伴”，美日同盟“不仅依然是两国安全与繁荣的基础，更是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而 

该声明描绘了“两国在亚太地区所追求的未来”．并将在此后数十年间“帮助两国对该 

地区加以塑造”。野田则标榜“日美同盟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两国决心“不仅 

为亚太地区，而且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分担责任和发挥作用。② 该联合声明的发表 

标志着美 日同盟将进一步“全球化”．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得到 

增强，该声明也因此被视为是“日美两国力图强化同盟机制，以经济和安全两个支点 

掌控亚太主导权的战略宣言”。③2013年1月，美日防务官员就全面启动修改《美日防 

卫合作指针》展开磋商，并准备将扩大自卫队的活动内容写人新的安保指针中，包括 

加强 日常的警戒监视活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2013年 7月 16日，日本 

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Itsunori Onodera)在访美时透露，针对东亚变化的安全环境 ，日 

美正在磋商制定长期防卫指南。赋予 自卫队重要的“新角色”．包括允许 自卫队针对入 

侵者及其战略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建立专门的类似于海军陆战队的“岛屿防 

卫部队”，以维护离岛安全，由此预示着 日本有可能对其防卫政策进行根本性的 

调整。④ 

其次，美日两国军事一体化更趋全面和紧密。随着美日同盟的强化，两国军方之 

间的合作也得到显著提升，通过共同制订作战计划、共享作战情报、扩大共同训练、共 

同利用军事基地及共建导弹防御系统等多种方式 ．美 日同盟从侧重防务分工转向大力 

① The White House of US，“United States—Japan Joint Statement：A Shared Vision for tIle Future，” April 

30，2012，http ，， ．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4／30／united-states-japan-joint·statement·shared—vision— 

future，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 13。 

② The White House of US．“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oda of Japan at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pril 30，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4／30／remarks—president—obama— 

and·prime—minister—noda-japan-joint—press—eollfer，登录时间：2014年 3月 14日。 

③ 吕耀东：《深化同盟机制：13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4页。 

④ “Minister Says Japan to Bolster Its Defenses，”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9，2013，http：／／online．w ． 

eom／artiele／SB10001424127887323394504578609601309804558．html，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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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两军的“联合战力”和“互操作性”，军事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①2012年7月， 

美日两国达成一项协议，将在2013年首次派遣日本自卫官常驻五角大楼，以便提高两 

国的联合应急能力，日本此前已经向美军设在佛罗里达州的中央司令部和设在夏威夷 

的太平洋司令部派遣了自卫官，但向国防部这一美国国防中枢派遣 自卫官则尚属首 

次。自卫官常驻五角大楼之后可以出席国防部举行的Et常会议，从而在各种作战和设 

想的初期便能够进行及时沟通，有助于两国在 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态”或灾害时迅 

速做出反应。② 

2012年8月23 13，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 ·登普西(Martin E．Dempsey) 

会见来访的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Shigeru 1wasaki)，会后登普西表示，此次 

会晤的主要目的是“就美 日具体加强联合作战进行磋商”，两国针对如何在陆、海、空、 

网络等空间领域扩大和加强联合行动、深化警戒监视和侦察活动的合作达成一致，彰 

显了两国“长期且持久的同盟关系”。③2012年 9月 17日，美国防部长莱昂 ·帕内塔 

(Leon Panetta)在访日期间公开宣布，将于 2013年在日本南部部署第二套用于侦察弹 

道导弹、侦测距离高达4000—5000千米的海基 x波段早期预警雷达。2012年 1O月 3 

日，美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 ·卡特(Ashton B．Carter)在华盛顿宣布，将在冲绳嘉手纳 

基地部署新型隐形战机 F一35以及其他最先进的武器装备。2012年 10月 5 13，12架 

MV一22“鱼鹰”倾转旋翼机正式完成在冲绳普天间基地的部署，以应对中国海空军力 

量的壮大和在东海活动范围的扩大。 

另据日本媒体于 2013年 3月 20日透露，日美两国业已开始针对“如果中国‘占 

领’钓鱼岛”的假设 ，制订自卫队与美军联合作战计划，以确定中国海军舰艇在 Et本领 

海活动时的日美具体行动方案以及“相互合作计划”。这是两国“首次以日本领土特 

定地区受到武力攻击为背景”来制订作战计划，借此表明一旦 日本“有事”，美 日将依 

据《美 日安保条约》合作予以应对。④2013年 4月 30日，美国防部长查克 ·哈格尔 

(Chuck Hage1)与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举行会谈，双方决定共同组建一个 

监视、侦察和共享情报的工作小组，并加快规定自卫队与美军合作方式的《日美防卫 

① 赵明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 日同盟转型》，载《当代世界》，20l2年第 10期，第 13页 

② 《米国防纶省 自衡官常驻 日米合意、有事I二‘=)再初勤强化》，载《日本经济新闼》，http：／／www．nikkei． 

com／article／DGXNASFS16001
一 W2A710C1MM8000／，登录时间：2014年 3月 14日。 

③ Amaani Lyle，“Dempsey，Japanese Counterpart Bolster Partnership across Domains，” August 23，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ele．aspx?ID=117616．登录时间：2014年 3月 14日。 

④ 《吉野直也．尖髑、日米 防衙 画策定 街突回避，＼对中抑止》，载《日本经济新丽》，http：／／www．ni． 

kkei．corn／article／DGXNASFF19003
一 Z10C13A3MM8001／，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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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指针》的修订进程，以大幅加强美Et军事协同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① 

最后，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得到有针对性的大幅增强。在冷战期间，美国一直 

对 日本军事能力的发展以及军力的使用设定有重重限制，但是近年来为了帮助 日本 

“有效地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在美国的帮助和指导之下，诸多行之有年的“禁忌”被一 

一 打破。使得自卫队在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史无前例的“首次”突破．使日本自卫 

队的作战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美 日两军的协调与合作也得到大幅加强。例如， 

为了强化日本保卫“离岛”的能力，2012年 8月 21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 

战队第 3远征军以钓鱼岛被占领为假设背景．在关岛和天宁岛展开为期 37天的“夺 

岛”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首次以岛屿作为演习场地，模拟 Et本离岛遭到攻击并重 

夺控制权的演习。②2012年9月，日本陆上 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马里亚纳群 

岛举行了首次联合登陆演习。2013年 1月23日，数百名 日本自卫队员与美国海军陆 

战队在美国西海岸举行代号为“铁拳”的联合军事演习，该演习由美国陆战队出动最 

新型的鱼鹰旋翼机运送日方队员和战车登陆小岛．然后首次由登岛的自卫队指引美军 

导弹和飞机对岛上目标实施攻击。⑧ 

2013年 6月．日本派遣一支包括“日向”号直升机航母在内的舰队以及 250名地 

面部队官兵远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军营，与 4000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举 

行为期 3周的“黎明闪电”两栖军事演习，借此学习抢滩登陆、海上补给、两栖部队夺 

取岛屿、演练直升机和小型快艇突袭以及如何与美军“协同作战”。这不仅是 日本 自 

卫队首次参加这一大型军演．也是日本地面部队在后冷战时代首次随日本军舰赴国外 

参加演习，更是 日本海陆空三个军种首次联合演练如何“夺取和保卫岛屿”，并在美国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紧密协同下实施两栖战斗行动，这标志着“日本自卫队在扩大其 

角色和任务方面迈出的最新、最大而且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一步”，也被视为日本“地 

面部队和国防策略转型的第一步”。④ 

① Jim Garamone，“Hagel，Onodera Discuss US-．Japanese Security Concerns，”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 

ice，April 29，2013，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hbrary／news／2013／04／mil一130429一aflps01．htm?一m= 

3n％2e002a％2e792％2eyo0ao00i7x％2eqoc。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日。 

② “US Marines and Japaff’s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Joint Military Drills in Guam，”September 25， 

2012．http：／／www．4thmedia．org／2012／09／25／us-marines．-and-japans-ground—self-defense-force-joint—military-drills-in— 

guam／，登录时间：2014年 3月 14 13。 

③ “US and Japan Conclude Exercise Iron Fist 2013，”February 18，2013，http：／／www．naval-technology． 

corn／news／newsus-japan．conclude．exercise．iron．fist一2013，登录时间：2014年 3月 14 13。 

④ Kirk Spitzer，“Japan Sends Its Troops into Uncharted Waters，” T／me，June 12，2013，http：／／nation． 

time．com／2013／06／12／japan—sends-4ts--troops-．into-uncharted—waters／．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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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7日，安倍政府推出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三份文件，亦即所谓的“安保三箭”，明确声称要“通过 

有效利用防卫装备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武器装备的“共同开发与生产”， 

建设“具有高实效性的综合防卫力”，建立“经常性警戒与监视体制”、“海军陆战队功 

能”和陆海空“全天候立体防御体系”，以加强海上和空中控制能力。与此同时．安倍 

还积极推动集体 自卫权的解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甚至考虑获得先发制人军事打 

击的能力等，这标志着 Et本军力建设的不断升级以及防卫政策正在逐步进行根本性的 

调整 

三 日本与美国亚太盟国安全合作的加强 

在冷战期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多个国家结成了 

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而日本与上述各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则鲜有实质性合作。但是近 

几年来，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大力加强与上述各国的安全合作，试图利用美 日韩、美 Et 

澳等三边合作机制，与美国联手建立“开放的、全面的、基于国际规则的多层次的网 

络”，并逐渐成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一个 日益重要的“连接点”。① 

一 方面，El本积极参与由美国主导的一系列三边安全合作机制，推动“美日+1”安 

全合作模式的构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挥幕后推手的作 

用，发展以传统双边同盟为基础的三边合作，促成其亚太盟友之问的制度化协作。而 

在美国所推动的几乎所有三边安全合作框架中，日本可以说从不缺席．与美国携手推 

动一系列以美Et为轴心的多边军事合作机制的构建。例如．2006年 3月，在既有的美 

澳和美 日双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美 日澳启动了首次“三边安全对话”机制。2007年 

9月，美Ft与澳大利亚在孟加拉湾进行了为期 5天、代号为“马拉巴尔07”的首次联合 

军事演习。2007年 10月，美日澳在 日本举行代号为“太平洋盾牌07”的首次海上拦截 

演习。2008年6月，美日澳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信息情报交换机制，并联合 

开展救灾训练、人道主义救援演习等活动。2009年 5月，美 日韩三国防长在香格里拉 

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三边会谈，磋商应对朝鲜威胁事宜。2011年 7月，美日澳三国再 

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2012年 1月，首次美 日韩三边安全对话在华盛 

① The White House of US，“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oda of Japan at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pril 30，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4／30／remarks—president—obama— 

and—prime，minister—noda-japan-joint—press-confer，登录时间：201"4年 3月 14 13。 

· 46· 



 

毋 泳 伙诌 2014年第4期 
l 

顿召开，三国就朝鲜问题等涉及共同安全利益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2012年4月 16—27 Et，正当中菲两国在黄岩岛对峙之际，美国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举 

行第 28次“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而13本自卫队则首次派员参加此次军演。2012年 

6月 21日．美 13韩又在 13本海和黄海举行了具有“破冰意义”的三国海上联合军事演 

习。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派遣舰艇和战斗机参加，以加强与美韩海军之间的协同作战 

能力。2012年 7月 12 13，为了应对所谓的“朝鲜入侵威胁”，美 日韩宣布成立专门的 

三方安全磋商机构。2013年 2月 7日，美 日澳三国出动大批战机，在关岛附近举行 

“对抗北方”空军联合军演，旨在加强三国空军联合应对军事危机的能力。 

另一方面．日本积极深化与美国亚太盟国之间的双边安全关系。以 日澳关系为 

例．2007年3月13 13，13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首相霍华德在东京签署《日澳安 

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外，日本与他国签署的第二份具 

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文件。宣言声称两国为应对“新的安全挑战和威胁”，将就具有共 

同战略利益的问题加强磋商，并通过举行军事演习、共享战略情报、共同训练军队等方 

式展开密切合作。①2007年 6月，日本又与澳大利亚创建了外长和防长“2+2”年度安 

全对话机制，使之成为继美国之后与日本建立类似机制的第二个国家。2008年 12 

月，在日澳第二次“2+2”会谈中，双方决定加强舰队支援、秘密情报保护等合作，其中 

规定 日本 自卫队进入大洋洲海域从事海上安保等活动时，澳大利亚有提供情报与后勤 

保障供应的“责任与义务”。②2012年 9月 14日，日澳两国防长和外长共同签署名为 

《为和平与稳定合作：共同愿景与目标》的联合声明，宣称两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 

利益的天然的战略伙伴”，在中国增强军力频繁进出海洋之际，日澳将在安全与国防 

事务上更加紧密地合作，与美国强化三国安保协同能力，并将在 2020年制订 13澳美三 

国联合行动计划。③2013年 1月31日，13澳两国于2010年5月签署的《获得与交互 

支援协定》(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正式生效，这是继 13美于 1996 

年签署类似协定之后 日本与他国达成的第二个协定。根据该协定 ，两国将在未来行动 

中向对方提供食品、燃料及其他后勤支援，从而标志着两国在双边防务合作方面取得 

实质性进展，甚至已经开始向“准同盟”关系迈进。④ 

① 刘新华：《日澳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6期，第 ll—l8页。 

② 屈彩云：《试析冷战后的日澳安全关系》，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 3期，第 l5页。 

③ “Australia and Japan-Cooperating for Peace and Stability：Common Vision and Objectives，”September 

14．2012．PP．1—5． 

④ “Japan．Australia ACSA Defense Pact Enters into Effect，” January 31，2013，http：／／news．xinhuanet． 

com／english／world／2013—01／31／c
一

132141889．htm，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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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屡爆争端，13本也积极与菲律宾接触，着力加以 

拉拢。2012年年初，日本宣布将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 1O艘巡逻舰，包括提供培 

训和其他后勤支持，以“提升后者维护海洋安全的能力”。2012年 7月，13本防卫大 

臣森本敏(Satoshi Morimoto)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博尔泰雷 ·加斯明(Voltaire~azmin) 

在东京签署加强两国防卫交流与合作的协定，声称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与菲律宾海军 

进行共同训练。在海上安保领域实行情报共享，并推进两国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 

信息合作。2013年 1月，El本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访问菲律宾，两国外长 

宣布日菲互为“战略伙伴”，将展开情报交换与共享，并一致同意在海上领土争端的解 

决过程中加强安全合作。2013年2月，日菲举行了由两国防务和海上安全部门高官 

参加的“海洋对话”，讨论如何应对来 自中国的“海洋威胁”。2013年6月，日防卫大 

臣小野寺五典访菲，在与菲防长加斯明举行会谈后，双方宣布将强化国防合作．而菲 

方则首次“允许 13本使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从而为接受 日本 自卫队的“永久性进 

驻”打开了大门。①2013年 7月27日，13本首相安倍晋j访问菲律宾，在与菲总统阿 

基诺三世举行会谈后宣称两国“有着共同的根本价值观和许多共同战略利益”，为此 

日本将向菲提供 1 1亿美元的贷款，动用 13本官方发展援助(ODA)为菲律宾海岸警 

卫队提供 10艘巡逻艇，并协助菲构筑情报通信系统，以实现“广泛的海洋领域 

合作” 

四 日本与美国亚太“伙伴国家”安全合作的提升 

近年来．美国在“重返”亚太的过程中，不仅倾力发展与传统盟友的关系，也在不 

断强化与该地区部分“关键国家”的关系，并通过军事交流、人员培训、应对非传统安 

全威胁、武器出售、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积极拓展与印度、印尼、越南、文莱、马来 

西亚、柬埔寨等所谓亚太“伙伴国家”的军事合作，借此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对中国 

进行战略围堵。例如，2010年6月，美印举行了首次双边“战略对话”。2012年6月， 

美印外长在华盛顿会晤，承诺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提 

出了以推动共同繁荣、和平与稳定为中心内容的远景规划。2010年 10月，美国常务 

副国务卿威廉 ·伯恩斯(William J．Bums)宣称，随着世界经济与战略重心的东移，美 

① Joseph Santolan，“US，Japan t0 Establish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hppines，”June 19，2013，http：／／ 

www．WSWS．0r en／articles／2013／06／29／phil一-j29．html，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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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印度视为“真正的全球性伙伴”，美印关系“必须成为亚太世纪的基石”。①在经历 

了12年的暂停之后，美国于2010年7月恢复了与印尼特种部队的军事合作，并签署 

《美国一印尼防务框架协议》，为此后两国加强在军事训练、国防采购和海洋安全上的 

合作奠定了基础。2010年 11月，奥巴马首访印尼，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决定在贸易、 

能源、国家安全等领域展开合作，构建“全方位的伙伴关系”。2012年5月，美国与印 

尼在印尼东爪哇省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旨在增进双边军事合作和提高防御 

战术水平。再以美越关系为例，2010年8月 11日，美越两国海军在南海举行了首次 

“非战斗性演练”。随后美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访问越南岘港。2010年 8月 I7 

日，美越在河内举行了首次副部长级国防政策对话。2011年 8月，美越签署《军事医 

学合作协议》，这是越南战争后美越首次签署的军事合作协议，开启了两国越战后正 

式军事合作关系的大门。201 1年9月，美越签订《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在海上 

安全、人道救援和救灾等方面展开合作。2012年 6月3 Et，作为越战后第一位访问越 

南的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金兰湾登上了在港停留的美军“理查德 ·伯德”号补给舰， 

随后两国防长就建立经常性高级对话机制、海上安全与灾难救援、军事医学合作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并积极探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还鼓动 日本发挥 自身在海上安全方面的优势，帮助菲律宾、越南、 

印尼等国家提升海岸侦察、警戒和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2012年4月26日，美 

日外长和防长“2+2”安全磋商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共同努力为提升亚太地区 

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加强“有力的、高效的、创造性的合作”，并将“通过训练和演习” 

的方式来“帮助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建构其能力”，而 日本则承诺将通过对官方发展 

援助的“战略性使用”以及为沿海国家提供巡逻舰艇等多种方式，来“促进地区的安 

全”。② 事实上，对于美国种种拉拢亚太“战略伙伴国家”的举措，日本也始终是予以积 

极配合和参与，并利用部分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海洋领土争议，大幅加强与越南、印尼、 

新加坡等亚太重点国家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安全合作。早在2010年，日本便将东盟与 

美、韩、澳等国一起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在 日本区域安全政策中占据着重要 

的战略地位。近几年来，日本多次派遣陆上和海上 自卫队官员，为越南、印尼、柬埔寨 

提供海上医疗、海洋气象、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借以拉近与东盟 

① William Burns，“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A Vital Partnership in a Changing World，” October 26， 

2012，http：／／iipdigita1．usemb~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10／20121026137992．html#axzz2Za91hTh5．登录时 

间：2014年3月 14日。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April 26，2012，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5220，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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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的关系。 

以日越关系为例，2010年 10月，Et本首相菅直人访越，两国首脑发表《发展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声称将全面加强战略安全合作。2010年 l2月 9日，两 

国在河内举行首次“战略伙伴对话”，围绕南海问题展开协商讨论。2011年 10月，两 

国防长在东京会晤，签署了强化两国防卫合作与交流备忘录，决定建立防卫部门副部 

长级定期对话机制并开展两军互访，越南随之成为继新加坡之后与日本签署类似协定 

的第二个东盟国家。对此时任 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公开声称：“日本与越南已经结成 

了战略伙伴关系．越南的安定与发展，对于 日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①而安倍晋三 

在2012年年底再度上台执政之后更是将越南定位为“共享利害关系的战略伙伴”。 

2013年 1月 16日。安倍访问越南并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谈，会后安倍表示将向 

越南提供 5亿美元额度的日元贷款，并宣称两国“将发展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扮演积 

极角色的战略伙伴关系”，一致同意“积极推进在政治、安保领域的合作”。②2013年5 

月，日越两国防卫官员在河内举行首次以“海洋安全保障”为主题的双边对话与协商， 

希望通过海洋安全协商，共享关于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动向的情报和分析，借以加强 日 

越安全合作关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印关系近年来的不断升温，日本也大张旗鼓地与印度 

发展起日益紧密的双边和三边安全合作关系。例如在美国的引导下，早在 2003年 6 

月，日印两国便共同参加了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合作对抗雷”空军演习。2007年 

4月，美日印三国举行了首次三边联合军事演习。2009年 4月，美 日印三国又在冲绳 

附近海域以反潜和反舰作战为重点，举行了代号为“马拉巴尔09”的海上联合演习，三 

国军事安全合作逐步走向常态化。2011年 12月 19日，首次美 日印三边安全对话在 

华盛顿召开。2012年 10月29日，第三轮美 日印三边会谈在新德里召开，其中一个主 

要议题就是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如何加强三国海上安全合作以及政策协调，显示美 

日印防卫合作更趋紧密。 

在美日协同的框架之外，日印双边交往与合作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在 

2005年 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之际，两国便宣布要构建“全球性伙伴关 

系”，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开展双边合作。2006年 l2月，日印正式宣布建立“全球战 

略伙伴关系”，标志着 日印关系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后双方在军事 、安全、 

① 《7， 7，c二括c于为平和 繁泶69~ 69戟略的 ， 一 I-于一三／ y 7o 下"~769行勤l=闰亨为日越共同声 

明》，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noda／vietnaml1lO／pdfs／3．pdf，登录时间：2014年3月 14日。 

② 《安倍纶理大臣69---< -)-厶葫同(概要)》，http：／／www．mofa．go．jp／m0faj／kaidan／s—abe2／vti一1301／viet— 

nam．htm1．登录时间：2014年3月 l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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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外交、经贸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2008年 10月22日，日印两国首脑在 

东京签署了《日印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称未来两国将以“共同的价值观与利益”为 

基础，围绕打击海盗、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反恐以及防灾等议题在亚太地区展开合作， 

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持续扩大和深化提供了制度化保障。①2010年 7月，日印举行首次 

外交和防卫部门副部长级战略对话。2010年 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 日，两国发表《面 

向未来十年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想》联合声明，声称将通过双边和多边军事演 

习、情报共享、训练和对话加强安保合作，并确立了举行以反恐和打击海盗为主题的年 

度联合军演机制。②2012年 6月，两国海军在东京附近的相模湾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 

演习，标志着两军交流迈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台阶。2012年 11月 21日，日本首相 

野田佳彦与来访的印度总理辛格达成强化两国海上合作的协议，决定继续加强日本海 

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之间的联动，并进一步提升两国海上安保当局之间的合作关系。 

安倍再度出任首相之后．继续鼓吹建立美 日印澳“民主价值观同盟”以及“海洋联 

盟”，试图使 日印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2013年3月26日，日印第七次战略对话在东 

京举行，日本慷慨解囊，同意提供总额约2900亿 日元的贷款给印度，支持印度国内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两国外长宣布将加强海上安全保障合作，并就充实 日印外交及防卫 

当局间的副部长级对话机制以及日美印三国局长级磋商机制达成一致，同时确认参考 

2012年首次实现的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联合训练，增加两国举行联合演习的机 

会。2013年 5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与安倍发表联合声明称：“考虑到战略环境的变 

化，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日本与印度间的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为此两国决定扩大 

安全对话，加强海上联合训练和防卫技术合作，并同意就民用核能合作问题加快双边 

谈判进度。③2014年 1月，安倍受邀参加印度“共和国日”庆典，在访印期间，安倍同意 

向印度提供2000亿 日元的低息贷款，对印度出口核发电设备以及先进的“US一2”水上 

飞机，后者是 日本首次将防卫装备以民用方式出口。此外，双方决定建立国家安全顾 

问级别的定期协商机制，以强化两国军事安全合作。并将在当年举行 日印美联合海上 

军事演习。通过以上种种举措，日印两国近年来在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 

足发展 

①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India．“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Japan。” 

October 22，2008，http：／／pib．nie．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44047，登录时间：2014年 3月 14日。 

② 高新涛：《日印近期强化战略合作的深层背景与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第84页。 

③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Joint Statement on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Japan：Strengthening 

the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between India and Japan beyo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Rela· 

tions，”May 29，2013，http：／／m~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1755，登录时问：2014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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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持续攀升，美国 

日益担心中国有朝一日会挑战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霸权地位。自称为“美国历史 

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在 

该地区打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更为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① 然而，在金融危机的 

打击之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且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深感力不从心的奥巴马政府 

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必须依托传统盟友的支持，并大力拓展与战略伙伴的多边合作，通 

过在亚太地区构筑“多结点”的安全合作网络．才能有效地维系其在该地区的领导地 

位。也正因如此，美国开始积极鼓励和支持 日本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希望 日本能够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为美国“分忧解难”。 

与此同时，日本的安全战略方针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及力量 

收缩．日本国内质疑 日美同盟可靠性的声音日渐增多。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中日之间围 

绕钓鱼岛的争端愈演愈烈，中国海军力量迅猛发展，突破第一岛链走向远洋的活动 日 

益频密，日本对于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危机甚至冲突的情况下，美国能否信守其对 日安 

保承诺的疑虑更是 日益高涨。基于此，日本一方面竭力通过加强 日美同盟来“拉住美 

国”，另一方面则主动出击，积极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为美国的“重返”亚太牵线搭 

桥，借机拼凑对华进行战略围堵的地缘安全网络，进而扩大其在地区安全领域中的发 

言权和影响力。近几年来，日本在利用美国所打造的一系列三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同 

时。也通过活跃的双边交往。全面加强了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美国传统盟国以 

及印度、越南、印尼等“伙伴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隐然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中仅 

次于美国的“第二轴心”，成为美国塑造亚太战略新格局的重要支柱和推手。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尽管近年来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日本 

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但是其影响力的提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限 

制。首先是来自美国的约束。美国需要借助 日本来配合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因 

而鼓励日本在地区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美国并无彻底改变既有的“轮轴一 

轮辐”安全格局的意向。同时，美国也对 日本试图“借船出海”，摆脱“战后体制”和美 

国的控制。进而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图谋深怀疑虑，因此会竭力将 日本在亚太地区 

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限制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防止 日本借机做大，破坏东亚权力平 

①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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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现状，最终对美国构成威胁。 

其次，近年来 日本的种种作为显然是将其矛头指向中国，试图构筑起一个对华战 

略包围圈，借以制衡中国的迅速崛起。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亚太各 

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攀升，中国也已成为绝大多数亚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为了维护一个友好稳定的对华关系。亚太绝大多数国家均不愿意与美 日结成反 

华“准同盟”，从而导致与中国交恶。例如，作为美国铁杆盟友的澳大利亚虽曾多次参 

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五国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由于顾忌中方的反对态 

度，澳大利亚于2007年决定退出五国联合军演机制。又如，尽管在美 日的积极鼓动之 

下。印度于2009年和2011年两度参加代号为“马拉巴尔”的美 日印三边海军演习，但 

是2013年4月，当美 日力邀印度在关岛附近海域再次举行类似军演时，印度“出于对 

中国敏感态度的考虑”。决定军演“应保持在双边范畴”，因此宣布取消参与此次三边 

军演的计划。① 

最后，近代以来El本曾对亚太邻国实施过野蛮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暴行，给诸多国 

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但是二战后 日本多届政府却屡屡歪曲、否认甚至美化侵 

略历史．从而激起了很多国家的强烈反感．并对日本一系列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的行为 

保持警惕，不愿为日本围堵中国的战略推波助澜。例如，在美国多年的推动和撮合之 

下，日韩两国防长在2011年 1月举行会谈之后，决定秘密缔结《军事信息安全综合协 

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和《获得与交互支援协定》，并 

拟于2012年6月29日首先签署《军事信息安全综合协定》。但是由于信息外泄，遭到 

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和质疑，在原定签署该协定的当天，韩国政府被迫向日本提出延 

期请求，由此导致两项协定被无限期“搁浅”，至今未获签署。由此可见，日本试图效 

仿美国．在亚太安全格局中扮演“次轴心”角色的图谋在实施的过程中必将面临重重 

阻力 

(截稿：2013年 10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Fearing China，India Pulls out of War Games，” Hindustan Times，May 13，2013，http：／／www．hin· 

dustantimes．com／India—news／NewDelhi／Fearing—China—India—pulls—out·of-war·games／Articlel-1059257．aspx．登录时间： 

2014年 3月 14 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