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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党执政后的鸠山外交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刘江永

【内容提要 】　2009年 8月 31日 , 日本第 45届众议院选举揭晓 , 民主党以绝

对优势获得大胜。9月 16日 , 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顺利当选日本首相。这次选

举实现了以日本两大政党为主体的政权轮替 , 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国

际大背景看 , 这次日本民主党上台与美国民主党上台有相似之处。这次大选不仅对

日本国内政治和外交 , 而且对日美、中日关系等 , 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　日本民主党 　鸠山由纪夫 　执政 　外交

　　2009年 8月 31日 , 日本第 45届众议院

选举揭晓。在众议院 408个议席中 , 民主党

以 308席的绝对优势获得大胜 , 长期执政的

自民党仅获 119席而下野。9月 16日 , 民

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顺利当选日本首相。这

次选举实现了以日本两大政党为主体的政权

轮替 , 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选举

结果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日本主流民意强烈要

求变革的现实 , 另一方面也表明自民党失去

了广大选民的支持和信赖。从国际大背景

看 , 这次日本民主党上台与美国民主党上台

有相似之处。因此 , 这次大选不仅对日本政

治 , 而且对日本外交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其对外政策如何 , 特别是日美、中日关系走

向如何 , 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鸠山能否 “美亚并重 ”推行 “友

爱 ”外交

鸠山内阁外交有可能强调 “友爱 ”精

神 , 对美国和亚洲同样重视 , 对美国和中国

同样重视 , 而非两者必居其一。总体上将以

日本自身利益为原点 , 美亚并重 , 具体问题

具体对待。

在日本民主党看来 , 自民党执政时期特

别是小泉内阁期间的对美 “一边倒 ”做法

不可取。这不禁使人联想起 50多年前鸠山

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执政时 , 曾经否定吉

田茂内阁对美 “一边倒 ”政策的历史。日

本民主党一直强调 , 日美要成为真正的同

盟 , 应该是平等的。也就是说 , 在维持日美

同盟的同时 , 如果日本觉得美国的一些做法

不妥 , 日本未必要跟进 , 也可以提出自己的

看法 , 这并不等于要削弱或放弃对美同盟。

为纠正长期以来日本自民党政府特别是小泉

内阁对美国 “一边倒 ”的政策 , 鸠山强调

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要有平等地位 , 但这并

不意味着民主党要彻底摆脱美国。

鸠山内阁总体上仍将把保持同美国的关

系作为外交的重点。鸠山首相和冈田可也外

相有可能首先谋求与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民主

党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日美首脑将就当前

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问题

谋求达成共识并相互配合。在维系日美关系

的同时 , 会更多地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日

本的民意。例如 , 在冲绳基地问题上 , 日本

民主党曾要求重新修订自民党执政时期日美

就冲绳基地整编问题达成的协议 , 促使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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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撤出美军基地 ;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

度洋向美军供油问题上 , 民主党曾表示反

对 , 要求 2010年撤回自卫队。这引起美国

一些人的不快和不安 , 他们为改变日本民主

党的上述政策主张 , 势必对日本施压并渲染

中国军事力量增强等所谓 “中国威胁论 ”。

奥巴马政府有可能要求日本在阿富汗问题上

提供支援 , 在伊核和朝核问题上继续给予合

作。同时 , 奥巴马政府不会像美国鹰派那样

一味要求日本修改宪法 , 行使与美军联合作

战的 “集体自卫权 ”。日本民主党在对美关

系方面也可能淡化军事合作 , 强化在建立日

美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合作。美日两国的民主

党政府有可能谋求同中国建立一种具有建设

性的中美日三边合作关系。

鸠山首相上台前曾撰文指出 : “很多人

从金融危机中认识到 , 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

也许会终结。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对于美元作

为关键全球性货币的永久性地位产生了怀

疑。”“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

的发生 , 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时代正走向

终结 , 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当前

的事态明确表明 ,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

经济体之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 , 中国经济

的规模将超过日本。”这些话实际上是批评

已下野的布什政府 , 不是针对奥巴马政府

的 , 反而有迎合奥巴马政治思维的味道。

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 , 鸠山并

不赞成以谋求本国权力为国家利益目标的

“现实主义 ”, 而是信奉国家间相互依存关

系重要性的 “理想主义 ”和通过和平方式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 “建构主义 ”思想。所

谓的 “建构主义 ”, 主要是指以美国学者温

特为代表 ,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

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它认为物化的利益可

以伴随人们主观认同的改变而改变。人们可

以通过共有知识的形成 , 增进国际或地区认

同 , 建立国际规则等 , 实现国际和平与安

全。鸠山突出强调 , “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

身份 : 我们是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 , 正

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

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 , 我们必须持续建

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

架。”他主张在建立国际合作的新架构之

际 , “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度的问题 , 走以

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之路 ”, “不

遗余力地建立对巩固货币一体化至关重要的

永久性安全框架 ”。① 关于日中之间的领土

争端 , 鸠山认为 , “难以通过双边谈判得到

解决。双方对这些问题讨论得越多 , 情绪被

激发、民族主义加剧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

我认为 , 只有迈向程度更大的一体化 , 阻碍

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

的经历告诉我们 , 地区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

争端 ”。鸠山认为 , “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

全是我们在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

多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

为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 在身处美中

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利益应该遵循的适当

道路。”

鸠山的政治理念之一是其祖父鸠山一郎

在自民党建党时提出的 “友爱 ”精神。在

外交上 , 鸠山内阁今后能否对朝鲜体现

“友爱 ”精神还有待观察。最近 , 朝鲜对外

展现了灵活友善的姿态 , 先后邀请美国前总

统克林顿、韩国现代集团会长玄贞恩访朝 ,

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出席韩前总统金大中葬

礼。但是 , 由于朝核问题并未解决 , 美国仍

在要求落实联合国的制裁措施。鸠山内阁在

要求朝鲜弃核问题上的立场也不会改变。为

打破制裁 , 朝鲜在向联合国通报浓缩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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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的同时 , 表示愿意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而进行对话。日本大选后 , 朝鲜严厉抨击

下野的自民党 , 并密切关注民主党上台后是

否会调整自民党一味施压的政策。如果鸠山

政府能像最近美韩那样对朝有所松动 , 甚至

对朝展开 “友爱 ”外交 , 朝很可能择机向

鸠山内阁释放善意。例如 , 在绑架问题上 ,

朝有可能接受日方关于重新调查的要求。实

际上 , 2008年 6月福田康夫内阁时期 , 朝

方已同意重新调查 , 但自民党内有关负责人

宣称 , 如果调查结果不能令日方满意 , 日本

就不解除制裁。结果朝鲜认为日方毫无解决

问题的诚意而加以拒绝。迄今 , 自民党政府

对朝制裁措施超出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 ,

终止了对朝贸易和人员往来。若民主党能与

韩国保持一致 ,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民间经济

交往方面网开一面 , 日朝关系将趋改善。今

后 , 若朝鲜能通过双边接触缓和同美韩日的

关系 , 特别是美改变针对朝鲜的核威慑政

策 , 不排除六方会谈重新复会的可能性。

二、民主党执政有可能为中日关系发展

带来新机遇

尽管中日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需

要解决 , 但此番日本民主党上台 , 中日关系

有可能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第一 , 由鸠山首相 (1947年 2月 11日

出生 )、菅直人副首相 (1946年 10月 10日

出生 )、冈田克也外相 ( 1953年 7月 14日

出生 ) 组成的 “三驾马车 ”, 形成了民主党

领导班子的一个梯队 , 也是首届民主党政府

推进日中关系最重要的领导核心。他们都是

战后出生的 , 是日本第一个 “纯战后一代 ”

政府领导核心。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同中

国的交往 , 有的可以说是中国的老朋友。鸠

山首相过去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过演讲 , 主

张建立同心同德的日中关系。鸠山首相当选

后首先将利用 9月下旬出席 20国集团金融

峰会之机同中国领导人会晤 , 争取尽早正式

访华 , 并出席在中国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

人会议。日方将就进一步充实日中战略互惠

关系、建立东亚共同体和中日韩合作、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能源环保合作、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等问题 , 加强与中方沟通。

第二 , 自民党执政期间 , 中日两国关系

发展已具有较好的基础。一是中日实现了邦

交正常化 ; 二是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三是确立了战略互惠关系。近年来两国首脑

恢复并加强了互访。中日两国逐渐形成了相

互依存、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合作关

系的基本框架。这对民主党执政后在这个框

架内发展两国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鸠山表示 , 民主党政府将继续 “为日中战

略互惠关系充实具体内容 ”。

第三 , 在中日关系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

上 , 民主党主要领导的立场比较明确。在历

史问题上 , 他们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 ,

态度比自民党历届领导人鲜明得多。对自民

党政府批准通过的日本右翼教科书持批评立

场。民主党曾表示不支持 “台独 ”, 而支持

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 遵守日方在 《中

日联合声明 》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承诺。目

前台海局势走向和解 , 有利于中日关系的

发展。

第四 , 从大的战略格局看 , 日本战后第

一次处于不受任何大国牵制而可以自主发展

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机遇期。当年 , 鸠山

的祖父鸠山一郎作为日本首相 ( 1954 -

1956年 ) 时 , 曾希望通过贸易和民间的交

流逐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 但因受冷战时

期美国的牵制而没有实现。此后 , 鸠山的父

亲鸠山威一郎担任福田赳夫内阁外相 , 曾与

中国政府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

判 , 但又受到前苏联的压力。而目前 , 日本

基本上可以不再受其他大国的牵制而自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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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加强同中国的关系。这是民主党上台后

不能不更加重视中国的重要国际战略背景。

第五 , 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相互依存关

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2009年中国 GDP

有望超过日本。2009年上半年 , 中国的外

贸出口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 , 中国的外

汇储备早已超过日本 , 居世界第一位。2009

年中国将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这是民

主党上台后更加重视中国的重要经济背景。

但是 , 中国人均 GDP与日本相比差得很远。

因此 ,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应向日本学习 , 如

在环保、节能、气候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

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 , 中日两国合作潜力还

是巨大的。

三、中日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民主党主张推进同中国的友好合作

关系 , 但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尚有待观

察。这是因为 , 中日之间依然存在一些需要

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11小泉执政期间受到严重损害的中日

两国民间感情 , 还需中日两国长期共同努力

才能修复和改善。日本领导人采取谨慎态度

来维护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合作关系 , 是至

关重要的。最近 , “日本言论 NPO”和 《中

国日报 》社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 , 中国受

访者提起日本的第一印象是 “南京大屠

杀 ”。日本 7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仍对中国

有负面印象。日方认为 , “毒饺子问题 ”是

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之一。尽管 “毒饺子

事件 ”是一个有待侦破的刑事案件 , 却产

生如此恶劣的影响 , 其原因之一是日本媒体

的过度炒作 , 搞得日本消费者人心惶惶。中

日两国都应注重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合作 , 以

与邻为善的 “友爱 ”精神 , 从以邻为伴的

合作角度考虑今后如何处理类似问题。

21如何处理达赖、热比娅访日问题 ,

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执政后在对华关系问题上

面临的一大考验。其重要背景是 , 2008年

在拉萨发生了 “3·14”打砸抢暴力犯罪事

件 ; 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了 “7·5”严

重暴力犯罪事件。与此同时 , 日本右翼反华

势力与中国的一些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 ,

从事损害中国安全、破坏中日关系的动向比

较突出。前不久日本自民党参议员卫藤晟一

邀请热比娅访日 , 为 “疆独 ”提供政治舞

台。自民党下台前 , 日政府又再次批准李登

辉访日。自民党大选落败后 , 党内右翼反华

势力作为在野党很可能更加无所顾忌地美化

侵略历史 , 再度邀请达赖和热比娅访日 , 牵

制民主党政府推进日中关系 , 给中国政府和

中日关系制造麻烦。

据报道 , 日本民主党过去也跟达赖集团

有过接触。日本跨党派的 “考虑西藏问题

议员联盟 ”代表即是民主党新生代议员枝

野幸男。2007年 11月鸠山担任民主党干事

长期间曾会见达赖。对此 , 中国驻日大使馆

曾表示强烈不满 , 希望民主党切实尊重中方

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 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

似事情。① 今后 , 鸠山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和

日本首相 , 要巩固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

关系 , 就必须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明智、正确

的选择。

31在台湾问题上 , 如何处理日美同盟

介入问题 , 是民主党对华政策面临的又一大

考验。自民党执政期间 , 曾把台湾海峡局势

作为日美同盟应对 “周边事态 ”的一部分

来定位和处理 , 主张 “台湾归属未定 ”, 引

起中方强烈反对。今后 , 民主党政府能否纠

正自民党政府的错误 , 将是区别民主党与自

民党在台湾问题上政策异同的一个重要标

志。在这个问题上 , 民主党 (下转第 4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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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政策制定 , 对环保政策的影响加大 ,

对污染企业有很强的监督力 , 一些排污企业

在环境团体的施压和当地居民不满情况下 ,

开始遵守环境法规。2004年 12月印度洋发

生海啸 , 印度南部东侧沿岸、安达曼和尼科

巴群岛受害程度较大。环境团体建议政府加

强沿岸环保法规。

在国际合作方面 , 印度多年来与世界银

行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展合作 , 在环境管

理能力和环境技术引进方面受益匪浅。印度

还与巴基斯坦等国确立了 《南亚共同环境

纲领 》, 在环评程序、环境标准、环境法完

善和森林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 , 2005年 1月印度发表 “国家战

略制定纲要 ”, 按 “共同但有区别原则 ”,

强调发达国家应完全履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的义务 ,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援助 , 转移

绿色技术。印度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将发展经

济、消灭贫困作为优先政策。当然 , 印度为

从发达国家获取更多绿色开发机制 (CDM )

资金也做了许多准备。2005年 4月设置国

家 CDM 机构 , 规定了权限 , 明确了作用 ,

作为环境有关各部门的协调机构而发挥着职

能作用。

总之 , 印度的环境问题相当突出 , 如任

其继续恶化 , 造成的损失将约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10%。印度政府正自上而下地积极推

动全民节能和环保 , 变革环保法律机制。当

前印度环保法律机制正进入第四时期 , 即转

型期。但是应当看到 , 印度解决环保与经济

发展的矛盾 , 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

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责任编辑 　周仁民 )

(上接第 4页 ) 内一些人与自民党的立场一

致 , 甚至强调中国是 “现实威胁 ”。美国一

些人也会对日本民主党政府加以牵制。但

是 , 这是一个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

的重大战略问题 , 要建立中美日之间的政治

互信 , 就难以绕开这一问题的解决。另外 ,

与此相关的是 , 2010年之前日本将如何修

订防卫计划大纲和制定武器装备的 “中期

业务计划 ”。民主党的外交、安保政策究竟

如何 ? 民主党政府能否 “统领 ”防卫省、

外务省的资深官僚 ? 或许由此便可一叶

知秋。

41日本民主党在人权问题上态度比较

严厉 , 但与右翼反华势力不同 , 中日双方需

要加强沟通。应当指出的是 , 人权既是个道

德概念 , 也是个法律概念。从道德的意义上

讲 , 人权是没有国界的 , 但从法律意义上讲

人权是有国界的。因为任何权利都必须附有

相应的义务 , 每个国家公民享有人权的具体

内容都不会脱离本国法律规定 , 而不可能有

一个统一的世界标准。国家要维护人权 , 政

府就必须依法保护本国国民 , 惩处犯罪分

子。人权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 但不能作为外

交手段对别国施压。中方同民主党的交流可

以更坦诚、更直接 , 并欢迎日本朋友提出建

议 , 这有利于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

51中日之间还有一些具体问题 , 如钓

鱼岛领土争端、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等 , 也

需要中日双方进行有创造性的协商 , 运用智

慧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只要中日双方根据迄

今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 该坚持的就要

坚持 , 该改正的就要改正 , 该创新的就要创

新 , 拿出诚意、智慧和耐心来解决过去遗留

的一些问题 , 就一定能使两国关系取得新的

突破和进展。
(责任编辑 　周仁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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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Ha toyamaπs Fore ign Policy after the D em ocra tic Party of Japan Takes O ff ice
L iu J iangyo ng

　The election of Japanπs 45th House of Rep resentatives resulted in the overwhelm ing victor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while the Chairman of the party Yukio Hatoyama is successfully elected
as the new Prime M inister. This election has made possible the change of power in Japanπs political
system dom inated by two major parties, which will not only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Japanπs
political history, but also possibly exert p rofound influence on Japan2US and Japan2China relations.

The Curren t S itua tion of Burma and Its D evelopm en ts
M a Ya nb ing

　Though a series of unexpected events have brought great instability to Burma, its government is
firm ly in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The outbreak of a full scale civil war is not likely as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ethnic m inorities are no match for the government forces. The sanctions of the W est on
Burma will result in nothing, while the overall trend of China2Burma friendship is not ap t to change.

The Ea stward Sh ift of Russiaπs Energy Export Stra tegy and
Energy Coopera tion in Northea st A sia

Han L ihua
　A s a resource power, Russia has been in a positive position in energ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 sia. But with the drastic drop of p rices for energy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08, Russiaπs attitude has been changed. Northeast A sia does have advantages in resourc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infested with insurmountable impediments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p rospect
of cooperation heavily depending o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interdependence of the
states in the region.

O bamaπs New M iddle Ea st Policy and Ch inaπs Energy Secur ity
Sun B igan

　The adjustment of the M iddle East policy of the Obama adm inistration is tactical rather than
strategic. A sM iddle East is the most energy2rich region in the world and our first choice of energy
impor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our energy security and we need to have long2term considerations
for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the region.

D evelopm en ts and Problem s of Energy Coopera tion am ong
the SCO M em ber Sta tes

Sun Yo ngxiang
　Energy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hat SCO takes to strengthen mutual trust and good
neighborliness as well as p 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among its member states and it is also one of
its focal points since its founding. Over the past 8 years, the member states and observer states
concerned having started with p roper cooperation p rojects an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m have
achieved many satisfactory results.

The Charm and D evelopm en t Trends of BR IC
W a ng Yu sheng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BR IC is striving for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gr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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