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日本的
“

价值观外交
”

刘江永
’

内容提要 安倍内阁在内政外交方面提出许多抽象的理念
。

在外交方面
,

“

价值观外交
” 、 “

自由繁荣之弧
” 、 “ 日 中战略互 惠关系

”

等给人 留下较深 印

象
。

本文重点分析这些外交 口 号的内涵
、

实质
、

思想脉络
,

以及它们之 间的

相互关系
。

伴随安倍晋三 内阁辞职
,

福田康夫新首相提出
“

创造和平外交
” ,

日本喧嚣一 时的
“

价值观外交
”

和
“

自由繁荣之弧
”

就此戛然而止
,

而它未

来是否会以某种形式重现
,

还有待结合未来 日本政局和国际形势变化做长期

观察
。

关 键 词 日本外交 价值观外交 自由繁荣之弧 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年 月 日
,

为期一年的安倍晋三 内阁落下帷幕
。

回首安倍

内阁的外交
,

有两个关键词给人留下较深印象 一是麻生太郎外相提出

的所谓
“

价值外交
”

下称
“

价值观外交
”

二是安倍晋三首相倡导

的
‘

旧 中战略互惠关系
” 。

这两者的实质
、

内涵究竟是什么 两者之间

是矛盾的还是统一的 福田康夫新内阁成立后
,

日本外交将如何展开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
。

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 年 月 日发表了演讲
,

给 日美同

盟
、

国际协调
、

重视亚洲近邻关系这三大 日本外交支柱又增添一大支

柱
,

即
“

价值观外交
”

和
“

自由繁荣之弧
” ① 设想

,

并称其为 日本外

。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

① 日本驻华大使馆网站的翻译为
“

自由
、

繁荣的彩虹
” ,

刀 几 一

州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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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
“

新基轴
” 。

① 即 日本外交的一切都要围绕这个
“

新基轴
”

来转
,

“
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

也不例外
。

日本 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绒一明确指

出
“ ‘

价值观外交
’

的骨子里潜藏着反共意识
”

且业已过时
,

并奉劝麻

生
、

安倍
“

需要跟他们的外祖父吉田茂
、

岸信介的时代保持距离
” 。 ②

一
“

价值观外交
”

和
“

自由繁荣之弧
”

的 内涵
。

用安倍内阁要员的话来说
,

所谓
“

价值观
”

是指
“

民主主义
、

自

由
、

人权
、

法治及市场经济
。

在推进外交方面高度重视这些
‘

普遍价

值
’ ,

开展
‘

价值观外交 ”
’ 。

所谓
“

自由繁荣之弧
”

则指
“

在欧亚大

陆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
。

必须把这一地带串联在一起
,

建

成
‘

自由繁荣之弧 ”
’ 。

③ 麻生主张
,

积极开展
“

重视民主
、

自由
、

人

权
、

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
”

的外交
,

从东北亚
、

东南亚
、

南亚
、

中东
、

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
,

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而稳定的
“

自

由繁荣之弧
” 。

④ 为此
,

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美国
、

澳大利亚
、

印度
、

北约各国密切合作
。

安倍晋三在 《迈 向美丽的国家 》一书中也提出
,

从战略出发召开

日美澳印首脑或外长会议
,

为使普世价值观与亚洲其他国家共享而合

作
。

⑤ 安倍执政期间
,

从 年 月访欧到同年 月访印
,

以及各国领

导人访 日时
,

他都着力强调
“

自由
、

民主主义
、

人权
、

法治等基本价

值观
” ,

并极力争取各国支持 日本 年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和未来成为常任理事国
。

他表示
,

日印
“

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

是

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结合的产物
。
⑥ 作为例外

,

安倍首相在 年

月访问中东五国时并没有强调
“

价值观
”

问题
,

而提出了在中东建立
“

和平与繁荣走廊
”

的设想
。

这说明日本深知
“

价值观外交
”

未必得到

中东各国的认同
。

① 。几 脚 丫 犯砂 角皿 】砚“ 几

② 加藤舷一 「政策中心‘二党内
“

再编
, , 、 『中央公瀚 』 年 月号

。

③ 麻生太郎 『 「自由己繁荣内弧 含。 乙一掂尔石日本外交内地平 』、

日本国隙周题

研究所七 三 一罐演
、

血 耐 叮
。

④ 同上
。

⑤ 安倍晋三 『美 匕协国入
、

文落春秋
、

拓 年
、

百
。

⑥ 安倍晋三 二 。刃 海刃 交为 口」、

刀 伍 可 溉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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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

价值观外交
”

的实质是
,

企图借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

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
,

从全球范围影响并牵制 中国
。

所谓
“

价值观外交
” ,

实际上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 日本冷战外交

的变种
。

不同的是
,

冷战时期 日本主要追随美国采取反共反华立场
,

但

共同利益和人民愿望最终成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
、

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强

大动力
。

冷战后
, “

共同价值观
”

一直维系着 日美同盟关系
,

并影响了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方针的转变
,

日本开始对中国打
“

援助牌
”

即是
“

价值观外交
”

作祟
,

但当时并不像美国
“

人权外交
”

那么来势汹汹
。

年桥本龙太郎首相提出
“

欧亚大陆外交
” ,

其主要 目的是与中国
、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
,

获取能源资源
。

然而
,

麻生的
“

价值观

外交
”

和
“

自由繁荣之弧
”

设想则显示 出一种
“

战略大国
”

的外交

图谋
,

其特点是对外主动凸现意识形态因素
,

从全球战略布局
,

以中

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和防范对象
,

确立 日本的国际主导地位
。

这种
“

意

识形态
” “

地缘政治
”

的
“

二合一
”

对外战略受到以下三大意识的

支配
。

本国优越意识
。

麻生任外相时曾标榜说
,

日本有
“

基于亚洲最

早实现现代化
、

最悠久的民主政治国家百年以上经验的智慧
” ①

。

所以
,

无论是民主主义
,

还是和平
、

自由
、

人权
,

日本都有资格宣布推行
“

价值观外交
” 。

② 至于 日本的侵略历史
,

他不愿正视
,

且答道
“

历史

认识即使在一国内也不一致
” , “

对历史的评价
,

即便相同人种
、

相同

国民
,

即使再过 年双方的历史认识也未必一致
” 。

③ 安倍首相在印

度国会演讲时甚至宣称
“

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展示 出崇高勇气的帕尔法

官 ④
,

仍赢得许多日本人不渝的尊敬
。 ” ⑤ 安倍内阁

“

价值观外交
”

的

策略考虑
,

是避免像小泉前首相那样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与中国正

① 日本外务省网站 刀 位 笋 可 。倒 脚 伙 鹉 户恤 址砂。

阿
。

② 麻生太郎 『 「自由七繁荣内弧 」 含。 石 一 掂解乙 日本外交刃地平 』、

日本国除周题

研究所七 之于一簿演
、

刀 咖伍 州 对 可
。

③ 刀 可 , 酬 可脚 ‘ 姆 回
一

④ 帕尔 山】 ,

印度人
,

是 年东京审判时唯一替 日本甲级战犯辩护的

法官
。

他认为 日本没有战犯
,

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英
、

美
。

⑤ 安倍晋 三 『二 。内 海 。交为 勺 』、

咖伍 洲 二 盯 二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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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交锋
,

而选择一块于 己相对有利的
“

赛场
”

同中国博弈
。

这似乎正

是美国一些人所期待的
。

世界大国意识
。

麻生宣称
‘

旧本是与世界体系稳定具有生死枚

关利益的大国一员
。

像 日本这种大国
,

追求自身的生存
、

稳定
、

繁荣等

国家利益的三大目标时
,

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全

无关
。

所以
,

日本必须和美
、

澳
、

印度
、

欧盟
、

北约各国等思想和利益

相同的友邦越来越牢固地联合起来
,

努力形成和扩大
‘

自由繁荣之

弧
’ 。 ” ① 安倍内阁的这种外交姿态

,

与其说是 日本自身大国意识的重新

觉醒
,

不如说是面对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影响不断扩大而产生的一种焦

躁
、

不健康
、

不现实的战略反应
。

地缘战略意识
。

年 月
,

安倍首相在印度国会发表题为

《两洋交汇 》的演讲中宣称
“

目前 日本外交正为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

形成一圈所谓
‘

自由繁荣之弧
’

而到处推进各种设想
。

日本与印度的

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正好可构成这一进程的关键
。 ”

日印进一步合作将

使
“

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在一起
,

正出现东亚和南亚相融合的
‘

扩大

亚洲
” , “

它将把美国和澳洲卷人
,

成长为覆盖整个太平洋的广大网

络
” 。 ‘

旧 印两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两大民主国家
” , “

同为海

洋国家的印度和 日本在海上航线安全方面拥有生死牧关的利益
” 。 “

强

大的印度符合 日本的利益
” , ‘

旧 本欢迎印度崛起
” 。

② 殊不知
,

早在

年末
,

日本前驻华公使宫家邦彦便提出
,

针对中国崛起
,

日本的

最佳战略是
“

与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结成军事同盟
” , “

在中

国周边地区建立包括中东和 中亚的
‘

扩大
’

亚洲的亚洲大陆
‘

实力均

衡
’ ,

重新构筑对华外交
” 。

③ 安倍仅是接受了宫家的这一建议
。

① 麻生太郎 『 「自由七繁荣内弧 」 奋。 石一掂力‘乙 日本外交刃地平
、

日本国燎周题

研究所七 之于一罐演
、

伍 可 。甸 酬 口
。

② 安倍晋三 二 。内 海刃 交为
、

刀 血 卧 训 比 岁 叮
刘伊

。

③ 宫家邦彦 「海洋国家力绪取 石叹 含大睦载略 —
日中国交回夜以来刃对中外交刃南

方奎变之止」、

中央公瀚 』 拓 年 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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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生太郎曾把
“

价值观外交
”

和
“

自由繁荣之弧
”

称为 日本外交

的
“

新基轴
、

新造语
” ①

。

其实
,

这不过是
“

新瓶装旧酒
” ,

堪称是冷

战时期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的新世纪 日本版
。

早

在 年
,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斯派克曼便提出
“

谁支配着边缘地带
,

谁就控制欧亚大陆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
,

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 ” ② 从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到布什政府企图控制从东北亚到中东的
“

不

稳定弧
”

地带
,

都与这一地缘战略思维有关
。

一 在 日本的 国家利益概念 中
,

除 了安全与繁荣之外
,

价值观也

被包括在内
,

有时甚至还被突出强调
。

安倍首相 年 月访问欧盟时曾指出
‘

旧 本与志同道合的国家

共同支撑基于 自由
、

民主
、

基本人权
、

法治等基本价值的自由与繁荣
,

才是 日本的国家利益
。 ” ③ 这种利益观在 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方面也有

明显表现
。

年
,

一份供 日本首相参考的报告称
‘

旧 本的国家利益

一般指 日本和 日本人的安全
、

繁荣
,

以及 日本人认为重要的各种价值观

自由
、

民主
、

日本的传统等 的维持和促进
。 ”

这些价值观
“

必须在
‘

东亚共同体
’

内得到实现
” ,

这是一个原则
。 “ ‘

东亚共同体
’

的蓝图

不能偏离 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另行其事
。 ” “

如果将来实现的
‘

东亚共同

体
’

充满专制和压制或者说是国家间霸权秩序的产物
,

那么不但将违

背 日本人的价值观这一国家利益
,

而且也将危害安全这一最根本的国家

利益
。

所以
,

如果
‘

东亚共同体
’

朝着这一方面发展
,

那么无论如何

必须加以阻止
。 ” ④ 年

,

麻生外相也提出
,

东亚多边框架的重点 目

① 麻生太郎 『 「自由七繁荣内弧 」 奋。 乙一掂力 石日本外交的地平 』、

日本国隙周题

研究所七 三士一罐演
。

② 斯派克曼 《和平地理学 》
,

商务印书馆
,

年
,

第 页
。

③ 安倍晋三 『欧州葫周忆打汁乙内外韶者会兑 』、

卜 刀 卧 祀 祀 扮
。

④ 束了 少了共同体抨蔽会辍告香 『束了少了共同体横想刃现状
、

背景 上 日本内国家戟

略 』、

年
、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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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首先是
“

重视自由
、

民主主义
、

市场经济
、

法制及人权等普世价值

观
” 。 ① 日本同中亚五国建立

“ ”

对话机制
,

也有平衡上海合作组

织及中国影响的意图
。

麻生外相曾明确表示
,

日本对中亚的方针之一是
“

以共有
‘

普遍价值观
’

为基础
,

寻求合作伙伴
” ,

提供援助
。
②

二 日本的
“

价值观外交
”

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基础
,

获得右翼反

华势力支持
,

其矛头指向中国
。

年 月
,

自民党跨派系年轻议员 人组成了
“

推进价值观外

交议员之会
” ,

其顾问是前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
,

会长是前经济产业

副大臣古屋圭司 安倍晋三的大学同学
,

曾任安倍晋太郎外相秘书
。

他们一起结成
“

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
” ,

从事美化侵

略历史的活动
。

在
“

推进价值观外交议员之会
”

首次会议上
,

古屋指

出
“

中国不是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

并不断增加军费
,

很难让

人打消对其称霸扩张的担忧
。 ”

中川也称赞
“

价值观外交
”

是
“

把同欧

洲
、

澳洲等的关系也纳人视野的新思路
。

以 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观为杠杆

向世界传播 日本的想法
,

可成为未来改变 日本的动力
” 。

③ 可见
, “

价值

观外交
”

集中代表了日本战后一代立场偏右政客的对外战略主张
。

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宣称
“

东亚
‘

新冷战
’

的帷幕已徐徐拉

开
” , “

面对中国
、

俄罗斯和朝鲜三个独裁政权组成的联合
, ‘

价值观
’

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

社会主义国家也好
,

独裁政权也罢
,

都与我们信奉

的民主
、

人权
、

法治和言论 自由等价值观格格不人 ,’
“

尽管就历史问

题相互理解很难
,

但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
,

拥有共同价值观的 日美韩保

守派应深人合作
” 。

④ “

特别是就靖国神社等受到欧美和 中国批评的时

候
,

要考虑反驳的战术
。

此时应可以把 自由
、

民主
、

人权
、

法治国家等

① 参见麻生太郎 《共同走向东亚未来的稳定与繁荣 —过去的教训及追求梦想 自由的

展望 》
,

拓 年 月 日
。

日本驻华大使馆网站
,

刀 。二 一 叩 即 可加 州

伙刃 “萨
。

② 参见麻生太郎 《使中亚成为
“
和平与安定的回廊

, ’

》
,

巧 年 月 日
。

日本驻华大

使馆网站
, 几 一 」即朋 州加 州 仅刃 了 。

③ 中川昭一
·

伊藤贯 「名誉南石独立内赴的 汇 当然内 国防榆蔽 」、 『正瀚 』 年

月号
。

④ 中西辉政 「生命腺吐 日米翰保守派丙速携‘二南 弓
、 『正瀚 』 年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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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连同日本传统价值观一起向世界输出日本的普世性
。 ” ①

这表明
,

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 日本与欧美的共同价值观掩盖他们在

历史观
、

战争观等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对立
,

从而在历史问题上摆脱被

动
,

在对华地缘战略上赢得主动
。

迄今
,

每当中国就靖国神社等历史问

题提出批评时
,

日本右翼势力总会转移问题焦点
,

把西藏问题
、

人权问

题等作为污蔑和攻击中国的重点
。 “

价值观外交
”

恰好为他们挞伐中国

制造了一个演绎逻辑的大前提
,

所以他们才如此大力支持
。

三 促使 日本形成
“

价值观外交
”

和
“

自由繁荣之弧
”

设想的

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国的地缘战略
,

其主要 内容是在全球扩 大 美式民主
,

企 图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
“
不稳定之弧

” 。

年 月 日布什政府公布的
“

九一一
”

事件后第一个 《四年

防务评估报告 》指出
,

从 日本海到澳大利亚直至孟加拉湾是一条
“

东

亚沿海弧形地带
” ,

中东
、

西南亚是
“

关键地区
” ,

防止这一地区落人

敌国之手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
。

年美国国防报告又称
,

从东北

亚到中东是一条
“

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 ,

该地区恐怖组织网络密布 朝

鲜
、

伊朗
、

伊拉克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今后有可能出现拥有丰富资

源基础的军事竞争对手 暗指中俄
。

而麻生提出的
“

自由繁荣之弧
”

与美国的所谓
“

不稳定之弧
”

的地理方位基本一致
,

战略考虑相通
。

日本一些人之所以支持
“

价值观外交
”

和
“

自由繁荣之弧
”

设想
,

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与布什政府的政策重点一致
。

例如
,

年 月
,

布什总统就职演说曾强调
“

必须扩大民主主义
”

同年 月
,

布什总

统访 日时在京都演讲中 次提到
“

自由
”

和
“

民主
”

访问蒙古时也

赞扬
“

反对一党独裁
”

的民主 到访印度后又称
,

印度是人 口最多的

民主国家
,

美印联手将成为世界稳定的巨大力量
。

总之
,

美国正着手在

中国周边结成
“

民主国家
”

联盟
,

即便是美国的民主党上台
, “

也会把

中国视为欧亚大陆面临的最大威胁
” , “

不会放松对中国军事的警惕
” 。 ②

早在安倍提出日美澳印四国联盟之前
,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人士便提

① 中西烽政 「日本文明含贯 俩值貌 奋兑据之乙秋 」、 『 日本内正道 』、

研究所出

版
、

年
、

真
。

② 田久保忠街 「了
、

, 夕 二政榷以变筋 匕赴力
、 」、 『日本刃正道 』、

研究所出版
、

年
、

一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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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维持美国主宰下的世界和平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 ,

因而要建立美英日印四国联盟
, “

继续把行使武力合法化作为实现政治目

的之工具
” 。 ① 年 月 巧 日

,

日本右派议员团体
“

创建正确 日本之

会
”

会长平沼赳夫 特邀美国亲台学者做演讲
,

其中便提到
“

为防

止中国作为集权主义和独裁统治君临亚洲和世界
,

美 日要和其他民主国

家合作
” , “

与澳大利亚
、

新加坡
、

印度
、

东南亚各国及台湾等携手
,

共同控制中国
” 。

② 这些观点自然也会引起安倍
、

麻生等人的思想共鸣
。

四 麻生承认
,

所谓 日本外交的
“

新基轴
”

其实并不新
,

只 不过

是给始于
、

年前 日本外交的
“

实绩
”

定位
、

冠名 而 已
。

这种
“

实绩
”

之一是
,

年夏
,

日本在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上表示对波兰
、

匈牙利提供金融援助
,

并于翌年 月宣布向上述两国提

供 亿美元援助
。 ③然而

,

就是在这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
,

美欧 日

却宣布制裁中国
。

对此
,

邓小平指出
“

七 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
,

他们有什么资格 谁给他们的权力 真正说起来国权 比人权重要得

多 ,’
“

他们的那一套人权
、

自由
、

民主
,

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
、

富

国的利益
,

维护霸权主义者
、

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 。

④笔者当时也曾撰文

指出 美国提出要推进民主价值观
,

日本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之

一是
“

尊重 自由与民主
” ,

与美国如出一辙
。

年 月 日本参议院通

过的相关决议规定
,

实施政府开发援助 的首要原则是
“
以尊

重主权
,

不干涉内政为本
” ,

而 日本政府却在支援东欧剧变的同时制裁

中国
,

这显然偏离了国会决议的精神
。
⑤拙文经 日本 《每 日新闻 》报道

后
,

海部内阁外相和官房长官曾专门商讨如何应对中方的反应
。

后来
,

海部内阁终于根据主流派的主张而决定放弃对华制裁
。

然而
,

年后
,

① 托马斯
·

唐钠利 《崛起中的力量和催化剂 》
,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 刀
·

甲
,

《兀陌 年 月 日
。

② 少 刁 夕
·

夕夕
、

, 夕 「中国内孤榷扳大含阻止廿上 」、 『 日本内正

道 』、

研究所出版
、

年
、

一 页
。

③ 麻生太郎外粉大臣 年 月 日政策又 匕一手 『 「自由七繁荣内弧 」 全。

乙一掂尔乙 日本外交内地平 』、

日本国隙周题研究所七 之于一摘演
。

、

④ 邓小平 坚持社会主义
,

防止和平演变 》
,

年 月 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

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的谈话
,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

第 页
。

⑤ 刘江永 《海部的外交意图 —谋求建立所谓
“

新国际秩序
”

》
,

载 《世界知识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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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生先生却旧事重提
,

难免有开历史倒车之嫌
。

“

价值观外交
”

与
‘

旧 中战略互惠关系
”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侧

面
,

折射出日本的对华两手政策或日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

前者强调的是

意识形态及与中国对立的因素
,

后者强调的是现实利益及与中国合作的

因素
。

这种相互矛盾的政策
,

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国内两种政治势力在外

交方面的较量和影响
,

以及安倍政治及其思想深处存在的矛盾状态
。

一 安倍执政后首先访 问中国
,

并提出 日 中构筑
“

基于共 同战略

利益的互惠关系
”

温 家宝总理访 日时
,

两 国就
“

战略互惠关 系
”

的基

本精神和 内涵达成共识
。

中日两国共同为亚洲及世界和平
、

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
,

是

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责任
。

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
、

地区及

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
,

共同为两国
、

亚洲以及世界做出贡献
,

在此

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
,

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

度
。 “

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是 相互支持和平发展
,

增进政治

互信
。

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
。

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
。

扩大和

深化两国政府
、

议会
、

政党的交流与对话
。

深化互利合作
,

实现

共同发展
。

加强在能源
、

环保
、

金融
、

信息通信技术
、

知识产权保护等

领域的合作
,

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
。

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
,

共同

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
。

加强人文交流
,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

友好感情
。

广泛开展两国青少年
、

媒体
、

友好城市
、

民间团体之间的交

流
。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

加强协调与合作
,

共同应对地区

及全球性课题
。

共同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
,

坚持通过对话和平

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目标
。

双方赞成联合国包括

安理会进行必要
、

合理的改革
。

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
,

共同在开放
、

透明
、

包容等三项原则基础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
。 ” ①

日方提出建立
‘

旧 中战略互惠关系
”

的积极面是主要的
,

但也有

① 中 日双方 年 月 日在东京发表的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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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

旧 中友好
”

这一两国关系基调的考虑
。

麻生任外相时便称
“

光

说友好
,

对双方没利也是枉然
。 ” ‘

旧 中共益
”

才是 目的
, ‘

旧 中友好只

不过是手段
” 。

① 安倍任首相时也称
“

友好就能万事大吉吗 未必
。

外

交与各自国家利益相关
。

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关系
,

就是战略互惠关

系
。

例如朝鲜问题
,

恐怕也是彼此合作
,

建立相互得利的环境才是重要

的
。

友好固然重要
,

但是为了友好而在两国利益相撞时却不言语
,

则是

本末倒置
。

该主张的时候当然必须提出自己的主张
。 ” ② 在这种思想支

配下
,

年 月
,

安倍首相访问比利时
,

一方面表示 中国的发展是

机遇
,

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存在国防费增加且不透明等间题
,

反对欧盟

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
③ 实际上

,

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作为对华制裁措施始

于 年
,

而当时的海部俊树内阁则率先解除了对华制裁
。

现在
,

当

欧盟一些国家提出解除相关制裁时
,

日本却出面阻挠
,

这只能说明 日本

对华外交出现了倒退
。

麻生提出以
“

价值观外交
”

为 日本外交的新轴

心
,

等于给
‘

旧 中战略互惠关系
”

套上一副枷锁
。

二 麻生的
“

价值观外交
”

与
“

自由繁荣之弧
”

战略步及 台湾

问题
,

尽管日本政府对此讳莫如深
,

但是 日本右翼学者和政策智囊则对

此津津乐道
, “

台独
”

势力也心领神会
。

日本曾殖民统治台湾地区 年
,

且历来认为台湾海峡是 日本海上

能源通道和商品运输的生命线
。

冷战时期
,

日本亲台势力曾宣扬蒋介石

战后对 日
“

以德报怨
” ,

故不能放弃台湾
。

冷战后
,

日本舆论又对台湾

的所谓
“

民主化
”

大加赞赏
。

自 年岛内选举以来
,

台湾的所谓
“
民主政治

”

丑态百出
,

于是 日本又出现了强调海洋国家必然与大陆国

家对抗的所谓
“

海陆对抗论
” ,

并把台湾定位为 日本海洋国家战略的重

要一环
。 “

自由繁荣之弧
”

设想包括 日本把势力延伸至印度洋
,

伙同美

国
、

印度控制亚洲大陆边缘的
“

弧形地带
” ,

并把台湾视为其中重要的

战略枢纽
。

美 日亲台势力均表示
“

不希望台湾的民主主义被纳人世界最大的

① 麻生太郎 「乱世乙干俺刃出番 」、

文曹春秋 』 年 月号
。

② 激突了夕 夕匕 二一 厂安倍晋三 樱井良子
、

文葬春秋 』 年 月号
。

③ 年 月 日
、

日叹斗军一首胭会敲 概要
、 功。爪

可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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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国家 不希望台湾这一处于西太平洋岛链中心的战略要冲被中国海

军控制并被用于切断 日美海上通道
。 ” ① 日本杏林大学客座教授田久保

忠卫高度赞赏
“

自由繁荣之弧
”

战略
,

宣称
‘

旧 中关系的核心是看谁

能拿到台湾
。

就地政学而言
,

哪一方获得台湾将决定胜负
” ②

。

安倍晋

三的政策智囊之一
、

东京基督教大学的西冈力教授也一贯主张 日本推行
“

价值观外交
” ,

把在亚洲扩大 日本的价值观作为外交战略目标
。

他强

调
,

台湾的战略价值对 日本来说 比对美国更重要
。

因此
,

要从
“

价值

观外交
”

出发
,

制定 日本版的 《与台湾关系法 》
,

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内

法明文确定保护台湾的
“

民主
” 。

③ 年 月
,

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

中川昭一甚至宣称
“

今后一年如果出现 中国进攻台湾或大规模镇压人

权等情况
,

抵制北京奥运会也将是一种选择
” “

如果台湾今后 巧 年被

置于中国势力之下
,

也许未来 年内日本也会沦为中国的一个省
” 。

④

近年来
,

陈水扁当局也格外重视加强同日本的关系
。

台湾大学教授

杨永明指出
,

其表现之一是
“

台湾的民主化与和平的政权交替带来了

台日关系水平的提升
,

双方基本价值观产生 了共性
,

拥有许多共同理

念
。

民进党和陈水扁政权宣传价值观理念
,

与 日本各界加强交流
,

主张

日美台等根据共同价值观建立同盟关系
,

保护共同的利益
、

政治制度和

生活方式
” 。

⑤ 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蔡锡敷也认为
“

台湾是美式 自由民

主主义的虔诚信徒
” , “

所以 日本新外交战略之
‘

自由繁荣之弧
’

便成

为 年台日价值同盟的新基础
” 。 ⑥ 另外

,

日本一些人鼓吹台湾的所

谓
“

民主化
” ,

还有间接影响中国大陆之意
。

三 日本推进
“

价值观外交
”

和
“

自由繁荣之弧
”

的重要步骤

之一
,

是建立
“

四 国联盟
” ,

联手北约
,

在全球确 立对华战略优势
。

安倍内阁担心美国长期陷人反恐战争
,

减弱对东亚的关注和威慑能

① 同崎久彦
、

梦 」夕 夕夕 夕 厂米国 宫砂 七。内 中国政策力
‘

自脱却廿止 」
、

『中央公流

沁 年 月
〔卜

② 田久保忠衡 厂丫 , 夕 二政榷以变郎 七赴力
, 」、 尸日本内 正道

、

研究所出版
、

年
、

真

③ 西周力 北朝解内核
·

拉致以解沈分 冬乙习 、

研究所出版
、

拓 年
、

真

④ 中川昭一 伊藤贯 「名誉南乙独立内赴的忆当然的国防渝法
、 『正流 仪刀 年 月号

⑤ 惕永明 「多重内二国阴保内交错 」、 ‘周题 上研究 』 年
、

月号
。

⑥ 蔡锡勤 《台日关系的本质 》
,

岌刃 年 月 日
,

刀
一

哪期 么】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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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于是开始考虑与澳
、

印
、

北约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

从这个意义

上讲
,

安倍内阁的
“

价值观外交
”

不仅是企图通过
“

软实力
”

在欧亚

大陆边缘地带扩大影响
,

而且包含军事战略联合的意图
。

从小泉内阁时期起
,

日本兵力部署重心便逐步从 日本东北地区向靠

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日本西南部转移
。

海上 自卫队在 日本西南海域

活动的频率大为增加
。

日本官方人士称
, “

有事法案
”

划定的范围包括

台湾和钓鱼岛
,

一旦钓鱼岛受到攻击
,

日美将根据 《日美安全条约 》

采取行动
。
① 年 月 日

,

美 日
“ ”

部长级安全磋商发表的

联合声明中提出 项亚太地区的
“

共同战略 目标
” ,

包括敦促中国
“

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
” 。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校长中岛岭雄称
“

这是 日本第一次公开宣布
” “

把台海安全定位为 日美同盟 的重要 目

标
” 。

② 在遭到中国反对后
,

年 月举行的日美
“ ”

会谈没有

再把台海问题列人 日美共同战略目标
。

这是 日美为减少对中国刺激所做

的策略调整
。

然而
,

美 日仍在渲染
“

中国威胁论
” 。

年
,

美国国防部 《四年

防务评估报告 》称
“

在大国和新兴国家中
,

中国最有潜力在军事上与

美国竞争
。 ”

日本分析家认为 美国防部此举的背景是在安全领域挑战
“

美国单极统治
”

的力量正在逐渐形成
。

依靠能源
、

资源恢复昔 日强盛

的俄罗斯企图通过多极化建立世界新秩序
。

抗衡美国单边统治的另一种

力量就是中国
,

而上海合作组织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
、

多极世界中的
“

一极
” ,

显示出作为
“

大陆国家
”

的强大影响力
。

美国的中长期战略

意图是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强化作为轴心位置的
“

海洋国家
”

的合作

意识
。

安倍提出的建立 日美澳印四国对话机制
,

符合美国的意愿
。
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正当麻生大力主张
“

价值观外交
”

之际
,

自

①

②

『度怒新阴 』 创 年 月 日
。

本格鼎敲 厂中国封 匕达的内成否全力
、

汁众 日
·

米
·

台速携内未来 」、

正扮 以拓 年

月号
。

③ 铃木美腾 「日米俩值内外交巴了一 三于一 少辍告 」、 『世界遇报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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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作为执政党的价值却受到 日本国民的强烈质疑
。

贪腐
、

民生等问题

和政治右倾化
,

导致 自民党在 年 月 日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
。

同年 月 日
,

安倍首相宣布辞职
。

随后
,

麻生竞选 自民党总裁败北
,

月 日福田康夫内阁成立
。

此次 日本政局变动
,

使得本来就难见成效的
“

价值观外交
”

近期

内更难推行
。

迄今
,

尽管安倍内阁为实现上述构想而拼尽全力
,

但美国

的反应却显得出奇的冷淡
。

这是由于
,

伴随伊拉克战争长期化
、

国际恐

怖主义蔓延等问题
,

国际上已初步形成对美开战的
“

隐形
”

一极
,

即

超国家的国际恐怖活动网络
。

加之核扩散危险的增大
,

美国的安全面临

威胁
,

且比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还要大
。

美国因伊拉克战争
、

伊朗

核问题等自顾不暇
,

对 日本刺激中国的做法转趋慎重
。

美国国家安全利

益决定了现阶段美国政府必须把中国作为联合的对象
,

避免同中国发生

战略冲突
。

伴随新保守主义势力从布什政府班子中纷纷消失
,

美国更加

明确地把中国作为
“

利益枚关方
” ,

同时对中川昭一
、

麻生太郎等人在

朝鲜核试验后的
“

拥核议论
”

表示警惕
。 “

慰安妇
”

问题作为人权问题

也引起了美国社会普遍关注
,

围绕历史问题的美日价值观冲突
,

因美国

众议院通过决议而公开化
。

今后
,

美国虽然将继续把美 日同盟作为亚太

战略的核心
,

但不愿形成美 日联合对抗中国的格局
,

更不愿在 日本主导

下
,

做有损美中关系或全球反恐战略的事
。

着眼于 年的战略前景
,

美国的政策智囊提出
,

亚洲的最佳格

局是美国持续主导下的多国参与体制
,

不过
, “

所有努力都要伴随扩大

同中国合作领域的措施
,

同时在有分歧的领域与北京坦诚相对
” 。 “

美

日对抗中国的两极化格局无效
,

因为那将迫使该地区其他国家在两极间

进行选择
。

一些国家可能会站到美国和 日本一边
,

但大多数国家会选择

严格中立或与中国结盟
。 ” “

最终
,

让该地区回到冷战或 世纪势力均

衡状态
,

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
,

也不会增加中国作出积极转变的可能

性
。

东亚的稳定将依赖美 日中三国关系
,

尽管美国和 日本是亲密盟友
,

但华盛顿还是应该鼓励三国建立友好的关系
。 ” ①

① 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
·

阿米蒂奇

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
·

奈等合写的报告 《美 日联盟 —让亚洲沿着正确道路走到

年 》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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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也竭力否认有敌视中国的意图
。

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凯文
·

拉德 陆克文 若能当选执政
,

中澳关系会更加发展
。

印度对 日本
“

价值观外交
”

反应冷淡
。

印度外交秘书希夫尚卡尔
·

梅农说
,

中印日

关系并非一场零和游戏
。

① 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总体处于改善和加强

阶段
。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

年上半年
,

中国同美澳印双边贸易同

比分别增长
、

和
,

中日贸易增幅有所回升
,

但只

有
。

这一阶段
,

日本的
“

价值观外交
”

似已成为发展
‘

旧 中战

略互惠关系
”

的一种无形制约
。

对于所谓的
“

价值观外交
” ,

日本政界
、

经济界对华友好人士以及

比较客观的专家
、

学者大都不赞成
。

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指

出 麻生的
“

自由繁荣之弧
”

设想在 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有争议
。 “

以意

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冷战时代早已结束
。

在国际关系被民族
、

宗教等多

种复杂因素驱动的今天
,

仍以价值观为外交基础来描绘出的所谓
‘

自

由繁荣之弧
’

只能是一种虚构的幻想
。 ” “

假如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军

事冲突
,

那么按照
‘

自由繁荣之弧
’

的主张
,

日本就应该支持拥有共

同价值观的台湾
,

但在这个问题上国民自然没有形成共识
。 ” ②

伴随福 田内阁的诞生
,

喧嚣一时的
“

价值观外交
”

就此戛然而止
。

福田康夫首相在首次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开展
“

创造和平外交
” ,

而不再

提
“

价值观外交
”

或
“

自由繁荣之弧
”

设想
。

与此同时
,

福 田首相却

继承了安倍内阁与中方达成的共识
,

表示要同中国建立
“

战略互惠关

系
” , “

共同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
” 。

③ 伴随 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

的抵制
,

所谓的
“

价值观外交
”

可能暂时沦为 日本的非主流观点
,

但

它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思想体系依然存在
,

未来是否会以某种形式重

现
,

还有待结合未来 日本政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做长期观察
。

责任编挥 夏 枉

① 参见普拉卡什
·

梅塔帕尔蒂 为何遏制中国对印度来说毫无意义 》
,

香港 《南华早

报 》 年 月 日
。

② 寺岛突郎 「麻生大臣
、

米中接近含直视廿上」、

文落春秋 』 年 月号
。

③ 参见福 田首相 年 月 日在第 届 国会上发表的施政演说
,

刀
即 可 邵 叮 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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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羲汇立。日本内社会横造内中分
、

典型的含俩值貌锈尊劲果力‘凳生
、

乙 今

赴大案心理解
、 ,

’沙吞一 卜套高揭吞世
、

怒济 , ’沙套助畏寸乙上协 。赴上今

含现象力‘现扎赴乙 七忆阴匕万
、 「京都学派 」 内佐和隆光氏力‘ 日本

,

’沙怒济刃起

因忆。协下指摘 匕九 「 夕 卜资本主羲内跳梁 」、

浅田彰氏力勺 ’ 卜怒济内背景套

分析寸乙隙忆提起七赴 「日本内子供资本主羲 」 等内蔽箫力‘ 、

始的万 , 、’庄内深屠

原因忆触扎万‘、

石
。

日本内 「俩值的外交 」 汇。协 万

蜜叮江永

安部内朋法力
、

。万内外政策忆阴七万
、

数多 内抽象的理念奎打鸟出七赴
。

外交

面忆。协万言之 了
、 「俩值内外交 」 七力

、 「自由己繁荣内弧 」 巴力
、 「日中戟略的互

惠阴保 」 含艺力了、

印象的分南 。九
。

拙文 立乙扎岛内外交又 口 一方 夕 内内容
、

本

臀
、

思想的流扎及挤子丙相互阴你汇。协下重点的 二分析寸乙也内亡南乙
。

安部晋

三氏刃辞城七巴也忆挺生 赴福田康夫内阴以
、 「平和套生再出寸外交 」 仓乙也内

含打色出 万‘、

乙
。

干扎忆 上。万
、

一峙骚力‘扎万 协 赴 「俩值刃外交 」 裁输力‘静

力
、

忆含。赴上今灯力‘ 、

子扎力‘土赴协。力
、

何乌力
、

刃形分再登塌寸乙乙 己 乙仓石力
、

艺

今力
、

忆。协万以
、

今援 日本内政局 七国隙情势内变化等套追跻 七含护乌
、

畏期的忆

溉察 万‘、力
、

含汁扎 含乌含协灯乙今
。

「会社 」 概念巴近代的企巢管理制度乙内阴徐忆。协下

王向苹

欧米内学者连吐
、

乙扎土亡日本企案内怒营管理体制忆对 万
、

多大含阴心 含寄

甘万协 乙
。

年代吐特‘二日本企巢管理制度研究内黄金峙代七言之乙
。

力
、 、

肇者 立日本企案刃管理制度忆阴才石通去刃研究 习止明乌力
、

忆重大含欠落尔南乙巴

思 今
。

乙内欠落含捕今赴的忆
、 厂会社 」 七、、

今日本固有刃概念含体系的忆分析寸

乙必要解南
、 「会社 」 上‘、

今概念澎 日本企案内管理制度忆 也赴乌匕赴影警含解

明匕含汁扎‘了仓乌含‘、 。 「会社 」 七‘、

今概念含理解廿犷 二
、

西洋刃企案怒营管理

忆阴寸乙理渝含日本企案分析‘二店用 万 七东今七
、

日本企案刃粗歉逮营内毛尹沙

汇。协万解明亡叁含 仓乙恐扎尔南乙己思为扎乙
。

日本内中小企案融资忆打汁乙 力二厂八

一商工粗合中央金康全中心忆一

黄荣光

日本政府 七各地域忆南乙中小企巢粗合七内共同出青忆上乙商工中金组合中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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