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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亚战略格局演变看中日关系

东亚地区分为东北亚、东南亚，虽

然朝鲜半岛和东盟都非常重要，然而，

对东亚地区战略格局影响最大的当是

中、美、俄、日四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美俄日四国关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这四大

国关系为主要标志的东亚战略格局，大

体上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化。例

如，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

苏美不同程度地支持中国。20世纪40至

50年代，中美苏共同战胜日本军国主义

后出现美苏对抗的战后格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东亚战

略格局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变动的规律

仍在持续。20世纪50至60年代，东亚战

略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中苏结盟对抗美日

同盟。美日两国1951年缔结《旧金山和

约》及《日美安全条约》，日本追随美

国与台湾当局建交，与新中国处于冷战

状态。1950年至1953年中国经历了抗美

援朝战争，在东北亚出现了苏中朝与美

日韩对抗的格局。20世纪60至70年代，

中苏分裂并继续与美日抗衡。1960年日

美修订安保条约，把中国的台湾省作为

日美安保条约中的所谓“远东”地区，

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中国同美日关系紧

张。60年代中苏同盟破裂，甚至在1969

年发生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与朝鲜、越

南的关系复杂化。而此后美国则看到了

改善对华关系的机会。

20世纪70至80年代，中美日关系改

善并同时对抗苏联威胁。1971年美国总

美国同中、俄地缘战略矛盾增多，但美

国陷入“反恐战争”，难以全面对抗中

俄。中俄关系显著增强。2004年日本制

定了冷战后的第一个防卫计划大纲，其

防范的主要对象转向朝鲜和中国。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俄合作

继续加强，美国与日本保持同盟关系的

同时，避免同中俄形成全面战略对抗，

而中日矛盾则十分突出。2010年中国经

济规模超过日本，美国推进“重返亚

洲”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当年发生

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同年末日本

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战略矛头直指

中国。在这一背景下，野田佳彦内阁于

2012年9月宣布购买钓鱼岛，实现所谓

“国有化”。同年底，再度执政的安倍

晋三继续推进同样错误的政策，并把重

点转向利用钓鱼岛问题突破日本国内战

后的自我束缚，包括：制定新的防卫计

划大纲，增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军

费开支、军事部署和军事演练。

东亚战略格局缘何“十年一变”

从历史上看，上述力量对比变化与

国际关系改组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模式竞

争的结果。

首先，在社会形态没有发生根本

改变的情况下，决定国家兴衰与国家战

略的主要自变量因素是国家形态，即国

家模式的转型与变更。成功的国家模

式、国家道路会使国家的生产力不断提

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失败的国家

模式、国家道路会导致国家由兴转衰。

统尼克松秘密访华，但在向日本归还冲

绳时却擅自把中国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

交给了日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

采取模糊立场。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

常化，中日双方基本上解决了历史问题

和台湾问题，并在首脑之间就搁置钓鱼

岛领土争议达成共识。1978年，中日两

国再度搁置钓鱼岛争议，缔结了《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美建交，使

中国具备了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外部国

际环境。同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遭

到中美日的共同抵制。20世纪80至90年

代，中美日保持相对友好。中美关系在

矛盾中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取得长

足进展；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但不再

结盟。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俄罗

斯与中美日关系改善，而中美日之间的

矛盾显现。1991年被阿富汗战争拖垮的

苏联解体，美日与俄罗斯的关系改善，

日美贸易摩擦加剧,中美政治摩擦尖锐,

围绕历史观的中日政治摩擦开始抬头，

中俄则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

年日本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

首次以钓鱼岛为基线划定日本的海上专

属经济区并宣称不存在同中国的领土争

议。台湾岛内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

倾向严重。1997年日本与美国制定新的

“防卫合作指针”，台湾海峡被不成文

地暗中列为日美联合应对的所谓“周边

事态”范围。

21世纪头10年，美日两国同中国的

经贸相互依存加深，但伴随日本政治右

倾化进一步抬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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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战

略模式的变更将决定国家间关系根本性

质的变化，外交战略模式的稳定性决定

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性。所谓外交战略模

式，其标志之一是结盟还是不结盟。在

上述四大国关系中，二战时期美苏建立

的反法西斯联盟伴随战后争霸而解体，

导致东亚战略格局的重组。20世纪50年

代建立的中苏同盟其后名存实亡。二战

结束以来，美日两国尽管也有矛盾，但

仍是四大国关系中最为稳定的，其结盟

模式迄今未变是重要因素和标志之一。

以日本为例，自1868年至今，日

本的社会形态，即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

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其国家形态，

即国家发展模式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明治帝国宪法下，日本在帝国主义时

代建立起军国主义国家模式，不断对外

发动战争。1945年遭到彻底失败后开始

国家模式转型，在战后日本国宪法下走

和平发展道路，通过“轻军备优先发展

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取得了令世界

瞩目的经济成就。从20世纪80年代起，

日本当政者又开始谋求国家模式的再度

导人的更迭有可能给国家内外政策带来

变化的契机。中美俄日四大国，除了日

本以外，其他国家领导人执政时期都较

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换届大都在

8至10年左右。这与四大国关系平均每

10年发生一次调整变化似有较强的关

联性。

2012年至2013年，中美俄日四大国

领导人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结束，预示着

在未来10年内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变

化也将随之而来。值得注意的是，中日

关系成为四大国关系中对立最为严重、

矛盾最为突出的一对双边关系。这在二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

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不仅在

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而且强力推进

日本国家模式向更右的方向转型。在军

事上，安倍内阁正着手在2013年内制定

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谋划建立类似美国

的“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日美将

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本未来防卫

力量的重心将转向西南诸岛，明显针对

钓鱼岛。在外交上，安倍提出所谓“积

极的和平主义”，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

时在中国周边地区拉拢有关国家，从而

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

           

日本的对华牵制战略注定失败

从日本国内形势看，自民党在2013

年参议院选举中未获得过半数议席，联

合执政的日本公明党态度慎重，因而

近期内安倍难以实现修改宪法的政治

目标。

在国际上，目前，甚至连美国也开

始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可能的铤而走险发

出警告；对安倍内阁拒绝承认存在钓鱼

岛领土争议而企图把美国拉下水越来越

不满；对日本谋求修改宪法，行使“集

体自卫权”，拥有先发制人军事打击能

力等开始持消极态度。

从历史上看，对新中国进行战略

遏制、围堵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统统失

转型，对内谋求修改宪法或灵活解释宪

法，放弃经济优先，对外开始谋求成为

“政治大国”。90年代以来，日本经历

了泡沫经济破灭、经济萧条、传统企业

集团模式及终身雇佣制度解体、政局持

续动荡、对外战略调整、同亚洲邻国关

系矛盾不断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次国

家模式转型的失败。

2009年日本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

后，民主党首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看到了

日本存在的问题，曾经意欲纠正痼疾，

朝着正确方向实现国家模式转型。遗憾

的是，日本积重难返，鸠山的主张遭遇

来自日本国内外的巨大阻力，结果执政

不到300天便被迫辞职。紧接着，民主

党分裂，执政地位弱化，菅直人内阁、

野田佳彦内阁只好重新回归自民党原有

政策轨道。当前，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

化为背景的国家模式调整的历史进程仍

在持续，其特点是，既不同于以往的军

国主义模式，也不同于战后的经济优先

模式，而是充满不确定性。

另外，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与大国

外交战略调整直接相关，而相关国家领

2013年10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防长哈格尔
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日
本举行了2+2会议，就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改问
题进行讨论。其后日本首相安倍也加入讨论。

图片来源/Imagin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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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地缘政治大变局
对中国的挑战

中国的地缘政治包括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如

果把地缘政治放到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容里面来讨论，我们就

会比较容易看到平衡这两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中国在传统上一直是大陆国家，陆地地缘政治占据国家

的主导地位。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的日渐一

体化，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不重要了；相反，同样的全球

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更显现出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我们

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国家的统一。在地理意义上，中国国家的形成走

的是一个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张的过程。中原王朝是国

家的内核，逐渐整合边缘地带。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地带整

合到体系中来的程度自然比较低。中国人常说，“天高皇帝

远”。传统上，因为缺少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一个地

方离中原王朝的地理距离影响到其自治程度。在数千年的历

史中，远离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往往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和生活方式。而且这种地方化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不因为

政治上的统一而消失。1949年之后，中国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统

一的国家，之后也通过经济手段（例如计划经济）、交通手段

（铁路、公路等）和文化手段（宣传）等来整合国家。这些手

段都有效地整合了国家，使得国家逐渐从传统上的“文化国

败。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当年，

而日本的国力则远不能与当年的美苏两个超级军事大国相

比。因而安倍如果企图使日本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在国

际上挑头牵制中国的国家，注定失败。

另外，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和各

界友好交往与当年没有外交关系的中美两国不同，与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中苏关系也不同。尽管舆论调查显示

中日两国民间彼此的好感度大为下降，但两国之间友好的

基础并未消失。

再有，安倍执政以来在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施加的

压力，已转化为中国大力改善和加强同周边邻国关系的动

力。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访美取得圆满成功，中美元首

互动效果明显；梅德韦杰夫总理访华加强了中俄关系；韩

国总统朴槿惠、印度总理辛格、蒙古国总理阿勒坦呼亚格

访华，都取得积极成果；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利用多

边国际会议之机出访东盟各国，同印尼、马来西亚、泰

国、越南、文莱等国增进了关系，特别是中越在海上共同

开发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同欧盟、加拿大的关系

也取得新进展。

从近期看，安倍内阁在短暂的三年执政期间能否改正

系统性国家战略错误，将决定这一时期的东亚战略格局。

如果安倍内阁缺乏纠偏能力而一意孤行，日本必将进一

步滑向战略孤立。因为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日本

首次出兵台湾140周年，2015年是《马关条约》缔结120周

年，日本在历史观和岛争问题上如果顽固坚持错误，势将

进一步促成中韩共同对日的东北亚战略格局，甚至连美国

也会同日本保持一定距离。一旦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发

生“擦枪走火”，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必将相互影响，中日

之间的战略对抗程度将比中美冷战、中苏对抗时期更为严

重，其后遗症也将更加难以治愈。

着眼未来七至十年，很可能是物极必反。日本的有

识之士和广大民众一定会对安倍内阁目前的错误做法说

“不”。日本要想在2020年办好东京奥运会，就必须真正

解决好福岛核电站事故带来的核污染问题，必须与亚洲邻

国改善关系。否则，如果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进

一步膨胀，日本政府的政策回旋余地就会变得更小。一旦福

岛地区的核污染严重失控，信誓旦旦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的

安倍首相将难辞其咎，甚至会导致自民党再度下野。

目前，安倍内阁所追求的国家模式转型已经受阻，未

来的日本当政者将不得不努力探寻真正符合本国国情与时

代潮流的国家发展模式，并重新调整失败的对华战略。也

许只有到那个时候，中日之间的障碍才能消除，中日关系

才能实现稳定健康的发展。

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新加坡国

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西南论

坛“中国向西开放：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于2013年9月13日～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

本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此

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本刊有所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