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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现代日本外交史是一部“脱亚人欧”、“富国强兵”，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并将其逐步扩大、升
级的历史。
由于近现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有着明显的逐步扩大与升级的特点，其外交亦随之出现了阶段性
变化。
研究这个时期日本外交及其阶段性变化，有助于深入考察这一时期日本的内外政策、日本军事与外交
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军政当局内部的矛盾，也有助于深入探究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东亚地区的国际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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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沛彪，1956年11月生，湖南长沙人，教授。
1988年考入南开大学，先后在该校历史研究所和日本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1994年9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2年。
1997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在日本研究中心任教，2002年1月调往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8年1月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任教。
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外交史。
单独、合作出版《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等10部，发表学术论文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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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篇
近现代日本外交的阶段性变化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侵略扩张战略的升级
对近现代日本霸权政策形成的再探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
——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
论“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佐藤外交”
论“七七”事变时期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
对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发动的再认识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东亚战略的内在矛盾与“桐王作”
——兼论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贡献
欧战爆发后的曰法谈判
从“追随外交”到“大国外交”
——战后日本外交的阶段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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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日本在英国等的支持下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其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其战略地位因霸占朝鲜、割取库页岛南部及控制中国东北南部部分要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侵略野心
随之急剧膨胀。
但是，日俄战争后，因美国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南部，英国也不支持日本对该地区的独占政策，日
本只得转而缓和与俄国的紧张关系，并与之签订密约，互相划定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这一时期，日本一面欲尽可能向中国扩张，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认识到，虽然在国际上取得了强国的地
位，但在无强援的条件下，还难以逐一排除向中国扩张过程中的竞争对手，因此仍在外交上采取了以
协调为手段，争取俄、英、美、法的部分承认或默认，稳步推进局部扩张的方针。
于是，日本先后四次与俄国签订密约，划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并与英国订立了第二、第三次同
盟条约。
日本的侵略欲望因先后战胜清朝和俄国而急剧膨胀，但在列强共同瓜分中国而形成均势的情况下，日
本只能与英、美、俄等国协调，以与各强国大致均衡的步调向中国扩张。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对德宣战，夺得山东半岛和德属南
洋群岛后，即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一举控制中国。
对此，中国方面予以抵制，英美等国则提出抗议，日本感到完全不顾英美等国的抗议，在外交上摆脱
与英美等国的协调，控制中国的时期还不成熟，于是只得删去了“二十一条”中欲独霸中国的第五号
，并强迫袁世凯政权接受了其他各号条款，扩大了在华权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外交史研究>>

编辑推荐

《日本外交史研究》：“211工程”三斯建设项目成果，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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