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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的日本，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中国周边各国中综合国力最雄厚的强国。
展望未来，日本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取向，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构成十分重要的外部影响因
素。
 　　21世纪的日本将向何处去?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不妨先来概略地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日本匆匆走过
的足迹。
 　　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45年的战败，作为日本两度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起点而载入史册。
这两次崛起的方式和结局极其不同：前一次是“军事崛起” ，即依次向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东南亚
扩大军事侵略范围，最终惨遭战败；后一次是“经济崛起”，即依次向东南亚、北美及其他地区拓展
并取得“ 奇迹”般成功，尔后进入“经济停滞、政治膨胀”的新阶段——“政治崛起 ”阶段。
21世纪初的日本，承继了前两次崛起的一系列遗产。
就其直接延续性而言，现今的日本主要还是二战后“第二次崛起”的产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在二战中战败投降。
二战以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吉田茂任首相时期形成了以“经济立国”为核心的国家战
略和以“日美基轴”、“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对外路线。
其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坚持和平发展路线，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其二，
在安全和外交上以依赖和追随美国为主，以自主防卫和“低姿态外交”为辅。
 日本的这一国家战略和对外路线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成功，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如下一连串的时间与
数字的概念上。
 　　1955年即战败后仅十年，日本已在战争废墟上把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以致这一年日本出现了
“如今已不是战后”的流行语。
也就在这一年，日本政界的“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各自实现了几派大联合，形成了其后左右日
本政局38年之久的自民党、社会党两大主要政党对阵的“1955年体制 ”。
 　　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其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已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已超越英国、法国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成为西方
阵营第二经济大国。
 　　1975年，日本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创始成员国，并以发表《中期援助计划》为标志而跻身
于世界经济援助大国行列。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超越苏联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
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援助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和技术水平与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差距呈现快速缩
小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以强盛的“经济大国”实力为后盾，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
从那以来，“政治大国”这一概念本身因日本的积极提倡和追求而在世界上广泛流行开来。
 　　日本孜孜以求的“政治大国”目标究竟包含何种内涵?简言之，这一目标就是指要以经济大国的
地位与作用为后盾而在国际体系和机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
用。
　　这一目标建立在如下一种十分简洁的三段论逻辑之上：大前提是“经济大国必定要成为政治大国
”，小前提是“日本是经济大国”，结论自然是“ 日本必定要成为政治大国”。
这一三段论的大前提显然是一个不充分的命题。
因为，经济实力只是成为政治大国的有利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充分条件。
其实，战后国际关系史已证明了与该三段论相反的两个命题，即“经济大国不一定就是政治大国”以
及“经济弱国不一定不是政治大国”。
 　　日本之所以积极追求政治大国目标，除了有强盛的经济实力作为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以外，一个
重要的潜在动机就是急欲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 战败体系”。
对于日本的“大国战略派”来说，走向政治大国和摆脱战败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而又互相牵制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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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摆脱战败体系，既是走向政治大国的必要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
这一思路在日本重要政治家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1993年)一书中提出的“ 普通国家论”中表现
得淋漓尽致。
他提倡日本要成为这样的“普通国家”：其他国家能够做的，日本也应能去做。
其实质，就是要摆脱二战后“战败体系”对日本军事发展和军事行动上的限制。
 　　如此一种政治大国目标，在如下两点上不能不引起世人关注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切：其一，以日
本经济实力之强盛，如果以“普通国家”为旗号追求与其经济基础成正比的政治与军事目标，那就等
于寻求成为一个超级政治大国加超级军事大国，这势必打破地区与世界格局与秩序；其二，“普通国
家论”所提倡的，主要就是指在军事行动领域突破“战败体系”的限制。
如果日本执意按这一理论铺设的轨道走下去，那只能是走向一个军事大国，这势必引发东亚国际格局
与秩序的剧烈动荡。
 　　这一政治大国目标之所以引起亚洲各国的关注和疑虑，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是在尚未与对亚
洲邻国的侵略历史彻底划清界限的条件下积极追求这一目标的，并得到了其国内日益猖獗的否认侵略
历史的右翼鹰派势力的狂热支持。
由此可见，这一路线绝非一般的“普通国家”路线，而是具有强烈的肯定战前体系性质的倒退倾向和
否定“东京审判”结论的复仇主义色彩。
如果日本执意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走下去，势必加重亚洲各受害国的疑虑和戒备。
到头来，这一路线将不仅难以保证日本在东亚地区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反而将使其处于一种“亚洲
孤儿”的状态，对其发展和安全利益而言未必是一条最佳路线。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 ”的目标。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实力正呈现“如日中天”、节节上升之势，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和舆论却没有完全跟
上中曾根的思路。
日本大众普遍对已享受多年的富裕生活和“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时代怡然自得，中青年
的享乐主义和远离政治现象愈演愈烈。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日本积极提倡走向“政治大国”(或“普通国家”)和开展“大国外交”的
，也还只有栗山尚一等一些外交精英和小泽一郎这样的铁腕政治家及其各界的追随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逐步被判明是陷入了难以在短期内摆脱的结构性低迷之中。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却日益从“低姿态”转向对外说“不”的强硬路线，其走向政治
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步伐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大、更快。
 　　从上述曲折变化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实力、大国目标和社会反应这三者间关系显示出了一个
并不同步的不均衡发展趋势。
当日本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时，日本各界和舆论对政治大国目标的反应比较冷淡，缺乏迫切的要求和热
情；当日本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状态时，日本各界和舆论却开始支持其政府加速走向政治大国，以致对
走向军事大国也日益采取网开一面的态度。
日本战前的历史和如今的现实都表明，每当其国内经济萧条、悲观情绪笼罩社会时，对外持一味强硬
姿态的右翼鹰派势力就更容易被视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可靠力量而受到大众的狂热支持；其决策层在振
兴经济和推进改革方面束手无策时，也更易于采取对外说“不”的强硬路线，谋求把国内视线转向对
外关系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和社会舆论在增强本国国际地位与作用问题上的分歧日趋
减少，“大国主义”政治理念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小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日趋失去社会支持。
日本各界精英之中对外战略论争的焦点，已从“要不要成为政治大国?”转向“成为何种政治大国”以
及 “如何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上。
　　日本积极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发挥大国作用，具体体现在全球性事务和地区事务两个方面。
 在全球性事务领域，日本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各类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占据重要地
位作为主要目标，并以对国际组织和活动提供大额经费为敲门砖，寻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
 　　在地区事务领域，日本力图把经济与援助优势转化为地区政治与安全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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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动以日美同盟为主、多边合作为辅的地区战略，寻求在地区格局与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发挥主
导作用。
 　　日本是否持续走向更强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归根结底取决于其一系列内外条件和能力。
 　　首先，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和各派势力消长是决定这一进程的最主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舆论能够对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形成很大压力。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国际舆论能够得到日本国内强大的和平主义势力及舆论的呼应。
如今，日本国内舆论对右翼翻案势力的反应日趋麻木，时而纵容甚至呼应，日益失去抵制能力。
对于日本的未来前景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
　　除此之外，如果从一个邻国的角度客观地分析日本推动这一战略的潜力与意图，日本在走向政治
大国的进程中既有一些十分有利的强项，也有若干难以轻易克服的弱项。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最大强项显然就在于其犹存的经济与技术实力，即主要在于其构筑国家“硬
实力”的有利条件。
 　　与此相比，日本的明显弱项则在于其构筑“软实力”的诸条件方面。
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是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惟美国马首是瞻的“依附性外交路线”；第二，
是其未能真正反省对亚洲侵略历史的“失信外交姿态 ”。
按常理而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努力改善这两个最主要的弱项，否则其“政治大
国”目标很可能将停留在一种缺乏坚实基础的 “空中楼阁”阶段。
 　　　　本来，以“战后宪法”为核心的和平主义路线，是日本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的独特的“软实
力”因素。
然而，如今日本正欲毫不吝惜地把这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软实力”轻易地予以抛弃。
人们不禁要问，摆脱战败体系而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究竟是不是21世纪日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在东
亚各国对日本政治大国化趋向心存疑虑之时，这一战略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日本究竟应以怎样
的姿态和方式告别战败体系?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日本社会各界显然还远未能形成广泛的共识。
 　　跨入21世纪门槛以来，在东亚各国加快走向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潮流中，日本的对外战
略却被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大国路线的“旧思维 ”束缚着，特别是被2001年以来小泉纯一郎推行的
“新保守主义路线”劫持着，表现为“‘战略贫困’下的大国战略”。
时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日本自感时间紧迫，急欲强行突破“战败体系”。
其表现是：“对美国一味追随，对东亚一味强硬”，企图“挟美制亚，协美抑中”，假美国之“虎威
”而 “借船出海”，在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第二”，在东亚地区充当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霸主”。
在如此心态的驱使下，小泉首相全然不顾国际道义和人类公理，近乎偏执地连年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
战犯的靖国神社，把日本外交推入“四面楚歌”的“亚洲孤儿”境地。
尤令国际社会担心的是，日本选民却像“追星族”般如痴如醉地为小泉捧场，恍若当年希特勒所受到
的狂热追捧。
凡此种种均说明，日本再次处在一个如孙中山先生百年前曾指出的那种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视角看，悲观、浮躁乃至愿意再来一次铤而走险的日本及其政治、军事
大国路线，委实是一种令周边各国忧虑的战略走向。
若干年后，但愿人们看到的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即一个与东亚各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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