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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美冲绳问题起源研究》一书由刘少东著，主要围绕冲绳问题在日美两国之间起源的历史经纬及缘
由展开论述，时间段限跨越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1942—1952年)。
书中针对美国在冲绳问题上的早期构想，日本政府与天皇面对媾和以及早期处理冲绳问题所付出的努
力，美国政府内部对日政策的转变，尤其是《对日媾和条约》第三条关于冲绳问题的处理，吉田茂与
杜勒斯围绕“潜在主权”所作的交涉等进行全面梳理与详尽论证。
同时对日美两国如何以冲绳问题为砝码进行交涉的内幕做了详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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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大平班”学习；2010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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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教学》、《日语学习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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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越远离美国，其安全保障的利益及正当性就会趋于减弱。
对此，JSSC提出反对意见，“如果重视将来所预期的未来战争，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在其所能设想的广
泛基地体制范围内，就要依靠这些基地”。
　　第五，对琉球群岛当地居民实施战略性托管统治，会招致帝国主义的批判。
对此，JSSC认为，“今后日本不可能向冲绳提供超过美国所能提供的必需品的援助量，对琉球群岛进
行的托管统治只能属于人道主义范畴。
托管统治既不是对主权的侵吞，也不是领土的扩张，因为主权和领土已都不再成其为问题”。
　　至于美国国务院所认为的“琉球群岛居民，不论是文化还是语言都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
琉球群岛60多年来一直作为日本的一部分进行统治，日本不仅对西南群岛北部，即便对西南群岛所有
地区的领有都是正当的”。
对于这一观点，JSSC正面给予反驳，“琉球群岛北部以外的地区，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与本土的
关系并不密切，居民自身、人种、包括文化也都与日本人迥然有异”。
　　此外，JCS对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深表忧虑，指出“世界走势日渐明朗，美国应该动用所有可能
的实际手段维持国防力量，而构成这一力量的主要部分，就是对琉球群岛的占领”。
1947年，美国对苏联的警惕和不安的氛围在军方弥漫，这种意识也影响到其他机构的决策。
7月，政策计划室（简称“PPS”）的凯南发表的论文在《Foreign Affairs》杂志中刊载后，对舆论产生
较大影响。
　　（三）凯南的《对日媾和条约》草案　　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对日媾和条约》草案中，将琉球群
岛包含在日本地区，再次确认了远东局对琉球群岛未来地位的见解。
凯南则从更为广泛而长远的角度，重新对《对日媾和条约》草案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极大地影响了舆
论。
　　1.PPS的设立　　为了有效地将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围内顺利推进，美国国务院新任国务卿马歇尔要
求国务院设置高效的现代化组织，对此进行长期总括性的研究和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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