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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动与思维:当代日本的亚洲外交》的论述与研究意在检视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是
如何在思维和行动两个层面认识和处理日本的亚洲外交，尤其是日本的东北亚外交的。
作为一个东北亚国家，在其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千年中，日本直接地受到两个国家的影响：中国与朝
鲜。
在过去的150年中，日本外交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平衡西方与近邻之间的关系。
西方代表着遥远、现代化与权力，而近邻代表着历史与地理上的亲近和国际政治上的落后和无力。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挑战和这种挑战所引致的日本外交两难困境又增加了新的苦涩与辛酸的成
份，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与“近邻”之间的权力差别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日本处于全球权力平衡格局中利益与影响的决定主体的地位，而且在日益兴起和发展的全球化时代，
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地兴起和发展，日本也是这一进程或状态中的利益与影响的决定性主体
。
对日本对亚洲的外交思维与行动进行分析就是要评估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何统合于日本的
亚洲邻国政策关系，以及随着亚洲近邻国家的变革进程，这种西方与近邻之间的关系和相应的政策如
何能够符合日本国内的需求和日本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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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1980年代的日本亚洲外交从国际经济相对实力时间分布的角度看，1980年代是日本经济实力的
登顶时期。
日本成功地克服了19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并且成为了G-7成员国。
在整个19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也形成了19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运行的“泡沫”。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登顶增长同苏联国内政治进程的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在时间上巧合：戈尔巴乔夫担
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新思维”直接地导致了冷战的结束。
之后，苏联的解体凸显了日本在西方阵营中显而易见的经济影响权重。
在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日本的热望是：利用其强大的国际经济实力和国际经济影响，积极地谋
求相应的国际政治权力和国际政治影响，进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加负责和更加积极的角色
；这也是日本外交在这一时期的行进逻辑，其核心是依托经济大国的地位来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而实际上，日本的这种外交努力受到了主要来自冷战遗产的外部约束和依然悬而未决的“战后综合症
”两个方面的限制。
日本的外交努力因而还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但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展露出了战后以来一直没有或缺乏的两个重要的新特征：更加积
极和更加自主。
作为当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中曾根康弘首相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和相应日本外交路线的标志人物
。
在此时期，一些外国领导人为日本实施“更加积极和自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客观上的支持。
里根总统在日本采取更加积极和自主政治与军事措施以防御苏联威胁方面打亮了绿灯；这在韩国社会
也获得了相当的理解和支持。
而且，当时的日本社会普遍地认为，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国，在国际层面的主要关切是来自
苏联的威胁，而在国内层面的主要关切是经济现代化，因而将会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对日本的历史性
的敌意和民族主义情结做低调的处理。
还有，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这一时期部署了以日本等远东国家为目标的新武器，入侵阿富汗，
并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咒骂。
这也客观上形成了对日本实施更加积极和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有利条件。
这些国际领导人都在实际上形成对中曾根康弘首相定义和确定日本外交新型战略的内在帮助，他带着
强烈的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的三个外交目标热望走上日本内阁首相理的位置。
日美共同面对的苏联威胁使华盛顿放松对东京的控制，日美联盟的平等性由此而增强。
在这种日美联盟的框架下日本寻求地区主导的外交思维与行动因而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美国依然是日本外交思维与行动的焦点所在。
由于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日美之间激增的贸易逆差（1980年代中期曾达到500亿美元的水平）是日美
关系的热点话题，“克服经贸摩擦”就成为日本处理日美关系的首要战略任务。
第一，先是美国施加压力，然后日本积极响应。
在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问题上，日本积极地与美国进行合作。
具体的行动见之于1985年的广场（Plaza）会议和1987的卢浮（Louvre）会议两次会议，其直接的结果
是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得到了大大的减少。
这些外交行动表现了中曾根康弘首相对日本外交理念：改变日本，使之更加协调地融人国际社会。
这种外交理念更多地反映了日本外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是应付性和被动性。
外在的压力自然存在的，而日本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和力量：要利用这种外在的压力来使日
本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得以提高。
国际化在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种描述日本政策的关键词；到1980年代后期的时候，这个座右铭式的
词汇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象征，象征着日本社会要进行深刻变革的意志和决心，其特定的具体含
义是：第三次开放。
行政系统倾注在《结构障碍动议（SII）》中的巨大的能量也表明了日本社会要改变日本的内部结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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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同国际社会更加和谐的意志和决心。
在当时，亚洲的位置在日本外交的国际社会序列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的。
不过，此后十年，亚洲的地位一直在提升，日益地成为日本外交优选地区的头等重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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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动与思维:当代日本的亚洲外交》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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