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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日本西南防卫在其国家安全防卫战略中的位置日益凸显，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

重要内容。而日本对西南防卫的重视和加强，充分揭示出其遏制中国、扩张海权、攫取地区秩

序主导权、争取领土领海争端主动权的多重战略意图。本文认为，日本为了追求战略博弈的利

益最大化，正尝试着种种可能的路径，绑架美国，拉拢周边国家，构建安全网络加强西南防卫。
对此，我们应警惕日本的极右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做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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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日本在西南防卫区动作频频，加

强军事部署，成为日本极力推进的重要对外战

略。在《2011—2015 年 度 防 卫 计 划 大 纲》和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日本更是强调海

岛防御，加强西南防卫，不断强化安全防卫中

的美国因素。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外相、防卫

相都在 不 同 场 合 发 表 加 强 西 南 防 卫 的 言 论。
同时，日本的这一动向已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关

注和疑虑。日本曾经以其西南方为基点不断

对周边邻国及整个亚洲发动侵略战争。自明

治维新以来，日本走上了穷兵黩武向外扩张的

道路。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到“二战”，日本先

后侵吞琉球国、朝鲜半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和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东南亚国家和太平

洋岛国，称霸亚洲。西南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

洲处于日本的疯狂掠夺与战争蹂躏之下。尽

管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但亚洲国家遭受日本侵

略的历史伤痛难以愈合。如今，日本又大张旗

鼓地加强西南防卫，无不令周边国家担忧。本

文尝试从战略定位、意图及路径来分析和探究

日本西南防卫战略。

一、战略定位: 构建机动防卫，西南

成为重心

西南防卫是日本国家安全防卫的组成部分。
随着世界体系的转变、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特

别是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西南防卫在日本国家

安全战略中的位置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日本逐渐

提升了其在国家海洋战略中的位置。

1. 1 战略姿态: 从低调走向高调

战后初期至冷战结束前，日本在西南防区

的战略姿态非常低调。在冷战格局中，日本加

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扮演着反苏联的“防



波堤”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角色，将防

卫的矛头对准苏联。加之美国在冲绳的驻军

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美日关系的缓和，

日本没有更多地重视西南防卫。随着冷战结

束和中国崛起以及朝鲜成功发射导弹，特别是

配合近几年来的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日本不

顾其“和平宪法”，极力扩充军备，逐渐加强西

南方向的海洋防卫。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

日本在西南防卫方面打模糊战略，走“间接作

为”路线。一方面，日本不断宣扬西南地区安

全的不 稳 定 性 和 不 确 定 性，为 其 加 强 西 南 防

卫、卷入地区冲突寻找借口。另一方面，日本

借助美国的威权，构建相关法律约束力来增加

西南防卫的威慑力，以助其卷入地区冲突来威

慑周边可能发生的事态，维持西南边界固有的

周边秩序，确保西南边界的安全。日美同盟的

重新定 义，日 美“新 防 卫 合 作 指 针”的 制 定，

“周边事态法”、“有事法案”、“战争有事应急

法案”的相继出台，不仅流露出日本染指钓鱼

岛、台湾、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安全事务的意

图，也反映出日本拉美国压近邻，以日美插手

地区安全事务来遏制周边、加强西南防卫威慑

力的意图。不过，这个时期日本在西南防卫及

周边地 区 安 全 问 题 上 还 是 遮 遮 掩 掩，模 糊 其

辞。在关于“周边事态法”、“有事法案”是否

涵盖台 湾 问 题 方 面，日 本 政 府 的 回 答 模 棱 两

可，不置可否。时任首相桥本以“周边”二字并

非地理概念搪塞北京的质疑，小渊首相以“周

边”不会延伸至印度洋、中东和地球的另一边

回应国 内 的 疑 虑。① 关于假想敌方面，日本仍

隐晦地说成是“某大国”、“来自西南方面强大的

武装力量”等。模糊已成为日本政府的一种基

调，而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纮一更是直言

“模糊就是我们的政策”②。通过修订《安保条

约》、制定新法案，日本一边以文字游戏的花招

糊弄周边邻国，一边以“先发制人”之势标注其

在西南防卫及地区安全事务的立场，以此维持

其西 南 防 卫 原 有 的 地 区 秩 序，间 接 推 动 西 南

防卫。
但是，自 2006 年以来，日本在西南防卫方

面的态度逐渐公开化和明朗化，以“直接作为”
揭开其加强西南防卫的面纱，特别是借美国“重

返亚太”之机，日本加快西南防卫的步伐。一方

面，日本大张旗鼓地举行关于西南岛屿的军事

演习。日美联合军演较为频繁，并在近几年逐

渐转向西南方向，于 2010 年在冲绳东部海域

举行了战后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而自

2010 年日本开始加入美韩联合军演后，美日韩

三国已在日本海、黄海、东海相继进行了多次

联合军演，并且在 2012 年的美日韩联合军演

中，日本一改之前观察员的身份，直接派海上

自卫舰队和战斗队参加。与此同时，日本单独

军事演习也逐渐转向西南岛屿防御，并于 2012
年在冲绳某岛举行了大规模的夺岛演习。日

本试图通过单独和联合演习的方式增加西南

防卫的威慑力。另一方面，日本明确提出向西

南岛屿派驻军队的计划。2009 年，麻生内阁公

布向西南岛屿最南端岛屿与那国岛派驻自卫

队的决定，但被继任的鸠山内阁否定。然而，

继任的菅直人内阁在 2010 年底通过的新《防

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西南岛屿驻军计划，并

在《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规定了从 2011
年至 2015 年在西南岛屿驻军的具体安排。再

一方面，日本高调宣示加强西南防卫。无论在

成文的政府纲要中还是在各种场合的日本官

方发言中，都体现出日本重视和加强西南防卫

的姿态。在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强调将

削减在本土的防卫力量，大力加强对“西南海

域”的防卫。③ 而野田内阁在西南防卫方面更是

表现出急切的姿态。日本前防卫相一川保夫在

媒体采访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加强西南防卫是

日本目前的紧急课题。④ 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

在东京都内演讲时强调，“防卫预算可以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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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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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南生:“‘周边事态法’不该姓‘周边’”，新加坡《联合

早报》，2001 年 10 月 11 日。
同上。
［日］ 防衛省編: 『防衛白書』，2011 年版。http: / /www.

clearing. mod. go. jp /hakusho_data /2011 /2011 /datindex. html．
“日本防卫相接受采访称西南诸岛防卫是紧急课题”，人

民网，http: / / japan. people. com. cn /35469 /7592471. html．



一些，特别应该好好地加固西南地区的防御”①。
日本新防卫相森本敏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中仍

在高调宣称:“必须加强在西南部的整体防御能

力。”②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日本再次强

调加强西南防卫。所以，从战略姿态来看，日本

西南防卫已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幕后走向台前、
从低调走向高调。

1. 2 战略部署: 从边缘走向重心

战后，日本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视

苏联为主要威胁，确立了以北部防卫为重心，依

托日美同盟的基础防御型国家安全防卫战略。
西南防区距离战略重心北部防区最远，处于战略

边缘地带，相较于其他防区，日本在西南防区的

驻军较少，许多岛屿仍处于军事空白状态。但

是，西南防区驻扎着大量美军，几乎是驻日美军

的一半。凭借美国的军事威慑与核保护伞，日本

政府当时在西南防区没有花费更多的精力。
苏联解体后，日本面临的北部威胁降低。

东京认识到俄罗斯已不再是其唯一的安全关注

点，新的威胁非常重要，中日军事平衡问题已成

为主要关注点，朝鲜半岛形势又是其另一个潜

在的威胁。③ 1996 年后，日本重新调整对中国的

政策，在保持持续接触的同时通过适度抗衡应

对中国崛起，④逐渐视中国、朝鲜为假想敌人和

威胁。除在加固日美同盟、出台影射西南周边

地区安全事态的法律之外，日渐加强西南岛屿

的军事部署。2006 年以来，日本在宫古岛开展

搜索雷达及电子监听站等防空电子情报和先进

雷达系统的建设。2009 年，日本在那霸基地配

备F － 5战斗机，确立实效的防空态势。2010 年，

日本将在冲绳的陆上自卫队，即第一混合团改

编为第 15 旅团。目前，日本在西南岛屿驻军约

3 300人，其中，国分岛驻军约1 200人，冲绳那霸

等岛屿驻军约2 100人; 日本在西南岛屿设有 10
个基地，其中，在国分岛、冲绳岛共设有 2 个陆

上自卫队驻军基地，在鹿屋、奄美大岛、冲绳岛

设有 3 个海上自卫队基地，在奄美大岛、冲永良

部岛、冲绳岛、久米岛、宫古岛设有 5 个航空自

卫队基地。⑤ 日本在西南岛屿及其周边海域、领
空进行情报收集活动，不断强化警戒监视态势。

随着日本对西南防卫的重视与加强，其防卫

重心逐渐从北转向西南。在《2011—2015 年度防

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整备力量计划》中，日

本大力渲染西南地域周边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

素和中国、朝鲜威胁论，着重强调增强岛屿的防

卫力和应对攻击的能力，明确提出在精简冷战性

的装备，妥善安排各部队的地理配置及各自卫队

运用的同时，重点加强包括西南地区的监视、海
上巡逻、防空、弹道导弹、输送、指挥通信的机能

等，加强防卫态势。⑥ 并且，该大纲和防卫力量

整备计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在岛屿的军事部署，

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⑦ 一是增加驻军，增

强自卫队的应对能力。二是加强警戒监视体制，

收集情报，保持密不透风、持续、长时的警戒监视

态势。三是提升快速部署能力。四是提升防空

能力。五是确保海上交通安全。日本对岛屿军

事部署的增强，反映出其对西南防卫的重视。改

变西南防卫的军事空白，打造军事重地已成为日

本西南防卫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
由上可见，日本防卫战略重心转向西南已是

不争的事实。在新防卫大纲中，强化综合力、强
化岛屿的对应能力、强化国际和平活动的对应能

力、强化情报机能、整备有效率有效果的防卫力

等成为日本防卫上优先考虑的六大重点。⑧ 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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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岛屿的对应能力更被置于六大重点的优先位

置。此外，相较于 1976 年防卫大纲、1996 年防卫

大纲、2004 年防卫大纲，新防卫大纲更是花了大

量的篇幅来强调增强岛屿防卫力和应对能力。
无论从战略姿态还是从战略部署来看，均体现出

日本置西南防卫为重心的趋势。而日本新防卫

大纲明确提出重视防卫力的遏制效果，构筑机动

性、灵活性、持续性的动态防卫力，①不仅契合其

西南防卫的地理、地缘特点，更体现出其欲构建

以西南防卫为重心，与北部防卫遥相呼应，依托

日美同盟的机动型国家安全防卫战略。

二、战略意图: 控制西南，遏制中国

就日本而言，西南地域既不是其本土的政

治、经济中枢，也不是主要的产业基地，更不是人

口、大都市集中地。② 从西南地区周边国家而言，

除了中国的经济崛起之外，其他国家与日本仍有

很大的差距，更谈不上对日本的直接威胁。那

么，日本在西南防卫上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态

势，意欲何为呢? 事实上，西南地域具有重要的

地缘、战略价值，它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是海

上航空交通的枢纽。而且，日本西南地域周边是

亚太许多敏感问题和众多纠纷的聚焦区，如中日

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东海划界纷争、台湾问题、
南海争端以及偏西部的朝核问题、日韩领土之争

等。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实际控制，则是日本实现

多重战略利益的重要基点。很显然，日本公开渲

染西南防卫的紧迫性，旨在以防卫为借口，行其

控制西南地区之实，追求多重战略利益。

2. 1 以军事控制掩盖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填

补西南战略空白

根据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白皮书，西

南防卫主要是对西南诸岛的防卫。而日本所谓

的西南诸岛坐落于日本九州岛与中国台湾岛之

间，呈东北———西南走向，包括琉球群岛和大东

诸岛。其中，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是一个颇有

争议的问题，它是历史上琉球国的所在地。琉

球是中华朝贡体系的藩属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

被日本侵吞，在“二战”后作为“主权未定”之地

长期在美国占领之下。③ 1953 年，美国发布关于

“琉球列岛地理界限”的布告，擅自把中国领土

钓鱼岛划入“施政权”范围。1971 年，美日签署

《关于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的协定》，美国将琉

球群岛的施政权交予日本，致使琉球处于日本

施政管辖下。同年 10 月，美国政府又表示:“把

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

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

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

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

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

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

解决的事项。”④琉球的主权仍是一个悬而未决

的问题。美日导演了好像冲绳人愿望中的复

归，实际上则仅是日美密约下冲绳施政权的转

移和冲绳美军基地的维持。⑤ 而且，美国向日本

归还冲绳施政权，竟然将钓鱼岛放在归还范围

内。美日的做法，遭到冲绳人民的群起反对和

抗议，也遭到中国的强烈抗议和反对。1972 年，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

理会主席，声明: “美日两国政府竟然拿中国领

土私相授受，这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决不承认。”⑥

冲绳作为驻日美军基地，承担着巨额的美

军费用。其面积虽然不到日本的 0. 6%，可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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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美军专用设施的 75% 却集中于此。① 而日

本政府提出的所谓“冲绳振兴体制”和“新的振

兴事业”也只是使冲绳军事殖民地化的手段。②

相较于日本本土的其他地区，冲绳人民生活贫

困，处于社会底层。在冲绳，反对美军基地，要

求自治的呼声不断，人民追求人权、自治与和平

以及政治主体性的恢复; ③冲绳的政治地位被殖

民者掌控，冲绳问题没有解决，绝不复归; ④为什

么不尊重冲绳县民切实的心声及追求冲绳权力

和自由的呼声，⑤在日本对其施政 40 年后的今

天仍在持续。为了避免冲绳的离心化倾向，日

本政府在出台“离岛国有化”的同时加快了对包

括琉球群岛在内的西南岛屿的军事控制。
而在军事控制方面，尽管日本在 1972 年的

第四次防卫力整备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随着

冲绳施政权的归还，需要整备所需的部队负责

该地区防卫及执行其他救灾合作事宜，⑥但总体

上日本对在包括冲绳在内的西南岛屿的军事控

制相对较弱，很多岛屿仍处于军事空白状态。
而根据驻日美军搬迁方案，常驻冲绳的 1. 9 万

美军中将近一半兵力将转移到关岛、夏威夷、澳
大利亚的美军基地。驻日美军的搬迁，将会减

弱西南岛屿的军事力量，增强西南岛屿的军事

真空状态。而森本敏更是直言:“在包括冲绳的

西南方向，部分陆战队的离开也将使当地的遏

止力量受到相应削弱。填补这一空白是日本的

责任。”⑦通过加强西南防卫，日本试图增强对西

南岛屿的军事控制，进一步掩盖琉球群岛的主

权问题，并改变以往依赖美国镇守西南岛屿的

战略偏重，填补其在西南海上防卫的战略空白，

从而为其他战略目标的实施提供支撑。

2. 2 以先发制人之势，抢夺领土争端、领海纠

纷中的战略制高点

西南岛屿的周边地域是亚太地区热点和纠

纷的聚焦区。其中，在日本的西南方存在着中

日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和东海划界纷争，在其

偏西部存在着日韩领土争端。而日本西南防卫

的加强，显然把岛屿防卫视作关乎其领土保全

及排他性经济水域方面日本经济利益问题。⑧

而在围绕领土领海争端的战略博弈中，日本正

试图通过加强对西南岛屿的控制，争取更多的

主动性和掌控更高的战略基点。
( 1) 日本加强对钓鱼岛的军事控制，以求事

实占有和时效占有中国领土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在 1894 年的甲午

中日战争后被日本强行割占。“二战”后，战败

的日本承诺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但由于美国

从中作梗，再加上日本对钓鱼岛巨大经济价值

和重要战略地位的垂涎，钓鱼岛被日本实际控

制。1978 年，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友好大局出

发，在钓鱼岛问题上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原则。然而，近几十年来，日本却

从多方面图谋钓鱼岛的主权。其中，武力监控

和军事夺岛是日本图谋钓鱼岛主权的重要策略

和步骤。
钓鱼岛距离日本西南岛屿的最南岛屿与那

国岛仅 170 公里。日本加强西南岛屿的军事部

署，其剑指钓鱼岛的意图可谓路人皆知。一方

面，日本强化对钓鱼岛的军事监控，增加对钓鱼

岛的实际控制，凭借军事威慑阻碍中国维权，以

求时效占有钓鱼岛。另一方面，日本把钓鱼岛

划在西南岛屿之列，并可能以军事部署西南岛

屿为借口，从而直接军事侵占钓鱼岛。而在前

不久曾扬言购买钓鱼岛的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

太郎已提出“日本自卫队应该常驻钓鱼岛”⑨的

荒谬言论，钓鱼岛形势非常严峻。再一方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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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西南岛屿为首要依托，力图在未来可能出

现的中日钓鱼岛冲突中占据地缘优势和战略优

势，以利于其军事夺取钓鱼岛。
( 2) 日本加强对东海的军事监控力度，为夺

取东海权益提供后盾

中日海洋权益纠纷中，在关于两国专属经

济区的划界问题上，中国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

原则，而日本则提出中间线原则。中国顾全中

日友好大局，在东海问题上始终保持着克制的

态度。日本却从多方面攫取东海权益，除了在

多次中日东海谈判中顽固地坚持霸道的“中间

线原则”外，又在 2008 年向联合国提出南太平

洋大陆架延伸申请，甚至不惜代价构筑冲之鸟

礁，以岛命名，为其日后提出领海要求做准备。
并且，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恶意炒

作“春晓油气田”，提出滑稽的“吸管效应”挑衅

中国，为其加强对东海的军事监控寻找借口。
西南岛屿毗邻东海。日本西南防卫的加强

无疑流露出其运用军事手段抢夺东海权益的意

图，即凭借西南岛屿的地缘优势、强有力的军事

保障为其海洋权益的扩张护航: 一是凭借军事

监控和军事威慑有效干扰中国对东海油气资源

的开采，阻碍中国对东海权益的争取和维护。
二是依仗亚洲第二的海军实力，在其单方面划

定的“中间线原则”上一意孤行，开采中日有争

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否定中国的大陆架延伸原

则，造成事实占有的效果，扩大其控制的海域，

继续占领钓鱼岛。2006 年，日本防卫厅打着“强

化领空保卫”的幌子，明确了航空自卫队战机在

海上巡逻期间的《交战规则》，为其派遣战机护

卫东海能源开采行动提供法律基础。三是提前

为可能的中日东海冲突做充分的军事准备。四

是不排除军事占领和控制东海的可能，以先发

制人之道抢夺更多的东海权益。
( 3) 日本配合西部战略需求，为西部的日韩

领土争端提供援助

日本与韩国的领土、领海争端集中体现在

独岛( 日称“竹岛”) 问题上。1952 年，韩国在韩

日间海域划了一条“李承晚线”，其中将独岛划

在韩国界内。日本对此提出抗议，不断强调其

对独岛的主权。近几年，日本对独岛的领土要

求越来越强烈。然而，由于独岛由韩国实际控

制，加之韩国始终拒绝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致

使日本在独岛问题上束手无策，没有取得实质

性的进展。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极有可能通过军

事手段解决对独岛的领土诉求。独岛位于日本

西部与西南部之间，一旦发生日韩军事冲突，日

本就可以从西南部和中部防区配合西部防区对

韩国形成夹击与包围之势。很显然，日本西南

防卫的加强，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日韩领土冲突

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和战略援助，与其西部防

卫战略形成互补。

2. 3 以周边事态法介入地区争端，攫取地区秩

序重建中的主导权

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地区和全球问题

上采取了低姿态。但是，随着日本作为世界第

二经济强国的崛起，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其介入

地区争端，谋求地区秩序主导权的意图日渐强

烈。而近两年，随着经济大国地位在世界和亚

洲的跌落，日本正试图通过介入地区争端寻求

其在地区格局中的定位和权益。
( 1) 日本干涉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维持日

美操控的东北亚格局

战后初期，日本采取追随美国的“保卫台

湾”战略，凭借日美同盟绑架台湾问题，抛出所

谓的“远东条款”、“台湾条款”，明确参与干涉

台湾的方针。但是，为了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

常化，日本此后采取了放弃干涉台湾问题的立

场。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本不断违背《中日联

合声明》，以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方式再次绑架

台湾问题，以所谓的“周边事态法”、“有事法

案”为借口插手台湾问题。近几年，日本欲干涉

台湾问题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在日美外长与防

长“2 + 2”会谈声明中公然把“台湾问题”作为

共同关心事项，试图修改“周边事态法”，明确

“台湾有事”将被视为“日本有事”。甚至，一部

分日本人公然叫嚣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台湾

问题就是日本问题。①

如今，日本为加强西南防卫，更是加快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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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台湾问题的步伐。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三

方面: 一是近距离监控台湾，搜集大陆、台湾相

关情报，阻碍其和平统一。特别是马英九上任

以来，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日渐和缓，经贸往来与

日俱增，而这不是日本所期待的局面。二是增

强军事威慑，依仗驻扎在西南岛屿的日美军力，

形成“岛链”之势，阻挡中国海上军力的发展，牵

制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步伐。日本认为随着中

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平衡

正向着有利于大陆方面变化。① 而在与台湾相

近的西南岛屿加强军事部署，很明显是日本在

以军事威慑增强台湾与大陆的较量。三是为卷

入可能的台海战事做军事准备，攫取东北亚地

区秩序重建中的主导权。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

约 111 公里，比距离冲绳县石垣岛还近。如果

一旦发生台海战事，日本能够以与那国岛为据

点，迅速投送兵力卷入争端，分享战争的果实。
日本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担心中国统

一将会颠覆现存的东北亚秩序，影响其在东北

亚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影响其海权的扩张。而

通过干涉台湾问题，日本试图进一步牵制中国，

维持处于“霍布斯状态”的东北亚均势，维护其

在东北亚格局中的主导权。
( 2) 日本介入南海争端，挤压中国，抢夺南

洋战略空间

南海争端是中国与南海周边相关国家的领

土、领海争端。然而，随着近年来南海争端的紧

张化，美国的高调介入，日本作为域外国也趁势

介入，搅浑本已复杂的南海局面，挑衅中国的南

海权益。特别是野田内阁，在南海争端中表现

出积极介入和干涉的姿态。一方面，日本与菲

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其在南海拥有“重大利

益”，加强两国海军合作，并为菲提供军事装备

的支持。另一方面，日本与越南联合开展南海

军事演习，签署防卫合作备忘录。再一方面，日

本与东盟签署《巴厘岛宣言》，以所谓的《南海各

方行为准则》为基线，强调“自由航行和航行安

全”。并且，日本正筹划与越南、菲律宾等东南

亚国家建立有关南海主权问题和保障航行安全

自由的协调机构。这些无不昭示出日本打着

“关注海上安全”、“南海航行自由”的幌子，插

手南海争端的意图。
而与此同时，日本西南防卫的加强，即是对

其介入南海争端的预示，也是对其插手南海争

端的呼应。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

以军事压力阻遏中国对南海权益的维护和争

取，通过与东盟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围堵中国。
二是为其向南洋进行军事渗透铺路，抢占自战

后以来其被东南亚国家所警惕的南洋战略空

间。三是为其军事卷入南海争端，打压中国，抢

夺南海权益做准备。四是以军事介入南海争端

的态势向中国施压，为其在中日东海问题及钓

鱼岛领土争端中赢得更多的主动性。
( 3) 日本干预朝鲜半岛问题，围堵朝鲜，维

护日美主导的东北亚秩序

日朝关系是目前为止东北亚格局中唯一仍

处于战争状态的双边关系。而日本对韩国的支

持更加剧了日朝关系的敌对状态。日本一边打

着“朝鲜威胁论”的幌子加强军事力量，一边以

“周边事态法”、“有事法案”等明确干预朝鲜半

岛的意图。而朝鲜半岛局势的日益紧张化，为

日本插手东北亚地区安全事务提供了契机。在

2010 年 5 月的韩国“天安舰”事件与 11 月的朝

韩相互炮击事件中，日本表现出积极插手朝鲜

半岛安全局势的姿态，一边谴责朝鲜，一边支持

韩国，并与美国、澳大利亚在冲绳附近海域举行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紧急出动舰

艇配合美国航母监控朝鲜。可见，日本西南防

卫的加强很显然是对趋于紧张化的朝鲜半岛局

势的应对，也是对日本西部战略的有力补充。

2. 4 以遏制中国崛起为基点扩张日本海权，构

建海洋大国

日本在毗邻中国东海、南海的西南方加强

军事部署除了应对领土争端、介入地区争端之

外，更重要的是防范围堵中国，阻碍中国崛起。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处于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

泥淖及日本处于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二十年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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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困境中的同时，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

长态势，从容走过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并在 2010 年第二季度超过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中国崛起已是不争

的事实，不论持“威胁论”者还是持“机遇论”者

都认同中国崛起是必然的趋势。自近代以来形

成的日强中弱的局面已被改变，中日共强甚至中

国超过日本的局面已成为现实，而这是日本不愿

看到和接受的。中国的崛起为亚洲和世界带来

了机遇，日本却视其为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安倍

内阁、麻生内阁、菅直人内阁和现政府野田内阁

对中国的遏制围堵意图越来越明显。总之，遏制

中国的崛起，从海上围堵中国的扩展已是目前日

本对华战略的核心思维。正如柴山太所言，日本

的新任务在未来 20 到 30 年间转向以抑制中国

为第一任务，以应对朝鲜为第二任务。①

日本加强西南防卫已是其围堵遏制中国的

战略组成部分。太平洋岛链是冷战时期美日围

堵中国的战略谋划。然而，冷战后，太平洋岛链

仍被美日视为遏制中国的重要策略。日本充分

利用和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前沿部署战略，加

强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控制。通过向与那国岛驻

军，日本军力向中国推进 500 公里，不仅有利于

控制钓鱼岛，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围堵中国

的第一岛链。而台湾在其中更具有极其特殊的

战略地位，是第一岛链中最为关键的链接，是扼

守东海与南海咽喉的战略通道，是走向远洋的

便捷之路。然而，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使日本

所认为的台湾岛这个天然屏障对中国大陆的遏

制作用有所弱化。对中国而言，西南地域是其

海军实现海上目标不可忽视的海域，②台湾是左

右中国海洋战略成功与否的重要地点。③ 因此，

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控制西南岛屿、干涉台湾问

题、介入南海争端、军事威慑中国战略缓冲地带

朝鲜，以此加固太平洋第一岛链，限制中国海权

发展，挤压中国海洋战略空间，将中国严密地封

锁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之中。
日本一边加强军事部署围堵遏制中国，一

边打着“中国威胁论”的幌子增强军事力量，加

强海权建设，构建海洋大国。日本以海洋国家

自居，其在 20 世纪初期崭露头角的海军实力

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强大后盾之一。在战后

框架的制约下，日本走了和平竞争的国家发展

路线。然而，21 世纪初，随着日本右翼新民族

主义势力的兴起和膨胀，极右主义和军国主义

在日本死灰复燃，构建海洋大国的言论在日本

甚嚣尘上，发展海洋国家战略被提上日程。近

几年，通过日澳安保合作，日本自卫队走向了

南太平洋; 通过日印军事合作，日本自卫队走

向了印度洋。日本试图以西南岛屿为据点，通

过军事监控或控制东海，进一步扩张在东海的

权益; 通过介入南海争端，加强与东盟相关国

家的军事合作，开始向南洋进行军事渗透，拓

展在南洋的战略空间; 通过挤压中国海权发展

空间，加强向东海、南海扩张海权，推进自卫队

进一步走出海外，构建亚太的海洋霸权。通过

发展海洋大国，日本追求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局

面，围堵遏制中国，维护其在亚太安全格局的

主导权。

三、战略路径: 绑架美国、拉拢邻国，

提升西南控制力

作为一个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给亚太国家带

来灾难、并受战后框架束缚的国家，日本在加强

西南防卫方面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和平宪

法”的制约、本国民众的反对、舆论的谴责、周边

邻国的疑虑等。然而，从近两年日本高调加强

西南防卫的姿态及其在周边地区安全事务上跃

跃欲试的表现来看，为了加强对西南岛屿的军

事部署，构建积极、机动的防卫态势，日本寻求

着任何可能的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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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柴山太: 『米中パワートランジションと日本の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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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五味睦佳: 『中国 の 海洋進出 と 我 が 国 の 海洋戦

略』，『軍事研究』，2012 年 4 月，163 頁。



3. 1 突破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提高自主防卫力

如前文所述，日本在西南岛屿的军事力量

相对薄弱，主要依赖美国。而普天间基地搬迁

问题的拖延，使日本借美国之力进一步增强西

南防卫、遏制中国的计划难以马上兑现。加之，

驻冲绳美军一半人数的搬迁和南下，使日本西

南防卫的遏制力有所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意

味着日本将会更多地依靠自己来增强西南防

卫。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受战后体制的束

缚，在发展军事力量方面受到“和平宪法”的制

约。但是，战后以来，日本以重新解释宪法、制

定其他法律、甚至明文修宪的形式，不断违背、

颠覆“和平宪法”。尽管如此，“和平宪法”及在

其基础上形成的和平原则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

仍有一定的约束力，如，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专

守防卫、无核三原则和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等。

然而，为了深入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正在进一步

突破“和平宪法”及和平法则。2010 年，日本政

府的咨询机构“新时代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

谈会”曾向首相菅直人提议将来对“非核三原

则”进行重审。2011 年，日本召开安全保障会

议，同意大幅放宽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禁

运政策，参与国际市场高端武器生产链的运行，

改变军工业落后状态，推动军事正常化。2012

年，在“和平宪法”实施 65 周年之际，日本在野

党自民党、大家党、奋起党三党分别提出了宪法

修正草案，特别是自民党的宪法修正案中着重

强调了要明确日本自卫权，甚至提出了将自卫

队改为国防军并常年保持的修宪建议，①这使

“和平宪法”及和平法则进一步空洞化。与此同

时，日本学界等要求修改“和平宪法”及和平法

则的呼声也接连不断。关西学院大学教授柴山

太提出:“日本应从旧西方阵营中消极的、以一

国为中心的专守防卫转向积极的、多极的专守

防卫。”②而前海上舰队司令官五味睦佳对非核

三原则、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专守防卫战略提出

批评，要求修改这些原则，特别是改变专守防卫

战略为攻势防卫态势。③ 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

政更是大声疾呼: “与财政危机和社会保障相

比，现在最重要的是增强防卫力量。……行使

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宪法，已经刻不容缓，我们要

为此做好制度上和精神上的准备。”④可见，在增

强自主防卫和构建西南防卫战略方面，日本将

会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修改和平法则。

3. 2 绑架美国，拉近韩国，增强西南防卫的军

事威慑力

战后，日本确立了依靠美国保护本土的国家

安全战略。日美安保体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日本追随美国、追求现实利益的外

交基轴。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遏制苏联体制

中的重要一环; 冷战后，日美同盟是对朝鲜和中国

进行遏制政策的中枢。⑤ 日美同盟这一战略目标

的转变，与日本西南防卫形成了恰如其分的契合，

既依托美国保卫日本国家安全，又凭借美国威慑中

国和朝鲜。搭美国便车为日本带来的种种实惠，已

深深地扎根于日本对外战略核心思维的土壤中。
尽管，当前美国呈现出一种衰落之势，但其在亚太

仍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威慑力。而近两年美国战略

重心的东移和对亚太地区的重视，更为日本提供了

有利的契机。深谙搭美国便车之利的日本，在西南

防卫上大力渲染美国因素，从战略上绑架美国，强

化日美同盟，追求战略博弈中的最大收益。一方

面，日本搭美国顺风车，分享美国高新军科技术和

军事情报，开展美国主导的多层次联合军演，加强

自卫队的海岛、离岛实战能力，增强西南防卫的动

态威慑。另一方面，以日美同盟为遮掩，日本拓展

军事力量发展空间，扩大自卫队行动范围，实现军

事体系由“专守防卫”向“日美一体化”转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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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构想，构置西南防卫的攻势

态势。再一方面，日本拉美国压近邻，将周边地区

安全事务纳入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威慑周边国

家，维持西南防区周边秩序的稳定，寻求周边事态

的主动权。此外，日本极力拉近与韩国的关系，不

断升温与韩国的军事合作。尽管 2012 年 6 月 29

的《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未能如期签署，但日

本拉韩国围堵遏制中国、朝鲜的战略意图仍在

继续。

3. 3 密切澳印、拉拢菲越，从外围对其西南防

卫形成战略补充

远交近攻是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外战略的

重要特征，在日本西南防卫方面，这一特征尤为

明显。近几年，日本逐渐加强与澳大利亚、印

度、越南、菲律宾、东盟等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

构建遏制中国的安全网络。首先，日本密切与

亚太地区较为活跃的中等国家澳大利亚的安全

合作。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轴承，日

澳安全合作启动较早并已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双

边合作机制。自 2007 年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声

明以来，日澳共签署了 4 份安全协定，分别从舰

队援助、后勤补给援助、军事情报安全等传统与

非传统安全方面逐步升级和强化双边合作。其

次，日本加强与亚太地区大国并与中国存在领

土纠纷的印度的安全合作，不断推进“东进战

略”和拥有“大国梦想”的印度逐渐成为日本意

图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自 2008 年日印发表

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之后，双方确立了基本的安

全合作框架。尽管迫于多重因素的考虑，日印

双边安全合作发展较缓，但在近两年逐渐升温，

举行了首次“2 + 2”对话，并在今年举行了首次

联合军演。第三，日本加强与越南、菲律宾等与

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国家的安全合作。以南海局

势紧张化为契机，日本趁机加强与越南、菲律宾

的安全合作。2011 年，日本与越南签署防卫合

作备忘录，打破日越长期以来的冷军事状态。

而日菲自公开发表加强南海军事合作以来，双

边安全防务合作迅速推进，并在 2012 年签署

《防务合作协定》，强化在南海的合作。第四，日

本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2011 年，日本与东

盟签署《巴厘岛宣言》，强调深化在海洋安全保

障以及海洋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日本充分利用

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纠纷、以及对中国崛起存在

的警惕心理，在短短的几年就已匆匆构筑起围

堵阻遏中国的包围圈，与中国抗衡。

3. 4 挑起争端，恶化事态，加速西南防卫的紧

迫性

日本在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白书中不断重

申其防卫目标之一就是确保亚太及周边地区秩

序的稳定。然而，日本的行径却与此大相径庭。

一方面，日本出台相关法律干涉周边地区安全

事务，构筑安全网络阻遏中国相关权益的取得

和行动的进展。另一方面，日本挑起争端，恶化

事态，拿中日领土领海权益争端、台湾问题、朝

鲜半岛问题、南海争端等周边地区安全问题造

势，升级地区安全格局的紧张态势，营造西南防

卫的紧迫感。在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中，日本

不断挑衅中国，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如，撞击并

非法扣押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非法

拘押船长，推出离岛“国有化”，进行岛屿命名，

上演“购岛”闹剧。这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损

害中日关系。同时日本还以中国强硬的外交回

应为借口，渲染西南防卫的急迫性。在南海问

题上，日本作为圈外国不断寻找机会介入南海

争端，阻碍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搅浑原本就

已复杂的南海局面。日本不仅通过不断制造紧

急事态，进一步推动西南防卫的加强。而且还

极力制造舆论，渲染“威胁论”，推动西南防卫的

持续化与长期化。

四、结 语

日本在西南防卫上的急切姿态与遏制态

势，不仅流露出其在面临中国崛起时的失衡心

态和对外决策的黔驴技穷，更反映出其在“失去

的二十年”后国家定位的迷茫与混乱。遏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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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堵，不仅造成双方不断抗衡的安全困境，而且

影响了亚太安全环境的良性发展。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太平洋地区继美

国海军之后的第二支最强大的海军力量。然

而，日本却打着“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

的幌子，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不断增强军事

力量。拿着亚太第二的海上武装力量加强西南

防卫，日本对周边地区的威胁已然超过了其防

卫本身。谁才是真正的威胁，亚太周边国家都

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莫忘“二战”之痛。而一

味放任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美国更应警醒，不

应助纣为虐。

如今，日本以“购买”钓鱼岛的恶劣行径严

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使本已紧张的钓鱼岛事态

持续恶化，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而野田倾全

国之力夺取钓鱼岛的言行不仅使西南防卫的

紧迫性升级，更使西南周边地区的安全事态骤

然紧张化。甲午战争已过去一个多世纪，日本

以战争颠覆华夷秩序的过往已成为历史。然

而，当今日本在西南地区抢夺钓鱼岛、颠覆战

后框架的动向无不昭示着历史重演的可能。

面对日本进一步加强西南防卫，构建以遏制

中国为主的防卫战略，中国应加强相关应对。一

方面，加强海权建设与维护，坚决捍卫国家领土

与主权，坚决阻止日本对中国东海、南海权益的

攫取。另一方面，加强与俄罗斯的安全战略合

作，构建战略补充，减缓来自日本西南防卫的压

力。再一方面，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合作，

减弱日本拉东南亚国家抗衡中国的力度。总而

言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日本西南防卫剑指中

国，控制西南地区、扩张海权的战略取向非常明

确。这将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受到严重挑战

和威胁，东北亚安全格局变得紧张而严峻，亚太

安全环境变得不稳定和不确定。亚太相关国家

应密切关注日本的发展动向，重建机制，为构建

和平稳定的亚太格局而加强合作。

编辑 战海霞 王 华

The Southwestward Orientation of Japan’s Defense Strategy

QU Caiyun1

(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Japan’s southwestward defense has figured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strategy and become the important part of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Strengthening of and at-
tach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outhwestward defense fully reveals multiple strategic intent of Japan，including
containing China，expanding sea power，seizing the initiative of regional order，and fight for the initiative of the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 waters dispute． This paper holds that in order to pursue the maximum interests of the
strategic gaming，Japan is trying all possible paths including strategically kidnapping America，drawing in neigh-
boring countries，building a secure network to strengthen the South westward defense． Therefore，we should be
fully alerted to Japan’s Ultra － rightism and state － militarism and formulate appropriate counter － measures．
Key words: southwestward defense; strategic position; strategic intent; strategic path; co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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