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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美入亚”与冷战后的日本亚太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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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传统的亚洲观始终处于“脱亚”或“归亚”双重的困惑之中。随着冷战的终结，它开始向现实的“亲

美入亚”战略转换。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论是日美安全保障重新定义的依据；自由的制度论是建立日美经济同盟，实

现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亚洲外交中心构图体现了日本充当亚洲盟主的企图。“亲美入亚”战略转换，来自日本国

内的支持力是保守、革新两党价值目标的趋同。经济主义是这一趋同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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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 世纪的日本亚太战略选择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东亚的崛起正重新唤醒日本的亚

洲意识，日本在美国和亚洲之间将作出何种选择？由此而来的“重美轻亚”、“入美入亚”、“脱美入

亚”、“伴美入亚”等等的论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说。本文认为，从日本亚太

战略选择的历史轨迹和面向 !% 世纪日美关系的“基轴”地位，到东亚经济战略意义的确立以及朝鲜

半岛的形势，日本的亚太战略选择是：在不脱离西方的前提下，注重增强日本在亚洲的存在，既重视

美国，也重视亚洲，从而去构筑巩固其亚太战略的“亲美入亚”战略。

一、亚太战略选择的历史轨迹：二重的亚洲观

%$ 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对西方国家采取从属型战略，即在从属于西方列强的条件下走向帝国

主义阵营，然后转而夺取朝鲜和中国，最终完成由海洋国家向大陆国家转变的战略。%((& 年福泽

谕吉发表的“脱亚论”是这样来表达的：“我国与其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莫如脱离其行

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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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所指的“脱亚”是希望日本成为西方列强之一，并与西方列强一起共同侵略东方国家。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以后成为日本“脱亚入欧”型近代化的理论基础。

在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的 !""# 年，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也同年发表。“大东合邦论”认

为，“为了共同防御白人帝国主义的侵略，亚洲的各民族应该团结起来，结成以日本为盟主的联

盟”［$］。这一主张揭示了日本人的另一种亚洲观，即以“统一东洋”来“对抗西洋”，从而独霸远东地区。

近代日本二重的亚洲观体现了日本近代化中难以克服的两重性。其一，日本人在担心自己也

许要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忧虑中开放了国门，同时又作为西方列强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去求得

生存；其二，日本作为亚洲近代化的先驱者与西方帝国主义对峙，这种先驱的作用意识与前者的殖

民地忧虑交错，结果导致与西方的敌对以及对亚洲的失望。以上两重性的亚洲观至今仍然困惑着

日本人。

作为战后的日本亚洲观，!%&’ 年高坂正尧发表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文，代表性地阐述

了这一观点。他主张避免向亚洲地域主义倾斜，力求拓宽视野，以海洋国家英国为蓝本，作为通商

国家与世界融为一体，从而求得生存和发展。事实上也是如此，战后的日本摈弃了“拘泥于亚洲主

义”的亚洲观，把目标指向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从而构筑了日本繁荣的基础。

这条路线的挫折和转向是在 !%() 年的“石油危机”。!%(# 年高坂正尧的“通商国家日本的命

运”一文，对日本的通商模式作了重新定位。他从威尼斯和荷兰的兴衰来分析日本可能发生的与此

相似的前景，对于没有权力基磐的文明走势深感不安。文章中是这样阐述的：“通商国家没有战争，

可是也没有付出任何营造和平的努力，仅仅是利用强国编织的国际关系⋯⋯可是，日本是利用者而

不是制造者，世界对日本是不会有任何期待的。”［$］这里体现了作者的一个观点：只有回归亚洲，成

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大国，才不会被世界所轻视。

$* 世纪 "* 年代后半期开始，亚洲中等国家崛起，成为世界和日本产业开拓的新目标。尤其是

美国，把亚洲中等发展国家看作比日本更有利可图的出口市场。到了冷战后的 %* 年代，世界对亚

洲的兴趣愈趋强烈，美国提出了与亚洲连为一体的“亚洲太平洋”这一概念，美国开始越过日本向亚

洲渗透。日本对“亚洲太平洋”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是很明确的，尤其是美国超越日本向亚洲渗透这

一事实，加快了日本回归亚洲的步伐。然而，日本的“归亚”决不是“脱美入亚”，在战略上，日本对亚

洲和美国给予同等的重视。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是在“归亚论”的思想推动下，走“亲美入亚”之路，

即在不脱离西方的前提下，注重增强在亚洲的存在。例如，马来西亚曾经提出过排斥美国的“东亚

经济集团”构想，可是日本政府没有给予支持。也就是说，日本不支持在亚太地区建立排斥美国的

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日本驻美国的三井物产华盛顿事务所所长寺岛实郎对“亚洲太平洋”这一概

念作了如下阐述：“亚洲太平洋”这一概念作为日本的理念，其一，亚太地区中的“太平洋”这一提法，

可以加强美国与亚洲的联系，如果排斥美国的话，它将阻碍亚洲的发展；其二，通过与美国的合作，

把强大的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其三，对日本来说，中南美和大洋洲并不是“太平洋”的添加物，在能源

和粮食方面，它将逐步成为不可缺少的构成者［$］。可见，东亚的崛起使得日本对“亚太”这一概念格

外重视。在战略上，日本对亚洲和美国同等重视，在“归亚论”的思想推动下，走的是“亲美入亚”之路。

二、经济主义———“亲美入亚”的深层原因

!%## 年形成的日本自民党与社会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即“## 年体制”，是保守势力的自民党与

革新势力的社会党之间的政治对峙，这一斗争与国际上美苏冷战相适应，持续了 )" 年。保革斗争

的焦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修改宪法还是维护宪法、坚持日美同盟还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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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同盟。其中，日美同盟和日美安全保障是斗争的重点。自民党主张依靠“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依靠美国的核保护，通过扩大解释宪法和修改宪法的方法发展军事力量。社会党则认为，日本在总

体上从属于美国，是形式上的独立国家，所以应签订包括日美中苏在内的集体的安全保障条约，取

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世纪 #" 年代初，围绕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社会党与自民党的对

峙达到顶点。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在众议院强行通过了经修改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社会党为此

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

从 $" 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形势由新的冷战转为缓和，社会党逐渐调整其对美政策。%&$& 年社

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在该党的全国政策会议上说，社会党的目标是建立联合政权，联合政权要保

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是社会党第一次承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此，社会党的对美政策开始了它的根本转换。%&&% 年 %
月，社会党在全国定期大会上通过了新安全保障政策，主张缔结日美和平友好条约来代替“日美安

全保障条约”，并认为，自卫队尽管“违宪”，但是“合法”。%&&’ 年自民党下台，“(( 年体制”结束，社

会党开始进入联合政权。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士任首相的村山内阁是社会党政坛史上最辉煌的时

期，同时也是社会党变革最彻底的时期。其一，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即社民党，这标志着社

会党政策的全面转换。其二，村山内阁通过了新防卫大纲。新大纲与旧大纲比较，一个突出的变化

是加强日美之间的防卫合作，如日美间的政策协议、共同研究、共同演习、装备技术方面的互相交流

等等。其三，不顾冲绳居民的强烈反对，村山内阁强行通过了冲绳美军基地继续使用的法律程序。

至此，作为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旗手的社会党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政治主张，保守与革新的价值坐

标最终走向均质化、同质化。

保革对峙的融解，其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经济主义”。从历史的轨迹来看，过去的

(" 多年，从战后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巧妙地利用了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从而一举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时期，美国在东西方激烈的对抗中，把日本看作是稳定亚洲的重要因素。

当时，美国不仅否决了联合国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反而给予资金援助。日本通过“日美通商条约”得

到了粮食、石油等生存所必需的基础原料，而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工业品被允许出口美国，这一点恰

恰是日本在战前的企图，也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要因之一。然而，战败的日本，在战后日美安

保条约的惠顾下，这一目的得以实现。另外，美国积极支持和帮助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开发机构（/012）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结果迎来了 !" 世纪 #"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3" 年代日本的 )45 达到世界第二。

当然，就经济利益来说，美日两国是互助而共享的。美国在战后两次大的战争都是在亚洲进

行，如果没有日本工业品的调剂，美国将面临巨大困难。$" 年代冷战进一步激化，美国进行大规模

军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银行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日贸易赤字剧增，美国主要企业陷入困境。

可是，来自金融方面的日本长期资金通过债券、股票等方式流向美国，支持了美国经济。

现在的日本，对“保革对立”记忆犹新的人来说，联合政权居然会在日本产生，这的确是难以想

像的。保革价值目标的趋同和融解，其深层原因，可以说是战后日本人共同的、居于深层意识的“经

济主义”。当“经济主义”给日本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时，当日本经济在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重新

定位时，作为日本保守与革新的价值坐标便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

三、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论———日美安全保障的重新定义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里，同盟理论不是一种体系的理论，一般是把势力均衡论、组织论、制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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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方法和模式，应用于同盟并加以研究的。所谓势力均衡论，它是指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

会中，每个国家总是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安全和繁荣，总是会去寻求一种比其他国家更安全的优势，

这被称作“优势的安全”。然而，各国即便是为了增强安全感而加强防御，也同样会对其他国家造成

不安和恐惧，使这些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对抗政策，最终损害了两国的安全。这被称作“安全的双刃

剑”。国际关系中很容易产生这种“安全”和“不安”的螺旋状循环，“不安”就要增强实力，可是被资

源所限制，转而依存于同盟，从而寻求新的均衡势力。均衡有实力的均衡和威胁的均衡两种，前者

表示实力弱的一方通过同盟来防止别国的威胁；后者表示为了与威胁抗衡，与没有威胁的一方联合

起来。日美同盟就是这种势力均衡论的体现。

美国把同盟当作维持全球化势力均衡的一种手段。然而，对于势力均衡理论，美国是持现实主

义态度的。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美国曾经反对过势力均衡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是

以反对势力均衡的姿态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中国结

成同盟来反对德日意轴心国。二战以后，为了对付苏联，美国与包括原轴心国的西欧组成同盟；在

亚洲，通过日美同盟来制止苏联的军事力量对亚太地区的渗透。冷战结束以后，战略的核心由对苏

联的防御向地域纷争的防御转换。对美国来说，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尤其是冲绳基地，比任何时候

都显得重要。从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来考虑，日本是一个无法取代的同盟国。美国国防部长佩里

就日美同盟曾提出过三点：（!）日美两国间更紧密的防卫合作；（"）对地域纷争作出更大贡献；（#）面

向地球规模的安全保障［#］。佩里这一认识，在重视经济的克林顿政权中是相当牢固的。

现实主义势力均衡论的最初表述是与缔结日美安保条约关系密切的 $·凯南，他在阐述日美安

保必要性的同时，对日美同盟又作了现实主义的表述。他认为，实力虽然产生威胁，假如不存在维

持现状的不安的话，同盟亦就不必要了。作为当代的现实主义均衡论的代表人物是 %·奥洛茨，他

在 !&&# 年的论文中说：“从近期来看，北约的功能是良好的，可是从长期来看，北约的存在是没有意

义的。”［’］克林顿政府对日美同盟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他们认为，日美安保是稳定亚太的关键，是

进入亚洲市场的“入场券”。

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是弱的一方，它通过同盟来防止别国的威胁，从而达到实力的均衡。从历史

上来看，不管是日英同盟和日德意同盟，或者是日美同盟，日本都是以本国战略的脆弱为出发点的。

对日本来说，同盟首先是弥补本国的脆弱，通过日美同盟，用较低的成本获得本国的利益和安全，从

而达到势力的均衡。这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然而，日本的现实主义比美国更加实用。日本的

势力均衡理论，更侧重于一种集体安全优势的均衡，日本把它称作是“骑上一匹获胜的马”。大国通

过均衡竞争国之间的力量而相互抗衡，而日本这一后发的准大国，与其说是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取得

均衡，不如说是为了“骑上一匹获胜的马”而组织同盟。这时的日本，它是站在同盟对方国（所谓“敌

方”）的背后，作为“后门的虎”来发挥作用，对于同盟国正面的均衡，给予间接的帮助。

!&&( 年 ’ 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以及“日美同盟共同宣言”的发表，以及在此以前的“新防卫合作

指针”的制定，正是这种现实主义均衡观的写照。从日美安全保障来看，日美双方可以体现为两种

责任分担关系：一是盟友的一方拿着剑，另一方拿着盾；二是同盟双方一起拿着剑与敌人作战。日

美安保体制是典型的剑与盾的分担关系。“日美同盟共同宣言”明确提出了责任分担，也就是说，日

本把安全保障体制运用的主导权委托给美国，与此交换的是获得了进入美国市场的“入场券”。“新

防卫合作指针”与旧的防卫合作指针相比，关键在于“周边有事”和“日本有事”的区别。旧的防卫合

作指针局限于“日本有事”，即发生威胁日本安全的事态时，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来处理这一事态；“新

防卫合作指针”是面向日本的“周边事态”而强化日美合作体制。日美两国把“剑与盾”的分担关系

延伸到了亚太地区。!&&& 年 ) 月，“周边事态法”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已经实施。"***
年 & 月 !) 日，日本首相森喜朗决定设立“有事法制”，即日本认为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对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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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威胁的事件时，可以依法调动自卫队部队，运输物质，构造阵地等等，目的使新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的实行更具有法律依据。

然而，作为“亲美入亚”的选择，日本方面认为，仅以现在的日美安保为基轴继续维护日美同盟

是不合适的。经过战后 !! 年的日本，国内仍有 " # $ 万的美国驻军，其中在冲绳有 % # &’ 万人，占在

日美军的 % ( )。面积只占国土 ’*的冲绳，美军专用基地面积有 %)$ 平方公里，占日本美军基地面

积的 $"*［!］。在冲绳归还日本后的 %+ 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如美军犯罪、基地飞机事故、噪音

公害、环境污染、土地所有权问题等等，困扰着冲绳基地。以环境污染为例，根据冲绳县的资料统

计，’,$%—’,," 年，水质污染事件发生 &! 起，主要是基地的飞机燃料、冲洗剂给地下水、河流、土地

造成的污染。尤其是 ’,,! 年 ’% 月至 ’,,& 年 ’ 月之间，美海军部队发射 ’!%- 发劣质的 ./01 弹，

给环境造成严重的放射污染［&］。日本方面认为，以上所述的情况不改变，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

一种耻辱。对日本来说，日美安全保障的现实意义在于构筑今后 %- 年的安全保障框架。第一阶段

是今后的 ’- 年：一方面仍然以现在的日美安保体制为前提，维护日本以及亚洲安全保障；另一方

面，应去研究日本如何分担美军的军事力量，从而阶段性地缩小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包括基地的整

理、缩小、转移，最终实现美军从日本的撤退。美国总统克林顿同意缩小冲绳的美军基地，与其相交

换的是，一旦远东有非常事件，日本要积极参与。第二阶段，即再一个 ’- 年：日本以日美军事合作

关系作为亚太地域安保的主轴，像欧洲安全保障机构（2345）一样，在亚太建立地域安全保障机构，

实现集体安全保障体制。

四、以自由的制度论为框架的日美经济同盟———“日美自由贸易协定”

作为自由的制度论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6·纳依。自由的制度论认为，国际

关系的维持，靠的不仅仅是实力，而是制度 ，这不仅仅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尤其重要。例如，在贸

易等某些特定的、有争议的领域，有制约利益和国家行动的种种规范、规则，并且还有决策程序等等

的约束，这就是制度。所谓制度，一般有组织、人、并且还加上预算。在国际经济方面，作为制度的

典型，例如在贸易领域的有关关税与贸易协定（7088）；在环境问题方面有削减二氧化碳的种种规

则。这些不一定通过政治实力便能达到目的，而应该靠制度。因为制度可以减轻国家间合作的不

确定性，它可以缓和因政治实力引起的不稳定。

制度论认为，经济同盟或者经济合作协定首先是一种制度。作为制度的经济同盟，其基本要素

有两点：第一，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如果一方伤害了对方的话，那么自己也将受到伤害，这被称作

“相互确证破坏”。第二，它是作为制度的经济同盟，对双方的规范和认知结构（对外认识的方法）来

说，不管国际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只要维持同盟，就是安全的。然而，日美同盟由于贸易摩擦变得动

荡不安。’,,!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日美汽车谈判，似乎像冷战下的美苏军备交涉。在汽车及零部件

领域的贸易摩擦和纷争，日美关系在 ’,,! 年 & 月一度陷入 !- 年来最恶的状态。

经济摩擦激化引起国际关系恶化，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世纪末的德国与美国，由于产业竞

争力的强大与英国发生贸易摩擦，结果促使德国去筹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与英国抗衡，而英国又与以

往关系不佳的美国结成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与欧美贸易摩擦的激化，引起帝国主义之

间矛盾加剧，尤其是 %- 世纪 )- 年代，日本为了抢夺市场和原料而推出的大陆政策，导致与美国关

系恶化，最终引发太平洋战争。战后的日美贸易摩擦，%- 世纪 !- 年代首先在纤维制品领域发生，

以后逐步渗透到钢铁、电视、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知识密集型产业一度被日本垄断，而美国对日本

产品的依附性也随之增强。对此美国认为，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安全保障问题。可是在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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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下，为了维护日美安保体制，在经济问题上，美国对日本是适当让步的。冷战结束后，日美在

经济问题上开始对立。克林顿总统指出，贸易也是安全保障问题，并重视扩大出口。然而，美国的

贸易赤字中，日本占了很大比重，从而引发激烈的贸易摩擦。日美贸易结构协议会议经常召开，其

原因就在于此。!" 世纪 #" 年代以来，尽管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走入低迷，可是美国依然向日

本的汽车和半导体市场发动攻击，要求导入进口的数值目标，而日本以民间的自主对策与此抗衡。

日美贸易摩擦引起双方对日美安保的怀疑。从日本的立场来看，美国在日本驻军，基地经费的

$"%以上由日本来承担，这好比花钱雇了一个监视自己的人。美国人则认为，为什么世界第一债务

国要去保护世界第一个债权国？从而主张废弃日美安保。&##’ 年夏，美国的外交专业报刊围绕日

美安保展开讨论。美国的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约翰·切尔马斯发表了题为“国防部僵化的战略”一

文，文中提出，“东亚的美军是否有驻守的必要”？［$］这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日美安保废弃论。

日美关系如何向健康的方面发展？早在 &#($ 年，美国驻日大使万斯菲路就提出“日美自由贸

易协定”。&##) 年 $ 月的东京七国首脑会议上，宫泽喜一首相和克林顿总统一致表示，要建立“新

型的伙伴关系”，核心是以协调两国经济关系为基础，维护两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日本经

济学家、曾任美国三井物产华盛顿事务所所长的寺岛实郎把“新型伙伴关系”表述为“作为综合战略

的车”，它的两轮就是“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亚洲地域的安全保障”［!］。!""" 年 $ 月发达国家八

国首脑会议在日本冲绳举行，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把会议的地点设在东京以外，其目的就是通过振

兴冲绳经济来冲淡日美安保对冲绳的阴影，以经济改变政治。

从总体上看，日美经济同盟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步，在继续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基础上，建

立以“日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内容的日美经济同盟；第二步，与上述的日美安保二阶段论相适应，作

为亚洲的主权国家，随着无美国驻军的逐步实现，将来通过“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去促成建立平等的

“日美军事合作关系”，从而逐步取代“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通过以上经济和政治两同盟，把美国吸

引到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内，在这基础上推进日本与亚洲的合作。另外，“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又是

一个处理日美经济纠纷的体系。日本方面认为，日美之间的贸易纠纷，要有一个第三者的仲裁机

关，“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一仲裁机关。这样，形成一个制度的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制

度框架内，解决日美贸易摩擦，从而促成健康的日美经济和政治关系。

提出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提，是美国已经与一系列国家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 年美国

与以色列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 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年美国又与墨西哥

实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另外，美国与智利、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自由协定也在酝酿制

成之中。上述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给美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很大收益，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美洲、欧洲二

大自由贸易区域。所以，日本认为，为了形成美洲、欧洲、亚洲三大自由贸易区，在亚洲建立日美自

由贸易协定是可能的。

在 &##’ 年的 -.+/ 大阪会议上，美国推出的自由化政策被亚洲的“自主的自由化”所否定，为

此，日本提出：作为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化的先行模式，首先在经济成熟的日美之间实现自由贸易协

定，然后在检验其成果的过程中，阶段性地推进 -.+/ 全体的自由贸易化。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在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日趋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对在亚太地区建立排斥美国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不

予支持的。例如“亚洲的亚洲化”是排除美国的马哈蒂尔的 +-+/ 构想，日本表示反对。澳大利亚提

出的“亚太经济圈”，日本主张美国也一同加入。日本持“没有美国，便没有亚洲”这一观点回归亚洲。

五、亚洲外交中心构图

日本的亚洲观是“亲美入亚”的亚洲观，日本的“归亚”是企图充当亚洲盟主的归亚。日本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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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外交中心构图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构筑亚太政策规划机构；其二，联合国亚太总部。

有关亚太政策规划机构的筹建，实际上是日本对二十多年来日本外交基础设施的反思。日本

认为，尽管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可是近二十多年来，有关亚太地区的信息搜集和分析体系

尚未确立，也就是说，亚太地区还没有像欧美那样，具有独立的政策规划机构，即外交政策的智囊

团。例如像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王室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所等等，这些外交政策智囊团在外交政策的立案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作为具体的战略，

建立亚太地区政策规划组织，即亚太战略研究所，培养国际级的政策智囊人才。作为方法，第一，人

员结构：不以日本研究人员为主，招聘亚太地区的年轻研究人员；第二，财政结构：不依赖政府的投

入，建立一个民间企业和个人的多极的财政支援体系；第三，亚太政策规划组织的目的是加强日本

对亚太地区的作用，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体系的研究和政策的建议。具体地说，日本对亚太地区的贡

献是作为优先课题提出的，以此来保障亚太的能源和安全保障。

联合国亚太总部的构想，是日本企图充当亚洲盟主的寄托。闻名世界的瑞士西面日内瓦是联

合国的欧洲总部，联合国的 !" 个机构设在那里，如联合国贸易开发会议（#$%&’(）、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动机关（,-+），等等。每年因工作访问日内瓦的人有 ./ 多万。

高昂的宾馆收入支撑着瑞士的财政收入，然而其意义不仅仅是这些。由于联合国欧洲总部在日内

瓦的设置，日内瓦积聚着国际关系的各种信息，使得瑞士这一国家的文化更具有国际化。可是，亚

洲的联合国机关，只有东京的联合国大学、名古屋的联合国地域开发中心、泰国曼谷的亚太经济社

会委员会。所以，日本的构想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日本的联合国亚太

总部这三位一体的结构构想。这一提案的酝酿开始于日本“首都搬迁”计划，也就是说，新首都的设

计必须从“联合国亚太总部”这一构思出发，使它具有更高的国际性。日本希望通过联合国亚太总

部这一构想，使日本成为亚洲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最终充当亚洲盟主。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亚太战略逐步向“亲美入亚”转换。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以及责任分

担，必将涉及到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修正；“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出和将来的实现，对亚洲

的经济安全会构成一定的威胁；联合国亚太总部这一构想一旦如愿，日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将占用更优势的地位。对以上日本亚太战略的这一走向，中国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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