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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
——核心 议题 与研 究趋 势

朱晓琦

内 容提要 在 当 前 日 本 学界 关 于海 洋 战 略 的 研 究 中 ， 中 国 崛 起

对 曰 本海洋安 全战 略 的 影 响 、 日 本海 洋 战 略 中 的 武 力 建设 、
日 本海 洋

战 略 与 地 区 秩序构建 、 日 本 在 国 际 海 洋 合作 中 的 角 色 已 经 成 为 核 心

议题 。 现 实 主 义 与 自 由 主 义 两 种针 锋相 对 的 思 想 并存 ， 是 日 本 海 洋

战 略研 究 的 主 要特 点 。 具体 而 言 ， 地 缘政 治 理 论 是 当 前 日 本 学 界 海

洋 战 略研 究 的 主 导 性理论 ，权力 转 移 理论 的 影 响 力 迅速上升
；

尽管 相

互依存 理论 曾 经烜赫 一 时 ， 如 今 却 影 响 力 有 限 。 日 本 学 界 的 研 究 为

政府决 策提供 了 重 要依 据 ，对 日 本 海 洋 战 略 的 制 定 与 实 施具 有深 远

的 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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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学界 的 海洋 战略研 究

２０ １３ 年 ， 日 本 内 阁审议通过新版 《海洋基本计划 》 ，

？这标志着 日 本推 出 了

新的海洋战略实施方针 。 此后
，

日 本政府又通过海洋外交 、对外装备援助等多

种 形式积极实施海洋战略 。 这一系 列动作反映 了 日 本对海洋安全的 高 度关

切 ，
也折射 出 日 本学界对 国家走 向 的思考与推动 。 日本学界曾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掀起
“

海洋 国家
”

研究的热潮 ，
近年来对海洋战略的研究更加活跃 ，涉及海洋

安全 、海洋开发 、海洋合作等多个领域 。
２０ １ ０ 年 ， 日 本国 内生产总值被 中 国超

越 ，其排名退居世界第三 。 同年 ，
日 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 附近海域冲

撞一艘 中 国 拖网渔船 ，加剧 了 中 日 海洋领土 争端 。 这些事件 引起 了 日 本社会

的广泛关注 ，
进一步推动学界对海洋战略的思考 。 日 本学者通过研究报告 、学

理争论 、政策建议等诸多形式参与海洋 战略的讨论 ，潜移默化地影 响了 日 本海

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

在 国 内外现有研究 中 ， 探讨 日 本学界关于海洋 战 略研究动 态 的文章或专

著并不多见 。 在 日 本 ，关于海洋 战略的研究虽然成果众多 ，

？但专 门探讨学界

对海洋战 略研究 的特点 、趋势等 的文章相对较少 。 既有 的相关研究更多 的是

通过 回顾与梳理 日 本学者 （ 如 日 本生态学者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梅棹忠 夫 、原

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坂正尧等 ）关于海洋战 略的研究 ，分析海洋之于 日 本 的

意义 ，从而得 出了
“

海洋 是 日 本 国家生存的根本条件
”

，

？ “

保护 日 本的海外通

① 日本内 阁会议于 ２００８ 年通 过 《 海洋基 本计划 》 ，２０ １ ３ 年 又通 过了新 版 《海 洋基 本计划 》 ， 作为未来五

年 曰 本海洋战略的基本政策方 针 。 关于新世 纪 日 本海洋 政 策方针 的提 出 与调整 ， 可参 见朱 晓琦、 朱 中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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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利益是幕末 明 治 以来 日本 国 家战略的根本 目 的
” 》等结论 。

在 中 国 ，关于这
一主题的研究也为数不多 。 尽管 当 前中 国 学界 在 日 本海

洋战略研究领域的成果非 常丰 富 ，
既包括海洋战略的总体构 想 、海 洋 战略对 中

日 关系与美 日 关系 的 影响等宏观问题 ，又涉及海洋法制 建设 、海洋环境教育等

海洋战略实施的具体领域 ，

？但是 ，关于 日 本海 洋 战略研究动态 的成果 比较有

限 。
２００５ 年 ，海洋政策财团 向 日 本政府提 出 《海洋与 日 本 ：对 ２ １ 世纪海洋政策

的建议》之后 ，

一些 中 国学者 曾对 当时 日 本 海洋战略研究 的背景 、特点与 影响

进行考察 。 他们敏锐地注意到冷战后 日 本各界 （ 政界 、学界 、媒体等 ） 广 泛参与

海洋战略讨论 、海洋战 略研究显著增强 的情况 ，
指 出 海洋空 间 、参与 国 际 海洋

事务等 问题业已成为 日 本学界研究 的新热 点 ， 也有 一些学者为了 探讨 日 本
＇

海洋战略构想的 内涵 ，
对 日 本学界 、智库 、政府 的主张进行梳理 ，从海洋安 全保

障 、海洋资 源的开发与保护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 还有

一

些学者 旨在通过对

日 本海洋思想发展史 的研究 ，探讨 ２ １ 世纪 日 本政府提 出
“

海 洋立 国
”

的 动 因 。

其 中 ，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初 晓波认为 ，

日 本之所 以 积极推动
“

海 洋

国家
”

进程 ，是 由 于冷战后 日 本对国家身份的迷茫 上海 国际 问题研究院研究

员廉德瑰则认为 ，
日 本海洋 国家意识的思 想根 源在于

“

脱亚入欧论
” “

中 日 区别

论
”“

中 国威胁论
”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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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研究 中 心当代 日 本研究 中 心 、政 治大学 国 际关系 研究 中 心 中 国 大 陆研究 中 心 主办 的学术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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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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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学界 的 海 洋 战略研 究

本文重点关注 ２０ １ ０ 年以来 日 本学界？在海洋战 略研究领域最为关注 的 几

个议题 ，进而探讨其研究趋势 与影 响 。

一

、 中 国崛起与 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

近年来 ， 中 国 经济的迅速增长引起了 日 本学界的 广泛关注 ，

“

中 国崛起
”

也

被很多学者视为影响 中 日 关系 、东亚地 区局势乃 至 国 际秩序变动 的 主要因 素

之一 。 这些学者认为 ， 中 国 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 ，
还体现在军事 、外交等

诸多领域 ，进而对 日 本的海洋安全战略产 生了影响 。

（

＿

） 中国崛起的影响

首先 ，
日 本学者高度 关注 中 国 经济 的

“

崛 起
”

。 日 本 同 志社大学法学部教

授浅野亮等学者认为 ，

２０ １ ０ 年 中 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 国 、 国 内 生产总值超过

日 本 ，意味着
“

中 国与
‘

唯
一

超级大 国
’

美 国 的差距正在缩 小
”

。 与 此同时 ， 随

着 中 国 的经济实力增 强 、财政收人增 加 ， 海 上执法机构等行政部 门 的 经费增

长 ，用于海上巡航的船只数量也随之增长 。
？

？

其次
，

一些学者认为
“

中 国 崛起
”

也体现在军事领域 ， 包括转变军事战 略 、

增强军事装备 、强化军事 防务等 。 第一 ，从军事战 略来看 ，
冷 战后 中 国 确立 了

“

新军事战略
”

，解放军已实现了 从
“

机械化
”

向
“

信息化
”

的转变 。 中 国在第一

岛链 以东 的西太平洋海域 ，正在构建反介人／区域拒止 战略 （
Ａ ２／ＡＤ

，
Ａｎ ｔ ｉ

－Ａｃ
－

ｃｅ ｓｓ／ＡｒｅａＤｅｎｉａ ｌ
） 。 威吓与遏制 已成为中 国海军的任务之

一

。
一 旦威 吓失效 ，

中 国将从军事 、政治 、外交手段 中选择最有利的方式迅速做 出 反应 。

？ 第二 ，从

军事装备来看 ， 中 国海军 、空军力量正在急速增长 。 具体而 言 ，
远程地对地弹

道导弹 、 远程反舰弹道导 弹 、巡航导弹及太空力 量 、 网 络技术等方面的 战斗力

① 虽然本 文的关注点主要是 日 本学界 的研究 成果 ， 但是 日 本知识精英在学界与智库 的流动性较强 ， 同

时 ，原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会长 、现东京财 团理 事长秋 山 昌 广 、
原庆 应义塾 大学 特聘教授 、 现 日 本国际 问题研

究 所客座研究 员 金田 秀昭等智库研究人员 的观点 在 日 本海洋战略研究 领域具 有很强 的代 表性 ， 对 日 本学 界

的海洋 战略研 究也颇具影响力 。 因 此 ， 本文也将个别具有代表性 的智库研究人员 的观点纳人讨论范 围
。

② 浅野亮 ｒ ｒ ， ｂ
—

旮乃 日 中 関 係 」 、 ｒ 日 本 奁灼 ＜

＂

１）
安全 保障 ：

二 扛力
、

Ｇ ｉ〇 年

卜 』 、商紀 書店 、 ２０１
４ 年 、 ９９ 頁 。

③ 高原明生 「 歴 史 奁 逆 行 ￥ 甘
＊

＾ 丈 ｒ 「 領 土 問 題 」 乃 論 匕 方 Ｊ 、 岩 波 書 店 ２０ １ ３ 年 、

３ ４
—

３ ６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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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
？ 第 三 ，从军事防务来看 ， 中 国海军不排除使用 武力 解决岛 屿争端。 中

国舰队在东海 、西太平洋的巡逻正在趋于常态化 。 具体到 钓鱼岛 ，
中 国 在该地

区海域的巡航频率 、时间 均有所增长 。 中 国在南海与东南亚 国 家存在海洋领

土争端
，
在东海与 日 本存在海洋领土争端 ， 但 由 于东南亚 国 家相对 日 本力量较

弱
， 中国 以往主要关注南海海域 。 然而

，
近年来 中 国关注的焦点从南海 转向 东

海
，
这种转变正是 中 国 国家实力增 强的体现 。

？

再次 ，

一些学者认为
“

中 国崛起
”

还 导致 了 中 国 外交环境与外交政策 的 变

化 。 第一
，

“

中 国 崛起
”

影 响了 近年 来的 中 日 关系 。 早稻 田大学亚太研究科教

授天儿慧认为 ， 当前中 日 关 系 的基本特征 是规模增大 、多样性增 强 、复合性 增

强 。
？ 原庆应义塾大学特聘教授 、现 日 本国际 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金 田 秀昭

认为 ， 中 国正在发展海洋霸权 ，这是导致 日 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急剧恶化的主

要因 素之一 。

？ 第二 ，

“

崛起
”

的 中 国正在通过海洋外交拓展全球影响力 。 这 种

观点将海洋视为 中 国 拓展其全球影 响 力 的 主要媒介 ，认为 当前 中 国 的 目 光 已

超越了 亚太地区
，
在非洲 、拉丁美洲 、欧洲等地 的全球性影响正在增长 。

？ 还有

学者进
一

步指 出 ， 中 国 不仅通过
“

珍珠链
＂

（
Ｓ ｔｒｉｎｇｏｆＰ ｅａｒｌｓ

） 战略在印度洋沿岸

构筑了 海外活动 的据点 ，
还通过在西非 、太平洋 岛 屿 国 家 、 中南 美洲 和北 极地

区养殖新的
“

珍珠
”

， 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之外 的海洋地 区拓展全球影 响力 。
？

也有一些学者考虑到 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等情况 ， 指 出 中 国 当 前仍然 面 临

各种难题 。 例如 ，浅野亮虽然 肯定
“

中 国 崛起
”

是导致 中 日 关 系 变化 的重 要 因

素 ，但他也赞 同美 国 的 中 国 问题专家沈大伟 的观点 ，认定 目 前中 国 缺乏提供国

际性公共产品的
“

能力
”

（
Ｐｏｗｅｒ

） ，

？
尚 未成为

一

支全球性力量 ，
而仅仅是地 区

性力量 （
Ｐａｒｔ ｉ ａｌＰｏｗｅｒ

） 。 其中
一

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 中 国 在深 海与远洋 的发

展并不顺利 ，特别是在越南 、菲律宾 、马来 西亚等 国 占领南海部分岛屿 ，
在 日 本

推行钓鱼岛
“

国有化
”

政策 的背景下 ， 中 国 的
“

海洋公务 船
”

数量不 足 ，

？很难在

① 金 田秀昭 「 中 国《 『 戦略的海洋侵 出 ｊ
——ｒ 口

一八瓜
（二広妒 ａ ｒ真珠乃 首飾 』

——

日 本外交

？課題 」 、 「 外交 ｊＶ ｏ
〖

． １９
、
２０ １ ３ 年 、 １２５ 頁 Ｄ

② 高原 明生 ｒ 歴史 ＆逆行 ￥ 廿 ｒ ｌ ｉ；亡 Ｇ ＆ 〇 」 、３４
—

３ ６ 頁 。

③ 天児慧 ｒ 日 中対立 ： 習 近平 Ｃ０ 中国 奁読 ｔｆ Ｊ 、 ％ 〈 法 書房 、２０ １ ３ 年 。

④ 金 田秀昭 「 中 国 ＜７５ 『 戦略的海洋侵 出 Ｊ

—— 久 口
一

広妒 ？＆ 『真珠《首飾 Ｑ Ｊ

——

日 本外交 （
二 ｔ

課題 」 。

⑤ 浅野亮 ｒ一 分刃 日 中 関係 ｊ 、
ｉ 〇〇 頁 。

？ 金 田秀昭 「 中 国 刃 丨戦 略的海 洋侵 出 ｊ

——

夕
？

口
一八瓜

丨
二広妒 易 『真珠 ＜

？〇首飾 ｊ

——

日 本外交

？ Ｔ刃課題 」 、
１ ２５ 頁 。

⑦ＤａｖｉｄＳｈ ａｍｂａｕｇ
ｈ

，
Ｇｏ＆ ｓＧＺｏ ＆ａ Ｚ

：７％ ｅ ｉＰａｒｔｗＺ 尸ｏｍｗ
， Ｏｘｆｏ 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 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ｙ ，２０

１ ３ ．

⑧ 浅野亮 —

＞ 』 乃 夂力、刃 日 中 関係 Ｊ 、 ９９ 頁 、
１０４ 頁 、

１ ２９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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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 学界 的海 洋战略研 究

领土争端 中应对 自 如 。

（
二

）
权力 转移对 日本海洋安全政策 的影响

“

中 国崛起
”

还引 发了 日 本学界关于在国 际秩序变革过程 中 日 本海洋安全

政策走 向 的讨论 。 权力转移理论成为他们考察国 际形势 、设计 日 本海洋安全

政策的主要理论工具 。 总体来 看 ， 日 本学界 的 相关研究大致可 分为 以 下两种

思路 。

第一 ， 当今世界的权力转移发生在地 区之 间 。 具体而言 ，就是从大西洋地

区 （ 美国 ） 转 向亚洲太平洋 地区 。 东京财 团理事 长 、原海洋政策研究财 团会 长

秋 山 昌 广将权力转移 的发生归 因于亚 洲大国的兴起 。 随着拥有 庞大人 口数量

和广袤 国土面积的 中 国 和 印度 作为新 兴 国家 出 现 ， 以 亚洲为 中 心的权力转移

开始 出现… … 在世界安保体系 中 ， 尽管 以美 国 为主导 的
“

单极世 界
”

体系将 长

期存在 ，
然而

，
随着美 国经 济力量 与军事力量 的 相对 下降 ，其权力将会衰落并

向 中 国与印 度方 向转移 …… 未来 的权力 中 心将是 以 太平洋 、 印度洋为 中 心 的

亚洲海洋 。

？ 还有学者认为 ，亚 太地 区 经济 的迅 速发展 ， 将进一步带动 印度洋

地 区的发展 。 正如东京大 学东洋文 化研究所原所长 田 中 明彦所指 出 的那样 ，

“

如今的世界体系 ， 已经进入了权力转移时期 … …亚洲太平洋 的经济增长带动

了南亚 、非洲地区 ，刺激 了包括非洲在 内的 印度洋沿岸地 区 的经 济增长
”

。

？ 可

见
，这些秉持权力转移发生在地区之间观点的 学者 ， 侧重 分析 国际权力 结构 的

变化 ，得出 国际体系将从
“

单极
”

结构 向
“

多极
”

结构 发展 的结论 。 因 此
， 他们

呼吁 日 本应 当积极应对国 际秩序 的新变化 ， 与新兴国家建立密切 关系 。 例如 ，

进
一

步与东南亚 、南亚 、大洋洲 、非洲等地 区 的 国 家拓展海洋经济合作 ， 与东南

亚 、南亚国 家开展防卫交流与合作 ，共同 开展反海盗行动等 。
？

第二 ， 当今世界 的权力转 移发生 在 国 家之间 。 其 中 ，
又分为 两种 观点 ：

一

种 观点是 当前的权力转移发生在美 中两 国之 间 。 早稻 田 大学教授植木千可 子

指 出 ，美 国是已经完成权力 扩张 的
一

方 ， 中 国则是将要进行权力 扩张 的
一

方 。

虽然美中 双方的实力正在 日 益接近 ， 但是两 国在军事 力量 、安全保障等方面的

差距还将持续存在 ，

“

权力转移
”

将是
一

个漫长的过程 。 如果 中 国 的实力上升 ，

① 秋山 昌 広 「海洋刃安全保 障 ｔ 日本 」 、 「 日 本 眘＊ ＜
？

§ 安全保 障 ：
二打 妒 ＜＾

１ 〇 年《八 ７

—

シ フ 卜 Ｊ 亜

紀書店 、 ２ ０ １４ 年 、
２ １ １ 頁 。

② 田 中 明彦 「 了 ７Ｕ 力
——

日 本外交 課題 」 、 『 外交 Ｊ Ｖ〇
１ ． １９

、
２０ １ ３ 年 、 １ ０ 

—

１ ６ 頁 。

③ 坂元一哉 「 米国新 戦略 ｔ 日 米 同盟 」 、９３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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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 对东亚地区 ） 的干预能力 将与 中 国的 反干 预能力相 对抗 ， 那么美 国将 以

美 曰
、美韩 、美澳 同盟为基轴 ，通过东盟等各种形式 的安全保障框架 ，使 中 国在

较长时间 内遵循现有的机制 。
？ 可见

，在植木千可子看来 ，
短期 内 中美之 间 的

“

权力转移
”

对 国际秩序的影 响 比较有 限 。 另一 种观点认为 ，权力 转移 不仅发

生在美 中两 国之间 ，
还发生在 日 中 两 国之间 。 新潟县立 大学 山 本吉宣教授认

为 ， 当前的权力转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一是美 中 之间 的权力转移 ，
二是 随着

２〇 １ 〇 年 中 国 国 内生产总值超过 日 本
，
在 中 日 之间也 出现 了权力转移 ，从而导致

了 曰 本安全保障的 复杂性增 加 。
？ 这些秉持权力转 移发生在 国家之间 观点 的

学者 ，侧重分析新兴 国家对现存 国际秩序的挑战 ， 得出 了 依靠结 盟稳定 国 际秩

序的结论 。

在 曰 本学界看来 ，依靠同盟应对国 际秩序的挑战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强化

曰 美 同盟确保 日 本的海洋安全 。

一些学者从 日 本 自 身的 战略需 要 出发 ， 呼吁

强化 日 美 同盟 。 他们指出 ，海洋作为全球经 济活 动的大动脉和资 源宝库
，是经

济竞争与军事竞争 的舞台 。

？ 为 了应对 国际秩序 中 的权力转移 ，
日 美 同盟不仅

要共 同应对中 国海军力量 的增长 ，
还要在世界范 围 内共同推动

“

自 由 与 繁荣的

秩序
”

的形成 。

？ 也有一些学 者从 日 本 面临 的外部机遇 出 发
， 呼吁强化 日 美同

盟 。 山本吉宣认为 ，
强化 日 美 同盟是 日 本安全保障最重要 的议程之

一

。 美国

的
“

亚太再平衡
”

战略符合 日 本的 国家利益 ， 日 本应通过增 加 防卫费等方式积

极分担责任 。 日美双方在操作层面 、战略层面均应建立 密切协调 的机构 。
？ 然

而 ， 国家间同盟并不必然带来和平 ，
也有 可能导致战争 。 日 美两 国根 据各 自 的

利益需要强化同盟 ，共 同
“

遏制中 国
”

，
极 易 引发

“

安全 困境
”

， 加剧地 区紧张局

势 ，从而可能
“

引起对抗 、恶化冲突
”

。
？

① 植 木千可子 「 美 中 —八
‘

７＞ 又 《 变化 ｔ 、 日 本 《立 位 置 」 、 「亡 国Ｗ 安保 政策 Ｊ 、 岩波 書店 、

２０ １
４年 、

１
１ ３
—

１ ３ ２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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亜紀書店 、

２０ １４ 年 、
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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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学界 的 海 洋 战略研 究

二
、 日本海洋战略中的武力建设

曰 本将如何在
“

中 国崛起
”

的过程 中确保海洋安全 ？ 日 本学界对此展开 了

热烈的讨论 。 本部分将聚焦 学界对 日 本武力 建设的探讨 ， 从 自卫 队建设与运

用 、联合训练与武器输 出 、 海外军事 活动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

（

―

） 自 卫队的建设 与运用

首先 ，利用 日 美 同盟推动 自卫队的建设与运用 。 在战略层面上 ，增强 日 美

双方 的军事互信 。

一些学者担心奥 巴马政府推行 与中 国
“

融合
”

的政策会给 日

美 同盟带来负 面影 响 ，
主 张改善 日 美双方沟通 不充分 的状况 ，

？增加 同盟互

信 。
？ 为此 ，他们支持安倍政府通过修改 《 日 美防卫合作指针 》 强化与深化 日 美

同盟 ，期待更有效地发挥 日 本对美军的后方支持作用 。

？ 在操作层面上 ，有 学

者呼吁在保障驻 日美军基地 的基础上 ，实 现 自卫队与美军的直接合作 ，进而 推

动 曰 美军事
一

体化 ，具体如下 ： 第
一

，确保驻 日 美军基地 的存续 。 解决普天 间

机场 问题 ，

？推动基地租用协作的合理化 ， 确保冲绳作为
“

美军要塞
”

的作用 ；
第

二
，实现 自卫队与美军的直接合作 。 具体而言 ，就是实现从

“

物与人
”

的合作 变

为
“

人与人
”

的 合作 ，
也就是 由原来 日本单纯为美军提供基地 、资金 ，

转变为 自

卫队与美军的直接合作 。
？ 通过增加 日美联合训练 的数量 、提升联合训 练 的质

量
，

？逐步建立对等 的 同盟关系
；
第 三 ， 推动 日 美军事

一体化 。

一些研究 者认

为 ， 日 本海上 自 卫队需要依靠美军 的协作才 能发挥作 用 ； 同时 ， 美军也需要海

上 自卫队的 配合 。 因此 ， 日 美双方海上军事力量的统
一运作极 为重要 。

⑦ 还有

一

些学者指 出 ， 自 卫队与美军的
一体化

， 是行使 集体 自 卫权 的前提 。 因 而
，他

① 高原明 生 「 中 国 『防空識別圈 』 Ｗ狙 何力 、
」 、 『 外交 Ｊ Ｖ〇１ ． ２３ 、２０ １４ 年 、７ ８ 頁 。

② 川 上高司 「 集団的 自衛権 ｆｃ 日 米 同 盟 Ｗ壁——安保条約 改定 不可欠 難題 」 、 『 外交 』 Ｖｏｌ
．

２ １
、２０ １ ３年 ９ 月 、

１ ２３ 頁 、
１ ２４ 頁 。

③ 细谷雄一 「集 団的 自衛権 ｔ 日 米同盟—— 同盟 （± 匕 ＜７） 上 ３ ！二強化 ３？ 扛 Ｓ Ｗ 力、
？ ｊ ｒ Ｕ ＳＪ ＩＶ ｏ ｉｃｅ 』

Ｖ 〇ｌ ．

８ 、 ２０１ ５ 年 。
■

④ 坂元一哉 「米 国新 戦略 ｔ 日 米同 盟 」 、 ９４ 頁
。

⑤ 坂元一哉 『 日 米 同盟 難問 「還暦 力、之 亡安保条約 』
ＰＨＰ研究所 、

２０１ ２ 年 ；西 川 吉光 ｆ 日 本〇

外交戦略
：
歴 史仁学＜海洋 国家 日本 （

７
５進路 ｔ 指針 』 、 晃洋書房 、

２０ １ ２ 年 、
１６２
—

１ ６３ 頁 。

⑥ 秋山 昌 広 「海洋Ｗ安全保障 ｔ 日 本 」 、
２２７ 頁 。

⑦ 同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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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支持 日 美双方在行动方案设计 、训 练与演 习 、军事基地使用 、情报共享与情

报合作等方面加 速一体化进程 。
？ 例如 ，在 岛 屿 防卫方面 ，通过 自 卫队与美军

密切配合 ，形成在尖 阁诸 岛 （ 即 中 国钓 鱼岛 及其附属 岛 屿
——

笔者 注 ） 等防卫

中对 中 国 强有力的 遏制 ，

？共同 阻止 中 国在 钓鱼 岛 问 题上通过武力改变现状 ，

进 而阻止中 国在东 亚海域 自 由行动 ；

？在保障海上安全通道方面 ， 共同开展
“

反

海盗 、扫雷等保卫海上通道安全的 活动 ，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开展反

恐活动
”

。

其次 ，
通过 自 身的努力 加强 自 卫队的建设与活动 。 日 本 国 际大学前校长

北 冈伸
一

指出 ，虽然谈到 日 本 的 安全保障 ， 常提及强化 日 美安保 ，但归根结底

还是要强化 日 本 自 身的力量 。
？ 具体而言 ，就是要增加 自卫队经费 ， 积极承担

日 本在 日 美 同盟 中 的责任 ，
配合美 国遏 制 中 国 走 向海洋 、 对抗反介人／区域拒

止战略 （
Ａ２／ＡＤ

） ；

？与此 同时 ，要 增强 自卫队的战斗 能力 ，确保 日 本的安全 ， 同

时也避免未来可能 的 中美冲突对 日 本造成的影响 。
？

然而 ，也有一些学者强 烈反对使用武 力 。 他们 主张通 过外交方式 和平解

决领土争端 ，发挥国 际法 、 国际组织等 国际机制 的影响力 阻止战争 。 面对 中 日

之间 的 紧张局势 ， 冲绳大学 名誉教授新崎盛晖通 过 回顾历史指 出 ， 在尖 阁诸

岛
？问题上不仅要维护 国家的领土主权 ，还必须要考虑 当地 民众 的生 活 。 日 中

两 国应搁置传统 的
“

固 有领土论
”

， 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早稻 田大学教授最上

敏树进
一

步指 出
， 为和平解决争端 、避免使用武力 ，应通过国 际法解决争端 。

？

值得注意 的是 ，秋山 昌 广也在其文章 中表达了 类似 的观点 。 但是 ， 在 日 本
“

新

海洋战略 的实施
”

构想 中 ，他将
“

国 际法秩序
”

列于
“

海上 自 卫队力量 的远方使

① 高作正博 ｒ徹底批判 ！ 二 二炉ｆｃ办 集団的 自 衛権 ： 戦争 旮 Ｌ ｉ ｒ
ｈ 国 奁守 合 同 出版 、

２０ １４年 、 ９ １頁 、 ９２買 。

② 川上高司 ｒ 集団的 自衛権 ｔ 日米 同盟〇壁
——安保条 約改定 ｔ ｏ ３ 不可欠 ＝＾難題 」 、

１ ２７ 頁 。

③ 植 木千可子 「美 中八
＊

７— 変化 七 、 日 本〇立 右位置 」 、 １ １ ３
—

１ ３２ 頁 。

④ 北岡伸一 「 ｒ積極的平和主義 』 乃 実践 ｋ 不可 欠 司令 塔——縦 割 〇 安保 奁排 Ｌ Ｔ 」 、 ｒ外 交 』
ｖ〇 ｉ

．

２ ３ 、 ２０１ ４年 、 ８ ６頁 。

⑤ 山 本吉宣 「八
。

７

— シフ 卜 刃
：^ 力

、０ 日 本 （７）安全保障 」 、 ４６ 頁
。

⑥ 中 西寛 「 ２０１０ 年代世界 ｔ 日 本Ｏ位置——文 明 論視角 力
、

Ｇ 」 、
７ １ 頁 。

⑦ 即 中 国钓 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 ， 笔者注 。

⑧ 新 崎盛晖 ｒ 国家 固有乃領土力
、

匕 、地域住民ｏ ｒ 生活圈 』
？
——沖绳 妒 ｇ ｏ 視点 」 、 ｒ 「 領土 問題 」 ０

論 匕 方 』 、岩 波書店 、
２０ １ ３ 年 、 ３ ４

—

３ ６ 頁
。

⑨ 最上敏樹 「来 含和解乃 心吣 丨
二
——本 旨 ｕ 紛 争〇平 和 的解 決Ｔ

－

态 ｉ）
」 、 ｒ 「 領 土問題 」 ０ 論 匕

方 』 、岩波 書店 、 ２０
．

１ ３ 年 、 ５ ９
—

７０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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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之后 ，

？这表明 ，在他看来 ，最重要的不是 国际法而是武力 。

（
二

） 联合训 练与武器输出

为了 确保海洋安全 ，很多学者主张 日 本与海上通道的沿岸 国 家开展防卫

合作 ，
也即加强联合训练与武器输 出 。 具体如下 ：

首先 ，与亚太地区国 家加强 防卫交流 ，开展联合训 练 。 例 如 ， 京都大学教

授 中西宽呼吁 ： 日 本应 当推动包括强化地 区安全保障机制在 内 的亚太地区多

边秩序 ，特别是通过防卫装备 、技术合作 、共同训 练等方式密切与东南亚各国 、

太平洋 岛 屿国 家及印度等 国 的关系 。
？ 大阪大学教授坂元

一

哉也支持 日 本与

新加坡 、印度 、澳大利亚等 国 家开展防卫交流 。
？

其次 ，放宽出 口 管制 、增加武器输出 。 坂元一哉赞 同 日 本政府通过政府开

发援助 （ ＯＤＡ ） 的形式支持那些 与 中 国存在领土争端 的 国 家 。 例 如 ， 向 菲律宾

提供大型巡视船 ，支持其在南海领土争端 中 与 中 国进行对抗 。 秋山 昌 广支持

对印度武器出 口 。 他认为 ，在 已修改的
“

武器 出 口 三原则
”

（ 又称
“

防卫装备转

移三原则
”

） 的基础上 ，继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之后 ，
日 本也必须考虑大幅放宽

或豁免对印度的武器出 口 限制 。

？

（
三 ） 海外军事活动

为 了确保海洋安全 ，
日 本学界大力倡导 自卫队的 海外军事活 动 ， 主要包括

解禁集体 自卫权 、开展 自 卫队的远洋活动等方面 。

首先 ，为 自卫队的海外活动 清除法律障碍 ， 积极呼吁解禁集体 自卫权 。 例

如 ，北 冈伸
一

在讨论钓鱼岛 问题时 ，就 曾表示尽管他支持 日 本政府应 当采取
“

不挑衅 、不让步
”

的态度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 ，应解禁集体 自卫权 。

？ 虽 然北 冈

伸一没有直接呼吁使用武力 ，
但他倡导的解禁集体 自卫权 ，

其实质也是为 日 本

在海外使用 自 卫队清除法律障碍 。

其次 ，
开展海上 自卫队的远洋活动 。 例如 ，坂元一哉主张建立从印 度洋到

① 秋 山 昌 広 「海洋《安全保 障 ｔ 日本 」 、２２５ 頁
、
２２６ 頁

。

② 中 西寛 「 ２０ １０ 年代世界 ｔ 日 本 （
７）位置——文明 論視角 力、 Ｇ 」 、

７１ 頁 。

③ 坂元 一哉 「米 国新戦略 ｔ 日米 同盟 」 、９３ 頁 。

④ 秋 山 昌 広 ｒ海洋刃安全保障 ｔ 日本 日 本 安全保 障 ：
二扎妒 Ｇ １ ０ 年 《八 ７

—

シ フ 卜 Ｊ 亜

紀 書店 ２０１
４ 年 、第 ２２８ 頁 。

⑤ 船橋 洋一 、北 岡伸一 「積極的 ＆平和主義 ｔ 静妒＆抑止力 」 、 ９０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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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再到非洲 的
“

西太平洋到 印度洋之弧
”

。 他认为 ，
海上 自卫队有 必要协助

东南亚国 家打击海盗 ，并在索马里参加 国际反海 盗行动 ，
也有必要 在非洲东北

部 、亚丁湾西岸 的吉布提建立 日 本的海外军事基地， 秋 山 昌 广主张依靠海上

自 卫队的力量保障 日 本的远洋 运输安全。 他谈到 ，为 了 确保 日 本企业管理下

．的船舶的安全 ，传统 的海上安全保障把 以 日 本为起点 的约 １ ０００ 海里 的 航路作

为对象 。 当前 ，
必须改变这 种状况 ，将 印度 洋 、阿拉伯 海也考虑进来 … … 尽管

对 日 本来说 ，北 印度洋 、南 印度洋 、东亚 、大洋洲都很重要 ，但最关键的还是北

印 度洋 、东亚的海上航道 。 日 本 已 经为反恐 （ 基地组织 ） 作战和 反海 盗作战向

海外派遣舰船 ，并参与确保航道安全等海上安保行动 ，仅仅依靠其他厨家确保

相关海域的安全的想法是不可取 的 。
？

综上所述 ， 日本学界对 自卫队 的建设与活 动 、联合军事训 练与 武器输 出 、

海外军事活动的呼吁 ，既是出于保障 日 本海洋安全的现实考虑 ，
也 为 日 本未来

参与地区海洋秩序的构建 、实现海上力量的全球扩张奠 定了武力基础 。

三
、
日本海洋战略与地 区秩序构建

面对
“

中 国 崛起
”

与国 际秩序 中的
“

权力转 移
”

， 很多 日 本学者认为 日 本要

实施海洋战略 ，就必须发挥 自 身的特色与优势 ，积极参与地 区秩序 的构建 。 其

中 ，

一些学者从地缘政治 的视 角 ，认为 日 本应 当 与西太平洋 、印度洋 的 国 家和

地 区联合起来 ；
也有

一些学者从相互依存的视角 ，倡导地区合作 。

（

一

｝
基于地缘政治构建地 区秩序

从地缘视角 出 发思考国 家发展战略在 日 本 由来 已 久 。 从江户 时代后期政

治学者林子平的 《海 国兵谈 》 ，

？到 明治 时期海军将领 、战 略家佐藤铁太郎 吸收

马汉的
“

海权
”

思想所撰写 的 《 帝 国 国 防史论》 ，

？均是从 日 本 四 面 环海的地理

位置 出 发 ，强调海洋对 日 本 国防的重要性 。 战后 ， 高坂正尧等学者又 通过反思

日 本的战败 ，断言 日 本应建立海权 、 与海洋 国 家为伍 。
？ 世纪之交 ， 美 国地缘战

① 坂 元一 哉「 米 国新戦略 日 米同 盟 」 、
９３ 頁 。

② 秋 山 昌 広 「海洋《安全保障 ｔ 日 本 」 、 ２２５
—

２２６ 頁 。

③ 林 子平 Ｉ

＂

海 国兵談 』 、仙 台 ：宝文堂出 版 、 １ ９７７ 年
。

④ 佐藤鉄太郎 『
帝 国 国防史論 〗 、原書房 、

１９７９ 年 。

⑤ 高坂正 堯 （

■

海洋 国家 日 本 構想 』 、東 京 ： 中 央公論新社 、
２〇 １ 〇 年 、

１ ７ ７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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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学界 的 海 洋 战略研究

略学家尼古拉斯 ？ 斯皮克曼 的
“

边缘地带理论
”

受 到 日 本学界推崇 ， 并影响至

今 。 依据该理论 ，经济学者 川 胜平太提 出 了
“

２ １ 世纪 日 本 的 国土 构想
”

：
从鄂

霍次克海开始 ，
经过 日 本列岛 ，包括朝鲜半岛 、 中 国 内地的东部地区和 台 湾 、东

海 、南海 ，直到东盟 的大部分区域和 澳大利亚的北部 ，是
“

海洋丰饶半月 弧
”

地

带 ，
日 本在其中处于关键位置 ；

该地带将在 ２ １ 世纪 发挥主导作用 ， 日本也将在

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拓 自 己 的海洋国家道路 。
？ 换言之 ，

未来海洋 日 本的路

线就是和与西太平洋 同经度的国家与地区进行联合 。
？

近几年 ，

“

地缘政治学
”

继续受到 日 本学界的追捧 ，并被广泛运用于 日 本 国

家战略的思考 。 例如 ，坂元
一

哉运用斯皮克曼的
“

边缘地带理论
”

，分析当前 国

际环境和未来 日 本的 国家战略 。
？ 秋 山 昌 广认为 ，

当前的权力 中 心转移到 了 以

太平洋 、 印度洋为 中 心的亚洲 海洋 ，
也就是地缘政治学所指 的

“

亚欧大陆边缘

地带
”

。 为此 ，
日 本应 当谨慎应对台 湾 ，

并与东南亚 国 家 、印度洋地 区的国 家展

开合作 。
？—些学者甚至将地缘政治视 角 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 ，

以 此考察 日 本

的海洋战略与亚太地 区秩序 。 例如
，
中西宽从地缘政治 的视角 出 发 ，认 为 日 本

应 当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多边秩序 的建立 ，特别是与东南亚 国 家 、太平洋岛 屿 国

家 、印度进行合作 。 同 时 ，他还指 出 ，台 湾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 ，
又与 日 本

同样拥有 自 由 民主体制与市场文化 ， 因此 日 本也应当与台 湾建立伙伴关系 。
？

川胜平太与坂元一哉等学者所设想 的海洋合作对象存在两个显著 的差

异 。 第一 ，前 的构想 中包含 了 中 国大陆 ，后者却将中 国 大 陆排除在外 。 在川

胜平太所提 出 的
“

２ １ 世纪 日 本的 国土 构想
”

中
， 中 国大陆是 日本海洋合作的对

象之
一

；
而坂元一哉 、秋山 昌广 、中 西宽所设想 的 日 本海洋合作 ，

已经完全排除

了 中 国大陆 ，仅保留 了 中 国 台湾地区 。 第二 ，川 胜平太所提出 的
“

２ １ 世纪 日本

的 国土构想
”

仅包括西太平洋 的国家和地区 ， 而坂元一哉等学者还在此基础上

将印度洋地区囊括其中 。

从动机来看 ， 这些学者倡导 日 本发展与西太平洋 、 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的

关系 ，睐有共同 开发海洋的合作又有 针对 中 国 的对抗意涵 。 首先 ， 共同推动海

① 川勝平太 『 文明 《海八 口一八义 日 本外史 Ｊ 、東京 彳 亇 乇 ^Ｋ社 、 １９９９ 年 、 １２
—

１ ３ 頁 。

② 川勝平太 「 海洋 日本 Ｃ０進路 」 、 伊藤憲
一

「
２

１ 世紀 日 本 （ ７） 大戦略 』

？

、
東 京 ： 日 本 国 際７ 才

一

ｙ 厶 出 版 、

２ ０００年 、 ３５
—

３９頁 。

③ 坂元一哉 「 米国 新戦略 ｔ 日 米同盟 」 、７９
—

９５ 頁 。

④ 秋 山 昌 広 「海洋 Ｗ安全 保障 ｔ 日 本 」 、２０４
—

２３ ０ 頁 。

⑤ 中西 寛 「 ２０ １０ 年代世界 ｔ 日本Ｗ位置——文明論視角妒 ｆｃ 」 、 ７０
—７ １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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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合作 。

“

中东
——马六 甲

”

航线 不仅对 日 本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更具有战

略价值 。 为 了保障海洋航道安全 ，

一些学者主张 ，
日 本应 与沿岸 国家共 同 开展

反海盗行动 、携手经营海洋 ，
联合东南亚 、 印度洋地区 国家 ，

通过政府开发援助

等方式援助菲律宾等 国家 。
？ 其次 ，共同对抗 中 国 。 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两方面

的考虑 ： （
１

） 确保海上通道安全 。 他们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南海是 日 本运

输资源与能源 的海上生命线 ，
对确保 日 本的国 家利益至关重要 。 然而 ， 这

一地

区 既有海洋领土争端 ，又有 围绕专属 经济区与 大陆架 的划定 而产生 的纷争 ，

？

因此
，他们呼吁 日 本与航道沿岸 国 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 （

２
） 解决中 日 海 洋

领土争端 。 为此 ，他们呼吁 日 本政府拉栊那些与 中 国存在领土 争端的东南亚

国 家共同对抗中 国 。 他们从地缘政治学的 角 度 ， 提 出
“

尖 阁诸岛 ？问题事关 曰

本的安全保障和 国 家利益 ，是极为重要 的问题
”

。
？ 日本要在东海海域守护

“

曰

本的领海
”

；

？鉴 于
“

今天 的南海就是明天的尖 阁群岛 ？
”

，

？
日 本应 当 联合东南

亚 国家 ，共同对抗 中 国 。

然而
，
也有

一些研究者反对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分析 国 际政治局 势 ， 船桥 洋

一

就是其中之
一

。 ２０ １ ４ 年 ， 时任
“

日 本再建基金会
”

理事长的船桥洋
一 与时 任

国 际大学校长 、安倍晋三首相 的 智囊？北 冈伸
一

共 同参加 了 由 日 本期 刊 《外交 》

编辑部策划的讨论会 ，
两位学者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学在 日 本

“

复兴
”

的情况 ， 展

开 了激烈 的辩论 。 北 冈 伸
一

指 出 ，在全球化时 代 ， 世界并非按照 同
一

规则 运

行 ，
因此必须考虑到 国家风险与地区风 险 ，

地缘政治学的思考非常必要 。 船桥

洋
一

对此进行了 反驳 。 他认为 ，
不论技术如 何进步 、 全球化如 何 发展 ，地理与

历史均不会改变 。 完全不考虑或过多地考虑地理和历史 因素 ， 不利 于有效地

开展外交活动 。 他援引 乌 克兰 危机进行论证 ， 认为正 是地缘政治学导致了 欧

洲 国家的误判 ，进而引 起了恶果 。 对此
，
北 冈伸

一 以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为 例

进行反驳 ，
强调地缘政治学对国 际政治 的影响力 。 他 还进一步指 出 ，

如果要和

平解决纠纷 ，使地球范 围 内 有法可循 ，
必须有深远的 战略作为 指导 。 因 此

，
他

① 坂元
一哉 「米 国新戦 略 ｔ Ｈ 米同盟 」 、

９２ 頁
、
９３ 頁

。

② 秋 山 昌広 「海洋０安全保 障 ｉ 日本 」 、 ２ １ ９ 頁 。

③ 即 中 国钓 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
，
笔者注 。

④ 秋山 昌広 「海洋０安全保障 ｔ 日本 」 、 ２ １ ５ 頁 。

⑤ 山 田 吉彦 ｆ 日本 国境戦争 、 日本《海 旮＊ ＜
？

？＆ 攻防 卜 八 ＞ 夕 新書 、２０ １ １ 年 、２００ 頁
。

⑥ 即 中 国钓鱼 岛 及其附属岛屿 ， 笔者注 。

⑦ 山 田 吉彦 「 山 田 吉彦 氏 、今 日 《南シナ海ｔｔ明 日 》尖閣亡 」 、 「 産経 Ｊ 、
２０ 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曰 。

⑧ ２ ００７ 年 ４ 月
一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北 冈 伸
一

曾 担任
“

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
”

代理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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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 学界的 海洋战略研 究

认为地缘政治 的思考非常必要 。
？ 尽管在这次辩论中双方难分伯仲 ， 然而从当

前 日 本海洋战略研究的 总体情况来看 ， 那些微弱 的反对声音并没有阻碍地缘

政治学被很多学 者采用 ，成为他们思考 日 本海洋战略的理论依据 。

实际上 ，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
一个分支 ，

地缘政治学理论在 国际社会
一

直

饱受争议 。 汉斯 ？ 摩根索就 曾 指 出
， 地缘政治 学

“

将地理 因 素抬 高到 绝对地

位 ，
认为地理决定 国家的权力 ，

因 而也决定着 国家的命运
”

，

？因 而
，
他将地缘政

治学视为伪科学 。 当前 ，
日本知识精英推崇地缘政治学 ， 赋予地理 因素 以压倒

一

切的重要性 ， 不仅 易 于产 生 战 略 误判 ，
也无益于 日 本海 洋 战 略的 制 定与

实施。

（
二

） 基于相互依存理论构建地 区 秩序

除 了地缘政治 ，
也有

一些 日 本学者从相互依存的 角度进行思考 ，倡导地 区

合作 。 早在 ２ １ 世纪初 ，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议长伊藤宪
一

、时任东 京大学东 洋

文化研究所所长 田 中 明 彦等学者积极 倡导地 区合作 ， 呼 吁建设亚洲 共 同体 。

田 中 明彦倡导建立东亚海洋安全保障协作机制 ： 针对东 亚地区海洋 中 出现的

海盗 问题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恐怖主义威胁 ，倡导建立包括共享海洋情报 、共

同训练在 内 的机制 。

？

近几年 ，

一些 日 本学者 继续强调 国家之 间 的 相互依存 。 山 本吉宣认为 ，

２ 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 ，
国 际体系处于 由单极向 多极 （ 或两极 ） 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

有可能和平完成 ，
也有可能产生纷争 。 在当 今东亚乃 至亚太地区 ， 随着经济相

互依赖 的发展 ，
经济体系 的稳定是各 国的 共 同追求与共同 利益 。

？ 在此认识基

础上 ，

一些研究者进而倡导建立
“

东亚共 同体
”

。 例如 ， 原拓殖大学客座教授 冈

田 充就表示 赞同 台 湾交通大学 陈光兴教授 的观点 ，主张建设
“

东亚共 同 体
”

， 消

除领土争端 ，共同管理 。
？ 山 田吉 彦也呼吁 ， 日 本应 当联合韩国 、菲律宾等太平

洋沿岸 的亚洲 国家 ，建立
“

海洋亚洲共同体
”

。

？

① 船橋洋一 、北 岡伸一 「 積極的 女平 和主義 ｔ静办 ＆抑止力 」 、９ １ 

一

９ ３ 頁
。

② 〔 美 〕 汉斯 ？ 摩 根索 ： 《 国家 间政治 ： 权力斗争与和平 》 （ 第七版 ） ，
肯 尼思 ？ 汤普森 、戴 维 ？ 克林 顿修

订 ，北京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徐昕 〔
郝望 、李保平译 ，

王缉思校 ，第 １ ９６
—

１ ９７ 页 。

③ 田 中 明彦 「東 共同 体 Ｃ０ 課題 ｔ 日本《針路 」 『 東了 夕 了共 同体 ｔ 日 本Ｗ針路 〗 、 日本放送 出 版

協会 、 ２００５ 年 。

④ 山本吉宣 「
八

°

７
—

シフ 卜 ０ ＾＾０ 日本 （７）安全保障 」 、
４０ 頁 。

⑤ 岡 田充 「 国家主権 全相対化 卞 各 契機 丨 ；： 」 、 『 「領土 問題 」〇論 匕方 』 、岩波 書店 、 ２０ １ ３ 年 、 ３ １ 頁
。

⑥ 山 田吉彦 『 日 本国境戦争 、
日 本Ｏ海 奁幻 《 厶 攻防 卜

八 ＞ 夕新 書 、 ２０ １ １ 年 、
１ ６７
—

１ ７０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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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剥离开 ， 倡导 日 本政府建立与 中 国 的
“

协

争
”

关系 ，
即 在经济领域 的协调关系 与在 安保领域 的 竞争关系 。 例如 ，

山 本吉

宣等学者认为 ， 虽然如今中 日 经济关系 的 增强为双方 的协作提 了契机
，但在

安保方面 ， 日 本仍需 要增 强肪卫 能力 、强 化 日 美 同 盟 ， 协 助美 国 共 同 遏 制 中

国 。

？ 这种观点把经济 问题与安保 问题分离 ， 既承认经 济领域 的相 互依赖 ，
又

倡导安保领域的遏制 战略 ，在 当前 日 本学界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 实际上 ，这种

观点将中 日 在政 治 、安保领域 的关系 视为
“

零和博弈
”

，
却期待双方在经济领域

保持密切的合作 ，最终将损害 中 日 关系 的健康发展 ，进而对
“

亚洲共同体
”

的建

设产生极为消极 的影 响 。

四 、
日 本在国际海洋合作中的角色

２０ １ ０ 年 以来 ，
日 本学界关于海洋战略实施 区域的讨论也有 了 新的进展 ： 不

仅强调在西太平洋与相关国家和地 区开展海洋合作 ，
还 倡导在 印度 洋 、北冰洋

等地区参与海洋合作与 开发 。 总体来看 ，
很 多学者认 为 日 本在西太平洋海洋

国家的合作 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 在印度洋 、北冰洋地 区 的合作 中 应发挥积极参

与者 的作用 。 本部分将按照不 同 地 区 ，
对 日 本 学界关于 国际海 洋合作的讨论

进行分析 。

（

一

）
西太平洋地 区 的主导者

日 本学界对西太 洋地 区 的研究具有悠 久的 历史 。 早 在 明 治维新时期 ，

西太平洋 的东南亚地区就受到恒 屋盛服 、志贺重 昂 等学者关注 ，他 们倡导
“

南

进论
”

，主张 日 本加强对这
一

海上战 略要 地 的控制 。 从 这时起 ，西太平洋地 区

就成为 日 本海洋战略研究 的 重点 。 在大 正时期 ，
日 本学 者对东南亚研究 的兴

趣持续高涨 ，其 中 ， 以经济
“

南进论
”

者 、 日 印协会理事副 岛八十六所著 的 《帝 国

南进策 》 、松本敬之所著的 《南方帝 国论 》最具代表性 。 冷 战后 ，经济学 者川胜

平太又提 出 了
“

２ １ 世纪 日 本的 构想
”

， 把朝鲜半 岛 、 中 国 内 地 的东 部地 区和 台

① 山本吉宣 「八 ７ 

— シフ 卜 ０＆ 力
、

（５０ 日本 （７）安全保 障 」 、 ５ ０
—

５ １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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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学界 的 海洋 战略研 究

湾 、东海 、南海 ，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 利亚 的北部囊括其中 ，

？主张 日

本在
“

西太平洋联合
”

中发挥主导作用 。 可见 ， 日 本学界对西太平洋 的研究具

有一定 的历史延续性 。 近几年来 ，随着 中 日 海洋领土争端 的 升级 ，
日 本学界也

继续保持着对西太平洋地 区 的高度关切 。

１ ． 东海 。 在东海 区域 ，重视 台 湾 、加强 与台 湾的合作成为很多 日 本学者的

共识 。 首先 ，

一些学者从地缘政治角 度强调 台 湾对 日 本的战略意义 。 中 西宽

指 出
， 台湾位于 日 本的西南方向 ， 其地缘政治地位对 日 本具有重要意义 。

“

虽

然对 日 本统治有记忆的一代人 已 经在 台 湾 逝去 ，但这一地 区 的 文化仍 （ 与 日

本 ）存在紧密联系 。 以 此为基础 ，
日 本应 当与 台 湾建立伙伴关系 。

”

他还指 出 ，

“

台 湾周边地区的安全保障秩序应 当作 为地 区 的课题予 以 检视
”

。
？ 东海大学

海洋学部教授 山 田 吉彦也强调 ， 日 本要在东海海域守护
“

日 本 的领海
”

， 台湾是

关键 ，应 当建立更加亲密的 日 台关系 。
？

其次 ，从权力制衡的角 度强调 台湾 对 日 本的 战略 意义 。 在 台 湾当 局 提 出

“

东海和平倡议
”

时 ，天儿慧教授指出 ， 台 日 之间在钓鱼 岛 问题上存在着对话的

可能性 。 他建议 日 台 以 和平 、互惠 、共同开发为 目 标 ， 采取积 极行动 。 他也强

调
，

“

日 台 联合 的形成 可能 引 起 中 国 的警惕 。

？

围绕尖阁诸岛？ 问题 ， 台 湾作为

‘

参与者
’

介人 ，

一旦 台 日 之间达成一致意见或采取具体的行动 ，就可能导致局

势出 现巨 大的变化％ ？ 正 如东京大学松 田康博教授指 出 的那样 ，

“

紧密 、稳定

的 两岸关系 ，甚至是更极端的情况——统
一

，将是那 些关心 权力平衡的 日 本人

的噩梦

可见 ， 日本学界强调 台湾 的战略价值 ，
强调加强 日 台 合作 、密切 日 台 关系 ，

不仅是基于解决钓鱼 岛领土争端等具体 问题的考虑 ，
也有利 用 台 湾制 衡中 国

大陆的意 图 。

① 〔 日
〕
川胜平 太 ： 《西 太平洋联合论 》 ， 载 《 ２ １ 世 纪 日 本 的前进道 路 ： 第 ２６ 期防卫讨论会演 讲集 》 ， 东

京 ： 社团 法人队友会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３０４ 页 。 转 引 自初 晓波 ： 《 身份与权力 ： 冷战后 日 本的海洋战略 》 ， 《 国 际政治

研究 》
，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

② 中西寛 「 ２０ １０ 年代世界 ｔ 日本 （
７
）位置——文明論視角 力 、 ｆｅ 」 、

７０ 頁 。

③ 山 田吉彦 ｒ 日 本国境戦争 、
日 本Ｗ海 攻防 』 、 乂 ７ 卜

八＞ 夕新書 、 ２０ １ １ 年 、２００ 頁 。

④ 即 中国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 ， 笔者注 。

⑤ 天児慧 ｒ 考
一

７

—現状維持 」 』
、孫崎享編 「 検証尖 閣 問題 』 、岩波 書店 ２０ １ ２ 年 、

１ １ ５ 頁 。

？２０ １ ４ 年 ９ 月 １ ５ 日
，
日 本东京大学教授松 田康博在美 国 战略 与国 际 问题研究 中 心 （

Ｃ Ｓ ＩＳ
） 参加 题为

Ｊａｐａｎｅ ｓｅ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 ｓ ｏ ｎＣ ｈ ｉｎａ ， Ｔ ａｉ
ｗ ａ ｎａｎ ｄ Ｃ ｒｏｓ ｓ

－

Ｓ ｔｒａｉ
ｔＲ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 研讨会 回答提 问 时的讲话 。 ｈ ｔｔｐ ： ／／ｃ ｓｉｓ ，
ｏｒｇ

／ ｅ
－

ｖｅ ｎｔ／
ｊ
ａｐａ

ｎｅ ｓｅ
－

ｐ
ｅｒｓｐ

ｅｃｔ ｉｖｅ ｓ
－ｃ ｈ ｉｎａ

－

ｔａ ｉ
ｗａ ｎ

－

ａｎｄ
－

ｃｒｏ ｓ ｓ
－

ｓ ｔｒａ ｉｔ
－

ｒｅ ｉａｔｉｏ ｎ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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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南海 。 很多 日本学者倡导 日 本在东南亚地 区 的海洋合作 中发挥主导作

用 。 首先 ，

一些学者把 日 本与东南亚 国 家 的关系置于 国 际秩序 的变 动 中 进行

分析 ，指 出 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 印度洋相连接 的 战略要 冲 ，
近年来 围绕南海 与

东海的领土主 权 、海洋权益之争不断 。 同 时 ， 随着 近 年来 中 国 经 济实 力 的 增
‘

长
，通过既存的 霸权 国美 国 与新兴大 国 中 国 的博弈 ，在亚洲地 区形成

“

美中共

同管理体制
”

将 是东南亚 国 家不希望看到 的 ；
相反

， 美 中之间 的对抗激化甚至

导致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 的 紧张关系也并非东南亚 国家所愿 。 无论哪
一

种情

况
，
东南亚诸国都难 以避免受到大 国关系影响的命运 。

？

其次 ，

一些 日 本学者从地区局势入手进行分析 ， 呼吁 日 本与东南亚 国家合

作 ，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 政策提 案 委员 、拓殖大学客 座教授矢野义 昭在

《 日 本战略论坛季刊》撰文 ， 指责 中 国 欲在西太平洋建立霸权 。 他不仅批评 中

国战略的基本概念 中充斥 着地 缘政治 学色彩 ，
还认为 中 国 在地理上三面 由 大

陆包 围 ，
因 此是大陆国家 。 考虑到 中国 的 地缘政治条件 、历史 、经济 、军事成 长

等 因素 的平衡 ， 中 国想在西太平洋建立海上霸权将不会顺利 …… 中 国 追求地

区霸权将对今后世界秩序的稳定造成危险的挑 战 。
？ 基于上述理 由 ，

一些学者

指 出 ，
日本作为东盟 国家 紧密 的经济伙伴 ，

同 时也是在亚洲地 区支持美 国 的军

事行动 ，特别是 当美 国实力衰退时仍 旧提供支持 的最重要 的 国家 。 因此
，
无论

在经济领域还是安全保障方面 ，必须充分发挥 日 本 对 中 国 的 牵制作用 ，

？
日 本

也应当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中 发挥主导作用 。

（
二

） 印度 洋地区的参与者

作为 日 本
“

海上生命线
”

（ 中 东
一马六 甲 ） 的途经之地 ， 印度洋地 区很早就

受到 了 日 本的关注 。 近几年 ， 随着印 度作为新兴 国家在 国 际舞 台 日 益崭露头

角 ，很多 日 本学者呼吁 日 本与印度洋地 区 的 国家建立更为密切 的关系 。 田 中

明彦认为 ，

“

在 ２０ 世纪的最后 ２５ 年里 ，太平洋 曾被称为成长之海
；
而在 ２ １ 世纪

的最初 ２５ 年里 ， 印度洋也已成为成长之海
”

。 从 ２００７ 年安倍晋三访印 时发表

① 菊池努 ＾パ
ｒ

７
＿

シフ 卜 ｔ 東 南 ７ ＾ ７ 」 、 「 日 本 奁 ＊ ＜
？

■＆ 安全保 障 ：
二 年 ＜７） 八

＞

７
—

：
／７

卜 １ 、亜紀 書店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８ ９ 頁 。

② 矢野義昭 「 中 国《覇 権 主義 ｔ 海 洋戦 略 Ｊ 、 ｒ 日 本戦 略研 究 ７ 才
一

７ 么 季報 Ｊ ＪＦＳ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ｒｅｐｏｒｔ

（ ６ １ ）
，
２８
—

３４頁 。

③ 菊池努 「 八７
—

シフ 卜 ｔ 東南 日 本 旮 ＊ ＜

？

■＆ 安全保 障 ： 二 扛 力
、

ｆｅ ｌ Ｏ 年》 八 ＞

７
—＞ ７

卜 Ｊ 、亜紀 書店 、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８９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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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两洋交汇
”

演说到 ２ ０ １ ３ 年的安倍演说 ，

“

印度洋在 日 本外交 中 的位置 已经

被充分印证
”

。
？ 秋 山 昌广认为 ， 日 本应进

一

步与 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当

前的印度将 目光投向 海洋 ，海军力量增强 。 日 本应与具有相 同 价值观且正在

向海洋大 国迈进 的 印度建立
“

向同 盟关系无限接近的 战略伙伴关系
”

。
？

不仅如此 ， 印度 洋还 被
一些学者视为连 接 日 本 与非 洲 国 家关 系 的纽 带 。

田 中 明彦指 出 ，

“
一旦 印 度洋进入 了 日 本的外交视野 ， 它 的对岸 就是非 洲 。 日

本已正式进入了非洲外交时期
”

。 如今 ，非 洲 已经成为 日 本外交 的舞台 。
？ 为

了引 起 日 本各界对非洲 的重视 ，外务省 主办的刊物 《外交 》在 ２０ １ ３ 年刊 出 了特

集 《 日 本战略外交的死角 ：非洲 》 ，

？对 日 非合作进行讨论 。 当前 ，如何以 印 度洋

为媒介推动 日 本与 印度等 国 的 海洋交流 与合作 ，迸 而发展与非洲 国 家的海洋

经济 、海洋军事合作已 经成为 日 本学界海 洋战略研究的新热点 。

（
三

） 北冰洋地区的参与者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 人类技术 的进步 ， 近年来北极 地 区的开发引 起 了 曰

本学界的关注 。 有学者提 出 ，
日 本应 当参与开辟北冰洋航路 、利用北极资源的

合作 。 秋山 昌广在 《外交 》 杂 志撰 文 ， 密切关注俄罗 斯的北 冰洋战 略 ， 特别 是

２０００ 年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军事活动 的复苏 。 他把 日 本在北冰洋的战略 目标

排序如下 ：北 冰洋 的航路利 用 、 北 极 圈 的资 源开发 、 当地 的 环境保护 。 首先 ，

“

关于北极航路 ，最重要 的就是确保海 上航线 的 安全 。 从现实 的角 度判 断 ，
必

须与俄罗斯维持 良好的军事关系
”

；
其次 ， 在 日 本参与北极 圈 资 源开发 的 情况

下 ，参与 当地 的安全保障也至关重要 。 最后 ，
日 本应积极参与北极评议会 的活

动 ，在北极环境保护与调查 、勘测 、研究 中发挥作用 。
？

综上所述 ，按照 日 本学者 的设计 ，未来 日 本 的海洋合作将 以西太平洋 地区

为基础 ，并逐步 向 印度洋 、北 冰洋地 区拓展 ，建立从东北亚 向东南亚 、南亚 、 中

东 、印度洋岛 屿 、非洲 、南太平洋岛 屿 、 中南美 洲 、北约 、北极圈等 国 家和地 区扩

展的海洋合作 网络 ，覆盖大西洋 以外的全球三个大洋 。 依据这
一

规划 ， 日 本将

① 田 中明 彦 「 了７Ｕ 力
——

日 本外交 〇：？ 課題 」 、 Ｃ 外交 』 Ｖｏｌ
．１ ９ 、 ２０１ ３ 年 、 １ ０

—

１ ６ 頁 。

② 秋山 昌広 「 海洋Ｗ安全保 障 ｔ 日 本 」 、
ｒ 日 本 旮＊ ＜

？

！＞
安全保 障 ： 二 年Ｗ パ ■

７ 

—

シフ 卜 』 、

亜紀書店 、
２０ １

４ 年 、
２２８ 頁 。

③ 田中 明 彦 「 ７７Ｕ 力
——

日 本外交 Ｉ
Ｃ ｔ課題 」 、 ｒ外交 』 Ｖｏｌ ． １ ９ 、 ２０ １ ３ 年 、 １ ０

—

１ ６ 頁 。

④ 『 外交 』 （
『特集 ： 日 本戦略外交 ￡０死角 ７７Ｕ 力 Ｊ

）
、Ｖ〇Ｕ９ 、 ２０ １ ３ 年 。

⑤ 秋山 昌広 「 北極圏 ４６
＜

？

石 安全保 障幻課題 」 、 ｒ 外交 Ｊ Ｖ
〇
１ ． ２２

、
２０ １ ３ 年 、

２０
—

２６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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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太平洋地 区的海洋合作 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并深人拓展在 印 度洋 的影

响力 ，
积极参与北 冰洋地区 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活动 。

五 、 理论特点与研究趋势

（

―

）
关于海洋战略研究的理论特点

基于 以上对文献的分析 ，
可 以发现 ， 在 当前 日 本海 洋战略 的研究 中 ，存在

着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现实 主义 流派与 自 由 主 义流派 。 具体而 言 ，

日 本海洋战略研究 的现实主义流派 ，又可 细分为地缘政治理论学派 和权力 转

移理论学派 ， 自 由 主义流派主要 以 相互依存理论为代表 。

第
一

，
地缘政治理论是 当前 日 本学界海 洋战 略研究 的主导 性理论 。 从高

坂正尧到川胜平太 ，
再到 中 西宽 、坂元

一

哉等 ，
地缘政治理论对 日 本的海洋战

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 的影响 ，
它不仅左右 日 本学界对 日本海洋战 略的 思考 ，还

影响到他们对 国际关系 、 国家战略等 的考察 。 确 实 ，
无论是在 国 际关系 的历史

还是现实 中
，
地理是国家权力重要 的组成部分 ，

也是 国家权力所 能依赖 的最稳

定的 因 素 深刻影响着 国 民 的性格与精神特质 。 在学术研究 中重视地理因 素

对 国家行为 、 国家战略 的影响原本无可厚非 ，然 而 以地缘政治学理论为工具 ，

过度强调 国家之间 的差异甚至夸大
“

海洋 国 家
”

与
“

大陆 国家
”

的对抗 ，不仅在

逻辑上存在问题 ，也将产生极为 消极的影 响 。

一旦 日 本学界广 泛利用 地缘 政

治理论分析当前亚太地 区局势 ，过度强调 国 际局势 的严峻程度将带来 巨大的

风险 ：

一方面 ，可 能导致地缘政治学再度沦 为国 家战 略的工具 ；
另 一方面

，增 加

了未来 日 本确立进攻型海洋战略 的风险性 ，
易于导致地区

“

安全困境
”

，无益于

亚太地区 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

第二 ，权力转移理论作为近期才被应用于 日 本海 洋战略研究 的理论 ，
其影

响正在 迅速加大 。 这不仅反映 了 日 本学界对海洋安全保障的 思考 ，还体现 了

他们对变动 中 的地 区 秩序 与全球秩序 的观察及对未来权力制 衡 的 展望 。 目

前
，

一些学者 已经开始将地缘政治理论与权力转移理论结合起来 ，
综合观察当

前的亚太地区局势 。 这 反映 出伴随着 中 国 经济 的 增长 ，
日 本海 洋战 略研究 的

① 韩爱勇 ： 《在权力政治与 自 由 主义之 间
：
冷战后东亚秩 序的理论范式研究 》 ， 中 央编译出 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

版 ，第 ７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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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学 界的 海洋 战略研究

风 向发生 了微妙 的变化 ， 学界对华疑虑上升 。 然而 ，
正 如罗伯特 ？ 吉尔平 曾指

出 的那样 ，在
“

现实主义者看来 ， 国家 间战争 的根本原 因 及国 际体系 的变迁是

国 家之间权力增长 的不平衡
”

。
？ 如果按照权力转移理论 的逻辑 ，将 中美关系

视为全球范围 内新 崛起的追赶 国与 既存霸权 国之间 的关系 ，将 中 日 关系也视

为地区范 围 内 新崛起 的追 赶 国与 既存霸权 国 之 间 的 关系 ， 那么 ，将很难避免
“

修昔底德陷 阱
”

。 尽管权力转移理论不失 为
一种观察国 际秩序变革 的视角 ，

但过度依赖权力转移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
进 而指导外交政策 ，

也难免会有失

偏颇 。

第三
，
相互依存理论对 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影响 曾经烜赫

一

时 ，但如今影

响有限 。 从 ２ １ 世纪初很 多 日 本学者强调 中 日 两 国 在政治 、 经济的相互依存 ，

以及 由 此推动
“

东亚共同体
”

建设 的饱满热情 ， 到如今倡 导相互依存 的学者形

只影单 ， 自 由 主义理论对 日 本学界 的 影 响正在 减退 。 当前一些学 者所倡 导 的

“

海洋亚洲共同 体
”

，尽管试图 加强 日本与东南 亚地 区甚至亚太地 区诸多 国 家

的经济与军事合作 ， 但在 中 日 关系 上 ， 他们仅承认 中 日 在经 济领域的相互依

赖 ，
主张在安保领域遏制 中 国 ， 甚至还试 图通过

“

海洋亚洲 共 同 体
”

对抗 、制衡

中 国 。 由 于这些学者在对待所谓 的
“

海 洋
”

国家与对待 中 国时不能秉持
一

贯的

理论主张 ， 因此 ，他们并非相互依存理论的真正拥护者 。

地缘政治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 ，抑或是相互依存理论 ？
一

个学者究竟运用

何种理论框架探讨当前和未来亚太地 区秩序 ，
不仅将影响其对国 际秩序 、 地 区

秩序 的思考 ，也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 了 国 内 的政治思 潮 。 在 当前 日 本学界海洋

战略研究的理论争鸣 中 ， 地缘政治理论 、权力 转移理论影 响甚广 ， 而相互依存

理论势单力薄 ，反映 出 当 前 日 本国 内现实主义 力量 的鼎 盛与 自 由 主 义力量 的

衰弱 。

（
二

）
海洋 战略 的研究议题与方法

总体来看 ，当前 日 本学界对海洋 战略 的研究 ，议题非 常广泛 ， 但研究方法

相对较少 。

第一 ， 日 本海洋战略 的研究议题广泛 。 从领域来看 ，涉及海 洋军事 、海洋

经济 、海洋环境等多个方面 ； 从范 围来看 ，涉及太平洋 、印度洋 、北 冰洋等多个

①Ｒｏ ｂｅｒｔ Ｇｉ ｌｐ ｉｎ
， ＩＴａｒａ／

ｗｆＣＡ ａ／
ｉｇｅ ＩＴｏ ｒＷ尸 Ｃ ａｍ ｂｒ ｉｄ 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 ｓ ，１ ９８ １ ， ｐ
．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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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
从时间来看 ，

既有对历史 的 回顾 ， 如对钓鱼 岛历史 的考察 ，
也有现实 的分

析 ，例如 ， 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 的情况下 ，
日 本应 当 如何调 整 日 美关系 、 日 中关

系及 日 本与其他国 家关系等 。

第二 ，研究理论与方法相 对较少 。 首先 ，政 策性研究较多 ， 理论性研究较

少 。 尽管当前 日本海洋战略研究领域存在 着现实 主义与 自 由 主义 的 争 鸣 ，但

无论是地缘政治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还是相互依存理论 ，都是作为 分析海洋 战

略 、海洋政 策的理论框架 被加 以运 用 。 这些研究 大都是沿用现有 理论进行政

策分析 ，而通过海洋战略研究 寻求对现有理论突破的努 力相对较少 。 其次 ，定

性研究较多 ，定量研究较少 。 目前 ，运用理论 ，结合 日 本或其他国 家 、地 区在海

洋领土 、
海洋航运等方面遇 到的现实问 题 ， 通过案例 分析 、 比较分析等定性分

析方法 ，
得 出采取结盟或是 遏制政策等结论 的定 性研究 较多 ；相 反 ， 在 当前 日

本学界 的海洋战略研究 中 ，
通过搜集大量数据 ，

运用计量统计和建立模型等方

法得 出结论 的定量研究较少 。

（

三
）
研究海洋战略的 团 队

当前 ，
日 本学界的海 洋战略研究者具有

一些 鲜 明特点 ，
主要体现在人员 构

成 、协作模式等方面 。

第
一

，从人员 构成来看 ，
研究者来 源多样 、 年龄跨度较大 。 （

１
） 研究者来

源多样化 。 在 目 前海洋战略的研究者 中 ，不仅有长期从事学术研究 、具有扎实

的知识基础 与丰富的研究经验的 专家 ， 如浅野亮 、坂元一哉 、 中西 宽等
；
还有很

多具有长期
一线工作经验的退役军 官 、退职高级公务员 等 。 例 如 ，孙崎享是外

交官 出身 ，
历任 日 本驻乌兹别 克斯坦大使 、 驻伊朗大使 ，

后来又担任 防卫大学

教授 。 这些 曾经在第一线工作 的人员 ， 不仅对海洋战略 、 海洋政策有着 更直观

的认识 ， 而且在外交 、防卫等相关部 门积 累 了丰 富 的 人脉 ， 易 于开展研究工作 ，

也易于将其成果转化为现实政 策 ，从 而为制定 日 本海洋 战略与海洋 政策创 造

了便利条件 。 然而 ，这种情况 也导致 了一 些弊端 。 在 当 前 日 本海洋 战略 的研

究 中 ，现实主义观点 占主流 、 自 由 主义观点势微 的情况 ，
或许就与很多研究 者

的从军 、从政经历不无关 系 。 （
２

）
研究者年龄跨度大 。 在这些研究者 中 ，

既有

６０ 、７ ０ 岁 的 学界泰斗 ，
也有 ４０ 、 ５０ 岁 的 中年骨干 ，

还有 ３０ 岁 左右 的青年新 秀 。

这样的 年龄分布 ，不仅有利于为海洋战略研究提供较为多样化的思路 ， 也有 利

于学术研究 的传承与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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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从协作模式来看 ，

知识精英在海洋战略研究过程 中 的 团 队配合非 常

密切 。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高坂正尧等学者主要是 以个人为单位独立 、分散

地进行战略研究 的话 ， 那 么 ， 如今 的 日 本海洋学 者则 多 以 智库 为 依托进 行研

究
，
具有学者和智囊 的双重身 份 。 比如 ， 东海大学海洋学部教授 山 田 吉彦 ， 就

曾兼任新 《海洋基本计划 》 的提 出 机构
——

海洋政策研究财团 （
〇ＰＲＦ ）

？
的客

座研究员 。 北 冈伸
一也 曾兼任安倍晋三 的 智囊机构

“

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

基础的恳谈会
”

的代理主席 。 学者与智库 的合作 ，
有 助于学者通过所 在智库 的

平台来发表 自 己 的研究成果 ，
也有助于形成统

一 的 、 足 以引 起 日 本政府重视 的

研究成果 。 随着学者与智库合作 的逐 步深人 ，
也 出 现 了

一些 学者在高等 院校

与智 库之间流动的情况 。 例如 ， 田 中 明彦 、北 冈伸
一

就 曾先后 担任 日 本 国际协

力机构 （
ＪＩＣＡ

） 理事长职务 。

（ 四 ） 海洋研究 的难点和增长点

从近年来 日 本学界对海洋 战略研究 的 新动 向 ，
可 以发现其研究 的难点与

未来的知识增长点 。 首先 ，未来 日 本学界海洋 战略研究 的 难点 ，
主要在 于如何

突破现有理论的窠 臼 。 通过对近年来 日 本学界对海洋 战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

可见
，
地缘政治学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 、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 能 够成为 日 本学

界分析海洋战略 的理论框架 ，既有 国家层面的 因 素 ，
也有 国 际体系 的 因 素 。 从

国家层面来看 ，本 国 的地理位置 、历史进程 ，
以 及 当前 国 内 的 主流政治 思潮 均

会对学界 的研究视角产生 了潜移默化 的影响 ；从国 际体系层面来看 ， 当前 国际

秩序 的变革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者 的理论视 角 。 因此 ， 在未来 的研究 中 ，

如何突破现有理论的窠 臼
，用新 的理论框架推动 海洋战略研究 ， 将是未来海洋

战略研究发展 的一大难点 。

其次 ，
日 本学界海洋战略研究 的知识增长点 ， 主要集 中 在研究议题与研究

方法方面 。 从研究议题来看 ，未来 海洋 战略研究 可 以 开辟新 的领域作为研究

课题 ，如通过探讨欧洲 国家在海洋领域的 冲突与 合作 、欧洲 国 家海洋 战略 的发

展经验等 ，反思和平解决海洋领土争端 、 推动地 区 海洋合作 的有效途径
；
从研

究方法来看 ，在未来 的海 洋 战略研究 中 ，
可 以 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

也可 以 采取

①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日 ， 海洋政策研究财团 与笹川和平财团 合并 ， 合并后 的 财团 沿用
“

笹川 和平 财团
”

的

名 称 ，原
‘‘

海洋政策研究财 团
”

的活动由笹川和平财 团海洋政策研究所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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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 等方法 。 这些议题与方法 ， 将在海洋战略研究 领域孕 育 出新的 知识

增长点 。

结语

在 当前 日 本海洋战略的研究 中 ，存在着现实 主义和 自 由 主义两种针 锋相

对的理论流派 。 前者以地缘政治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 ，
影响 日 益广 泛 ；

后者 以相互依存理论为代表 ，势力逐渐衰落 。 这种情况 ， 反映出 当前 日 本国 内

现实主义力量的鼎盛与 自 由 主义力量 的衰弱 。

本文聚焦于 ２０ １ ０ 年 以来 日 本学界在海洋 战略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 ，
对 中

国崛起与 日 本的海 洋安全战略 、 日 本海洋战略 中 的武力建设 、 日 本海洋战略与

地区秩序构建 、 日 本在 国 际海洋合作 中 的作用 等 四个议题进行梳理 。 在分析

中 国崛起与 日 本的海洋安全战略的过程 中 ，发 现权力转移 理论得到很多 日 本

学者 的青睐 ，影响 日 益扩大 ；在分析 日 本海洋 战略 中 的武 力建设时 ，发现很多

学者倡导加强 自 卫队的建设与运用 ，增加联合训练和武器输 出 ，积极开展海 外

军事活动 ；在分析海洋战略与地区秩序构建这
一

议题时 ，发现存在地缘政治理

论与相互依存理论等视角 ，前者成为主 导性理论 ，
影 响广泛 ，

后 者风采大不 如

前
，
影 响有 限 ； 在分析 日 本在 国 际海洋合作 中 的 角 色时 ，发现很多学者呼 吁继

续发挥 日 本在西太平洋海洋合作 中 的主导作用 ， 并主张在印 度洋 、北冰洋这两

个地 区加强外交活动 ，积极参与海洋合作 。

未来 日 本将制定怎样的海洋政策 ，

又将如何调 整海洋 战略 ？ 这将取决 于

哪种理论观点在 日 本海洋 战略决策 中 占据主导地位 ， 日 本学 界 的研究 为这些

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 未来 日 本究竟将 如何建设
“

海洋 国 家
”

？ 人们将拭 目

以 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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