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目前日本執政黨採取的是怎樣的外交安全戰略？

■李薇：2011年日本官方的所做的一系列發言闡明了民主黨政權
的外交安全戰略方向。如果作一個概括，那就是「民主黨政權的
外交安全戰略該戰略以獲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經濟紅利為主
題，實施多元化佈局並以中美日三邊對話為核心機制」
■記者：是什麼原因令日本採取這樣的外交安全戰略？

■李薇：日本外交安全戰略方向的確立是基於對世界和本地區形
勢發展的認知，主要受傳統安全上大國關係的影響。日本的外交
思路表現為對美、對華兩條主線。面對大國目標與自身體量相對
縮水的糾結，野田政權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
化。一方面則利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機遇，以頭號盟國的特殊身
份，在亞太地區展開戰略行動。另一方面又要借助中國經濟的發
展動力帶動本國經濟增長。

兩 年前，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而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

來，日本面臨與歐美的貿易糾紛、日元國際
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壓力，新的探索也伴隨了
失誤。採訪中，李薇首先談起了日本經濟。
她指出，隨 經濟全球化的進展，自我為中
心的思維方式逐漸難以適應生產要素全球流
動的競爭態勢，日本對今後自身的發展方式
沒有找到清楚的定位，近二十年來經濟發展
緩慢，日本稱之為「失去的二十年」。

人口老齡化制約經濟發展
李薇指出，目前日本出現了人口老齡化、

公共財政債務膨脹、政黨政治墮落等結構性
問題，但由於在高速增長時期和穩定增長時
期，日本經濟社會的基礎打得相對穩固，目
前日本並沒有出現社會動亂。
目前，65歲以上的老人幾乎佔到日本的人

口四分之一，新生兒出生率偏低。李薇表
示，除了外部形勢變化的原因外，人口老齡
化是制約日本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結構性因

素。她介紹，老齡化
導致消費滯漲，稅收
下降。政府方面因增

發國債導致財政狀況持續惡化，國家與地方
政府的長期公共債務對GDP的比接近
200%。

社會漸失穩定 引政局動盪
同時，90年代之後的日本受美國新自由主

義的影響，大力引進競爭機制，收入分配制
度出現很大的變化，中產階層逐漸分化；人
口下降以及消費滯漲導致就業人口逐漸向大
城市集中，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日益顯現。
日本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
政治隨 經濟社會的變化而變化。李薇指

出，政局動盪呈現常態化，日本每年換相的
局面已不足為怪。在國家發展失去方向感的
時候，保守主義抬頭，政治右傾化現象呈明
顯上升趨勢，實現「正常國家」，即政治軍
事的獨立、回復自尊，已經成為日本政治的
最大夙願。目前日本正處在一個歷史轉折
期，其國家走向特別值得關注。
而另一方面，不僅是經濟全球化，世界

大變局和東亞新格局也給日本巨大的衝

擊。其中，中國的快速崛起帶給日本的衝
擊是自明治維新以來從未有過的。李薇指
出，日本在明治時代思考自身定位時，曾
經把中國作為落後的符號，把自身作為文
明的代表，亞洲的領導者。日本即便戰敗
也從未有過被中國趕超的體驗。

民間感情隨釣島爭議惡化
這位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強調，目前，對於

如何與一個崛起的中國打交道，日本還沒準
備好。誤解和誤判、嫉妒與厭惡的情緒日益
增多，民間感情隨 釣魚島爭議的升溫日益
惡化，中日關係步入艱難時期。但李薇也同
時指出，輿論調查顯示，在中日關係之重要
性上，日本大多數國民是持肯定態度的。
「中國與日本有沒有共同的戰略利益？有

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如果分析的結果是沒
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中日之間能夠維持一種
怎樣的理性關係？日本在中國的和平崛起過
程中會扮演什麼角色？中國應該推動日本扮
演什麼角色？如何消除日本對中國的恐懼、
使日本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李薇說，這
些都應該是未來中國日本兩國研究的核心問
題。

從靖國神社到釣魚島，從歷史問題到領土爭端，近年

來，日本小動作不斷，頻繁挑釁中國底線。日本到底怎

麼了？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

長李薇，從政經多個角度深入解析日本內因，探究中日

關係走向。李薇指出，實現「正常國家」已成為日本政

治最大夙願，但日本立志成為亞洲領導者的大國志向，

卻因歷史認識問題而難以為亞洲鄰國接受，加上日本國

內近年來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皆存在多種不穩定因素，

令保護主義抬頭，政治右傾化明顯，因此，對於如何與

崛起的中國打交道，日本也還沒準備好。誤解、嫉妒和

厭惡的情緒在民間日益增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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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嚴密防範
經濟深度接觸

專訪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

李薇，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法學博

士，研究員。1982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

任社科院國際合作局副處長、處長、副局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日本

法研究中心秘書長，日本長期信用銀行調查部客座研究員，日本東京

大學法學部客座研究員，日本一橋大學法學部客座教授等職。

▲李薇簡歷▼

李
薇
：

日出動自衛隊 等同宣戰

東海爭議 焦點仍是釣島

破釣島僵局 應先正視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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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對華外交戰略兩面性：

日本政經皆動盪
民族情緒向右轉

■記者：最近中日釣魚島之爭不斷升溫，你如何看這一事件的後續發展？

■李薇：日本能否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能否停止單方面製造事端，是和平解決釣魚島
主權爭端的關鍵。釣魚島主權爭端是目前中日之間最為複雜、敏感的問題。承認爭議共同協
商處理，是唯一妥善的辦法。如果任由石原慎太郎等人激化矛盾，中日雙方隨時存在擦槍走
火的危險。日本如果動用自衛隊，就意味 對華宣戰，中國理所當然地要做好軍事準備。日
美安保條約作為雙邊安排，不應損害第三方的利益。實際上，美國承認釣魚列島存在主權爭
議，但並不想捲入爭議。
■記者：對釣魚島爭端的解決你有何建議？

■李薇：中日之間急需做的是，公開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日本政府近些年公開否定釣
魚島存在主權爭議，封死了妥善處理釣魚島問題的出路，導致中日關係惡化。日本政府的做
法是對老一代政治家在釣魚島問題上政治默契的背叛，是對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設置的障
礙。老一代政治家在妥善處理釣魚島問題上留下政治智慧，日本不應反悔和倒退。只有在承
認爭議的前提下，才能建立對釣魚島的共同管控機制；也只有在妥善處理釣魚島問題的前提
下，才能順利發展戰略互惠關係，造福於兩國人民。

外交安全戰略　突破和平憲法

日歷史問題認識 連美亦未真正信任

■記者：日本這一外交安全戰略的目的何在？

■李薇：日本民主黨的外交安全戰略方向的縱深處，是
對日本國家發展的願景，即「正常國家」定位目標。在
日本一系列外交安全行動的背後，隱含 擴大戰略影
響、強化自主防衛力量的戰略性目的。目前的外交安全
戰略是趨近正常國家目標的過程和手段，其在突破和平
憲法的步伐上顯示其速度和力度都在加強。
■記者：日本外交安全戰略有哪些新的變化和特點？

■李薇：日本外交安全戰略方向的確立標誌 日本政界
主流以及民主黨內部多數派在外交安全戰略上達成了共
識。這個共識不僅承襲了自民黨的政治外交政策觀念即
以日美同盟為核心，而且相對於自民黨時期的「傍美」
顯示出更多的自主性。美國糟糕的財政狀況將逐漸給同
盟中的日本帶來更多的責任和更大的活動空間，同盟作
為日本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特點也會更加突

出。日本的外交安全戰略正在加速從自民黨時代傳統的
「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戰略」走向「日本戰略中的日美同
盟」。
■記者：那麼具體而言，日本奉行的是怎麼樣的對華外

交安全戰略？

■李薇：日本在對華關係上，顯示出安全上嚴密防範、
經濟上深度接觸的兩面性。從安全方面看，對中國和美
國的政治認同是影響其戰略選擇的主要因素，心理認同
越差，戰略防範越深。中日之間互不信任和防範意識源
於複雜的因素，在短期內扭轉這種防範意識並構築戰略
互信關係是不可能的。從經濟方面看，借助中國經濟強
勁發展之力保持和拉動日本經濟活力的基本框架已成客
觀定局，並在日本經濟界形成共識。因此，如何與中國
建立一種穩定的良性互動的關係，是日本對華外交必須
回答的問題。

■記者：日本的外交安全戰略的目標能實現嗎？

■李薇：日本戰略的背後，是日本如何在變化的國際環
境中進行身份定位以及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
題。日本立志成為亞洲領導者的大國志向和「正常國家」
定位因其歷史認識問題難以被東亞國家接受，甚至並未
得到美國的真正信任。日本2011年確立的外交安全戰略

也並不能確保獲得準確定位。首先，與最強大國家的軍
事結盟必然隨 力量對比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具有先天
的不穩定性；其次，將日美同盟關係凌駕於其他雙邊關
係之上的做法同時制約 日本外交，至少中國與日本的
關係不可能是中國與日美同盟的關係，中國與美國的關
係也不可能是中國與美日同盟的關係。

■記者：在釣魚島問題解決前，中日可否先行解決在東海的海洋權益問題？

■李薇：釣魚島問題的妥善解決是中日東海劃界的前提。東海劃界爭議從本質上說不單純是
海洋權益爭議，首先是釣魚島主權爭議，其次才是劃界爭議。中方的大陸架自然延伸權利主
張受國際法保護。中日東海劃界的爭議焦點是日方否認中方的大陸架劃界權利主張。2008年
中方出於善意曾與日方達成共同開發的意向，但日方借此機會進一步否定中方的大陸架自然
延伸權利。2008年的經驗證明，在東海劃界問題上，中方不僅要重視外交原則，而且首先應
強調自身的法律權利主張。

■記者：中日應如何打破目前東海劃界問題上的僵局，雙方是否可以在東海建立危機管控機

制呢？

■李薇：中日東海劃界與釣魚島問題同樣，應繼承和遵循老一代政治家「擱置爭議，共同開
發」的原則。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在否認釣魚島存在爭議的同時，否認曾經同中方
達成的默契，同時也否認中國具有主張大陸架自然延伸權利。日本的這些行動不僅導致東海
劃界問題更加複雜，也導致東海劃界問題的妥善解決變得更加遙遠。承認存在爭議是建立危
機管控共同機制的前提。若想打開僵局，首先，在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的基礎上，可採
取共同約定、共同巡航等措施。其次，在上述措施確保釣魚島周邊海域實現穩定狀態的前提
下，啟動東海劃界談判，雙方承認對方在國際法上擁有的大陸架自然延伸、200海里專屬經
濟區的權利主張，就兩個權利主張的重疊區即有爭議的海域協商開展合作項目。

■記者：中日關係走出釣魚島爭端低谷還需要多

長時間？

■李薇：中日兩國在外交安全領域共同面對 複
雜和敏感的問題，釣魚島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日
關係的焦點。問題的解決取決於日本政府是否承
認爭議，承認，則意味 協商解決的可能；否
定，則意味 切斷了和平解決的道路。由於釣魚
島問題以及與其相關聯的東海劃界問題的存在，
嚴重影響了中日之間心理認知和戰略互信關係的
建立，心理認知越差，戰略防範越深。中日關係
因此處於低谷。走出低谷還需要一段時間，需要
日方立即承認爭議，以便雙方在上述敏感問題上
搭建協商解決的平台，加快協商解決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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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處理釣魚島問題是解決中日東海劃界的前提。圖

為中國海監船編隊在東海油氣田海域巡航。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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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老化情況日益嚴重。圖為在街邊無所事事的老人。

資料圖片

■著名國際問題

專家、中國社科

院日本研究所所

長李薇日前接受

本報記者專訪。

香港文匯報

記者葛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