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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与日中两国各自的作用

［日］前原诚司

大家好。我是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前原诚司。今日承蒙北京大学邀请，有机会

来到这里演讲，我想向王缉思院长、袁明副院长，以及有关各位表示衷心的敬意

和感谢。这次我与其他七名民主党国会议员，接受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了

大连和北京。我也想借这个场合，向以唐家璇会长为首的中日友好协会以及其他

相关单位的诸位表示感谢。

我出生也成长于日本的古都京都，1982年考入京都大学法学部。大学期间，

我师从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高坂正尧教授，学习国际政治。当时正值美苏冷

战末期，美国所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备受关注，然而我更关心的是当时

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

国转向了改革开放。首先是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城市被指定为经济特区，

通过吸引外资渐渐走出了停滞，变得朝气勃勃。我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以《中国

的现代化》为题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在大学毕业进入松下政经塾后，我对中国

愈加关注。从1989年8月开始，我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深圳、广州、

厦门、上海、青岛、北京、哈尔滨、大连等八个城市，考察了五十余家合资企业

与乡镇企业，得以亲身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在走向改革开放的近37年中，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虽说中国

原本就蕴藏着这样的潜力，然而当我看到在政治家施政有方的情况下，国家竟能

取得如此显著的成长，这再次让我认识到了政治的重大作用。2008年我有幸与来

访日本的胡锦涛国家主席会面，他的一席话我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改革开放

［日］前原诚司 日本民主党众议院议员，曾任日本外务大臣、国土交通大臣、经济财政大臣、日本

民主党党首等。

本文为作者2015年10月17日参加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北阁对话”时在北京大学

所作演讲的翻译稿，经作者同意刊发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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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历时30年，然而这还不够。改革开放要坚持50年，如果不能持续50年，就不

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我认为这才是政治家之所言。

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周恩来总理，以及向改革开放转舵，强力推进现代化进程

的邓小平先生，这两位都是我所尊敬的政治家。令人遗憾的是，我不曾有和他们

直接见面的机会。不过，在我2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中，令我印象最深的领导人

之一是朱镕基总理。我有幸三次面见朱镕基先生。他曾说：“中国需要通过改革

增强国力。为此就需要进行国企改革。要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入世界标准，

以坚决地推进国企改革。面对阻力，也在所不辞。”从这番话中我感受到一种真

正的改革者所应具有的诚挚气魄。

虽然在中国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我是对华强硬派，然而正如我刚刚所讲到

的，长久以来我都在关注着中国，并且很自豪地一直在致力于强化中日两国的关

系，关于这一点我随后还会谈到。我认为今后中日应该就两国间的问题坦诚地交

换意见，坚持不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情况的需要，不仅加强

中日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且携手推进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定与繁荣。

今日我演讲的主题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与日中两国各自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结束后，至今已有70年。世界在经历了两次

巨大的战争之后，进行了种种世界秩序的创制，以避免战火重燃，比如联合国

（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后来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等。也就是说，通过制定世界通用的规则，并且各

国共同遵守这些规则以防止冲突，以此促进问题的和平解决，实现共存共荣。世

界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

然而，令我忧虑的是，近来出现了一些动向，试图以“武力”改变二战结束

以来所确立的这种世界秩序：伊斯兰国（IS）否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后根

据赛克斯—皮科协定所划定的国界线，试图重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俄罗斯不

但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而且仍在谋划分裂乌克兰东部，并将其置于自身的影响

之下，这些都是其中显著的案例。俄罗斯对日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邻国，我本人

在日本的国会中也担任着日俄友好议员联盟的副会长，致力于推动日俄关系的发

展。关于克里米亚的问题，考虑到其历史背景，俄罗斯的心境不是不能理解，然

而我仍然认为，俄罗斯应该采取一种能够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程序来解决这个

问题。

另外，眼下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组织散布在世界各地，在各国进行破坏活

动。它们对主权国家构成了威胁，无视国际社会所界定的秩序，这种暴力破坏行

为不能被容忍。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一个由各国共同制定的、以法治为基础的世界秩

序，维持这种秩序实为当务之急。诚然，战后秩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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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有效运转。比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曾就各种议题，针对彼此发动了否

决权，致使联合国安理会在这期间很难达成协议。时至今日，协议的达成有时仍

然是困难的。但是经历了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之后，为了保护与发展国际社会而

建立起的这个国际秩序，在今天仍然至关重要。因此不得不说，在联合国五个常

任理事国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的中国，所应承担

的职责是极其重大的。

我下面所讲的内容，可能对于中国的各位来说有些刺耳。然而，我希望诸位

可以理解，正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强大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我才会怀着期待与敬意做出这番发言。

伴随着令人瞩目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的外交也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但是，许

多国家尚不能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中国的外交以什么为目标？如果二者择

其一的话，许多国家还不能确认，对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构建起来的世界

秩序而言，中国是一个“拥护者”还是“挑战者”。

作为一个拥护者，中国履行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相应职责，然

而，中国当下在南海的举措、两年前在东海单方面设立防空识别区的这类行为，

被视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也在所难免。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设

立，虽然起初存在一些意见，认为 AIIB 对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战后秩序

的重要组成机构而言，是一个“挑战者”，然而如今在 AIIB 拥有了57个成员国，

并与亚洲开发银行确定了合作融资的方案之后，这种举措已经受到了一定的积极

评价，被认为这是在中国的主导下拥护现存秩序，同时进一步推动地区繁荣稳定

的举措。总体而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举措呢？可否说，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落后就要挨打”），这才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呢？

苏联最后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说过“外交没有敌人或朋友，只有国家利

益”，这是我所喜爱的一句话。通过外交来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对于任何国家

而言都是理所应当的。然而，我们在过去70年里所积累的一个智慧，就是为了

避免各国追逐狭义上的国家利益而引发争端，应该制定一套规则，以此作为各国

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中国在外交上主张“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这个

道理毋庸戈尔巴乔夫先生言明，对任一国家都是适用的，然而，中国是否把重点

更多地放在了国内的大局上呢？就一些复杂的问题，中国的要人经常主张“问题

的关键是（周边国家）能否接受中国的发展”，我不得不认为，这种意见反映了

中国的外交姿态。

外界认为邓小平先生所提倡的“韬光养晦”，展现了中国坚持国际合作与协

调路线的外交姿态。然而近年来，中国的要人往往使用“和平发展方针”这一表

述，并在声明这一方针的同时，基本上每次都会加上一句中方也将坚持“捍卫主

权”。“捍卫主权”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何中国要对此特

别进行强调呢？许多国家对此怀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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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提及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中日之间保持建设性关系对于东亚地区秩序

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而避免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判是构筑这种建设性关系的基

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及维持亚太地区安定的关键

力量，在外交上不仅仅是主张“周围国家应该接受中国的发展”，而且昭示出一

种超越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公正公平的外交理念”。如果缺乏这种理念，不只

是东亚、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定都将无法实现。我们希望看到一种符合中国自

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身份的、符合“位高者责重（noblesse oblige）”精神的外交

姿态。

既然向中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也有必要明确地阐明日本的战略意图。日

本要做世界秩序的“拥护者”。接下来我想就日本外交特别重视的两个方向进行

说明。

如诸位所知，日本是一个由众多岛屿构成的岛国。虽然一提及岛国，就会给

人以封闭、闭锁的印象，然而借用我喜爱的幕末时期的志士坂本龙马的话来说，

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通过可以自由航行的海洋，与其

他国家自由地展开交流的国家。而尽管近年来在日本近海发现了可燃冰与热水矿

床的存在，然而基本上日本不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也因如此，与外国可以自由

往来的“自由贸易”对日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有人会诧异，既然是讲安全保障问题，为什么先提到的是自由贸易？思

想家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中讲到“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下层基础

是指诸类生产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各类经济活动。我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

是我认同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各种活动都会受到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真理。借我

的恩师高坂正尧先生之言，“诸国家都是权力的体系，利益的体系，以及价值的

体系”。经济实力，加上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是构成国家繁荣的重要因素，而

我确信“保障自由贸易”是发展经济实力的基础。

前几天，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就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议（TPP）大致达成了共识。由于其中涉及的许多信息还没有公开，我不

想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做出评价，然而在大框架上我同意这次协议的达成。而且

TPP 对日本的必要性，最初就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被提出的，我当时作为外务大

臣、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以及经济财政担当大臣，曾致力于推动 TPP 的谈判。

那么自由贸易为什么重要呢？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人员、物资、资金的流

动就会更加自由，这不但会使各国自身的经济更加活跃，也将会促成国与国之间

的互补关系。消费者可以更廉价地购得产品，各国也会致力于增强自身的产业竞

争力。只要诸国各自努力，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共赢的环境。而当更多的国家得以

享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恩惠时，各国就会试图保护这种恩惠的基础，也就是去保

护一个和平而没有冲突的环境，从而带来抑制战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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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认为 TPP 只是打造更广泛的自由贸易圈的里程碑之一。我认为当

前的任务是实现“茂物目标”。也就是在1994年11月，中日两国都作为成员国

参与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制定的“发达国家最迟在2010年前、发展中国家最

迟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这一目标。我认为 TPP 是登上“茂

物目标”这座高山的一个有益路径。然而，登顶的道路可以有很多条。中日韩自

由贸易协定也应达成协议、东亚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是我们希望

可以郑重推进的平台。同时，中国正在独自与他国开展的各项自贸协定也极为重

要。这些积累都会促进“茂物目标”的实现。我期望日本与中国可以携手实现茂

物目标，并将为此尽力。

日本外交的另一根支柱是“和平外交”。日本在战后所制定的宪法中将“放

弃战争”作为国是。面对种种争端，我们都将以和平的手段进行解决。这一决心

不会动摇。

同时，作为自卫措施，日本一直以来保持了奉行“专守防卫”政策的自卫队，

致力于提高威慑力，以备万一。长期以来，自卫队的自立自助与日美之间的同盟

关系，一同构成了日本安全保障的两个车轮。我认为这个方针今后也应该坚持。

日美安保条约的缔结最初起因于美苏冷战的激化，而其中的一个导火索是朝鲜战

争的爆发。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日美同盟作为维持亚太安定

的公共物品，今后也会发挥其作用。不过，就日美同盟关系发展变化的动因，有

必要特别向中国及其他诸邻国做出详尽的说明。

我目前身属在野党，并不处在一个对安倍政权所推进的政策进行解释的立

场。不过，还是请允许我从个人的角度，就之前不久在国会讨论的“安全保障法

制”问题做一些说明。

从内容上看，此次安全保障法制，主要将在四个领域扩大自卫队的活动

范围。

首先，通过改变对宪法的阐释，解除了过去日本只能行使个别自卫权的限

定，使日本可以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

其次，在日本自身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然而事态的发展对日本的安全构成了

重要影响的情况，在现行法律中，我们称之为“周边事态”。如果当时的情况被

认定为符合“周边事态”的界定，依据现行法律，自卫队可以为美军提供后方

支援。在这次法律修正后，日本自身没有受到直接攻击但日本的安全受到重要

影响的事态，被改称为“重要影响事态”。如果当时的情形被认定为“重要影响

事态”，日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不仅仅对美国，也可以对其他国家提供后方支

援。也就是说，（通过这次法律的修正）日本扩大了后方支援的内容，以及可支

援的国家的范围，并解除了后方支援的地理限制。

再次，在过去，对于在没有被认定为“周边事态”的情况下，如果日本要为

美军的军事活动提供支援，日本需每次根据必要的情况，制定一个特别措施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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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应对，然而通过这次法律的修正，我们制定了随时可以对多国部队提供支援

的永久法。

最后，针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PKO），实现了迄今为止不被许可的紧急救

援警卫。关于这一点，我们（民主党）基本持赞成态度。

而问题在于剩下的三个领域。通过修改宪法的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我们民

主党对此也并非完全反对。我们总结发表意见时使用的表述是，“我们反对通过

变更宪法解释，一般性地行使集体自卫权”。因为说的是“反对一般性地行使”，

因此尚且留有认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场合的余地。

那么，我们认为现政府的方案存在着什么问题呢。首先，法律本身有违宪的

嫌疑。日本国宪法第98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皆无效”，在论及这个法律

的必要性之前，首先政府应该提交一个不会被指责违宪的法律；还有一点是，如

“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为搭乘日本国民的美国军舰提供护航”等政府所枚举

的这些作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事例的立法根据，在现实中基本上是无法

想象的。

对于是否有必要将“周边事态”专门修改为“重要影响事态”，我们也有所

存疑。我认为，迄今为止的做法，即日本在有必要与美军展开合作时，通过制定

特别措施法的方式来进行应对，并无不妥。无论如何，这次的安全保障法制的调

整，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与区域，而是意在提高日本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力与威

慑力。我们要求政府与执政党对此向其他国家进行详尽的说明，防止这种法律修

正造成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紧张，我们也希望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我想就今后如何推进和深化中日关系发表一些看法。像我在前面所讲到那

样，我对中国这个国家抱有深厚的兴趣与关心。这种心意至今未曾改变。在

2009年日本政权交替之际，我出任国土交通大臣兼观光担当大臣。我当时想尽

可能地增加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人数。我认为，如果双方的交流人数增加了，就

可以增进相互的理解，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基于这种想法，我为放宽中国人

访日签证的发放做出了努力。针对当时访日签证只对团体旅行发放的状况做出了

调整，以开放个人访日签证为切入点，着手放松了有关收入证明的限制，一步一

步地放宽了条件。同时，将过去访日签证的发放地点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处，

增加到了七个城市。并且，为了增加可以使用中国银联卡的场所，我与旅游观光

组织和商业部门也积极地进行了磋商。

虽然在我的任期之内没有最终实现，但在2010年作为国土交通大臣访华时，

我与李克强总理进行了会谈，达成了早日签订中日之间航空自由化协定的共识。

现在中日航空自由化协议已经生效，中日各自的航班能够在两国几近所有的机场

之间自由航行，我认为这实乃一大幸事。基于这些协议，访问日本的中国人数量

年年递增，从而使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日本，我为此感到不胜欣喜。今后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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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相互交流，使两国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更加稳固。

再者，我认为中日今后就双方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开展紧密的合作，也将

有益于强化两国的关系。中国拥有13亿人口，面临着种种难题，作为掌舵这样

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习近平国家主席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显示出进一

步深化改革的决心，我对此保持关注。我认为中日之间在环境问题上不断开展的

合作应该继续深化，同时，我在思考中日间是否可以就整个社会所应有的状态，

进行更加深入、直率的交流，促成合作。

现在，世界经济中“中国经济的减速”问题成为 G20等会议的一个主要议

题。当然，这种现象可能部分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所采取的

政策组合方案仍然在发挥着影响，但是原本国家就不可能永远维持经济上的高增

长率。中国经济正在从高度增长期进入到稳定的增长期，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是

很重要的。日本也曾经历了从高度经济增长期到稳定增长期的转变，当时不得不

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就中国应有的社会结构、

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交流，中日之间是存在着广泛的可以合作的领域的。

中国的人口规模大约是日本的十倍，但在人口结构的发展上却呈现出与日本

相同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由少子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人口减少，在晚

于日本15年之后，在中国也会发生。日本的劳动人口在1995年前后、总人口在

2008年前后开始递减，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2年、总人口将在2025年开始

呈下降趋势。日本作为应对这个难题的先行者，不得不以调整财政收入为基础，

通过修改医疗、养护、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克服少子高龄化的问题。我想

与中国分享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希望对中国克服这个难题有所助益。

为了防止中国的沙漠化，日本有几个团体每年都会来中国植树造林。大约十

年前，我作为其中一个团体的副团长，前往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叫科尔沁左翼后

旗的地方，参加了为期数日的植树活动。前几天，和我当时一同参加植树的伙伴

们再次访问了科尔沁左翼后旗，他们喜悦地告诉我，当时我们所栽种的树苗已经

茁壮地生根发芽，成功地退沙成林。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中日两国互为邻国，

是搬不走的。过去存在着不幸的历史。现在也存在着种种难题。但是立足于两国

共存共荣与地区安定繁荣的大局，逐一解决横亘在眼前的难题是无比重要的。

请大家一起来栽种树苗吧。将荒凉的沙漠变为青翠的山林。作为日本的国会议

员，我将与诸位合作，誓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此作结。谢谢

诸位。

 （孙樱 译；于铁军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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