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日会联手遏制中国吗？ 

川岛真、神谷万丈、詹姆斯·肖夫1 

 

编者按：在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和日本在对华认知和政策上既有共

识，也存在分歧。本期推荐的文章由日美两国学者联合撰写，从对华认知、“印太战略”、

朝鲜半岛政策，以及地区安全等方面分析了美日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可以为我们观察

与预测美日同盟及美国亚洲政策的发展前景提供参考。 

 

美日两国对中国和东亚有共同的认知和相似的目标，在应对地区问题上也有共同的

方式。但是，它们各自与中国关系的地缘政治背景不同，有时会出现认知和政策上的差

距。两国都需要承认这种可能性，并防范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一、对华认知 

日本对华认知十分消极，超过 80%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但同时，也有 80%以

上的日本民众认为中日关系及其未来发展很重要。这种明显的二分现象反映了中日两国

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以及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许多日本人认为，尽管中国对日本

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但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日本应该把中日友好关系维持在

一定的水平。民意在总体上支持安倍晋三首相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 

美国对华认知在过去几年里急剧恶化。2018 年 10 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

逊研究所发表的涉华演讲明显反映了这一趋势。彭斯在演讲中不仅强调美中在军事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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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互为对手，还强调美中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彭斯还强调了美国政府在

这场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决心和意志。 

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美国和日本都决心抵制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强硬”行为，包

括对其他国家海域的侵犯。但是，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许多日本观察家反对采

取纯粹的对抗中国的政策。在日本，有人尤其担心中美之间的高科技战会对中日之间的

供应链带来消极影响。在美国，则有人对安倍内阁近期改善中日关系的行为提出批评。

如果美国不能采取一些温和措施避免中美两国陷入零和竞争，并促进中美在经济和非传

统安全等领域合作，那么美国和日本就可能在涉华问题上产生分歧。 

 

二、貌合神离还是意趣相投？ 

尽管从表面上看美日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在亚欧大陆上的基础设施投

资有相近的认知，但在推行“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上却存在微妙的差别。“自由与开

放的印太”反映了美日在亚洲政策上的愿景，即信息共享的最大化，以及所有国家在普

遍适用的规则基础上共享地区利益。这要求维护一个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而非

一个限制性的、由少数大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美国决策者倾向于从遏制中国的角度来讨

论“印太战略”，尤其强调安全问题。日本则尝试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协调“印太战

略”和“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以免过分突出军事色彩。尽管对于“印太战略”可能会

有不同的解读和施行方式，但美国和日本应该避免给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留下美日在“印

太战略”的解读上存在重大分歧的印象。美日两国需要统一认知和协调政策。 

此外，日本热切盼望美国继续积极参与亚洲事务。日本政府十分关注未来美国对包

括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等地区机制的参与程度。鉴于特朗普总统没有出席 2018

年 11 月举行的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晤，未来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变得越来越不

确定了。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美日两国在对华态度上产生分歧。 

 

三、朝鲜半岛 

日本还担心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可能存在的认知分歧。例如，很多日本观察家担心，

尽管美国强烈反对朝鲜的远程弹道导弹计划，但未必和日本一样将朝鲜的短程与中程导

弹视为威胁。日本的这种担心在 2019 年 6 月变得尤为明显。当时，美朝领导人突然在板

门店会晤，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可能考虑通过谈判使朝鲜“冻结”核武库。这意

味着朝鲜将不再制造更多的核武器，但是朝鲜目前已有的核武器将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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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相关国家需要在朝鲜问题上统一认知，这样它们的做法才能和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以及其他相关国际协议保持一致。美日两国的政策协调也有助于让

中国确保其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的承诺。虽然美国学者十分清楚日本的安全关切，但不

知道特朗普政府是否对日本的关切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把这种认识纳入

其政策制定中。 

 

四、地区安全网络化的愿景 

冷战时期，美国及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盟国建立了所谓“轴辐式”（hub-and-spokes）

的同盟体系。和北约不同，美国的东亚盟国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结盟的关系，这一同盟体

系持续至今。美国和日本只有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依靠现有的双边“轴辐式”同盟

体系，才能建立起跨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多边安全合作网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

国和日本需要在更广泛的地区议题上保持良好沟通和政策协调。 

例如，在构筑“印太战略”的愿景时，美国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加强对台湾的承诺（包

括军事领域）。但是，这一行为并不自动强化日本在台湾安全问题上的参与度。关键在于，

美国和日本会在多大程度上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第一，就安全议题来说，台湾应该被

置于“印太战略”的什么位置？第二，台湾该如何与美日同盟挂钩？ 

美日韩三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日韩合作机制主要建立在美日同

盟和美韩同盟这两组双边同盟的基础上。其中，美国是同盟的“轴”。尽管日韩之间在安

全议题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二者并不是盟友。所以，在安全问题上，韩国应该被置

于“印太战略”的什么位置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盟国之间并不存在安全伙伴关系，所以在涉华问题上，当美国和日本要

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其他盟国寻求合作时，美国就有责任促进各盟国之间的协调。美日之

间的政策协调对其战略的成功实施很重要，如果美国采取单方面措施，比如用武力迫使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那么就很难取得成功。 

当前，如果美日韩三国有意提升安全合作以应对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问题，那么美

国的这种协调盟国关系的作用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的日韩关系已经陷入自 1965

年日韩签订条约、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这是一个需要克服的至关重要的障碍。

美国地区政策的成功仍将取决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地区伙伴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认知、

协调政策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 

（李博冉摘译，归泳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