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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同盟折關f學、與日本國家正常化
蔡增家*

自 2001 年4月小泉純一郎上任以來，

日本與美國關係進入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日本對美國反恐政策亦步亦趨緊密的配

合，也讓小泉成為戰後以來日本最為親美

的首相;在另一方面，小泉也善用美國防

衛政策佈局的轉變 ，逐步實現日本邁向正

常國家的目標 。 換句話說，日本在 2000

年之後所實施一連串國家正常化的政策，

其實都是在美國正在換軌的東亞政策範園

當中，讓日本成為美國反恐政策下的堅強

後盾;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並沒有逾越美

圈東亞權力平衡的紅線，但是日本國家正

常化，卻也讓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陷入

前所未有的低潮 。 本文首先探討 2003 年

以來美日同盟新關係的轉變，並提出三點

政策建議 。

.4 Ð 同盟掰開係

美日同盟新開你起是台於 2003 年美國

與日本一連串的「二加二」軍事外交會

談，而這項會談最重要的意涵出現在美、

日兩國於今(2006)年 5 月 i 日在華府舉行

國防和外交部長層級「二加二」會談當

中 ﹒ i主項會談最重要的成呆便是美軍重編

計童及美目共同作戰中心的成立，因為這

兩項結詣將會逐漸強化日本未來在東亞區

城防衛的角色 。

首先，在美軍重編計畫當中，美、日

兩國將進行軍力調動計盒，車主琉球美軍陸

戰隊人數將從一萬五千員減至八千頁，所

裁減的軍隊移駐關島 。 另外，美軍在沖繩

的普天機場也將遷移，琉球中南部的美軍

基地將交還日本 。 這顯示美國將逐漸改變

過去美日安保體系當中，美軍為先遣部隊

而日本作為後動材i給的角色，而是逐漸將

日本自衛隊推向區域安全防衛的第一線 。

其次是美日共同作戰中心的成立 。 美

國將美軍軍級司令部從華盛頓州移到日本

座間基地，同時也將美軍橫田、總部改設成

立美日共同作戰中心 。 以橫須賀為母港的

小鷹號，在除役後也將由核子動力航空母

艦取代 。 這顯示朝鮮半島及台海安全情勢

仍然為美國全球佈局中重要的戰略目標，

在面對中國的軍事喊起，日本在東亞區域

安全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

美日外交國防安保諮商會議「二加二

會談」的協議對美日同盟關係會產生何種

影響呢?在這項最終報告當中，表面看來

似乎是美日同盟關係的進一步提升，也是

美國延長其戰略縱深，以增加美國在東亞

地區的用兵彈性 。 但是這也讓日本逐漸強

化自我防衛的能力，從過去負責後勤補給

的傳統走向第一線的防衛，讓日本朝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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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國家又邁進一大步 。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可以從這份報告書的內容來分析其背

後所隱藏的三項意涵 。

首先在目標方面，表面上美日同盟雖

然更接近，其實日本已經取得防衛的自主

性:在這次美日安保會談當中，美國國務

卿萊斯曾經說過: r美國沒有比日本還要

美好的朋友」來形容彼此的關係，首相小

泉純一郎也是日本自二次戰後最為貌美的

首相，原因使在於日本知道若要實況國家

正常化最快的捷徑便是要經過華盛頓，在

美國的允許下日本才有正常化的可能，因

此日本侵逐步籍調整駐日美軍部署來增加

美軍和日本自衛隊在行動上的整合，采取

得防衛政策的自主性 。

其次，在內容方面，表面上是美軍的

重新整編，其實是日本強化區城的自我防

衛 。 在這次美日共同發表的報告書中明白

指出，駐日美軍將在 2014 年之前完成重

新部署，逐漸由日本負擔起第一線的防

銜。在這種戰略思考下，美國將逐步歸還

那霸港灣、 4立港補給區、桑p工墓地及瑞慶

覽等大部分的美軍基地，同時8千名的美

國海軍陸戰隊，將從第一島鏈的統球移防

至第二島鏈的關島，以增加美國在東亞用

兵的戰略縱深，同時也讓日本逐步負擔起

區域安全的主要防衛責任 。

最後在安全方面，表面上是區域軍事

透明化，其實是擔憂中國軍事現代化:在

美日共同聲明當中，雖然強調美日同盟是

維持日本的安全和亞太地區和平安定不可

欠缺的基礎，同時也明示雙方將緊密合作

以實現共同戰略目標，但是中國軍事現代

化破壞東亞區域平衡，才是美國最為擔憂

的重點 。 日本也利用中國軍事喊起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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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英國家正常化的正當性，例如日本

便向美國提議針對 1997 年修訂的兩國防

衛合作指導方針的新架構重新梭討，因此

近期內美、日可望針對美日安保新的防衛

合作方針開始進行協商 。

a 本國家正常化
何謂日本國家正常化呢?其實日本國

家正常化有三項目標:自主的防衛政策、

自衛隊提升為自衛軍以及爭取聯合國常任

理事圈 。 在這次美日諮商會議的美軍整編

計畫之後，日本已經在美日同盟當中逐漸

取得第一線防衛的自主性，達到國家正常

化的第一項目標;接下來為了要因應美日

安保政策的轉變，日本勢必要進一步透過

國會的修法來大幅提高國防體系的位階，

其中包括將防衛廳提高成防衛省，將自衛

隊提升為自衛軍 。

例如日本自民黨內部在 2005 年Jl月

28 日通過了日本新憲法草案，在新憲法

當中提議自衛隊將「升格」成為自衛萃，

同時賦予自衛軍在海外行使武力的可能

性 。 其次，日本新憲法雖然仍維持況行憲

法第九條「放棄戰爭」的規定，但卻刪除

過去「日本不保持戰力」的項目 。 同時，

也規定「為權保國家的和平與獨立J '明

記日本「保有自衛軍J '由首相任最高指

揮官，將來日本自衛軍可以「在緊急事態

發生時維持秩序與國際協調活動J '打開

在海外行使武力的道路 。

在另一方面，從 2005 年 2 月的美日

「二加二」會談後，美日共同聲明將台海

和平安全7'J 1為美日共同戰略目標，日本防
衛廳使制訂了為因應本土遭受攻擊和國內



反恐事件擬定的「防衛警俯首十畫 J '將過

去因應來自俄羅斯進攻的重視北方防衛構

想，轉變成為重視來自西南的中國威脅構

想 。 因此，日本是逐步利用中國軍事的威

脅來突破非戰憲法對它的符制 。

最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和防衛處長

官額賀福志郎於 2006 年 5 月 30 日赴華盛

頓和美國國務卿萊斯及函防部長倫斯斐會

唔，並簽署一項駐日美軍重新部署計畫 。

.K-日同盟折關f參與日本國家正常化

對象亞維β牟衡的街學

在美日新同盟關係的框架浮現後，美

國轉變東亞戰略 ， 並逐步調整美軍在地區

防衛的戰略縱深，同時也讓日本逐漸強化

本身的防衛能力及自主性，逐步讓日本實

現自主防衛政策的國家正常化目標 。 但

是，日本也為了國家正常化付出了成大的

代價，其主要可以區分成金錢代價與外交

代價 。

首先是在金錢方面 。 其實在 2005 年

美國與日本所舉行的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

的「二加二」會談之後，美、日便以應付

新的全球性「安全威脅」為理由，宣布將

執行重新部署駐日美軍的計割 。 這項執行

計劃原本預定在2006年3月底簽署完成，

但是由於美、日雙方對於美軍將陸戰隊從

琉球遷往關島的費用分攤問題產生爭議，

而且是遲至今 。 美國最初要求日本應負擔全

部遷移費用，估計約260億美元，但是日

本不願:章 。 之後，美圈又降到只要日本負

擔 75% 的費用，是後美、日 終於在上星

期達成協議，日本必須分攤全部美軍陸戰

隊及眷屬遷移費用的 59% '也就是高速

102 億 7 千萬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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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外交方面 。 自從 2001 年小

泉純一郎上台後，日本將國家正常化列為

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日本與周邊國家也

因為經濟資源、及領主主權而陷入前所未有

的低潮 。 例如:中、日兩國使因為東海油

氣田間採問題，而鬧得不可開交 。 雖然歷

經四次的談判卻仍然無法達成協議，在這

同時日本卻利用混凝土強化沖之鳥島的法

石外沿，以將經濟海城向外延伸來強化日

本對東海油田資源的正當性 。 其次，日、

韓之間的獨島歸屬問題一直是近幾年日本

典南韓之間的主要爭議焦點，前一陣子日

本海上保安星星海洋勘測船企圖進入獨島水

域勘查海道，南韓政府認為這是對南韓主

權的一種挑釁行為，但是就在此時卻有將

近 100名日本國會議員於2006年4月 21 日

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這項傘動也再度刺激

動l 中國和南韓，使得日本成為采亞最為孤

立的國家 。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小泉借力

使力的貌美策略下，日本邁向國家正常化

已經成為一條既定的道路，只是日本的正

常化對鄉團來說卻是一種不正常的轉變，

在小泉任期只剩不jlJ-年的情況下，擁有

國會多數的小泉必定會加速立法來真正落

實國家正常化 。

改革建鐵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最近日

本的國家正常化，包括將自衛隊改成自衛

軍及提高防衛廳的位階，這些舉動都是在

美國的默許之下，再由日本國內新保守主

義推波助瀾的結果 。 當然只要日本不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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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所設下的防線，不改變東亞的權力平

衡關你，都是在美國所容忍的範圍之內，

但是日本在國家正常化的政策下，不但得

付出鉅額的資金，同時也要冒著與周邊國

家交惡的風險，面對這種局勢的轉變，草美

國政府應該要有何種政策因應之道呢?

一、在台日軍事關係上，建立軍事人員及

訊息交換的管道

首先，讓台灣逐步融入美日安保的網

絡當中 。 過去台灣與日本之間的軍事互動

大多侷限於非正式或是研究單位的互動瞞

你， ，而在日本防衛政策轉變之後，面對中

團軍事力量的喊起，日本對於東亞權力平

衡及戰略部屬勢必更加關注，而台灣可以

與日本建立起軍事人員的相互交換，以及

軍事外圍研究單位的定期互訪 。 例如軍校

學生的交換，以及日本防衛研究所與我囡

囡防大學的定期互訪，以強化台、日之間

的軍事互動關係，將台灣逐步融入美日安

保體系當中。

三、在台日外交關係上，建立國會定期對

話平台

其次，維持台、日溝通管道的順暢。

在過去日本的決策權力中心大多以官僚體系

為主體，放射到台日外交政策上就是以外務

省中國課為主體;但是在小泉構造改革之

後，以自民黨中央的權力核心已經是越來越

重要了 。 過去台、日之間的外交互動大多限

於二軌外交或是個別國會團體的訪問，成

效實在相當有限，因此建立制度化的管道

來強化台、日兩國之間黨對:數以及國會議

員定期互訪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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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台日經濟關係上，建立台日雙邊自

由貿易區

最後，強化台日經貿關係的合作。在

東協加三逐漸成形之後，台灣在東亞的經

濟地位有逐漸被邊緣化的危機 ，而台灣在

建立區域性自由貿易區不過的情況下，必

須以建立雙邊性的自由貿易區來加以因

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大多單純以經濟利

益為考量，因此比較不受政治力量所左

右，而日本是我國第二大對外貿易函家，

與日本成立台日自由貿易協定將有助於我

圓突破目前中國所設下的經濟防線及經濟

邊緣化的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