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日強化安保體制之發展與意義 

摘 　 　  要 

冷戰後美國的亞太戰略是藉助盟國力量確保其地區主導地位，並以美日安保體制做

為其東亞戰略的核心支柱。美日兩國歷經 20 世紀 90 年代同盟重新定義及至 21 世紀迄

今的軍事合作變革與戰力部署調整，將同盟大幅強化，不僅協同戰力更加堅實，同盟關

係也逐漸由過去單向依附及依賴轉向合作互補的全面夥伴關係及「世界中的美日同盟」

方向演變。 

美日強化同盟的主要目標皆指向中共。美國警覺到中共快速崛起下的潛在威脅，開

始轉向支持日本擴張軍事，包括突破憲法對「集體自衛權」及海外派兵等限制，使能發

揮「代理人」功能。日本評估藉依附安保體制「借船出海」戰略有利國家發展，除配合

美國新安全戰略推動展現存在與實力之外，也積極介入亞太乃至全球領域重大安全事

務，以朝向正常化國家。 

美日同盟雖被認為是維護東亞區域和平安全的最大保障，然而檢視其近年來強化後

的情勢發現，其確保和平功能因冷戰後地區原即不具開戰意圖與條件足以對抗美日者而

不明顯；所標榜之抑制中共與北韓甚至反恐等功能，也因中共加速崛起、北韓依舊強勢

發展出核武、以及反恐戰爭仍陷困局而欠彰。反而有可能激化地區對立意識與軍備競

賽，及產生若干對日本擴軍趨勢下走向日中對抗及軍國主義復甦的隱憂。 

美日同盟強化的利弊與動向尚難簡單論斷，然美國過於強調優勢軍力的手段已被證

明並非和平萬靈丹，而由近期其對中共與北韓態度改變的跡象，似顯示過去「美日對中

共」的兩極對立較勁態勢，有可能被更多接觸與合作所取代。未來如何進一步強化外交

協商為主而非軍事的方式化解歧見增進合作，維持地區權力平衡與和平發展，實為以美

日中為主的地區各國應共同努力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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