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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日本自民黨的再執政 
在日本國內一片吹右風的浪潮下，睽違三年三個月後的自民黨又再次

上台，自民黨這次的重新執政，主要有內環境與外環境兩項因素，它是由

外環境開始點燃，形成右翼燃燒的溫床，進而逐漸在內環境當中發酵，為

自民黨的上台鋪路。 

外環境主要就是中日釣魚台主權爭議以及北韓進行火箭試射，它讓日

本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進而對民主黨的軟弱外交表示高度的不滿；在另一

方面；則是國際經濟危機的持續延燒，它讓日本陷入長期性的經濟衰退，

它讓日本人民對民主黨經濟政策的失當以及政策反覆的不滿；最後則是近

年來中日經濟實力的反轉，它讓日本人民對鄰國中國大陸崛起的威脅不

安，並產生集體性的不安全感，這種政治氛圍形成右翼勢力崛起的溫床，

它讓日本選民拋棄走中間路線的民主黨，並進而讓自民黨及日本維新會在

這次選舉當中大獲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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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倍上台後的防衛政策 
若要了解自民黨上台之後，中日關係的變與不變，就要從自民黨在這

次大選當中所提出的政策主張來看，自民黨這次在外交防衛政策上的訴求

主要有三點：首先是修改憲法，讓自衛隊正名為國防軍；其次是讓日本擁

有集體自衛權，當同盟國遭受外力攻擊時，也可以使用武力還擊；最後是

以退役的軍艦來強化對釣魚台海域的實質控制。 

在這三項政策主張當中，修改和平憲法的困難度最高，在這次選舉當

中，就算自民黨結合公明黨、日本維新會等小黨，而能夠在眾議院當中取

得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但是在參議院當中，自民黨與公明黨兩黨的席次

並無法超過二分一，因此自民黨上台之後，想要在國會當中修改和平憲法

的可能性是相當小的。 

其次在改變專守防衛政策，讓日本擁有集體自衛權方面，這項主張與

當前的美日同盟的協議，由美國進行第一線防衛，而由日本自衛隊專守後

勤的主張是大不相同的，同時這項協議假若順利通過，將會讓日本完全擺

脫和平憲法的束縛，嚴重影響到東亞地區的權力平衡，同時也會衝擊到日

中美三邊關係，美國政府必定不會同意。 
最後則是以除役的軍艦來強化對釣魚台海域的實質控制，在中國大陸

近期不斷地利用海空勢力進入釣魚台海域，以打破釣魚台是由日本單獨實

質控制的現狀，並讓日本政府承認釣魚台是具有主權爭議的海域，因此自

民黨的這項強化對釣魚台控制的主張，指是日本單方面強化對釣魚台的防

禦，而不會破壞區域的權力平衡，這將是目前自民黨所提出的防衛政策當

中最為可行的。 
因此，在自民黨上台之後，日本以美日同盟為基礎，配合美國的重返

亞洲政策，來積極強化對釣魚台海域的防衛措施，這個大方向是不會改變

的；其次在國內經濟的考量下，安倍也會積極的尋求與中國大陸進行高層

對話，期望釣魚台主權爭議能夠不再繼續延燒，這與現今民主黨的政策是

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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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在自民黨上台之後，將會對釣魚台主權爭議採取兩手策

略，一方面強化對釣魚台的防衛措施，另一方面則積極與中國大陸進行高

層對話協商。中日釣魚台主權爭議，能否在自民黨上台之後就此落幕，還

得看中日兩國能否以大局為重，而在領土爭議的問題點上各自讓步。 

 

三、日本右傾化對東亞區域的影響 

在這次日本國會大選當中，自民黨重新取得政權，在席次上，雖然自

民黨取得過半的席次，但是他仍然會依照往例與公明黨組成執政聯盟，而

自民黨與公明黨席次加起來雖然能夠達到三分之二，可以主導及表決眾議

院的所有法案，但是在參議院當中，自民黨與公明黨聯合的席次仍然沒有

達到過半，而在扭曲的國會制度下，自民黨重新執政之後，仍然會受到參

議院以及其它政黨的牽制。 

在這一次選舉當中，雖然修改憲法及強化自我防衛成為大選當中的重

要議題，但是在選舉過後經濟問題仍然是自民黨首要解決的重要議題，在

經濟成長的考量下，自民黨政府將不會擴大與中國之間的領土主權衝突，

但是在另一方面，日本會以深化美日同盟關係來強化自我的防衛，換句話

說，日中關係的緩和並不會影響到日本強化自我軍事防衛的決心。 

而日本右翼是否真的抬頭？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首先是日本維新會

的影響力，在這次大選當中日本維新會所獲得的席次並不如預期，由此可

見，日本選民對於激進的右翼主張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疑慮；其次是自民

黨執政後是否會找日本維新會合組聯合政權，如果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合

作，其兩黨總席次將會超過三分之二，足以主導修改憲法的門檻，那日本

右翼將會是真正的抬頭；假若自民黨仍與過去一樣與公明黨合組聯合政

權，在公明黨反對修憲的立場之下，將會降低日本右翼勢力在日本政壇的

影響力。 

自民黨在上台之後，最重要的兩項外交工作：便是對美國外交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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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關係，在對美外交上，日本將持續深化美日同盟關係，並且利用

美國重返亞洲的機會，來強化本身的自我安全防衛，以對抗中國大陸的軍

事威脅；在對中外交關係，安倍雖然在大選期間，對中日釣魚台主權爭議

提出強烈的主張，但是在上台之後，他將會以整體國家利益為考量，積極

與中國進行協商對話，以為釣魚台主權問題降溫。 

但是在對美關係上仍然存在者許多變數，例如日本是否加入 TPP的議

題，民黨在選舉政見當中，提出有條件的加入 TPP，這與過去民主黨全面

參與 TPP是有相當大的異同，而美國在歐巴馬連任之後，必定會加快在亞

洲地區推動 TPP的腳步，以對抗即將成型的 RCEP，而自民黨上台之後，

要如何處理日本加入 TPP的議題，將攸關未來日美關係的走向。 

其次在防衛政策上，自民黨重新執政之後，將會改變過去對美對中的

等距外交政策，日本會回到以美日同盟關係為主軸的路線，雖然自民黨在

大選期間曾經提到修改憲法的集體自衛權以及將自衛隊提升為國防軍等

兩大議題，但是在上台之後，在為了避免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前提下，以

及美國政府是否會同意自民黨的修憲提議，日本政府將會採取折衷的方

式，以在日美同盟關係下，逐步強化本身的自我的防衛能力，以對抗來自

中國的潛在軍事威脅。 

在今年美國歐巴馬順利連任，中國大陸在十八大之後也由習近平順利

接班，日本也由自民黨重新執政，在中國與日本都紛紛出現新領導人的情

況下，美日中三邊關係將會受到三項因素的影響，首先是美國重返亞洲的

政策，在歐巴馬總統順利連任以及最近北韓試射火箭的影響，在沒有連任

的壓力之下，美國將會持續深化其重返亞洲的政策，在為了對抗來自北韓

的核武威脅以及日漸崛起的中國軍事，美國會強化對其東亞盟國的軍事防

衛措施，特別是日本及韓國等兩個國家，美國與日本關係的逐漸拉近，將

會影響到原本美日中三邊關係的權力平衡。 

其次是中日釣魚台主權爭議的走向，安倍上台之後，首要解決的便是

中日釣魚台的主權爭議問題，本文認為在中日在釣魚台問題陷入長期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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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將會不利於日本經濟的復甦與發展，因此安倍將會中日互惠性

夥伴關係的基礎下，積極與中國大陸進行高層協商，但是在另一方面，自

民黨也會積極強化對釣魚台海域的防衛，以維持日本目前實質控制釣魚台

海域的現狀，而日本對於釣魚台主權的立場與主張都需要尋求美國的大力

支持，而釣魚台問題的走向也將會牽動著日中美三邊關係的發展。 

最後則是日本強化自我的防衛措施，自民黨在競選期間曾經主張要進

行修改憲法，同時也要將自衛隊提升為國防軍，而日本這兩項軍事主張將

會改變東亞軍事的現狀，同時也不利於中日關係的正常化發展，因此如果

自民黨在大選過後，積極的朝著改變集體防衛的方向發展，將會引發中國

大陸的高度關注，中日兩國在東海海域的軍事對峙局面將會逐漸升高。 

 

四、自民黨防衛政策的轉向對中日關係及台日關係的影響 

自民黨在大選期間，雖然對於釣魚台主權爭議問題，採取相當強硬的

立場與態度，例如安倍首相便曾說過在釣魚台問題上一釐不讓。但是中日

兩國在釣魚台主權問題陷入僵持，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國

的情況下，這將不利於日本的經濟發展，也不利於自民黨提出要讓日本經

濟復甦的主張，因此自民黨上台之後，必定會援引過去 2006 年安倍晉三

處理中日兩國靖國神社的爭議，重起中日兩國的高層對話談判，以為中日

釣魚台主權爭議尋求解套。 

因此自民黨在對中政策上，將會回到中日互惠性夥伴關係的基礎上，

在中國大陸十八大之後更換新領導人的良好氛圍下，積極與習近平尋求兩

國的高層對話，來改善中日兩國的關係，而最佳的時機便是在明年年初的

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場合上。 

安倍一向對台灣友善，而且自民黨一向與台灣的關係友好，因此安倍

上台之後仍然會依照民主黨時期的政策，繼續與台灣進行台日漁業協商，

另外在自民黨的政策又回到美日同盟的基礎上時，台灣是美日同盟關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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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中國大陸的一項重要一環，因此自民黨將會在台日特別夥伴關係的基礎

上，強化與台灣的經濟及文化關係。 

釣魚台問題的發展將會深深牽動著中日關係與台日關係的發展，首先

在中日關係方面，中國大陸主張日本要對釣魚台問題讓步，同時承認釣魚

台主權問題出現著爭議，這是中日兩國能恢復高層協商的一項重要基礎。

而這項主張日本政府能不能接受，或者是在大選之後中國大陸在這項問題

上是否會出現讓步，都是釣魚台主權爭議能不能順利解決的一項重要因素。 

而最近有日本學者提出比照兩岸模式的方式來解決中日釣魚台主權

爭議，也就是創造一個類似九二共識的名詞來做為中日對於釣魚台主權問

題認知及談判的基礎，這種說法雖然不一定能夠被中日兩國政府所接受，

但是在釣魚台主權爭議持續陷入僵局，將不利於中日兩國經濟的發展，中

日兩國勢必要在各自退讓的基礎下來對釣魚台問題進行降溫。 

在另一方面，日本也不希望在釣魚台問題上兩岸進行聯手，因此在安

倍上台之後，必定會持續與台灣進行漁業問題的談判，而從過去以來在台

灣政府一向與自民黨國會議員的關係比較深厚，對話的管道也比較多元

化，因此在自民黨上台之後，台日關係將會朝向更良性的方向發展，這也

將有利於台日兩國解決漁權爭議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