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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2020 年 9 月菅義偉組閣執政以來，日本政治隨之步入「後安

倍時代」，雖然菅義偉一再聲稱將繼承「安倍路線」，但從其內政施

策和外交舉措來看，依然體現諸多富有自身特色的政治特徵。在新

冠疫情依然在全球肆虐的時代背景下，日本的疫情反彈和防控壓力

始終存在，疫情控制的成敗，不僅關乎菅義偉內閣是否由臨時內閣

向長期政權過渡，也會直接影響 2021 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能否順

利召開。面對這種沉重的內外壓力，菅義偉內閣於是選擇走一條比

較穩妥的「內政優先」路線，旨在為執政業績增添取悅日本國民的

政治資產。具體而言，菅內閣內政層面 3 項重要工作分別是有效防

控新冠疫情、推動國內經濟復蘇向好、掌控高科技領域主導權。若

對這些問題富有針對性、實效性和精準性地處理和佈局，無疑會贏

得日本國民的廣泛支持，從而為其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積累可觀的

政治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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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菅義偉內閣內政佈局之主要舉措 

        菅義偉長年以來以安倍首相「大管家」身份鞍前馬後地效勞和

活躍在首相官邸，沉穩老練，不露鋒芒，行事低調，從容務實。正

是由於自身起步于政治秘書的履歷背景，其人事協調能力和溝通能

力，頗為日本政界及自民黨內各個派系人士的高度認可。菅義偉作

為從農家出身，一步步走向政壇頂峰的政治家，這種頗具平民色彩

的政治家令人聯想到具有「平民宰相」之稱的田中角榮。顯然，日

本政治家群體以繼承父輩選舉地盤者居多，類似菅義偉的平民出身

能夠坐上首相位子確實值得欽佩，正是這層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贏

得日本國民的由衷好感和普遍信任。 

        （1）大力控制新冠疫情乃其國內施政重點。自 2020 年 1 月新

冠疫情暴發以來，這一病毒肆虐世界，對各個國家的衛生安全體系

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出空前挑戰。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日本、韓

國等東亞國家在管控疫情方面成效顯著，進入 11 月後，隨著冬季來

臨，疫情又呈反彈之勢，從而導致疫情管控與經濟復蘇之間陷入難

以化解的兩難之境，若提高風險等級、加強管控力度，則趨於向好

的經濟走勢就會受損；若疏于防範、放鬆國民行為限制，則會使疫

情蔓延難以控制，尤其是對於日本而言，疫情防控的成敗與日本國

內經濟復蘇乃至 2021 年夏季奧運會能否順利召開緊密相關，由此可

見，對於菅義偉內閣而言，新冠疫情防控的壓力無比巨大。 

        （2）推動經濟有序復蘇才會築牢為政之基。無論是哪一屆內

閣，若想保持政權穩定運營，獲得較高支持率，富有活力的經濟景

氣是保持政權穩定的重要條件之一。第二次安倍內閣所以維持長期

政權運營，明顯與「安倍經濟學」刺激和提振緊密相關。因此，自

2020 年 9 月上台執政以來，菅義偉內閣通過分階段、分步驟、分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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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逐步啟動遭新冠疫情破壞的國內經濟，業已取得一定成效。疫情

爆發以來對日本旅遊業造成致命性打擊，有鑑於此，在確保國家衛

生體系總體安全的背景下，日本針對外國遊客訪日等，已放開中國

和韓國等 8 個國家人員往來，確定在限定區域進行旅遊，旨在通過

提振旅遊產業的方式，為拉動經濟增長做出實質性貢獻。同時，為

從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中加速恢復，2020 年 12 月 8 日，菅義偉

內閣宣佈將實施 7080 億美元的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由此，日本與

新冠疫情相關的刺激方案總規模將達 3 萬億美元左右。 

        （3）推行務實親民舉措贏得國民信賴。正由於菅義偉內閣是在

安倍晉三鼎力支持下才獲得寶貴的執政機會，因此，菅義偉上台後

明確表示在後安倍時代將繼續推行「安倍路線」，從而保持日本在內

政與外交上的繼承性和連續性。與此同時，鑒於菅義偉內閣依然是

延續安倍政權任期的一個臨時內閣，如何使短暫的過渡政權轉換為

長期執政，乃是菅內閣內外施策的重中之重。因此，菅義偉內閣在

有效應對新冠疫情的同時，著力推行務實親民的內政舉措以增強執

政合法性。具體的普惠政策主要體現為：其一是在行政管理層面終

結檔必須蓋章的「印章文化」；其二是調降手機通訊費；其三是推動

政府行政數位化；其四是為應對少子老齡化挑戰，大幅度擴充不孕

治療的補助制度。從上述政策來看，可謂是順應民心、頗得民意的

為政之舉。 

        菅內閣為保持內政的平穩運營，儘量不拋出易於引發爭議和導

致混亂的敏感議題，從而給虎視眈眈的政敵們以可乘之機。菅義偉

之所以能登上首相之位，正是由於其並不隸屬於自民黨內任何黨

派，而其中潛在的風險則是執政根基薄弱，一旦有風吹草動，甚至

由於自身政策出現失誤，不免會成為短暫的過渡性質政權，如何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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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從「過渡政權」向「長期政權」過渡，勢將在 2021 年國會大選前

考驗著菅義偉的政治智慧。 

 

參、菅義偉內閣外交戰略之重要特徵 

        戰後日本外交的主要特點在於以「日美同盟」為基軸，追隨美

國外交路線的特徵十分鮮明。唯有與美國保持良好溝通關係，才是

維繫長期政權的重要外部因素。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由於安倍首

相與美國總統歐巴馬以及川普維持較為密切的私人關係，從而保持

日美同盟關係相對穩定。近年來，隨著中美兩國博弈態勢加劇，日

本面臨著在中美兩大國之間「選邊站隊」戰略困境。如何遵從和顧

及美國方面的盟友意願，同時考量和關照中國方面的鄰國訴求，日

本就是在這種噤若寒蟬般的狀態下謹慎地奉行著「平衡外交」。 

        （1）拜登時代強化日美同盟的聲音和動向呼之欲出。從美國總

統大選期間兩位候選人的政治意願和外交政策取向來看，日本方面

更期望拜登當選，比較符合東京未來 4 年外交預期。從選舉結果來

看，自 2021 年 1 月 20 日之後將會迎來拜登時代，拜登外交政策團

隊充分利用在歐巴馬總統時期擔任副總統的人脈關係，確信既往的

美國知日派專家的意見或聲音會有效地反映到美國白宮的對日決策

中去，這大概也是日本樂於接受拜登擔任總統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前國防部長馬蒂斯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撰

文認為，美國不應敦促各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要麼為友，要麼為

敵」的做法對中國有利，因為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的經濟繁榮取決於

它們與北京之間牢固的貿易和投資關係。美國不應把這些國家當作

大國競爭中的卒子，而應強調共同的行為準則，鼓勵各國公開宣傳

本國主權、未來願景以及為此需要追求的夥伴關係類型。不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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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體系之間的合作是困難的，但也十分必要，應發展機會與中國

在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展開合作，比如防疫、氣候變化以及核安全

等問題。面對中美博弈的激烈競爭態勢，相關國家十分反感採取厚

此薄彼的「選邊站隊」，一名德國智庫研究人員便表示：「我們必須

絕對避免在美國和中國的兩極格局中選邊站隊，日本和歐洲應當合

作，讓超越國家藩籬的地緣政治理論發揮作用」。 

        拜登時代確保安全與繁榮的最佳戰略是通過加強非軍事工具和

恢復牢固同盟網路，兩者都是事先縱深防禦的必要條件，唯有採取

這一方略才會鞏固美國的軍事實力。 

        因此，在亞洲進一步維持牢固的聯盟，尤其是與澳大利亞、日

本和韓國的聯盟，乃是美國重拾自身在亞太地區威信和實力的重要

舉措。2020 年 12 月 7 日，美國政策研究機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

心（CSIS）發表超黨派有識者制定關於日美同盟的建議書《阿米蒂奇

報告》，這份題為《2020 年的美日同盟：一個帶有全球議程的平等聯

盟》的報告指出，為使日本加入「五眼聯盟」，日美應該認真努力合

作。報告認為中國一直嘗試變更現狀，並將中國定位為安全保障領

域的最大課題，聲稱為對抗中國等國的威脅，日美比以往更加需要

彼此，要進一步強化同盟關係。報告撰寫者之一，美國前助理國防

部長奈伊明確表示：「如果美國和日本合作，我們可以影響有關環

境，而中國的實力是在這種環境中增長的；我們的聯盟將遠遠超出

安全範疇，……在技術和經濟援助方面，在為對抗中國一帶一路倡

議的基礎設施方面，你會看到日本的領導地位至關重要」。可見從當

前美國各界的聯盟認知來看，對於日本在維護和鞏固其在印太地區

的戰略優勢寄予厚望。 

        （2）菅義偉內閣的對華外交務求保持平穩和取得實效。菅義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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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表示：「雖然日本與中國之間有各式各樣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日

本應該堅持自己的主張，強烈要求中國積極應對」。對於中國公務船

在釣魚島附近巡航一事，菅義偉強調，「今後將在堅決捍衛日本領

土、領海、領空的決心下，冷靜堅決地應對」。 

        從上述表態來看，日本釋放出「柔中帶剛」的訊息，由於菅義

偉首相並未隸屬自民黨任何派別，而右翼保守勢力在日本政界又擁

有足夠發言權，一旦在處理對華關係上展現軟弱姿態，很容易被貼

上「下跪外交」標籤，從而在黨內失去影響力，為此不得不對右翼

保守勢力的呼聲和訴求給予充分關照，另外在發展中日關係方面也

不宜走的過近，以免給政敵留下篡班奪權的可乘之機。 

        （3）菅義偉內閣的外交戰略注重維持平衡。面對美國領導能力

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願日益下降，日本感到焦慮和恐懼，在這

種前所未有事態出現的背景下，美國作為全球秩序主導者和維護者

的地位一落千丈，日本不得不籌畫有效的因應之策。具體而言，擺

在菅內閣案頭的重要議題就是如何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積極回應

拜登總統敦促日本構建對華包圍圈的戰略訴求；與此同時，鑒於日

本與中國在經濟領域保持的密切關係，又不能開罪中國，畢竟中國

和日本在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上存有共同利益。 

        因此，外務省某位官員指出，作為安倍接班人的菅義偉需要「在

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同時，維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該提出的主張

還是要向中國提出」。從短期而言，菅內閣的外交戰略主要著力於在

中美之間保持平衡乃是最優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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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菅義偉內閣內政外交發展動向展望 

        面對著新冠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菅義偉內閣承受著巨大國

內壓力，受疫情惡化及「賞櫻會」醜聞影響，2020 年 12 月 5‐6 日由

共同社實施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菅義偉內閣支持率為 50.3%，與

11 月調查時大降 12.7%。關於日本政府的新冠病毒應對措施，「不予

好評」比例為 55.5%，關於防止感染和經濟活動哪個應當優先，認為

應當優先「防止感染」比例總計 76.2%。顯然，日本國民對疫情蔓延

充滿不安，若在這一問題上不能取得實際成效，無疑將對菅內閣的

執政根基造成衝擊。與此同時，隨著「賞櫻會」事件持續發酵，儘

管安倍晉三第三次上台執政的可能性在逐步降低，但負面影響也會

不可避免地波及到自民黨派系鬥爭當中，這會直接導致菅內閣實現

連續執政的前景晦暗不明。 

        拜登總統十分重視全球架構和聯盟戰略，基於力量均衡的戰略

考量，日本與韓國等東亞盟友與美國攜手應對來自中國「挑戰」的

地位空前提高，對於日本而言，由此帶來的問題是，面對來自美國

要求與其保持步調一致的訴求，日本推行「經濟領域依賴中國、安

保領域依靠美國」的戰略迴旋空間將會收窄，註定會使日本外交面

臨著痛苦的艱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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