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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24年 11月 11日，經過兩輪投票，自民黨總裁石破茂以 221票當選

為日本第 103任首相。日本眾議院最近一次發生首相指名選舉進入第二輪

投票已是三十年前。石破接任首相之際，正逢全球局勢動盪，日本正面臨

許多連動性的地緣政治和政經挑戰。石破首相能領導日本化解挑戰，開創

新局嗎？日本目前正處於內外交迫的窘境。長期低迷的國內經濟因為新冠

疫情和俄烏戰爭等原因依舊疲弱，反而因為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使情況

惡化，並造成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高漲。經濟表現不佳使日本的國際地

位下降，在國際社會中愈顯無足輕重，淪為只能被動呼應或回應的國家。

而面對川普近未來即將回鍋，再次入主白宮，日本該如何調整其戰略和外

交政策，值得推敲。 

 

二、需重新定位的日本 

自前首相安倍晉三離任以來，接任的幾位領導人似無法展現如安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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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強勢領導，以致日本在變動的國際關係中，其地位和重要性顯著下

降，其話語權也跟著萎縮。就當前的國際秩序而言，若「新冷戰」能形容

的話，中國和美國係主導秩序的主要強國，而俄羅斯、印度和歐盟等，則

是可能牽動秩序發展的其他重要變數。日本不在行列中，突顯其影響力不

如以往。在後安倍時期，即便前首相岸田文雄似乎想追隨安倍的腳步，在

外交上有所作為，但整體而言，無論是出訪次數或討論內容，岸田皆未取

得突破，進而使日本的影響力內縮至周邊地區。日本當前更像是一個區域

強權，而不是一個全球強權。 

曾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在 2010 年被中國超越以後，時隔十

三年，又被德國超越，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推估，在 2025或 2026年，印度有望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第二大經濟體，進

一步把日本的名次再往後推。在可預見的未來，急速下滑的經濟力將嚴重

衝擊日本。例如，長期透過對外援助(ODA)推進外交關係的做法，隨著經

濟表現不佳，日本可能將被迫減少支出。而隨著援助減少，日本將無法持

續提升影響力，只能放棄和帶路倡議一般的計畫競爭。此外，經濟力也是

支撐日本在 CPTPP倡議中持續扮演領導者角色的重要因素。經濟衰退可能

造成 CPTPP的推進後繼無力，並再次成為失敗或停擺的整合計畫。 

另一方面，隨著許多國家紛紛推出各自的印太戰略，日本的區域影響

力持續被削弱。儘管日本身處印太地區，擁有地緣優勢，但在美國自歐巴

馬政府重返東亞，以及中國持續崛起的時代背景下，日本似已被許多觀察

者認定為美國的「重要夥伴」，而非能獨當一面力抗中國，甚至有時候和

美國意見相左的國家。雖然印太戰略最初由安倍提出，但構想當年並未獲

得太多重視，直到川普在第一任期重新提出印太戰略，才讓「印太」一詞

大放光彩。但在法國、德國、英國和加拿大，甚至到鄰近的南韓，相繼提

出印太戰略以後，日本作為始作俑者的角色被淡化，而其在戰略上更多地

被認為是追隨美國，如此發展正好突顯日本下滑的國際地位。又從日本常

年爭取區域外國家的支持觀察，其雖然在部分地區的影響力似乎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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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並未顯著提升，反而有弱化的跡象。在後安倍時

期，若石破茂首相有意長期領導，重新定位日本的國際地位和戰略方向將

是無法避免的課題。 

 

三、回應川普 2.0的挑戰 

除穩定國內政局和重新定位日本以外，川普 2.0無疑是石破茂政權的

另一個主要挑戰。有鑑於川普在第一任期的作為，包括要求日本承擔更多

的防衛責任等，如同許多國家一般，日本也正在思考如何回應川普 2.0。

從川普的公開講話中可觀察到，其希望矯正和夥伴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

關乎兩國的貿易和地緣政治發展。川普總統希望在上任後能和平解決俄烏

戰爭和以巴衝突的問題，並持續調整和歐洲及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面對

諸多變化，石破茂政權應該如何回應？ 

首先，石破茂政權須優先考慮的是，日美關係是否會因為川普政府的

戰略調整而生變。儘管安保條約牢固地綁住兩國，但東京要思考的是，倘

若日美在價值觀上開始分歧，其應該如何抉擇。例如在選舉期間，川普即

屢次表示他會在就任後短時間內解決俄烏戰爭。無論川普是否會兌現說

詞，鑑於日本過去三年多次表態支持烏克蘭和北約，並提供大量軍援予基

輔，甚至考慮和北約一起開設聯合辦公室，在在展現其與自由民主國家站

在一起的決心。雖然日本外交政策獨立於其他夥伴，但美國對烏克蘭的態

度多少會影響日本。若川普政府未來決定抽手，大幅降低對烏克蘭的支持

和軍援，屆時東京將被迫思考是否追隨美國，或繼續支持烏克蘭和北約。

而其中一個重要關鍵是軍援－東京需考慮是否要填補華盛頓退縮後的缺

口，亦即增加對俄烏戰爭的投入。此舉勢必對日本的國防預算產生壓力。 

其次，鑑於美中貿易戰持續進行，石破茂政權也需考慮未來貿易戰升

級的可能性。當前的貿易戰係在川普第一任期時展開，而當年的川普總統

也明白表示貿易戰是為了矯正和中國之間不公平的關係。儘管難以預期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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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戰升級可能帶來的衝擊為何，由於不被波及的機會甚低，東京必須思考

如何部份貿易轉向，並持續與華盛頓溝通，以求將衝擊降到最低。中國在

其中將成為一個重要變數。在川普 1.0 的時候，貿易戰的展開也讓當時的

安倍政府和北京接觸，試冰釋前嫌、改善兩國關係。貿易戰會不會為日本

帶來又一次改善和北京關係的機會，值得進一步觀察。 

 

四、展望石破茂政權的機會 

石破茂政權的機會可望來自「全球南方」或仍在提升中的開發中或未

開發國家。全球南方在帶路倡議的拉抬下，成為近年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

的關鍵詞。透過推動帶路倡議，中國過去十年成功地拓展國際影響力，並

持續形塑國際秩序。然而中國的積極作為近年頗受爭議，部份南方國家開

始轉向以更謹慎的態度面對中國。例如，已推動一段時日的孔子學院是帶

路倡議重要的一部份，近年因為許多國家內部對中國威脅論的認同陡升的

關係，導致孔子學院被批評，甚至被控訴為北京滲透他國的文化利器。根

據學者統計，截至 2024年，美國超過百所大專院校基於國家安全等原因，

已終止和孔子學院合作。有鑑於對孔子學院的批評，印度目前正採取更嚴

肅的態度面對其學校和孔子學院的合作。另外，部份觀察者也指出，中國

透過金錢利誘和設立所謂的「債務陷阱」達成戰略目的，斯里蘭卡的漢班

托塔港和巴基斯坦的瓜達港皆是顯著案例。 

南方國家對中國產生的戒心正是石破茂政權的機會。就某個角度來

說，日本透過常年對外援助，在東南亞、南亞、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

洋等地擁有相當的基礎，可供其進一步推高影響力和地位。由於各國習慣

在中美競爭的架構下制定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進而受限於大國政治角

力，日本無非能提供另一種選項。相較中國在周邊地區仍有主權爭端，除

釣魚台問題以外，日本當前幾乎沒有其他主權爭端。而相較美國因職責過

大而忽視部份地區，日本則有更多的精力能專注於南方國家，並在變動中

的國際秩序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石破茂政權是否能抓住契機，將決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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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來的發展。而日本是否能透過新倡議主導和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並同

時擺脫中美角力的大國架構，將是眾觀察者檢視日本是否回歸大國之林的標

準之一。 

 

 

責任編輯：蘇君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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