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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本舉行眾議院大選，安倍所領導的自民黨與公明黨所組成的執

政聯盟，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席次，形成一個超穩定多數內閣，而在野黨

分崩離析的情況下，在未來的四年當中，安倍儼然已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

政治強人。 

    從席次上來看，這次安倍所領導的執政聯盟，表面上雖然超過三分之

二，但是兩黨的總席次為 326 席，卻只比 2012 年的 294 席多了兩席，而

自民黨本身的 291席，更是比改選前的 293席，還少了 2席，反而是依靠

公明黨增加四席的 35席來填補，而在野的民主黨增加了 11席，共產黨增

加了 8席，因此，從席次上來看，安倍在這次改選，只能說持平，而並非

大獲全勝。 

同時在參議院當中，目前自民黨的席次並未超過二分之一，而必須結

合公明黨才能夠取得過半，在未來四年當中，公明黨在會對自民黨扮演相

當重要的牽制作用，而公明黨不論在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及美日同盟防衛

新指針的政策上，都與自民黨的主張大不相同，而安倍將如何調合執政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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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之間的歧見，讓日本在防衛政策上以及對外關係上，都能夠更加符合美

國的期待，則是今後安倍外交政策的最大考驗。 

 

一、安倍外交政策的主要基調 

自從 2012 年安倍重新上台之後，面對中日關係的緊張關係，以及美

國的重返亞洲政策，安倍的外交政策基調有以下三項： 

    首先是強化美日同盟的緊密軍事關係，以配合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

策。安倍從中日釣魚台主權爭議的交手經驗當中，發現當中國大陸單獨面

對日本的片面的行動，其反制行為及軍事行動便比較強烈，但是若是美日

的共同行為，中國大陸的行為便顯得比較克制，因此，日本有必要強化美

日同盟來遏制中國大陸在釣魚台的軍事行動，所以今後日本不但要向國內

外展現重建緊密的美日關係的決心，同時也要全力推動沖繩縣美軍普天間

機場遷往縣內的宜野灣市，以儘快解決美日之間的軍事基地爭議，來強化

美國對日本的軍事防衛。而在具體政策體現上，美軍已經在去（2014）年

二月初，首次派遣空中預警機在釣魚台海域進行巡邏，形成美日空中預警

機共同監視釣魚台海域的情勢，以對中國大陸在釣魚台海域常態化巡視產

生一定的壓力。 

    其次是拉攏亞洲國家支持圍堵中國大陸，以建構自由與繁榮之弧。日

本政府仿效美國採取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透過拉攏與中國大陸有領土

紛爭的東南亞國家，以制衡北京的軍事行動，特別是與中國大陸在南海問

題上有領土爭議的菲律賓，日本政府不但加快對菲國提供巡邏艦，日本期

望透過向菲律賓出口這些裝備先進的巡邏船，來幫助菲律賓訓練海岸警衛

隊，以換取菲律賓協助日本在南海地區保證日本海上運輸線的安全，而菲

律賓政府也答應給日本海上保安廳提供一處港灣基地，以作為日本在南海

地區的海上基地；同時日本也拉攏中國的後院國家--緬甸，安倍於去（2014）

年訪問緬甸時，不但免除緬甸高達五百億日圓的債務，同時今後也將投入

兩千億日圓，協助緬甸進行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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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尋求重啟中日高層政治對話，以緩和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由

於中國大陸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國家，日本也是中國大陸的第三大貿易夥

伴，兩國之間的經濟互賴關係相當深厚，而假若兩國政治關係長期處於衝

突，將會使得安倍經濟學的成效大打折扣，不利於日本經濟的復甦。有鑒

於此，安倍政府不但派遣前社會黨籍首相村山富市到中國大陸訪問，一方

面也指派公明黨黨代表山口那津男，帶著安倍首相的親筆信到中國大陸訪

問，希望能夠親自轉交給習近平。而自從執政聯盟的公明黨代表山口回國

之後，向安倍說明他訪問中國大陸的成果以來，安倍便一再表示希望舉行

中日領袖高層會談的意向。 

 

二、大選後的美日關係轉變 

在自民黨於上個月的國會改選獲得大勝之後，皆下來安倍不論在進行

集體自衛權立法，亦或是進一步放寬自衛隊前往國外進行救援，配合美國

在亞洲實施在平衡政策，都能夠在國會當中取得過半的優勢；但是在另一

方面，自民黨卻也在這次參議院大選當中於沖繩選區遭逢前所未有的挫

敗，因為其所提名的四位候選人皆全軍覆沒，由此可見，沖繩選民對於安

倍在美軍基地遷移問題上的極度不滿。 

    在日前所舉行的沖繩知事選舉當中，安倍所支持的候選人仲井真弘多

卻宣告落敗，而由主張美軍基地必須要遷移沖繩本土的翁長雄志當選，這

項選舉結果將會讓之前美日兩國之間，決定將美軍基地從普天間遷移至邊

野古的決議出現變數，由此可見，在接下來的四年當中，美軍基地遷移問

題，勢將會成為美日兩國之間的主要爭議問題，而這也將影響今後美日兩

國關係的走向。 

    其次在在日本加入美國所主導的 TPP問題上，在民主黨時期的野田政

府雖然曾經允諾在不影響日本國內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日本願意加入

TPP，其當時野田所抱持的主要理由是提早加入 TPP，將有助於日本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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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的前期談判以及規則制定，這將可以有效降低對日本產業的衝擊，但

是日本國內產業界所反應相當兩極化，以大財閥為主體的經團連表示歡

迎，並認為這將有利於提升日本的產業競爭力，但是日本中小企業及農業

團體卻表達強烈的反對，這為加入 TPP將會衝擊到日本弱勢產業的生存。 

而安倍在上任之後，在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經濟戰略下，宣布日本加

入 TPP的第二回合談判，但是由於自民黨長期與農業團體的良好關係，同

時農民也是自民黨執政的最大票倉的情況下，日本在加入 TPP 的談判之

後，卻對農產品進口問題提出了保留，這讓 TPP的第二回合談判陷入了困

境，而在選前，美國政府體諒安倍政府為了國會改選而不得不對農業問題

提出保留，但是在國會大選之後，美國勢將會失去耐性，將會在開放農產

品問題上，給予安倍政府更大的政治壓力，而安倍在 TPP問題上是否會改

變其之前的主張，也勢今後美日關係的另一項變數。 

 

三、大選後的中日關係轉變 

自從 2011 年九月，日本政府宣布釣魚台國有化之後，中日兩國關係

變急轉直下，兩國之間的高層往來及對話，幾乎中斷，在這三年當中，中

日兩國之間有衝突、也有緊張，而在中日在經濟上的互為依賴關係，長時

間的衝突將不利於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對於安倍所積極主張的安

倍經濟學，因此，從去年以來，日本便積極釋出善意，希望在北京 APEC

會議上，達成習安會的政治目標。 

    因此，在中日兩國民間人士的奔走下，中日兩國在 APEC會議前達成

了承認領土爭議、正視歷史、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建立對話機制四

項政治共識，從這四項共識的內容來看，中日雙方充滿了妥協與讓步，再

從這項四項共識的氛圍來看，中日兩國也瀰漫著歧見與猜忌，但中日兩國

卻盡量從歧見當中，找到彼此的最大公約數，也從妥協當中，來尋求自身

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彌平歧見及追求利益，這無疑將成為日後舉行「習

安會」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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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之後安倍卻在面臨國會改選的壓力下，單方面否定了這四項共

識，這讓中日關係從回溫逐漸轉為失溫，而中日兩國對於四項共識的認知

差距，充分突顯出中日兩國在政治信任基礎的薄弱；再加上安倍是否會藉

著這次大選獲勝而進行修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在自民黨修憲會議上

當中，便曾經表示：這次自民黨重新再執政最主要是要爭取軍事權的自主

獨立，以及重拾往日強大的經濟力，而現在第二項目標已經達成，接下來

就是憲法修正的課題。另外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也提出「自衛隊法修改

案」，以前不久發生的阿爾及利亞人質事件為理由，日本有多名人質遭到

殺害為理由，希望進一步放寬自衛隊在海外解救國民的運輸手段和武器的

使用限制，以維護保障日本公民在海外的安全。 

而就在中日兩國又重新回到原點之後，中國大陸的軍機便又開始頻繁

的進入宮古海峽，而日本航空自衛隊也緊急升空應對，中日兩國在釣魚台

上空的緊張關係似乎並未減退；再加上習近平藉由南京大屠殺七十七周年

之際，首次舉行國家級公祭可以清楚看出，安倍如何在推動國家正常化政

策以及在穩定中日關係之間取得平衡點，也將考驗著安倍的政治智慧。而

今（2015）年又正逢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中國大陸勢必會大張旗

鼓的進行宣傳活動，這些因素都將不利於中日兩國關係的回復。 

 

四、小結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在中國大陸於去年北京 APEC會議上，在國際事

務上積極強勢的作為，讓中國大陸從過去的「韜光養晦」轉變為實現「大

國夢想」，然而，在中國大陸實現大國夢的過程當中，仍然有許多的區域

衝突及大國角力，參雜在其中。在歐巴馬的作大外交的政策指導下，美國

將會積極拉攏日本強化亞洲再平衡政策，同時抓住菲律賓與越南等中國周

邊國家來建構自由與繁榮之弧，以牽制中國大陸突破西太平黨的島鏈，同

時美國也將會結合英法等歐盟國家，全力防堵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及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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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經滲透，今後美國是否會將亞洲再平衡政策擴大為全

球再平衡的政策，值得我們後續關注，但是可以預見的是，在強勢的習近

平遇上跛腳的歐巴馬，在崛起的中國碰上正在衰微的美國帝國主義，未來

歐巴馬的兩年任期當中，美日中三邊關係將會競爭大於合作的格局。 

從微觀角度來看，日本對於釣魚台主權爭議的強硬態度，絕大多數有

來自於美國強力支持，如果歐巴馬政府表明支持日本的釣魚台政策，安倍

在釣魚台政策將更加寸步不讓，如果美國這次對釣魚台問題沒有表態，安

倍將會比較積極來處理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高層對話管道。因此，不論今後

中日釣魚台主權爭議如何發展，美國將會持續在亞洲推動「再平衡」的政

策，而美日同盟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另一方面，日本

利用這次釣魚台主權爭議，取得修改和平憲法邁向正常國家的入場券，今

後日本修改和平憲法的腳步將不會太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