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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走入非洲”看其“政治大国”路线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韩天新

　　新千年伊始, 日本军民还沉浸在一年一度年假的欢娱之中,首相森喜朗却已在元月七日

踏上了前往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和欧洲的希腊进行正式访问的行程, 从而成为访问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首位日本首相。此举打破了日本首相年初首访美国或亚洲邻国的惯例,同

时,揭开了日本外交“走入非洲”的序幕。

　　森喜朗把新世纪之初的首访地定在非洲国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这与日本的“政治大

国”进程及去年年末森氏内阁提出的“战略性外交”有何关系?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以论

述。

　　一、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

　　1945年 8月,日本告别了二战中的疯狂, 开始了它废墟之上的重生历程。日本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 处于俄罗斯、中国、美国在东北亚的交汇点, 扼俄罗斯亚洲地区东部出海通道,又

是美国从阿拉斯加跨越太平洋来到东北亚的一个绝佳落脚点。占领日本,成为美国向亚洲地

区扩张的第一步棋。1945年 8月 28日,美国以盟军身份,进驻日本。

　　进驻日本以后,基于自己的全球战略考虑, 美国在这个还有着浓厚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色彩的岛国上, 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铲除了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

经济基础。虽然“民主化”改革的初衷是粉碎军国主义,但毋庸置疑,它也为日本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1947年—1948年间,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自己在亚洲的根据地,其对

日方针由打击、限制转为经济扶植, 不仅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 还不惜血本先向日本提供

了 20多亿美元的援助, 并派专家到日本协助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平衡预算工作。¹ 1950

年,美国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这次战争给日本经济的增长又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战争中,日

本成了美军侵朝的军事基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地, 24. 7亿美元的军事订货, 极大的刺激了日

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到来。
º

　　1955年,日本主要经济指标都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战前水平。此后的 20几年间,日本几

乎吸收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全部成果, 1968年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

经济大国; 70年代中期,日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80年代末,日本当仁不让地坐到了

世界债权国和对外援助大国排名第一的位置。

　　经济的不断强大, 增强了日本人的自信,同时也使他们看到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举

足轻重的地位,愈清晰的看到这一点,日本人就愈加感到,与经济上的至尊地位比起来,国际

舞台上的政治地位,的确有些让人不无遗憾。近年来, 日本承担了联合国费用的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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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美国, 比其他 4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 6. 5% ) ,英国( 5. 09% ) ,俄罗斯( 1. 08%) ,

中国(约 1%)的总和还要多。» 1990年海湾战争, 日本提供了 130亿美元的费用。¼ 但遗憾的

是,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仍旧没有任何发言权。残酷的事实使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在建立世

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如果光拿着装满日元的钱袋四处散财,不过是被人瞧不起的“暴发户”而

已。日本“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到了应该作出重大贡献的时候了。”

　　另一方面,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际贸易往来,国际环

境的一丝微小动荡,对于日本来说,都有可能是牵一发而致元气大伤。因此,要想在风云跌宕

的国际舞台上自由地推动经济发展, 获得更大的利益,“政治大国”的发言权和威慑力是至关

重要的,出于自保,也要求“经济大国”的日本迈出向“政治大国”挺进的步伐。

　　多年来, 日本在发展其国民经济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对“政治大国”梦的努力实践。早

在 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就历访西欧各国之后,首次提出了

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三大支柱之一”,强调推行“经济外交”, 宣称日本应由“经济大国”迈向

“政治大国”。70年代衬,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借着美国经济的衰退时机, 积极推行“自主多边

外交”。不仅大胆地提出了要谋求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发挥美国难以发挥的

国际作用, 还先于美国实现了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为自己立足亚洲,走向世界的外交计划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后, 三木、福田、大平内阁也奉行了“多边均衡”、“全方位”、“有选

择”的外交方针。日本的自主性逐渐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时期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地

位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进入 80年代, 日本的经济实力更加雄厚,随之,明确提出要作为

“西方一员”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不仅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对美国不再言听计从,在政治上也开

始对美说“不”。1980年,日本的政策研究报告《综合安全保证战略》中强调:“日本连续作为

经济大国——政治小国这种瘸腿式的存在,对国际关系的稳定来说并非好事。”“现在已经强

大的日本负起相应的责任是更为基本的任务。”½中曾根上台后,明确提出了做: “政治大国”

(或国际国家)的战略目标。按照日本人的解释,“政治大国”就是依靠经济、外交、政治等手

段,并辅以相当的军事力量(因此, 又将“政治大国”称为军事大国”) , 在多极世界中成为“重

要的一极”,建立“几个大国共同管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曾根认为,日本必须放弃绝

对和平主义, 而提倡面向国际社会的“负责的和平主义”。所谓“负责的和平主义”就是应该在

必要的时候不惜以行使武力(或警告)来维护保持和平的国际规则。
¾
这实际上是想效法美

国,试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发挥其国际领导作用。

　　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政治大国”梦的目标

　　进入 90年代,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前行目标更为明确,那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通过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成为有发言权的“大国”, 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国际新秩

序,是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最终内容。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说;“(如果日本成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就等于承认日本为政治大国。⋯⋯没有日本参加的安理会缺乏可信性。”
¿
1993

年日本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关于安理会改革的建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目前的五

国增至七国, 增加的常任理事国“应该是有能力担负实施安理会决议之责任的国家。”
À
显

然,日本认为自己应是这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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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首先就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二战战败国的条款,

而这对于日本来说事先必做的《宪章》中有关规定的修改, 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

才办得到。因此, 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俄英法的支持必不可少。美国对日本

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表示支持。1999年 4月 3日,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霍尔布鲁克在

联合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美国从 70年代开始就主张日本和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在当日的安理会改革工作会议时, 霍尔布鲁克还说:“我们准备研究把安理会成员数扩

大到比 20或 21个再多一些。”美国的态度无疑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至于英国和法国则不会太在意日本进不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更关心的是保

持自己在安理会中的影响, 加之两国与美国的关系密切,因此在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

上,对美国是唯马首是瞻,不会设置太大的障碍。而俄罗斯则已在 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期

间明确表示, 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Á

　　美、英、法、俄的态度为日本进军联合国的最高决策层营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但是,欲

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百多张成员国手中的选票也不可小睨。就亚洲来看, 多年来,尽管亚

洲是日本的外交基地, 但基地的成员却一直不被重视。日本奉行的政策是其标榜的“脱亚

论”。直至 1994年联合国大会, 当日本外相河野要求允许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亚

洲国家只有蒙古一个支持, 日本这才清醒的意识到, 自己“目前还没有作为亚洲的代表发挥

作用的”领导能力和威信。长此以往,日本在亚洲就将受到轻视,并且不久就会被看作“局外

人”。“立足亚洲”成为泡影,更别提“称雄世界”了。因此,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创造亚

洲的外交势力范围势在必行。90年代后期,日本便开始较多地以立足亚洲为出发点来调整

其政策。特别是近几年,东南亚地区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极大打击, 日本借此给予了大力的帮

助。加强了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改善了自己在东南亚各国心目中的形象,东南亚各国政府

也因此不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泰国军方和印尼外交部人士甚至公开表示:

“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合乎逻辑的。”马来西亚学者也

说,“日本作为大国应在联合国内对其赋予责任, 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就不好约束它。”bk种

种迹象表明, 日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 在东南亚地区为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

做的努力已获得初步成效, 日本将继续保持并加以巩固。不仅是在亚洲, 在国际上,日本也全

面插手热点问题,如阿富汗、柬埔寨、尼加拉瓜、阿以冲突、海湾战争等,并通过援助、扶植等

手段,树立其大国慈善家形象。

　　三、非洲——“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敲门砖

在日本周密的外交战略版图上, 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国家,都会因其特殊意义而被圈定。

既然日本是以其经济实力打通政治大国之路,那么,在这些圈定目标中, 最需金钱的非洲无

疑是日本的最佳选择。

众所周知,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80年代,这块大陆是世界上唯一的负增长

地区,其长期债务额从 1970年到 1990年增加了 20 ,该地区有 46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有 31

个属于最不发达国家, 占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的近五分之四。
bl
亟需援助的非洲黑人

兄弟, 自然会将他们的联合国选票投向最有“恩”于他们的国家,这一点上,正中了日本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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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正如日本一位外交官曾说过“非洲是日本外交的资产。”
bm
而日本对非洲的青睐,除了要

争取非洲大陆握有的联合国四分之一的选票之外, (联合国 189个成员国中有 53个是非洲

国家)在国际社会树立大国形象也是日本对非洲援助、外交的根本目的。多年来,非洲一直是

南北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和地区争端等多种世界性难题交替出现的地区,这些纷纭杂生

的现象使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些棘手的问题上有所作为,定会在

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近几年,欧美等西方大国对非洲的外交已全面铺开。1999年,法国总

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分别访问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2000年 8月,美国总统克

林顿访问了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成为首位在职期间访问非洲的美国总统。各大国都力求在

非洲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欲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日本,对于这些可以利用的“现成材

料”势必不会放过。就数字来看, 1970年日本对非洲援助为 800万美元, 1985年就上升到

7800多万美元, bn1999年用于非洲的开发援助约 10亿美元。占日本政府对外提供的开发援

助总金额的 9. 5%, 居第二位, 仅次于对亚援助额。
bo

投资如此巨大,处心积虑谋划的外交方案, 日本当然希望在 21世纪到来之际,有突破性

的进展, 为此,以非洲为首选目标的“战略性外交”提法,应运而生。2000年 12月 22日,日本

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即在阁僚恳谈会上向各位阁僚发出了开展“战略性外交”的呼吁,“希望从

明年开始对外交薄弱地区开展活动”,森喜朗对此表示支持。2001年年初森喜朗更明确提

出,从 2001年开始将实施“战略性外交”。如此看来,作为 2001年日本外交开局之举的此次

非洲之行无疑是森氏内阁“战略性外交”的第一步。

第一步迈得如何, 对于想阔步前进在通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路上的日本至关重要。

为此,日本可谓是煞费苦心。除了想借自己的经济、科技、医药等优势来继续援助非洲各国,

解决其贫困、传染病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并在其地区间争端等政治问题上采取积极姿

态外,这次的“非洲之行”,日本政府又有了新的“包装”。森氏内阁怕这次访问又“给人一种错

觉,以为访问是专门给非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金钱外交’”,因此,森喜朗决定此次访问中

决口不提“资金援助”这个话题。而且,就此次出访中,森喜朗与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绪方

贞子一道访问肯尼亚的难民营来看,树立其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感情亲和的一面,也是其外

交战略中打出的一张新牌。

另外,日本首相年初首访非洲,除去这是日本多年来外交战略的一环之外, 森氏如此热

中的私心原因也有必要一提。

森喜朗继小渊之后,执掌日本政权, 其政治威信和内阁支持率一直不断下跌,尤其是在

“北方四岛”为由头的对俄问题上,森喜朗的能力更是让国人大失所望。日本在野党随时可能

对森氏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在日本,每天都流传着他可能立即辞职的推测。如此尴尬的政治

领导人,若想挽救其颓势,避免一败涂地,在国际问题上为日本争得面子不失为临危救命之

举。因此,森喜朗年初出访非洲, 以期在非洲外交上有所建树, 也有其让日本民众刮目相看的

考虑。

四、“政治大国”之路自设障碍太多

纵然,日本为其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极尽所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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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取得发言权,日本仍面临重重困难。除去许多国际客观环境令日本“政

治大国”梦不能一蹴而就之外, 日本在前行路上愈来愈多的自设障碍,也使得这条路显得更

为漫长。这首先便表现在因为它对 20世纪 30年代发动的侵略战争不能正视而引起了亚洲

乃至其他地区国家的反感和警惕,使一些国家不得不对它担任常任理事国持谨慎态度。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始终未能就侵略战争的事实正式表示道歉, 反而变本加厉,一再否

认侵略战争, 否认“南京大屠杀”,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解放战争”,把吞并

朝鲜半岛称为“为维护亚洲安全而进行的正当的合并”。日本政府不仅公开否认侵略战争还

对历史教科书进行大肆篡改。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的历史教科书进

行了修改,把对别国的侵略一概称为“进入”,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并对南

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淡化和删改。前不久, 200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送交文部省审定

当中,内容依然是大肆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使人们不难看到

日本右翼势力的急剧膨胀。

二战之中, 亚洲各国都饱受了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蹂躏, 二战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日本

仍然不知悔改,重又为“大日本帝国”招魂, 这一行径严重伤害了亚洲国家的感情。“教科书事

件”发生后, 中国、朝鲜、韩国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纷纷表示了强烈抗议。3月4日,朝鲜发出

呼吁,敦促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联合起来, 反对日本新教科书掩盖二战中日本帝国军队的暴

行,号召亚洲国家全力“挫败日本反动派想要篡改历史的罪恶阴谋”。共有 25个国家组织发

起参与。中国也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履行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历史问题所作的郑重表态,承担

起应尽的义务,妥善处理教科书问题。韩国官方、民间团体和舆论界也纷纷发表声明,呼吁日

本政府不要批准使用歪曲历史事实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以免破坏韩日两国关系。但日本政府

却以“它们不是国立教科书, 政治家不能进行干预”为由, 将对有严重问题的教科书予以放

行。2000年 2月 23日出版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 对日本拒不承认二战时期扩张

侵略,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提出批评。⋯⋯bp一时间,亚洲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

评之声鹊起。

透视日本不肯放手的为“大日本帝国”招魂的行为,可以看到, 这固然是与美国战后初期

对日本战犯处理不彻底所致,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日本国故有的“皇国史观”的影响。这一影

响现在正日益在日本统治阶级中泛滥。森喜朗在上台伊始掀起的战后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失

言”风波就是一例。他说:“日本国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公开宣称“神国论”,使世界

各国极为震惊。
bq
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东南亚各国更是愤怒有加,批评与谴责声

不断。森氏的这一言论严重违背和对抗日本现行宪法,与战前法西斯主义的“神国论”相似。

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仿佛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又看到了二战中日本法西斯的影子。现

在,日本正陷于政治、经济双重低迷, 丧失自信心的状态, 更容易被美化过去的历史观所迷

惑。“皇国史观”指导下的“背叛历史”日益猖獗,已成为日本自毁其大国前程的致命之举。

在否认历史的同时,日本还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的扩充军备。军费开支逐年递

增。现在, 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投资大国。亚洲各国对日本是否会重新武装

的担心已成为事实。正如《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作者早在 1991年就指出: “日本的国防开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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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德国、英国和法国。所以问题已不再是日本会不会重新武装,而是日本将武装到什么

程度和为了什么目的。这将取决于日本的战略需要。”br2000年 3月 19日,日本通过了有关

“领域警备”的自卫队修正案,放宽了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条件, 明确规定了海上自卫队有权对

驶入日本领海的外国船只首先开枪。而在此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只有在受到攻击时才能开

枪。

否认历史, 肯定“神国”, 加强军备,种种事件在使亚洲国家及世界人民的感情受到伤害

之余,不能不令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降低信任度, 对其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的动机产生质疑,对其是否能真正履行“政治大国”的“国际责任”而心存疑虑。有的国家已

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持坚决的否定态度。2001年 3月 13日朝鲜常驻联合国

代表发表公报说: “军国主义复活的日本没有资格成为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首要职责的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虽然日本有以亚太合作为杠杆, 来获得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从而树立其大国形象,名

正言顺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打算,但日本对历史的态度及其操之过急的原形败露,都

使得它多年来用金钱铺路苦心经营的“亚洲势力版图”梦几欲化为乌有。亚洲各国对日本侵

略历史的积怨,使日本很难在短时期内赢得邻国对其的信任, 同时也影响了日本在国际舞台

上的形象。不论是安理会改革还是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选票都必须经过 2/ 3以上成员国

的赞成方可通过, 特别是中国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拥有“一票否决权”, 因此,就现状来

看,日本通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漫漫长路仍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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