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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日建交 45周年雙邊關係觀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廖小娟主稿 

 

 中國大陸舉行慶祝中日建交 45周年活動，並恢復雙方首腦賀電

傳統，日相安倍參加中國大陸駐日大使館舉辦的慶祝國慶節與中

日邦交正常化活動，讓中日關係曙光再現。 

 安倍欲於 2020年前完成修憲，將自衛隊存在和集體自衛權寫入

憲法，將是短期內衝擊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 

 美國總統川普「美國優先」原則與難以掌握之態度，以及在北韓

核武議題上全盤依賴中國大陸的立場，讓日本不得不重視中日關

係，試圖形塑美日中三角關係。 

 習近平的「海上絲綢之路」與安倍晉三的「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

平洋戰略」仍將持續競逐對沿線國家的影響力。 

 

2012年中日建交 40周年之際，日本國有化釣魚臺議題使中國大

陸取消每 5年兩國領導人互致賀電的傳統，被認為是中日關係陷入低

潮的重要指標。2017年日方開始不斷釋出期待改變雙邊關係的訊息（6

月日本首相表達對「一帶一路」政策合作的意願，以及慎重考慮參與「亞投行」；7 月於德國 G20

峰會進行第五次習安會，這次會談中雙方面帶笑容，且合照背景出現雙方國旗；8 月日本內閣改

組，任用親華派外相河野太郎），中國大陸則在 9月 8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慶祝中日建交 45 周年活動，並恢復賀電傳統，由李克強總理和安

倍晉三首相相互交換賀電；9 月 28 日安倍首相參加中國大陸駐日大

使館舉辦的慶祝國慶節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活動，為十五年來首位出

席國慶酒會的日本首相等。五年來灰暗的中日政治關係似乎曙光再現。

然而，這會只是曇花一現的回溫，或者是中日重回友善關係的開端，

最直接挑戰中日關係的將會是安倍內閣推動修憲，而美國總統川普

11 月的亞洲之旅則極有可能左右中日關係未來的走向，不過中日雙

方在亞非海道沿線勢力的競逐賽早已開始，為了確保能源運輸線的安

全，雙方都不會放棄對此區域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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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倍內閣推動修憲 

2017年 5月 4日，日本現行憲法實行 70周年紀念日上安倍提出

修憲，並希望在 2020 年前完成，9 月 25 日安倍首相宣布於 9 月 28

日解散國會，10月 22日正式投票，反對黨聲勢雖一度大起，但執政

黨聯盟穩操勝算，並獲得修憲門檻三分之二的席位，安倍可望將會開

始進行「修憲」工程，而目的之一是把自衛隊寫入憲法第九條中。雖

然安倍表示是為讓自衛隊的存在與海外執行任務不產生違憲的問題，

而必須修憲，不過自民黨內卻傳出正名為「國防軍」的想法，倘若安

倍將自衛隊正名為國家軍隊，並且將集體自衛權寫入，甚至進一步擴

充自衛隊可執行的任務內容，不但可能遭受質疑與戰後憲法「和平主

義」的精神相違背，更可能會引起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擔憂，這

將不是追求穩定國際環境的中國大陸所樂見，更何況中日雙方在東海

和南海仍存在許多爭議，歷史記憶也讓中國大陸對於右派的安倍首相

始終存有戒心，因此最後安倍會推出如何的修憲版本將會嚴重左右中

日關係能否持續回暖。 

（二） 「越頂外交」再現？！美國總統川普的態度與政策 

真正讓日本積極想要改善與中國大陸關係關鍵或許就在美國新

任總統川普。在歐巴馬政府時代，美日透過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

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從政治和經濟上聯手包圍中國大陸，

然而川普 2017年 1月甫上台，就宣布退出 TPP，讓搶先與川普示好

的安倍首相徒勞無功，只能表示日本會持續主導推動 TPP 的生效，

不過沒有美國的 TPP 勢必難以與中國大陸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RCEP）」抗衡，加上原為進入美國市場而妥協參與，或在美國壓力

下同意某些條款的部分會員國（如越南、馬來西亞），在美國退出成為定局

後，傳出繼續參與意願不高，或可能要求重談協定，替 TPP 的未來

蒙上陰影。倘若 TPP 無望，美國亦持續強調製造業和資金重回美國

的策略，對需要資源與市場的日本來說，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性將再

度上升。 

更何況歐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政策目前在川普政府內後繼無力，

川普政府亦未提出替代方案，而川普不僅對亞洲事務立場不一，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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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國際事務態度亦反覆。對川普而言，唯一確立的原則就是「美國

優先」，或者說美國利益優先，讓不少美國盟友憂心忡忡，例如菲律

賓就選擇轉向中國大陸等。因此，當川普稱呼習近平為朋友，並且高

度依賴中國大陸處理北韓核武問題，最可能成為北韓核武受難者的日

本角色反而模糊化，若美國不重視日本的參與，北韓核武乃至於東亞

的安全問題，都將由中國大陸與美國聯手決定；換句話說，若向美國

效忠仍不足以強化日本在這之中的角色，則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就

有其必要性，以形成中美日三角關係。如同當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後，日本震撼之餘隨即快速與中國大陸接觸，並在美國之前搶先建交

之「越頂外交」再現。另一方面，中日關係的變化亦有賴於習近平想

在「十九大」之前確保和平穩定的國際關係。「十九大」開幕報告中

習近平提出「全方面外交」的想法，與日本改善關係或對習近平的政

治表現也有加分效果。因此，只要美國因素沒有多大變動，中日關係

的改善將指日可待。 

（三） 「一帶一路」政策遇上「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

略」 

中日雙方最直接也最微妙的競逐體現在日本對於「一帶一路」的

態度。早先日本一直對中國大陸所提的「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採

取否定且消極的評價，亦不打算派出官方代表團參與 5月 14日「一

帶一路」高峰論壇，然而卻在論壇前夕，先由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

攜帶安倍晉三的親筆信給習近平，並出席一帶一路論壇，且於 13 日

由安倍的重要親信政務秘書今井尚哉率團參與；6月安倍親自表達對

「一帶一路」政策正面的評價，並指出有條件下慎重考慮加入「亞投

行」。 

從政治層面上考量，日本之所以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政策一

開始採取消極態度原因，不外乎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擴充地

緣政治影響的手段，例如透過基礎建設投資使得東南亞各國在外交、

安保方面較難採取反對中國大陸的立場；2014 年潛艦停靠在中國大

陸企業於斯里蘭卡運營的港口；東非吉布地成為其首座海外軍事基地

等。 

更何況，日本二戰後透過主導的「亞洲復興開發銀行」與政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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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援助（ODA）預算已對亞洲國家基礎設施融資合作不少，如印尼在

2016年 3月底日元貸款餘額達到 1.7兆日元，越南也達到 1.4兆日元；

2016 年安倍首相在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及「高質

量基礎設施投資」的政策，規劃為東南亞國家提供巡邏艇及非洲海灣

地區的基礎設施，致力於東海、南海至印度洋一帶島嶼的雷達建設和

海灣設備建設等，主要目的在確保日本能源補給線穩定運輸的安全，

其路線則與「一帶一路」中的「海上絲綢之路」完全重合。2017 年

為與中國大陸在該區競逐，日本進一步與印度攜手打造「亞非增長走

廊」，6 月日本三井集團和印度財閥集團合作承接斯里蘭卡港口建設

和運營，9 月安倍首相訪問印度，與其總理莫迪會談表示將提供約

1,900 億日元予印度興建高速鐵路、公路和電力等基礎建設，並且規

劃共同開發離中印領土爭議區接近的東北部地區，9 月 14 日發布的

首腦聯合聲明中，將日本的海洋戰略和莫迪的「向東行動」寫入，欲

形成牽制「一帶一路」的海上通道。 

因此，日本或許開始考慮有條件參與「一帶一路」，然而對於「海

上絲綢之路」仍會積極佈署牽制，確保從東南亞至印度洋，再至中東

的能源運輸線穩定。可以想見，即便中日關係改善，雙方為保持對沿

線國家的影響力，將持續競爭、爭取融資與協助基礎建設開發，尤其

是港口建設和運營等，仍是中日國際角力的一大戰場。 

總體而言，2018 年為中日雙方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 周

年，日本正積極推動年內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談，以及雙方最高領導人

互訪，成功需繫於中日關係的改善。從中國大陸於人民大會堂舉行慶

祝建交 45 周年活動來看，中日關係似乎逐步解冰，但近期安倍首相

的修憲計畫或衝擊中日關係，而美國總統川普的態度與政策方向則會

根本性決定日本對與中交往的積極性，然而即便中日關係回春，雙方

在東海、南海、印度洋，乃至中東、非洲的海洋競爭仍將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