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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白皮书》为何引来各方批评
上海市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子雷

7月28日，日本批准公布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
这是日本政府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
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即所谓“安保三文件”以来，
发布的首份《防卫白皮书》。
白皮书明确日本将持续扩充军力，确保防卫预算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规模，在未来5年内投入43.5万亿日元防卫
费。白皮书公布后，各方质疑和批评声不断。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包括
哪些内容？有哪些令人不安的动向？我们请专家详细解读。 ——编者

深
海评 美联储重启加息 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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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美联储宣布再次加
息 .   ，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提
升至  .     .  区间。这是自
    年  月启动加息以来第  次
加息，为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
联储在 月份暂停加息后为何重启
加息？未来还会继续加息吗？

核心通胀率仍偏高
根据美联储公布的会议纪要以

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后的表态，
重启加息的原因仍然是通胀率相对
顽固，离美联储目标通胀率  仍然
有“很长的距离”。虽然美国 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已经
降至  ，令市场感到通胀已经得到
控制，但美联储更加关注的核心
    月份同比仍然高达 .  ，美联
储货币政策参考的个人消费支出物
价指数（   ）以及核心    月份
同比仍然分别为 .   和  .  ，显
示通胀离目标值仍有距离，尤其是
核心通胀率仍然偏高。

美联储的快速加息虽然使   
同比从    年 月的 .  高位回落
至目前  ，但是核心   只从   
回落至 .  。数据显示，快速加息
尚未导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迹象，
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很强，因此，美联
储决定继续升息而不担心经济“硬
着陆”。

美联储想要快速将通胀率压回
至  的目标值之内，不仅是为了维
护美元的币值稳定，更是为了维护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显然，价值
不稳、不断贬值的美元将侵蚀美元
的国际货币信用。

但是，在过分的量化宽松以及
美国政府动辄使用美元作为武器制
裁他国导致美元的信用遭受重创之
际，如果美国通胀率不能迅速回归
至  ，美元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受到
损害。

尽管不少美国金融界人士和经
济学家呼吁美联储可以适当放宽
  的通胀目标至  ，美联储仍然
坚持相对“鹰派”的观点。只要提高
利率不引发美国金融体系危机，美
联储将继续锁定目前的通胀率目
标。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和部分学者
认为美联储加息进入尾声，但鲍威
尔始终不愿给出明确信号，而是强
调将根据数据来决定未来是否继续
加息的原因。

未来还有加息可能
就目前来看，由于市场普遍预

测美联储 月份会再次加息，美国
和国际金融市场提前消化了这次加
息的影响。道琼斯工业股指数 月

  日比 月  日略微下跌了  点，
跌幅为 .    ，标普   指数上涨
了  .  点，涨幅为 .    ，纳斯达
克上涨了    点，涨幅约为  .  。
美国  年期国债收益率 月  日
比  月   日略微上扬了 .   ，总
体而言，金融市场对此次加息反应
相对平静。

刚刚公布的美国第二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   ）环比增长了 .  ，
高于第一季度 .  ，也远超此前预
期的 .  。   的同比数据则从
第一季度的 .  上升至 .   。这
将导致美联储对待加息的态度变得
更为灵活。市场对于美联储 月份
或者  月份可能会再次加息的担
忧在增加。

大多数分析人士希望美联储终
止加息进程，美联储如果继续持“鹰
派”的观点在 月份再次加息，可能
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较大的
冲击，因为中小银行的困难将加剧，
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会再现。

下行风险不可忽视
不少经济学家担心，货币政策

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有时间滞后。
美国第二季度   增长强劲主要
得益于投资增长，高利率已经对私
人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美国私人
消费第二季度环比只增长了 .  ，
比第一季度  的增长明显下滑；而
私人投资第二季度环比增长了
 .  ，对   增长提供了支撑。货
币政策传导至消费的速度比投资
快，继续提高利率可能会影响美国
下半年的投资，因此美国经济未来
面临的下行风险仍然不可忽视。

美联储再次加息的国际影响也
应引起重视，高利率将使不少国际
收支存在逆差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
场进一步受到打击，他们偿还外债
的困难将加大。如果多个发展中国
家发生债务危机，可能会拖累全球
经济的复苏，因此国际合作变得更
为重要。

问：日本本次公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有
哪些主要内容？
答：日本此次新版白皮书包含卷末资料在

内共有   多页，核心内容包括安保环境、安保
与防卫政策、为实现防卫目标可采取的三种方
式和强化共同基础四大部分，增设“国家安全保
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强化同盟调整功
能”等相关章节，并对中俄朝三国的军事动向做
了专题介绍，强调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
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并将中国视为“绝无仅
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从本质上讲，日本公布新
版白皮书的目的就是以外部安保环境为借口，
为推动落实“安保三文件”做铺垫。

日本新《防卫白皮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架空和平宪法约束，掏空“专守防卫”

原则，谋求国家防卫全面转型。这份白皮书可
以说已完全抛弃日本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
卫”原则。在白皮书中，不但明确提出了提升防
卫预算的规模、结构和具体措施，而且还涉及
“在遵守将攻击严格限定于军事目标的国际法
前提下，针对个别具体状况作出判断”等表述，
继续挑战和修改法律底线，因此受到日本国内
众多爱好和平的团体及人士的质疑。
第二，试图制造假想敌，积极营造扩军备战

氛围。该份白皮书是基于日本在“被假想敌国
攻击”的臆想和假设之上展开。既然要扩军备
战，自然需要弄几个假想敌来玩一下“战争推
演”，这样也有利于抛弃战后“和平主义”的政治
包袱，轻装上阵，全面推动实现所谓的“正常国
家”，正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该白皮书对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说三道

四，不但在外部安保环境中避重就轻，只字不提
中国为斡旋中东和解的努力以及为解决俄乌冲
突提出的和平方案，还故意针对我国，称需要打
造让“对手认识到难以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遏制
力等等。

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这些表述反映出日
本方面错误的国际秩序观和国家安全观，暴露
其谋求摆脱战后和平发展制约、寻求所谓“国家
正常化”的目的。
第三，构建三位一体化防卫体系凸显冷战

思维。该份白皮书从日本本土、美日双边和印
太区域三个视角出发，主张通过强化本国整体
防卫体制建设、深化美日同盟合作提升应对与
遏制能力、加强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多
元化和多层面防卫合作来推动总体防卫目标的
实现。

数据显示，从    年到    年的  年间，
日本与美国的联合演习次数从每年  次增加
到   次，这一时期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
联合演习次数也从每年  次增加到  次。

白皮书明确强调，将运用外交、经济、信息、
经济、科技等综合手段来推动构建本国整体防
卫体制，提升整体防卫能力。在深化美日同盟
方面，通过宣传所谓的“共同价值观”继续美化
美日同盟，以共同应对外部威胁为由，全方位深
化日美双边军事合作。

该白皮书提出以“印太战略”为蓝本，加速
推动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多方位、多层次的军
事交流与合作，拉帮结派构建“小圈子”，顺便
“带货”，为日本武器装备出口和军事技术转让
松绑提供机遇。

问：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对中
日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此次日本    年《防卫白皮书》对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解放军各兵种军
力的发展，表达了异乎寻常的关切。同时，
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炒作台海紧张局
势等为日方提高防卫预算，强化防卫力量
扫清障碍。

白皮书的相关表述严重无视中国主权
与领土完整，严重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四个
文件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肆意抹黑中
方正常的国防发展建设和海空军事活动，
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制造地区局势紧
张，也严重损害了中日双边关系。

针对此次日方公布的白皮书，我国政
府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向日方提
出严正交涉。

多年来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国防建设公开透
明，军事活动正当合理，依法巡航是为了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完全符合国际法
和国际惯例。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地区紧张局势。

众所周知，战后基于军国主义对外侵
略的历史教训，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
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
年来，日本政府开始逐渐背离和平发展道

路，公然违反和平宪法精神和“专守防卫”
原则，通过修改防卫政策，大幅增加防卫开
支，鼓吹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追随美国
搞有针对性的“小圈子”，给地区和世界和
平、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引发了外界
的强烈担忧。

此时此刻，日本政府需要深刻吸取历
史教训，停止不负责任的言行，摒弃以邻为
壑的零和对抗思维，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重信守诺，在军事安
全领域谨言慎行，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
全关切，以实际行动推动中日双边关系回
到正确轨道。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周年。  年前，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
好，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开启了两国和平
友好的新篇章。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二条中，
缔约双方表明了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
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
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
权的努力，即著名的反霸条款。

但在  年后的今天，日本却追随霸权
主义“为虎作伥”，在美国的鼓动下加紧围
堵中国，挑动地区紧张局势，忙于推动大国
竞争、阵营对抗的战略布局，早已忘却中日
和平友好的初心。

问：日本国内民众对新版《防卫白皮
书》持何看法？
答：从日本国内来看，民众对政府“穷兵

黩武”的做法大多持反对态度，大多数青少
年更是反战意识高涨。

人们看到，在太平洋战争  周年之
际，日本电视台曾向民众进行调查，当问及
是否愿意像当时的青年一样参战时，一名
日本年轻人面对镜头明确回答：“一个不惜
让国民充当炮灰的国家必然失败。”

人们看到，在“扩军增员”的计划下，近
年来日本自卫队却屡屡难以实现年度招募

新兵目标，缺员现象严重。日本政府为此
成立专家委员会来解决这一令人头疼的问
题，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提升自卫
队形象，增加日本青年的好感，吸引更多的
日本青年入队，此次白皮书在卷末加入了
自卫队的宣传介绍，供人们参考选择“职业
工种”，并称之为“从事和平工作”的岗位，
这恰好与白皮书主要章节的“好战”表述形
成了鲜明对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日本社
会对修改防卫政策、扩充军力和增加防卫
预算的心态。

陈子雷

架空和平宪法 营造扩军氛围

大搞以邻为壑 违背反霸条款

日本多数青年 反战意识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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