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卡：亚阿全面战争可能性不大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 27日在

纳卡地区爆发冲突，双方均指责对
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进

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冲突是双方
矛盾的又一次集中爆发，或会持续

一段时间，但综合考虑，冲突演变成
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冲突再起
据报道，双方在冲突中均动用

了重型武器，各有损失。

纳卡地区在苏联时期为阿塞拜
疆的一个自治州，多数居民为亚美

尼亚族人。1988年，纳卡要求并入
亚美尼亚，导致该州阿塞拜疆族和

亚美尼亚族爆发冲突。苏联解体后，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争夺纳卡爆
发战争，亚美尼亚占领纳卡及其周

围原属阿塞拜疆的部分领土。1994

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全面停
火达成协议，但两国一直因纳卡问

题处于敌对状态，两国之间的武装
冲突时有发生。

近些年，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
上升，阿塞拜疆重新取得纳卡控制

权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而亚美尼亚

则希望保持现状。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中亚室副主任杨进认为，新冠
疫情严重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发展，

进而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得

纳卡问题变得更加敏感。

激烈博弈
分析人士指出，纳卡问题被称

为“高加索火药桶”，牵涉多方利益，

因此除了亚阿两国，外部力量博弈
将对纳卡局势走向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应约与帕
希尼扬通电话，就纳卡地区局势进

行磋商。克里姆林宫网站发表声明

说，当前重要任务是采取一切必要
努力防止对抗进一步升级，关键是

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一份声明

中说，欧盟呼吁冲突双方立即停止

敌对活动，严格遵守停火规定，不设

前提地回归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
框架内的谈判。1992年，欧洲安全

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前身）成立由
12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俄罗斯、

美国和法国为共同主席国，以协调
解决纳卡冲突。

分析人士指出，亚美尼亚长期

以来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是俄罗斯
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

济联盟的成员国。而阿塞拜疆一直
希望在纳卡问题上得到俄罗斯更多

支持，多年来积极推动与俄罗斯在
能源、经贸等领域合作，两国关系不

断取得进展。鉴于与亚阿两国的关

系，俄罗斯在此次冲突中将扮演至
关重要的角色。而俄罗斯作为地区

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不会坐视纳卡
冲突失控，影响自身利益。杨进认

为，纳卡问题关系到俄罗斯南部安
全问题，如果纳卡失控，有可能刺激

俄南部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困扰

俄多年的恐怖活动可能卷土重来。
有专家指出，美国多年来以地

缘政治博弈为抓手，搅乱欧亚地区
局势，遏制俄罗斯在地区的影响力，

因此美国如何介入纳卡问题，以及
其他外部力量如何博弈也都值得关

注。不过总体来看，此次冲突可能会
持续一段时间，但演变成全面战争

的可能性不大。

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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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菅义伟新政府将如何看待日
本的政治野心和大国梦？

答：菅义伟政权是在特定时期特
定背景下诞生的。 由于菅义伟在安倍

内阁时期一直担任官房长官， 多数发
言都是代表安倍做出， 很难研判其政

策主张。 但从近两个星期的实际执政
效果来看，其对外政策主张渐趋明朗，

有一些鲜明的特色值得注意。

安倍近八年的执政给菅义伟留下

了政治遗产， 特别是其同各主要国家
领导人建构了个人关系。 菅义伟接棒

之后主要通过“电话外交”巩固了同这

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或许可以将其解
释为安倍外交理念在菅义伟时代的延

续，但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在于，无论
是菅义伟还是安倍， 恰恰是因为政治

理念的趋同才让他们接近。

从这个角度看， 不应过度关注个
人的因素， 而应关注日本谋求挣脱战

后体制、追求政治大国化的政治共识。

安倍在 8月 28日表明辞职的记

者见面会上回顾了执政生涯的三大遗
憾，即修改宪法、日俄领土争端以及朝

鲜日本人绑架问题的未完成， 这三大
遗憾都关涉到日本的政治野心和大国梦想。

菅义伟虽然也在公开场合表示，会继续寻求

修宪、并解决日俄领土争端及日本人绑架问
题。 不过，如此强势的安倍政权在其执政的

八年间尚且未能完成修宪等棘手议题，菅义
伟政府能否完成其政治夙愿自然要打大大

的问号。

安倍辞职确实给菅义伟留下了内政外

交的烂摊子。

内政体现在新冠疫情的持续扩散，以及

由此导致的经济低迷等领域， 外交

则体现在大国战略斗争夹缝中日本
选边站队的困境。 对于菅义伟政府

而言也不是完全没有施展拳脚的空
间。 为追求政治大国化这一既定目

标， 前面提到的 2021年度防卫预算

持续增加， 以及谋求入常的举动都
可以视为菅义伟政府在军事安全和

对外政策领域的努力。

特别是军事安全领域，在“自由

且开放的印太构想”的驱动下，日本
进攻性的安全战略逻辑越来越突

出。

近一段时间， 日本国内释放出

保持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信号，

同时， 美国可能在日本部署中程导

弹的声音不绝于耳， 这些都是对中
国构成严重战略威胁的行为， 同时

也是完全违背日本国宪法的行为。

修宪虽然短期内难以实现， 但是自

第二次安倍政权以来， 日本在未触
及日本国宪法框架的前提下， 可以

有条件地行使集体自卫权。 突破战
后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铁律，

从而“先发制人”攻击敌方基地的主
张越来越具有现实性。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安倍虽然辞职了，

但是其胞弟岸信夫却就任菅义伟内阁防卫

大臣一职。岸信夫历史认识问题上是修正主
义派，在军事安全领域则是强硬派。 不排除

在军事安全领域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可能
性。

总的来说，牵制和制衡中国是今后较长

一段时期，日本政府谋求政治大国化的重要
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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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挣脱战后体制束缚
欲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问：日本近日在联合国会议上表示已经做
好准备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何看待日本
的“入常梦”？

答：日前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大会
上，日本再次提出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入常”确实是日本的政治梦想，自 20世
纪 80年代首次提出入常的主张以来， 已经历

了 40?年的时间，并且中间从未中断寻求。

理解日本的“入常梦”需要特别注意如下
三个维度。

第一， 入常是日本挣脱战后体制的尝试。

当前的联合国，特别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机制

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基础之上。日
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 直到 1956年才获准加

入联合国。目前联合国宪章中仍然存在的针对
日德等国的“敌国条款”可以视为战后体制的

表征。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
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急于摆脱战败国的帽

子， 无论是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曾根康弘时代
的“战后政治的总决算”，还是在刚过去的安倍

时代所提出的“挣脱战后体制”等主张中，“入
常”都是非常明显的尝试。

第二，入常是日本追求大国地位的主要体
现。目前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可

以说是政治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 日本在 20

世纪 80年代人均 GNP比肩美国之后就开始

谋求入常，特别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英
法等国，其经济实力尚不及日本，所以在日本

看来，其经济实力配得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
位置。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主张成为“正

常国家”，但由于历史认识等问题，并不为邻国

所认可。

第三，入常是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关键抓

手。 日本在 1957年出版的第一本外交蓝皮书
中明确了“外交行动的三原则”，其中，“联合国

中心主义”是重要的一条。 随着后来日本经济
的高速增长， 以联合国为抓手参与国际事务，

例如对外发展援助 （ODA）、 千年发展目标
（MDGs）、人的安全等政治议程大多是在联合

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提出并付诸实施。无论是

在会费缴纳， 还是选派联合国雇员等领域，日
本都比较积极。 20世纪 80年代后半期，竹下

登主政日本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做“国际贡献
国家”，而通过“入常”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更

多的发言权是其重要渠道。

日本的“入常梦”虽然美好，但是仍然面临

着许多现实性的困境。自 2005年以来，日本开

始试图采取抱团取暖的态势联合德国、 印度、

巴西四国“打包”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
外务省还于 2016年设置了旨在推动联合国安

理会改革的战略本部，并派出高级官员多方游
说。但目前安理会中的“一票否决制”让四国集

团的入常申请难上加难。 以 2005年的日本入
常申请为例，反对日本这一提案的不仅仅有中

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也给日本
投了反对票。 因为在美国看来，入常则意味着

日本在对外行动上更加具有主动性，这并不符
合美国的政治意愿。 所以，如果国际秩序不面

临重大的重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仍将步履维
艰，入常只可能是日本的单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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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9年增加防卫经费
在军事安全领域谋突破

    问：有消息称，日本 2021年防卫预算将创
新高。 日本此举意图何在？

答：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 2021年

防卫预算超过 5.4?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这也是

日本自 2013年以来防卫预算连续 9年增加。

2013年是安倍晋三二次执政的第一年。 可
以说，日本防卫经费的增加是在安倍强势主导

下实现的。 虽然安倍已经辞职，菅义伟内阁成

立之后仍然增加了下一年度防卫预算。 这不仅
体现了安倍影响力，也是菅义伟继承安倍安全

保障战略的决心。 不过，日本国内也有质疑声
音，在当前抗疫形势仍旧不太明朗的状况下，防

卫省将过多的财政预算放在军事安全领域，是
否有避重就轻之嫌？

根据防卫省说明，本次预算增加是“常规套

路”。但连续 9年增加防卫经费折射出日本在军

事安全领域谋求突破的野心。

第一，日本计划 2021年度在陆上自卫队朝

霞驻屯地（东京都）新设电子战专门部队。 日本

20世纪 60年代在北海道千岁市设立首支电子
战部队。 位于熊本县熊本市的健军驻屯地则将

于 2020年底或 2021年初建成第二支电子战部

队。朝霞驻屯地是统管陆上自卫队总部，新成立
的电子战部队亦将承担起统辖三支电子战部队

的司令部职能。 日本宣称成立电子战部队的主
要目的是排除对日本自卫队无线电通信等的干

扰，而防范中俄等国也是电子战部队主要职能。

第二，整编互联网防卫部队，新设教育培训

部队。 此前日本已加大互联网防卫部队的编制
力度， 但是相关的培训和训练跟不上形势的需

要。 根据 2019年度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日本
拟在 2023年底新增一个互联网防卫部队，并强

化相关课程技术的培训。目前，防卫省有意将该
计划提前，于 2021年前完成这一调整，相关的

调整经费也已纳入下一年度的防卫预算。 日本

认为，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质量，日本都大

大落后于中国、 俄罗斯等国在互联网防卫领域
的投入。另外，强化互联网防卫部队也可配合前

述电子战部队以及宇宙空间部队的行动， 实现
三个新型部队之间的无缝连接。

第三，日本或将在 2021年度明确导弹防御

计划的具体形式。今年 6月，时任防卫大臣的河

野太郎宣布终止陆基宙斯盾系统的部署， 但这
并不表明日本不会寻求其他尝试。 根据日本媒

体的分析，具体的替代方案将于年内定论，而新
方案或将在下一年度开始执行。 下一年度的防

卫预算请求还包括相当大数量的没有明确金额
的项目， 不难理解这或许是为导弹防御体系的

构建而预留的资金。

第四， 增加防卫预算也是缓和美国压力的

重要方式。无原则地购买美军武器，陆基宙斯盾
系统就是最明显的失败案例。其次，特朗普多次

威胁日本如不增加防卫经费负担则考虑撤出美
军基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政府增加防卫

预算既满足了美国的胃口， 也实现了政府内部
强硬派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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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政府：谋求大国地位目标不改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王广涛

日本菅
义伟政府成
立后，在内
政外交上动
作频频。

颇为引
人注目的是，根据日媒最
新报道，日本 2021 年防
卫预算将创新高。与此同
时，日本近日在联大视频
会议上重提“入常梦”。

面对日本国内追求政
治大国化的共识，菅义伟
政府将如何制定有关政
策？又将带来怎样影响？

我们请专家为您解
读。 ———编者

王广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