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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田文雄在年

头所感中提出一个

“新时代现实主义

外交”原则。

安倍突然“变脸”，岸田不为所动？

围绕对华政策，目前日本执政党中有两种思考。

一种是以前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非理性的极端保

守派思考，另外一种是以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为代表

的具有理性的现实主义外交思考。

去年 11 月 10 日，岸田文雄第二次内阁成立。

次日，安倍晋三当选为自民党内最大派阀前细田派

新会长。新的“安倍派”拥有 95 名国会议员，是

自民党最大派阀，对自民党及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

举足轻重。这次安倍出任会长，是他 2020 年 9 月

辞去首相后首次回归公共舞台。

这次安倍高调回归，也是他极端保守主义思想

的一次暴露。在就任会长演讲中，安倍大肆散布“中

国威胁论”。他说，“中国今年迅速增加军费，对

台湾军事高压增加。”去年 12 月 1 日，安倍应邀

在线参加台湾某研讨会，他在演讲中说：“台湾有

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习近平国家

主席绝不应错误判断。”日本媒体指出，安倍晋三

作为自民党最大派阀领袖的一系列言行，在国内外

引起波浪，已经影响到岸田文雄的政权运营，“扰

乱了岸田首相的对华外交”。

在中日关系上，安倍为何突然“变脸”？其实

安倍晋三在其担任首相后期，正值特朗普当政。尽

管安倍对特朗普极尽逢迎，但特朗普对日本除经济

利益之外并无兴趣。因此，作为权宜之计安倍两面

下注，中日两国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拜登当

选后，美国纠集盟国倾力包围中国，安倍重新看到

机会，他企图以其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影响乃至改变

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

我们看到，关于林芳正的外务大臣任命，安倍

晋三公开强烈反对。他说，对林芳正的任命，“可

能会给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这是因为林曾长期

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有日本媒体说，安倍

反对任命林为外相，是因为安倍与林家族是宿敌，

宿怨极深。但是，安倍反对林担任外相，政治才是

最重要原因。对于安倍的干涉，岸田文雄未为所动，

仍坚持自己的任命，这才有林芳正外务大臣的诞生。

元旦这天，岸田文雄发表“2022年头所感”，

主要谈防疫以及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政策。关于

日本外交，岸田仅简单提及。他说，目前国际形势

的严峻性、复杂性迅速增加，这种情况要求日本“巧

妙掌握外交安保方向”，“建立稳定政权”。岸田

在这篇文章中表示，今年，他将展开“首脑外交”。

2022 年，岸田将如何开展他的首脑外交呢？

岸田文雄在年头所感中提出一个“新时代现实主义

外交”原则。他说，这个外交是“高举面向未来的

理想旗帜，立足现实，重视普遍价值，致力于解决

全球课题，坚决彻底保卫国民生命与生活”。

他说，今年 9 月是中日关系正常化 50 周年，

本来也许值得庆贺，但看目前的状况，两国关系充

满紧张。岸田说，“如何稳定两国关系，这是对日

本外交力量的考验”。关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他

说要看北京奥运后的氛围。

去年9月底自民党总裁选时，安倍曾支持岸田，

按安倍的逻辑，当选后岸田应知恩图报。不过，

据说安倍曾将其人马推荐给岸田要求任命，但

被岸田拒绝。正是因为岸田在许多问题上坚持

主见，才有最近内阁支持率提高的结果。

尽管如此，来自安倍的压力，对岸田的政

治外交运作来说，仍是一个无法排除的要素。日

本媒体称，在自民党内，因政策不同，安倍、岸田

“两人存在微妙的紧张关系”。

展望新一年的日本对华外交，我们相信，执政

党内以岸田为代表的理性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将

会日益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展望新一年的日本对华外交，我们相信，执政党内以岸田为代表的理性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将会日益获得民众的理解

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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