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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针对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和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 在美俄对立

延长线上的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本文基于利益平衡理论构建起解释两次危

机中日本对俄采取不同政策的理论框架。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日美在

对俄政策上出现利益分歧， 日本出于自身利益， 以 “平衡者” 角色最低限度地

配合美国对俄实施制裁， 有限地改善日俄关系。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

美在对俄政策上出现利益重合， 日本不仅以 “追随者” 角色跟随美国对俄实施

制裁， 还以 “利用者” 角色借此谋求自我松绑、 猛增防卫费， 并以 “代理者”
角色充当 “北约亚太化” 的急先锋， 向正常化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 未来， 日

本处理日俄关系的最大变数是美国。 在政治和社会思潮保守右倾化不断发展的

大背景下， 日本对俄外交已重回传统的保守路线， 两国关系短期内难以转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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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同盟是阻碍日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日俄关系进行

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讨论， 但大多数现有研究侧重于 “北方领土”① 问题， 缺乏从

理论角度对日俄关系最新动向的系统阐释。 面对两次乌克兰危机， 日本根据自身

国家利益采取了不同的对俄外交政策， 在日美同盟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在日美非

对称同盟中， 面对同盟内部出现的利益分歧， 日本作为弱势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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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追随美国的战略之间仔细权衡和决策， 从而扮演不同的角色。 传统的现实主义

同盟理论强调联盟的功能是增强国家的权力以应对威胁， 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

素， 忽略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 而利益平衡论既考虑到了国家的权

力， 也注重国家的属性， 强调弱势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主动和积极的一面， 因

此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本文以利益均衡论为基础建立起分析日美同盟下日本对俄

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 以期把握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规律， 并对

未来日俄关系走向作出研判。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日美同盟是影响日俄关系的重要 （自变量） 因素， 但

绝非唯一因素。 国际形势的变化、 国家领导人更换及其安全思维的变化、 现实冲

突情况和性质的变化， 以及日本自身基于国际安全形势和 “印太” 安全形势变

化下采取的 “现实主义” 国际战略和实现国家安全的思考等都会影响日俄关系。
本文更多地是提供一个理解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升级和冲突中日本对俄政策转向

的角度和理论框架。

一　 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角色” 作为社会互动研究的重要概念， 被广泛用于解释行为体行动的本

质， 后来一些学者利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国家的行为， 并提出 “国家角色概念”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①。 在非对称同盟关系中， 弱势国家对自身的角色认知和

强势国家对其持有的角色期望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乃至决定了弱势国家在同盟中

扮演的角色。 在同盟运行中， 弱势和强势国家必然有不同的利益， 为实现自身利

益最大化， 弱势国家会根据与强势国家间利益的分歧和重合扮演不同的角色。

（一） 既有研究和概念界定

目前学界对国家角色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 １９７０ 年霍尔斯蒂将国家角

色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 指出国家角色行为是指 “针对其他国家的态度、 决

策、 反应、 义务和功能的行为模式”②。 查理斯·赫曼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Ｈｅｒｍａｎｎ） 认

为， 国家角色概念包括行为体自我对在既定社会环境中与他者的地位、 立场和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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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考虑， 以及他者通过语言和行为发出的预期或角色要求的信息①。 乔治·米

德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ｅａｄ） 作为传统互动主义———符号互动论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的

创始人， 认为角色会受社会环境和社会因素影响， 他提出 “角色承担能力” 作

为理解社会稳定性的因果机制。 他认为同盟的稳定性取决于联盟成员国扮演角色

的能力， 在此解读下同盟中弱势国家的 “搭便车” 行为因缺乏扮演同盟关系中

特定角色的能力， 会被认为破坏同盟的凝聚力， 也会向强势国家发送一个该角色

是有限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强烈信号②。
概而言之， 角色概念既包括行为体对自己位置、 地位的考虑， 也包括在特定

社会环境中行为体相对于他人的适当行为。 行为体的自我认知和第三方对其角色

的理解和期望构成了主体间国际结构的一部分， 影响了行为体的角色构建。 角色

理论研究的重点是证明角色的复杂性， 即行为体不只会 “扮演社会定义的某种特

定单一角色”， 而是可以同时扮演两个或多个角色， 从而导致行为的不连贯。 正

如斯蒂芬·沃克所言， 国家角色是冲突的， 行为体并不会以牺牲其中一种角色为

代价来扮演与之冲突的另一种角色， 而是会采取 “角色合并” “角色渗透” “角
色交替” “角色转换” 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国家会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冲动性认

知， 选择主动牺牲原有的角色③。
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扮演的角色， 产生于自身与他国的互动过程之中。 日本对

自身的角色认知和美国对其持有的角色期望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 影响和

决定了日本在同盟中扮演的角色。 当前， 在日美和美俄双重互动格局下， 日本在

日美同盟中承担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存在角色冲突和角色转变。 所谓角色转变， 就

是日本以一种能动方式跳出日美、 日俄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国家角色内在冲

突④。 当日本和美国在对俄政策上出现利益重合时， 日本会在日美同盟中扮演

“追随者” 角色， 或出现 “角色合并”， 同时扮演多重复合角色。 当日本和美国

在对俄政策上出现利益分歧时， 会出现 “角色冲突”， 日本会进行 “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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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由 “追随者” 转变到 “平衡者”。

（二） 分析框架： 利益平衡和角色转变

同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学界也产出了大量关注同盟问题的理

论。 肯尼斯·沃尔兹以权力为变量提出了权力平衡论 （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ｏｆ －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斯蒂芬·沃尔特以威胁为变量提出了威胁平衡论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ｏｆ －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ｈｅｏｒｙ）。 在这两大同盟理论的基础上， 兰德尔·施韦勒以利益为变量提出了利益

平衡理论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 “国家的同盟行为由国家利益而

非权力或者面临的威胁决定……在同盟运行过程中， 国家会基于自身利益作出决

策， 或采取追随政策， 或自主调整”①。 尽管权力分布和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

会影响国家的联盟选择， 但利益是决定国家行为更重要的因素。 “利益而非权力，
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② 传统的权力平衡理论和威胁平衡理论低估了国内

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 而利益平衡论考虑到了国家的属性， 注意到了弱势国

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主动、 积极的一面”③。 各个国家对本国利益的界定不同，
其同盟行为也将会大为不同。

尽管从同盟的起源来看， 弱势盟国寻求加入同盟的首要动机是保障自身安

全， 但如果从同盟维系的角度出发， 弱势国家的动机往往是确保自身利益在同盟

内部的最大化④。 在非对称同盟中， 弱势国家和强势盟国必然在同盟运行中出现

不同利益。 若同盟内部出现利益分歧和矛盾， 就会出现 “同盟困境”⑤， 双方都

会面临 “被牵连” 和 “被抛弃” 的风险。 这就要求弱势国家必须在维护自身利

益及自主性和追随战略之间仔细权衡， 因此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弱势国家想维护自身利益， 但必须在维护联盟的前提下， 因

此只能有限改善与同盟对手的关系， 或通过缓和与同盟对手的关系改善自身在非

对称同盟中的不利地位， 此时弱势国家扮演 “平衡者” 的角色。 弱势国家的实

力和手段往往难以迫使强势盟国与之同步改善与同盟对手的关系。 但弱势国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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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同盟困境” 由格伦·斯奈德 （ＧｌｅｎｎＨ. Ｓｎｙｄｅｒ） 提出， 其认为由于结盟国家之间权力地位的不同

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称性， 导致同盟内部产生 “被牵连” 和 “被抛弃” 的安全困境。



利益平衡与角色转变： 日美同盟视角下的日本对俄外交　

以通过提升与同盟对手的关系唤起强势盟国的重视， 从而促使强势盟国做出一定

让步。
第二种情况是， 弱势国家牺牲自身利益， 采取调适性追随强势盟国的政策，

扮演 “追随者” 角色。 施韦勒认为， “追随这种同盟行为常常是自愿的行为， 并

非只是懦弱的反应”， “追随政策的成本较低并且可以从中牟利， 因而追随要比

制衡更为常见”。
若同盟内部利益重合， 则会出现第三种情况： 弱势国家和强势盟国利益的一

致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使弱势国家有了附加新角色的可能。 弱势国家不仅以

“追随者” 的角色简单附和和顺从强势盟国， 更扮演 “利用者” 的角色， 使同盟

为己所用， 此时弱势国家会扮演 “追随者” “代理者” “利用者” 等复合角色。
从同盟维系的角度看， 弱势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 除了把保障自身安全

作为根本利益外， 还强调提升本国在同盟中的重要性和国际地位， 但其最高诉求

则是降低同盟本身的不对称性， 以便在形式上实现与强势盟国的平等地位①。 这

种情况下， 弱势国家通过迎合强势盟国的战略意图， 不仅成为其维护与扩张霸权

的得力助手， 最重要的是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从而降低同盟的不对称性。
在日美同盟关系中， 美国由于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 需要一个实力上升的弱势盟

国来分担同盟义务， 因此需要日本以 “代理人” 的身份， 成为其亚太战略中的

“帮手” 和 “支点”②。 同时， 同盟可以为日本扩大地区安全影响力提供借口。 日

本追求自身大国地位的诉求与美国的霸权利益重合， 但在政策实践中日本往往掩

盖自身的真实动机， 通过夸大迎合和服务美国的同盟利益， 实现 “借船出海”。
这种情况下， 日本构建起了自身在同盟关系中的 “追随者” “代理者” 和 “利用

者” 等复合角色。
本文论述的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和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分别对应第二种情况

和第三种情况， 下文结合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对俄外交政策进行详细

论述。

９９

①
②

李阳：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尹晓亮： 《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变动中的外交逻辑———从认知结构、 角色构建到外交行为》， 载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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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益分歧：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的 “平衡者” 角色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改变了日俄关系改善的节奏， 使日本对俄政策陷入被动。
日本试图在维护日美同盟和强化日俄关系之间保持平衡， 一方面最低限度地配合

美国实施对俄制裁，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对俄首脑外交， 试图在日俄关系上取得进

展。 面对日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利益分歧， 日本试图以 “平衡者” 角色有限调整

和改善日俄关系。

（一） 把握制裁力度， 追随美国对俄制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 积极谋求改善日俄关系。 安倍

在就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我们必须恢复维护、 主张国家利益的外交。 必须兼

顾美国、 俄罗斯等， 以俯瞰世界地图的观点来思考战略。”① 面对在东北亚地区

与中韩同时交恶的孤立困境， 安倍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 积极改善日俄关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安倍在第 １８３ 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 “维护国家利益的

‘主张型外交’ 是我的外交基本原则……与邻国俄罗斯的关系， 是最富可能性的

双边关系之一。 将力求日俄关系的全面发展， 同时为了解决日俄间最大的悬而未

决问题的北方领土问题， 缔结和平条约， 坚持耐心开展工作。”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安倍访问俄罗斯， 这是日本首相十年来首次正式访俄。 一年间， 安倍与普京举行

了五次首脑会谈， 还举行了外长与防长级会谈， 日俄关系回暖。
但 ２０１３ 年年底乌克兰国内局势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 日本对俄外交政策

陷入被动。 随着乌克兰局势的不断激化， 美国对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成为

危机不断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并迫使日本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这使刚

同俄罗斯 “破冰” 的日本在对俄政策上陷入两难困境。 一方面作为美国 “忠实

盟友” 的日本无法袖手旁观， 应追随美国采取对俄制裁政策； 但另一方面， 如果

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 就会使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已实现 “破冰” 的日

００１

①

②

首相官邸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就任記者会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ｒｐ. ｎｄｌ. ｇｏ. ｊｐ ／ ｉｎｆｏ：
ｎｄｌｊｐ ／ ｐｉｄ ／ ８８３３３６７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９６＿ 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２ ／ １２２６ｋａｉｋｅｎ.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ｈｉｎｚｏ Ａｂｅ ｔｏ ｔｈｅ １８３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ｅｔ”，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ｐａｎ.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９６＿ 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３０２ ／ ２８ｓｉｓｅｕｈｏｕｓｉｎ＿ ｅ.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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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关系发展前景变得暗淡和无法预测①。
随着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在美国力促下，

日本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首轮制裁。 日本政府的制裁措施主要有两项： 一是停止两

国间有关放宽俄罗斯公民赴日签证审批手续的谈判； 二是冻结日俄之间新的投资

协定和宇宙协定、 两国间避免军事冲突协定的谈判②。 与美欧国家实施冻结俄罗

斯资产等措施相比， 日本对俄制裁力度显然较轻。 ７ 月 ２８ 日， 考虑到美国和欧

盟敲定新一轮对俄制裁， 日本政府宣布与七国集团 （Ｇ７） 同步追加新一轮对俄

制裁， 主要包括： 冻结被认为与乌克兰局势直接相关的个人和团体在日本的资

产； 限制进口克里米亚产品； 推迟批准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进行的新增融资。
这轮制裁中， 日本终于启动了美欧早已施行的冻结个人资产等制裁措施③。 但实

际上， 与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相比， 日本对俄罗斯追加的制裁仍然属于轻微

制裁， “被冻结资产的俄罗斯官员中没有一个人在日本拥有大量的资产， 这项制

裁措施是安倍政府在面对东西方的压力时所作出的一个选项”④。 此外， 日本与

克里米亚每年的贸易额也仅有 ６ 亿日元左右， 因此对俄制裁效果非常有限。 日本

显然希望为推动日俄继续对话留下余地， 只是在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上与美国基本

保持一致。 ９ 月 ２４ 日， 随着美国和欧盟宣布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日本政府也宣

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主要内容为限制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等五家金融机

构在日本发行证券， 加强对俄武器出口及相关技术转让的限制⑤。 俄罗斯外交部

对此表示， 日本宣布对俄新一轮制裁是受美国的压力所致， 这表明日本不能制定

和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整体来看，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中， 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 在制裁俄罗斯问

题上与美国保持了步调一致。 但与美欧国家相比， 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较

轻， 并未影响到日俄间经济往来， 制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凸显与美国的一致。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日本试图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开展平衡外交， 不想彻底惹怒俄罗斯， 为日俄关系继续改善留有余地。 尽管日本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庞德良等： 《国家战略转型与日本未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６４ ～ ７１ 页。
「ロシア大統領、 クリミア編入を表明　 欧米が追加制裁へ」、 『日本経済新聞』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ＮＡＳＧＭ１８０３Ｕ＿Ｙ４Ａ３１０Ｃ１ＭＭ８０００ ／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外務省 「ウクライナ情勢をめぐる追加的措置について （外務大臣談話）」、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ｐｒｅｓｓ ／ ｄａｎｗａ ／ ｐａｇｅ４＿０００５９６.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庞德良等： 《国家战略转型与日本未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６４ ～ ７１ 页。
外務省 「ウクライナ情勢をめぐる追加的措置について （外務大臣談話）」、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ｐｒｅｓｓ ／ ｄａｎｗａ ／ ｐａｇｅ４＿０００７０１.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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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避免采取实质性对俄制裁措施并将其控制在最低水平， 但仍然引发了俄方的

不满和反制措施①。 普京原计划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访问日本， 日本追随美国对俄实

施制裁后， 俄方推迟了访日计划。

（二） 积极改善与俄关系的 “平衡者” 角色

在美俄关系恶化的背景下， 日本对俄政策面临考验。 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
“日本对俄政策有两种选择， 一是从重视日美同盟的立场出发， 在观察美俄关系

走向的同时， 暂时冻结强化日俄关系的趋势； 二是仍延续强化日俄关系的趋势，
但必须采取措施阻止日美关系恶化。 可以通过 ‘为防止中俄过度接近而强化日俄

关系’ 的理由来争取美国的理解， 将对日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②。 从实

际情况看， 日本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为了促使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取得进展，
继续改善日俄关系， 日本试图挑拨中俄关系， 称日俄关系改善利于制衡中国， 以

争取美国的理解。
在乌克兰问题上， 虽然日本追随美国参与了对俄制裁， 但日本仍然尽可能与

俄罗斯保持对话和合作， 日俄谈判的节奏并未放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在以时任美国

总统奥巴马为首的西方多国政要抵制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情况下， 安倍出

席， 重申 “日本与俄罗斯是 ‘最富可能性’ 的双边关系”， 并促使普京同意秋季

访日。 此后， 安倍希望与普京尽可能多联系和会面， 在个人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

上推动日俄关系。 ２０１４ 年在西方对俄制裁的形势下， 日俄仍举行了三次首脑会

谈、 一次外长会谈， 并通过各种渠道保持联系， 但普京访日终究未能在当年实

现③。 此后， 协调普京访日， 促成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取得进展， 成为日本对俄外

交的重点。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安倍访美期间， 奥巴马敦促日本对此谨慎行事， 安倍则向

美国传递了因重视 “北方领土” 谈判进展而争取实现普京访日的决心④。 围绕对

俄关系， 日美分歧凸显， 美国不满日本政府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停战协定并未得到

顺利执行的背景下急于改善对俄关系⑤。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时任内阁官房长官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海滨： 《俄日关系的进展与限度》，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畔蒜泰助 「ウクライナ危機後の米露関係と日本の対露外交への示唆」、 東京財団政策研究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ｋｆｄ. ｏｒ. ｊｐ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ｄｅｔａｉｌ. ｐｈｐ？ｉｄ ＝ １８９４，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孙承： 《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新态势与日俄关系走向》， 载 《日本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日媒： 安倍 ５ 月曾向普京亲信透露日美首脑会谈内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 ｘｉ.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６０４ ／ ８０５９６８.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
《日媒称美国紧逼安倍： 日本不得与俄罗斯改善关系》，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５２５ ／ ｃ１０１１ － ２７０５０７２６.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



利益平衡与角色转变： 日美同盟视角下的日本对俄外交　

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重视与七国集团协调的方针没有

变， 希望美国理解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面临的实际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时任

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访问俄罗斯，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双方同

意在缔结和平条约方面恢复两国副外长级别的对话、 外长和防长 “２ ＋ ２” 会晤

机制①。 这标志着日俄间恢复了签署和平条约的谈判，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俄

关系。
２０１６ 年， 安倍两度访问俄罗斯， 终促成普京访日。 ５ 月 ６ 日， 安倍首相访问

俄罗斯， 改变了日本历届政府将经济合作与领土问题并行推进的思路， 优先发展

对俄经济合作， 提出八项对俄合作计划②。 针对日俄关系， 普京表示发展与日本

的多方位对话是俄罗斯优先方向之一。 ９ 月， 安倍与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举行

会谈， 确认了八项经济合作计划， 再次表明解决日俄和平条约问题的决心， 呼吁

普京共同推进日俄关系发展③。 ２０１６ 年年底普京访日， 日本对俄 “战略接近” 外

交取得进展。 但在普京访日之前， 美国通过多个外交渠道表示不满。 为了顾及美

国， 日本将普京的礼宾规格从 “国宾” 降为 “实务访问宾客”④。 日本成为乌克

兰危机爆发后普京首个正式访问的 Ｇ７ 国家， 日俄关系取得一定进展。
安倍在任期间与普京举行了 ２７ 次首脑会谈， 他改变了过去以外务省为中心

的积累式外交， 试图利用自上而下的首脑外交， 在对俄外交上打开局面。 期间，
日俄关系取得一定进展， 但日俄关系的进展与双方期待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双边

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⑤， 在领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在后安倍时

代， 菅义伟上台后， 日本对俄外交重回 “领土先行” 的传统路线， “北方领土”
问题成为政治家争取国内民意和政治选票的工具， 日俄双边互动热络不再， 日俄

对话渠道陷入中断。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外務省 「岸田外務大臣のロシア訪問 （結果）」、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ｅｒｐ ／ ｒｓｓ ／ ｈｏｐｐｏ ／ ｐａｇｅ４＿００１３８９.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

参见： 外務省 「日露首脳会談」、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ｅｒｐ ／ ｒｓｓ ／ ｐａｇｅ３＿
００１６８０.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

首相官邸 「東方経済フォーラム全体会合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ｒｐ. ｎｄｌ. ｇｏ. ｊｐ ／ ｉｎｆｏ： ｎｄｌｊｐ ／ ｐｉｄ ／ １０９９２６９３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９７ ＿ 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０９０３ｅｅｆ. ｈｔｍｌ，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５ 日。

日本政府接待外国元首的礼遇， 分为国宾、 公宾和实务访问宾客 （工作访问贵宾） 三个档次， 此
次普京总统的礼遇是最低一档。

王海滨： 《俄日关系的进展与限度》，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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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益重合：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的复合角色

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 不仅以 “追随者” 的角色附和

顺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更是以 “利用者” 的角色猛增防卫费、 构建新的同

盟关系网络， 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代理者”。 进而言之， 日本不仅以 “追随

者” 角色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强硬政策、 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 还以

“利用者” 角色借此谋求自我松绑、 对抗所谓中俄 “威胁”， 并以 “代理者” 角

色充当 “北约亚太化” 的急先锋， 向正常化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

（一） 对俄实施制裁和强硬政策的 “追随者” 角色

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表现异常积极， 追随美欧对俄实施空前严厉的多轮制

裁。 岸田政府改变了安倍时期的温和对俄政策以及在美俄之间不明确选边站队的

策略， 采取了追随美欧的对俄强硬外交政策。 具体而言， 日本国内舆论一边倒，
主张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系， 制裁俄罗斯； 突破自主性武器出口限制， 对

乌提供军事援助等， 以削弱俄罗斯力量； 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更是以此为契机， 重

申 “北方领土” 主权。
第一， 重申领土核心利益。 岸田文雄在上任首相首周，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与

普京总统进行电话会谈时表达了 “希望推动日俄关系整体向互惠方向发展的意

向”①。 １０ 月 ８ 日， 岸田在第 ２０５ 届国会上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表示， “与俄罗斯之

间， 不解决领土问题， 就不会缔结和平条约。 将努力构筑首脑间的信赖关系， 并力

争实现包括缔结和平条约在内的日俄关系的全面发展”②。 但俄乌冲突爆发后， 岸

田对俄领土政策发生重要转变。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岸田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

“北方领土” 问题表示： “俄罗斯的占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属于非法占领。”③ ３
月 ３１ 日， 日本外务省向自民党提交了 ２０２２ 年版 《外交蓝皮书》 草案， 明确提出 “北
方领土是日本拥有主权的岛屿， 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现在被俄罗斯非法占领”④。 这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首相官邸 「プーチン·ロシア大統領との電話会談についての会見」、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１００＿ ｋｉｓｈｉｄａ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１ ／ ０７ｋａｉｋｅｎ.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 日。

首相官邸 「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１００＿ｋｉｓｈｉｄａ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１ ／ １００８ｓｈｏｓｈｉｎｈｙｏｍｅｉ.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５ 月 ２ 日。

《针对领土争端 日本态度强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
外務省 『令和 ４ 年版外交青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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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隔近 ２０ 年再次出现俄方 “非法占领” 的表述。 此前， 日本政府对使用 “非
法占领” “日本固有领土” 等刺激性表述十分谨慎， 安倍时期更是一直避免使

用。 岸田政府将日俄争议领土定位为俄罗斯 “非法占领”， 这说明其在该问题上

的态度正变得强硬。
第二， 追随美国对俄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

日本一直保持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双方就以经济合作为先导拉动日俄关系达成

一致。 安倍政府设立 “俄罗斯经济领域合作担当大臣” 负责对俄经济合作， 与

俄达成八项经济合作计划， 展现出与俄罗斯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最大诚意。 ２０２１
年日俄贸易额创新高， １ ～ １２ 月日俄贸易额同比增长 ３５. ７％ 。 日本对俄罗斯直接

投资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２ ３９５ 亿日元增长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 ４７６ 亿日元①。 但俄乌冲突彻底

打破了日俄两国改善经济关系、 加强经济合作的基调。 日本紧跟美国对俄实施经

济制裁， 冻结俄罗斯在日本的资产、 对俄实施半导体出口和金融机构制裁， 限制

对俄罗斯军事相关团体出口， 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在 ＳＷＩＦＴ 之外②。 整体来

看， 日本不断扩大对俄罗斯的投资、 出口禁令， 对俄罗斯个人和团体的制裁基本

每月都在增加。 据相关统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日本已经采取了针对 ９００ 人、
５０ 多个团体的一揽子制裁措施， 冻结了一系列银行资产， 并还会继续扩大出口

限制③。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 日本政府相继颁布和实施 １４ 次对俄出口禁

令， 不断扩大出口禁令清单， 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半导体、 高科技产品、 量子计算

机等尖端物品、 化学武器生产相关材料、 关键战略物资和疫苗等， 不断追加对俄

制裁④。 同时， 日本政府对俄罗斯采取相关支付和特定资本交易限制， 不断对俄

罗斯政府官员和团体追加制裁， 实施资产冻结。
第三， 追随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多轮援助牵制俄罗斯。 日本在对俄实施经济和

金融制裁的同时， 还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以牵制俄罗斯， 展现出了 “挺乌反俄”
的鲜明立场⑤。 ２０２２ 年 ３ ～ ４ 月， 日本政府通过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乌克兰

提供包括保健、 医疗、 粮食、 难民保护等领域在内的价值 ２ 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外務省 『令和 ４ 年版外交青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同上。
「史上 も っと も 厳 し い 時期 と な った 露日関係」、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ｊｐ ／ ２０２２１２２３ ／ １４３５２７

３９.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経済産業省 「対ロシア等制裁関連」、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０１＿ ｓｅｉｄｏ ／ ０４＿ ｓｅｉｓａｉ ／ ｃｒｉｍｅａ.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潘万历、 白如纯： 《乌克兰危机升级对日俄关系的影响及其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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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援助， 以及支持乌克兰经济的 １ 亿美元贷款①。 １１ 月 ２２ 日， 日本外务省宣布

向基辅提供约 ２５７ 万美元的紧急赠款援助， 并向乌克兰提供发电机和太阳能灯

等， 以支持乌克兰电力等部门②。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由于受制于国内法律， 日

本只能在一定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有限军事装备、 资金支持和人道主义物资。 日

本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支援措施， 包括向乌克兰提供物资和财政援助， 接收乌克兰

避难人员， 批准在日乌克兰人希望延长在日停留期限的申请并向避难人员提供物

资援助等。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还多次与乌克兰举行首脑、 外长等多级别会谈，
传达日本政府的立场、 协商对乌克兰援助以及对俄罗斯制裁措施等， 以展示对乌

克兰的支持。

（二） 借俄乌冲突推动国家战略转型的 “利用者” 角色

与克里米亚危机时日本对俄政策不同的是， 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不仅追随

和附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更借此谋求自我松绑、 对抗所谓中俄 “威胁”，
不断加速自身内政外交、 军事安全等战略调整， 向正常化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
２０１２ 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 以周边安保环境严峻为由， 在任内不断增加防卫费

预算， 从 ２０１３ 年起， 日本防卫费连续十年增长。 菅义伟上台后， 延续了安倍的

安全保障和防卫政策， 不断挑战 “日本防卫费占比不超过 ＧＤＰ 的 １％ ” 的红线，
２０２２ 年度的防卫预算超过 ２０２１ 年度， 刷新纪录。 岸田文雄上台后， 其在外交安

保领域仍然继承安倍路线， 多次渲染周边安全威胁， 试图引导国内舆论， 为突破

防卫费红线造势。
俄乌冲突成为日本增加防卫费的绝佳契机和借口。 受俄乌冲突刺激， 欧洲各

国争相增加军费。 俄乌冲突爆发后仅三天， ２ 月 ２７ 日， 德国总理朔尔茨就宣布

增设千亿国防基金， 并承诺将 ＧＤＰ 的 ２％以上用于国防开支③。 这极大刺激了同

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 日本也加快了增长防卫费的步伐。 ４ 月 ３ 日， 前首相、 自

民党议员安倍晋三在山口市发表演讲， 提到德国宣布将防卫费提升至 ＧＤＰ 的 ２％
以上， 表示 “日本也有必要朝这个方向加速”， 如果日本不按照北约国家的标准

６０１

①

②

③

外務省 「岸田総理大臣によるＥＵ·カナダ共催ウクライナ避難民向けプレッジング·イベントへ
の出席 （ビデオ·メッセー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ｉｃ ／ ｃａｐ３ ／ ｐａｇｅ４ ＿
００５５５６.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外務省 「ウクライナにおける越冬支援のための緊急無償資金協力」、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ｐｒｅｓｓ４＿００９５３３.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ドイツ、 国防費をＧＤＰ 比 ２％超へ ロシア侵攻で方針転換」、 『日本経済新聞』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ＧＲ２７３Ｍ５０Ｘ２０Ｃ２２Ａ２００００００ ／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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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防预算， 将成为 “笑柄”①。 ５ 月 ２３ 日， 岸田与拜登会面， 表示要从根本

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 确保防卫费额度的增加。 ５ 月， 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

访问美国， 提及将防卫费增长至 ＧＤＰ 的 ２％ ， 美国对此表示 “日本周边的安全环

境比德国严峻， ２％是不够的”②。
美国近年来不断向日本等盟国施压， 要求增加防卫费， 帮助美国分担军事压

力， 以对抗所谓中俄 “威胁”。 美国通过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 不仅可以满足美

国全球战略计划的部署， 还可以趁机向日本推销武器装备， 逼迫其增加购买美制

武器装备。 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领导人大力渲染俄罗斯的

“直接威胁”， 再次要求成员国增加对军事的投入。 日本首次出席北约峰会， 承

诺在五年内彻底加强日本的防卫力， 确保相当大程度地增加防卫费③。 参加北约

峰会成为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俄及对乌关系上 “更进一步” 的标志。 美

国意在推动日本深化与北约合作， 对俄罗斯形成合围之势， 压缩俄罗斯战略空

间。 日本也可借此对标北约成员国军费标准， 为自身增加防卫费寻找借口。
同时， 日本还欲借俄乌冲突搅动修宪议题。 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国内出现

担心仅靠现行宪法不能维护日本和平的声音， 自民党党内借此以安全环境发生变

化为由， 多次在与修宪相关的事务上制造声势。 岸田文雄表示， 宪法已经施行

７５ 年， 有些内容不合时宜， 应修改与时代不符和有所不足的部分④。 俄乌冲突大

大助力了自民党在修宪问题上的舆论造势， 日本国内的修宪意愿整体上有所增

强。 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 日 《读卖新闻》 关于修改宪法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 回

答 “修改宪法会比较好” 的受访者占 ６０％ （２０２１ 年 ３ ～ ４ 月实施的调查数据为

５６％ ）， 创下自 ２０１５ 年实施该调查以来的最高比例， 这反映出俄乌冲突等事件提

高了日本民众对安全保障的关注度⑤。 同时期 《朝日新闻》 关于修改宪法的舆论

调查结果与此近似， 对于 “是否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的提问， 回答 “有必要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安倍元首相 『防衛費 ６ 兆円を』 敵基地 『中枢』 攻撃も」、 『日本経済新聞』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ＵＡ０３２ＳＤ０Ｔ００Ｃ２２Ａ４００００００ ／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有元隆志 「防衛費増額は少なくともドイツ並みに」、 国家基本問題研究所、 ｈｔｔｐｓ： ／ ／ ｊｉｎｆ. ｊｐ ／
ｗｅｅｋｌｙ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３７８７２，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首相官邸 「岸田総理大臣のＮＡＴＯ 首脳会合出席 （結果）」、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ｐａｇｅｓ ／
２０２２０６２９ｎａｔｏ.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ＮＨＫ 「憲法記念日特集 施行 ７５ 年で各政党の主張は」、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８１８６７.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憲法改正 『賛成』 ６０％ 、 『自衛のための軍隊保持』 は４５％ …読売世論調査」、 『読売新聞』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ｏｍｉｕｒｉ. ｃｏ. ｊｐ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ｙｏｒｏｎ － ｃｈｏｓａ ／ ２０２２０５０２ － ＯＹＴ１Ｔ５０２２５ ／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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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宪法” 的占 ５６％ （２０２１ 年调查数据为 ４５％ ）， 超过了回答 “没有必要修改

宪法” 的 ３７％ （２０２１ 年调查结果数据为 ４４％ ）①。

（三） 构建新的同盟关系网络， 成为亚太地区的 “代理者”
拜登政府上台后， 美国重新强调同盟体系建设， 回归联盟战略传统， 并着手

构建和整合新的同盟关系网络。 除巩固西方传统联盟外， 美国还试图将亚太盟友

纳入北约体系， 推动 “北约亚太化”， 日美同盟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彰显。
与北约加强合作， 符合日本借与美国合作拓展军事影响力的既定策略， 但将

无法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对抗， 从而恶化日俄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不断

推动欧盟与北约东扩， 与俄罗斯形成对抗。 随着美俄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 美

国重塑全球军事同盟体系的进程明显加速。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 北约被美国进一

步工具化， 成为其应对冲突的重要战略支柱， 美国试图把更多议题和国家纳入北

约框架下。 与此同时， 日本不断与北约走近， 对俄政策与西方国家保持相同路

线。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先后访问韩国、 日本， 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与其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表示， 为了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 开放的国际秩

序， 日本和北约将强化在保障网络安全、 太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②。 ４ 月， 日本

外相林芳正出席了北约及伙伴国外长会议， 成为首位与会的日本外务大臣， 就

“维护现有国际秩序” 表达了深化日本与北约合作的决心③。 ５ 月， 日本自卫队统

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参加了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 这是统合幕僚长首次出

席该会议， 意在就日本与北约在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等问题上进行讨论并达成共

识④。 ６ 月底召开的北约峰会， 日本、 韩国等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受邀参会， 正

式迈出 “北约亚太化” 的步伐。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 日本与北约互动频繁， 有

意充当 “北约亚太化” 的急先锋。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加卢津对此警告称： “我们

认为， 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日本， 采取让北约参与亚太地区问题的政策会是非常危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改憲 『必要』 ５６％、 ９ 条 『変えない』 ５９％ 　 朝日新聞世論調査」、 『朝日新聞』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ＳＱ５２５４９ＺＱ５２ＵＺＰＳ００８.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北约秘书长与日本首相会谈 承诺将加强关系》，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０１ ／ １３０３２６８７６７.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林外務大臣のＮＡＴＯ 外相会合出席 （結果）」、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ｅｒｐ ／ ｅｐ ／ ｐａｇｅ１＿００１１２８.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

「統合幕僚長、 ＮＡＴＯ 参謀長会議に初参加へ　 安保認識共有」、 『日本経済新聞』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ＵＡ１６３ＣＭ０Ｗ２Ａ５１０Ｃ２００００００ ／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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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 因为只要哪里有北约的参与， 哪里就没有和平、 没有稳定、 没有繁荣”①。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 美国高调开展北约与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 意在

使日本等亚太国家更多参与对付俄罗斯的行动。 在亚太地区， 日本也在不断深化

日美同盟， 积极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代理者”， 试图与印太地区更多国家建

立印太同盟关系。 除了强化日美同盟外， 日本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进 “美日 ＋ １”
“日本 ＋ １” “日本 ＋ Ｘ” 等 “网状模式” 安全合作， 加强与其他 “志同道合” 国

家的安全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日美澳印 “四国机制” （ＱＵＡＤ） 在华盛顿举行首

次峰会， 其在统筹美日、 美澳传统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 还继续向其他国家

扩容。 日澳、 日越、 日菲、 日印等安全关系都在明显加强， 日澳印三边关系成为

新的安全合作突破口。
此外， 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有意在美欧与各国之间充当 “中间人” 和

“代理人”， 利用各种双多边场合借题发挥， 开展了频繁的穿梭外交， 积极游说

拉拢印度、 东南亚及大洋洲国家， 劝说其 “选边站队” 追随西方立场。 俄乌冲

突爆发后， 东南亚各国对此反应各不相同， 个别国家跟随美西方脚步对俄进行谴

责， 但总体表态较为克制。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印度尼西亚、
越南、 泰国等进行访问， 就加强对俄施压一事寻求东南亚国家理解。 日本政府非

常担心国际舆论的分化， 特别关注东亚多数国家与美欧之间的政策差异， 高举

“制裁俄罗斯” 旗帜， 游说于各国之间， 反复强调俄罗斯 “违反国际法、 动摇国

际秩序根基， 应予以强烈谴责”。 日本欲借俄乌冲突拉拢域内外国家， 积极充当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代理者”， 提升其国际 “号召力”， 构建 “对俄阵线”。

四　 结论与展望

在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升级中， 日本根据自身利益在日美同盟框架下采取了

不同的对俄政策， 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安倍在维护日美同盟

的前提下， 出于自身利益积极改善日俄关系， 扮演 “平衡者” 角色。 内阁官房

副长官助理兼原信克认为 “安倍的外交政策确立在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 以中国

９０１

① 「駐日ロシア大使 「Ｇ７ 諸国は、 ロシアの目標を誤解してい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ｎｅｗｓ. 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ａｐａ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５５５２ ／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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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为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战略平衡的战略观基础上”①， 安倍对俄罗斯

的接近也是基于这一脉络。 兼原信克认为中日关系从长期来看是竞争关系， 甚至

有时是对立的， 在此前提下， 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对于日本的战略重要性是显

而易见的。 因为日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与中国和俄罗斯同时陷入对立关系。 换句

话说， 这也是着眼于对华关系， 致力于实现对俄罗斯的 “战略中立化” 目标②。
但另一方面， 在日美同盟框架下， 日本在改善日俄关系的同时， 也在拉拢美国。
针对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 安倍一直走的是 “针对美欧对俄制裁最低限度地予

以配合” 的基本路线③。 日本的考虑是尽可能减少直接的对俄指责和批评， 将制

裁降到最低限度。 安倍一直希望利用首脑外交在日俄关系上取得进展， 因而不希

望与普京积累的个人关系因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而破裂。 但在日美同盟框架

下， 很难通过首脑外交取得日俄关系的突破。
日俄关系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 影响了日本在对外关系上的独立性④。 俄罗

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础是 “俄罗斯必须成为大国” 的自我认识， 与这种自我

认识密切相关的是对 “主权” 的强烈执着。 这里的主权是指不受其他国家政府

和机构限制， 从独立立场出发自由决定对外政策的国家权力。 ２０１４ 年以来， 普

京多次表达了对主权的重视， 他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加入了某种军事、 政治同盟来

判断这个国家的 “主权” 程度⑤。 日本加入了日美同盟， 在外交政策上依赖美

国， 所以在普京眼中日本并不是完全的主权国家。 虽然安倍一直向普京强调， 日

美同盟不针对俄罗斯， 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但在日本部署强大驻日美军是既

定事实， 不管日本如何解释， 都不会改变。 在俄罗斯眼中， 日本不可能和美国完

全分开。 安倍只是向普京表明， 自身可以脱离美国独立作出自己的决定， 但本质

上的局限性却无法掩盖。 俄罗斯对日外交政策的核心关切表面是经济合作， 实则

是日美同盟。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普京在访日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 “日本

有 （日美同盟的） 义务。 我们对此表示尊重， 但也有必要了解日本所拥有的行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兼原信克 「安倍長期政権の世界史的遺産―自由主義的な国際秩序へのリーダーシップ （巻頭イ
ンタビュー）」、 『外交』 ２０２０ 年 ９·１０ 月号、 １３ 頁。

鶴岡路人 「日露関係の教訓と課題―安倍政権から菅政権へ」、 ＲＯＬ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Ｎｏ. ３、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 頁。

秋田浩之 『乱流—米中日安全保障三国志』、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１９２ 頁。
「領土問題の解決は 「日本の国際的自律如何」 ―コサチョフ―」、 『ロシア政策動向』 ３６ 巻 １

号、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８—９ 頁。
畔蒜泰助 「プーチンの世界戦略と日露関係の展望」、 『政策オピニオン』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４９ 号、 平

和政策研究所、 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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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自由程度以及准备做到何种程度。”① 关于 “北方领土” 问题， 俄罗斯返还色

丹岛和齿舞岛的具体交涉条件就是 “非军事化”②。 但即使俄罗斯返还两岛， 美

军还是有在岛上驻扎的可能性。 普京对此表示， “我们需要保证移交两岛后美军

不会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导弹。”③ 在修改宪法后普京也同样表示： “对与日本缔结

和平条约的态度没有改变， 但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时， 有必要考虑到现实， 其

中一条是确保一个和平的未来， 这意味着俄罗斯应当得到保障， 不受到美国在俄

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军事力量甚至更多的导弹系统的影响”。
因此， 在日美同盟框架下， 日本对俄外交受制于美俄关系， 只要美俄关系不

佳， 日俄关系的进展自然会受到限制。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 美俄关系

的恶化和日美同盟的强化也因此成为日俄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谈判的障

碍。 在西方国家集体对俄制裁和俄美关系低迷的情况下， 美国不愿看到日俄关系

有实质性突破， 打破东北亚地区均势。 日本的对俄政策要服从美国的亚太战略。
日本必须保证在日美同盟和俄美关系框架下调整对俄政策， 因此改善日俄双边关

系是有限度的④。 日本只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 有限调整和改善日俄关系。 而俄

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采取完全积极追随美国的对俄强硬外交政策， 更是利用日美

同盟猛增防卫费， 向军事大国迈进， 并积极构建新的同盟关系网络， 成为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 “代理者”。 日本视俄乌冲突为谋求 “自我松绑” 的契机， 更是将俄

乌冲突与亚太地区强行挂钩， 加紧巩固日美同盟。
在美俄对立延长线上的日本， 针对两次危机和冲突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日本

受制于美国， 影响了日俄关系的改善， 在日美同盟框架下， 日本对俄外交可能会

出现四种走向。 第一种， 美俄关系恶化， 日本追随美国对俄采取强硬外交政策。
比如， 俄乌冲突后日本追随美国采取强硬的对俄外交政策， 利用日美同盟 “借船

出海”， 提高国际地位， 向军事大国迈进。 日俄关系因此陷入僵局， 日本此时扮

演 “追随者” “利用者” 角色。 第二种， 美俄关系恶化， 日本在维护日美同盟的

框架下， 出于自身国家利益有限改善日俄关系， 与俄接近。 比如克里米亚危机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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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ｂｙ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ｔｏ Ｎｉｐｐｏｎ ＴＶ ａｎｄ Ｙｏｍｉｕｒｉ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Ｋｒｅｍｌｉｎ， １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５３４５５，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領土返還 「提起すらされず外交的勝利」 ―フェシュン―」、 『ロシア政策動向』 ３６ 巻 １ 号、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７ － ８ 頁。

喜田尚、 石橋亮介 「ロシアが北方領土に経済特区　 プーチン氏 『交渉停滞の責任は日本に』」、
『朝日新聞』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ＳＰ９３６ＷＣＮＰ９３ＵＨＢＩ０１Ｐ.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陈梦莉、 白如纯： 《日俄争议领土交涉中的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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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 日本 “最低限度地予以配合美欧对俄制裁”， 另一方面利用首脑外交积极

改善日俄关系， 日本此时扮演 “平衡者” 角色。 但囿于日美同盟框架， 日俄关

系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种， 美国对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美俄关系改善，
而日本随即追随美国改善与俄关系， 日俄关系取得进展， 日本此时可能扮演 “追
随者” “利用者” 角色。 比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美关系突然改善， “尼克松冲

击” 造成美国对日本的 “越顶外交”。 面对巨大冲击， 日本改变对华政策， 实现

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第四种， 美俄关系改善， 日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俄采取强

硬政策， 日本此时扮演 “平衡者” 角色。
总的来看， 未来一段时间内日俄关系会维持第二种走向，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加

剧， 美俄关系将继续恶化， 日本会跟随美国对俄实施制裁， 并 “借船出海”， 提升

军力和国际地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虽然美国因素是影响日俄关系的重要外部因

素， 但日本对俄政策的决定因素是日本自身的利益诉求。 美国因素是日本实现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 “外衣”， 日本借此 “狐假虎威” 加速战略调整。 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紧跟美欧国家对俄实施制裁， 积极助美塑造 “民主阵营” 对抗 “威权阵营”
的国际格局， 试图获取新的冷战红利。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美国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 发表的题为 “超越幻想后的国际新秩序” 主旨演讲中呼吁日

本与 “志同道合” 国家建立一个 “新国际秩序”。 日本将再次回到世界的中心， 与

美国一起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①。 日本助力美国划分阵营塑造 “新冷战” 对立格

局， 意在分享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权威， 反向捆绑美国霸权， 从而扩大自身影响

力， 在国际秩序重构中发挥引领作用。 进一步而言， 日本通过对俄政策调整强化了

与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的战略依靠与绑定， 其首要的目标是争取提升国际地位， 力

图掌握国际及地区秩序塑造进程。
在后安倍时代， 基于日俄关系现实基础， 笔者对未来双边关系发展作出以下

几点研判。 第一， 日俄和平条约谈判将继续处于中断状态。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

现代亚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就目前日俄状况表示， 对

日本来说， 俄罗斯最严峻的决定之一就是完全停止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日俄关

系正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 双方无法就和平条约进行协商谈判②。 实际上， 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并缔结和平条约是 １９５６ 年以后日本政府一贯采取的立场， 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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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経済産業省 「西村大臣が米国·戦略国際問題研究所 （ＣＳＩＳ） でスピーチをしました」、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０２３０１０９００１ ／ ２０２３０１０９００１.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２ 月２４ 日。

《透视俄罗斯》， 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ｓｕｕ. ｃｏｍ ／ ｅｚｈｏｎｇ ／ ｄｏｃｓ ／ ｇｔ＿２０１３＿０４＿ ａｌ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 日。



利益平衡与角色转变： 日美同盟视角下的日本对俄外交　

在 ２０００ 年就任总统后也多次明确了 《日苏共同宣言》 的有效性。 但俄乌冲突爆

发后， 俄罗斯政府对缔结和平条约谈判的声明和态度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俄罗斯对

日政策的性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 日，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表示， 由于日本公

开执行不友好的对俄政策， 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利益， 因此现在的条件下两国无法

签订和平条约①。 但也不可排除一种情况，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 俄罗斯重新

回到和平条约谈判。 可以肯定的是， 若俄乌局势继续紧张， 日本继续对俄实施制

裁， 日俄关系将会继续冷却， 和平条约谈判会一直陷入中断状态。
第二， 日俄经济合作前景并不乐观。 日本实施了数轮对俄制裁， 给日俄双边

贸易带来影响。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 ２０２２ 年日本对俄出口减少了 ２９. ８％ ， 日

本自俄进口石油减少 ５６. ４％ ， 自俄进口粮食减少 ３８. ５％ ， 煤炭减少 ４１. ３％ ， 有

色金属矿石减少 ３８. ８％ 。 由于能源价格飙升， 日俄贸易额不降反升， 自俄进口额

增长 ２６. ２％ ②。 与此同时， 与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相对应的是， 日本

企业也在加速 “去俄罗斯化”， 继而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负担， 使依赖贸易的日

本面临更多的地缘政治风险。 此外， 在日本对俄实施制裁的背景下， 俄罗斯拒绝

同日本协商争议领土近海捕捞问题， 无法同意日方就南千岛群岛地区渔业合作展

开磋商的要求， 表示日方采取的反俄措施违背了两国 １９９８ 年签署的渔业协定。③

这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都对日本造成了重伤， 瓦列里·基斯塔诺夫对此指出，
“渔业协定对日本来说具有政治意义， 在日本看来渔业协定具有逐步返还争议领

土的意义， 这也是该协定的本质意义”④。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 虽然日本跟随欧

美对俄罗斯发动多轮制裁， 但在关系到日本国家利益的能源进口等领域日本尽可

能弱化制裁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 拒绝退出俄罗斯能源项目。 日俄经济合作之门

尚未关闭， 日本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在追随美欧加强对俄制裁和稳定能源采购价

格之间， 日本面临艰难选择， 短期间内不会退出日俄能源合作项目。 未来日俄的

经济合作将是有限的， 经济合作在日俄双边关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 目前两国的

能源合作很难带来双边关系的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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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ロシア次官、 日本の反ロシア路線で平和条約協議不可能に」、 『朝日新聞』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ｕｔｅｒｓ ／ ＣＲＷＫＢＮ２ＴＩ０７Ｏ.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

財務省 「日本の貿易統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 ｊｐ ／ ｔｏｕｋｅｉ ／ ｉｎｆｏ ／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２４ 日。
「ロシア外務省、 日本との漁業交渉を否定 　 制裁強化受け」、 朝日新聞、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ｕｔｅｒｓ ／ ＣＲＷＫＢＮ２Ｕ８０４２.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７ 日。
「ロシア 北方四島周辺 『安全操業』 政府間協議応じず」、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３.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ｓａｐｐｏｒｏ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３０１２２ ／ ７００００５４４５９.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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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日本国内主张对俄强硬的 “激进派” 占主流， 日俄关系很难在短期

内有所转圜。 长期以来， 日本国内政界、 学界和民众围绕日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

法， 形成主张对俄强硬的 “激进派” 和对俄缓和的 “温和派”。 目前， 对于如何

处理俄乌冲突后的日俄关系， 日本国内 “激进派” 占据主导地位， 而主张对俄

缓和或改善关系的声音会立即引起争议和批判。 比如，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针对日

俄关系表示 “好不容易积累到现在， 对乌克兰投入这么大的精力真的好吗”， 质

疑日本政府对乌克兰的援助， 认为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不太可能会输， 在日本国

内引发强烈争议①。 日本维新会的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也因连日更新博客 “拥护

俄罗斯” 而引起争议， 使日本维新会也受到波及②。 同时， 日本国内媒体关于俄

乌冲突后的日俄关系的整体论调都较为激进， 《读卖新闻》 称 “政府必须毫不动

摇地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让俄罗斯付出代价。 政府在要求俄罗斯返还非法占

据的北方领土的同时， 也要提高对俄罗斯制裁的实效性”③； 《朝日新闻》 称 “俄
罗斯无意遵守国际法和协议， 日俄谈和平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 日本倒不如先表

明中断日俄交涉， 不能重蹈安倍时期对俄采取怀柔姿态的覆辙”④。 另外， 日本

国内民众对日俄关系的看法也较为负面， 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３ 日日本内阁府关于

外交的舆论调查结果， 关于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 回答 “认为良好” 的人只有

３％ ， 是迄今为止最低的⑤； 整体来看， 当前日本国内主张对俄强硬的 “激进派”
占据主导地位， 在政治和社会思潮保守右倾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 日本国内对

于俄乌冲突的看法和对俄政策缺乏理论多元的争论⑥， 使日俄关系短期内难以

转圜。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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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森元首相 『 ロ シ ア の 負 け は 考 え ら れ な い』 ウ ク ラ イ ナ 支 援 を 疑 問 視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ｌａｓｔｗｅｅｋ ／ ９４９６７.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

「鈴木宗男氏　 止まらない “ロシア擁護” 発言…日本維新の会にも 『放置するな』」、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ｘｃｉｔｅ. ｃｏ. ｊｐ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ｉｓｉｎ＿２１４１６７１ ／ ？ｐ ＝ ３，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社説） 北方領土問題　 交渉中断の非はロシアにある」、 『読売新聞』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社説） 日ロ交渉中断　 懐柔外交から脱却せよ」、 『朝日新聞』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ロ シ ア と の 関 係 『 良 好 だ と 思 う』 過 去 最 低 ３. １％ 内 閣 府 世 論 調 査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３.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ｎｅｗｓ ／ ｈｔｍｌ ／ ２０２３０２０３ ／ ｋ１００１３９６９６２１００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０５］。
项昊宇 《日本对俄强硬做派的盘算与代价》，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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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ｈｅｎ ａ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ｏｖ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ｃａｍｐ，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ｔ ａｄｏｐｔｓ 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 －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ｉｇｎａｌ. 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ｗａｒ，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ｕｓｅ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ｂｉａｓｅ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ａｗｋｓ，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Ｒｕｓｓｉａ－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ａｐａｎ’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ｈｅｎ Ｍｅｎｇｌｉ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２０２２，
Ｊａｐａ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ｖ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ｏｒ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 ｔｏ ｉｍｐｏｓ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ｏ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Ｊａｐａｎ－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Ｊａｐ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ｏｋ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ｅｋ ｓｅｌｆ－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ｓ ａ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ｏｆ “ＮＡＴＯ
ｉｎ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Ｊａｐａｎ ’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ａｓ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Ｒｏｌ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Ｊａｐａｎ－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ａｐａｎ－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Ｏ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Ｊｉａｏ Ｙｉｑ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ｕ Ｙａ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ｒｉｍｅ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ｄ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ａｎｄ ｆｅｌｌ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Ｏ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Ｉｔ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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