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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固然基於國內長期以來對擺脫二戰戰敗陰影、邁向正常國家的

期待，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成就了集體自衛權解禁所需要的國內、外氛圍。中國的

崛起建立在美國所主導的區域安全結構上，提供了中國在近二十餘年來經濟快速發展所需

要的區域穩定。但中國雖是區域安全穩定的受益者，卻被認為是區域安全穩定的可能破壞

者。中國的崛起不僅在改善民生條件、促成社會發展、擴大經濟規模，當近二十餘年人民

解放軍持續維持以二位數的速度增加國防預算時，當中國開始以強勢的態度處理與周邊國

家的糾紛時，美國與其他國家終於開始領悟到中國的崛起不僅是經濟與市場的議題，而是

中國希望在建立經濟與軍事能力的基礎後，被承認為可以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平起平坐的

大國。這對美國而言，當然並不樂見。中國在東海與南海議題上強勢作為，不僅讓日本民

眾倍覺威脅，態度向來模糊、習於在美中之間騎牆獲利的許多東南亞國家，更為騷動。一

個自越戰以後的穩定區域環境，開始動搖。因此，本來敏感的集體自衛權解禁議題，理應

在國內引起更大的抗議、在國際間造成更大的反彈，但中國的崛起大幅地降低日本集體自

衛權解禁的難度。 

  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既與中國崛起有關，當然也會對中國崛起有所影響。目前，中

國保持在東海議題對日本的壓力，積極在南海壓制越南與菲律賓，並透過「一帶一路」的

西進策略厚植經濟基礎。北京清楚目前離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太平洋共主地位仍有一段距

離，選擇不與美國正面對抗，用另一種「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策略，爭取時間來建立最後

必須在太平洋與美日攤牌的實力基礎。而同樣的，美國並非不明瞭北京的戰略意圖，在西

太平的再平衡戰略，也是在整理過去六、七十年區域經營的基礎，重新整隊、擴大陣容，

拉高中國攤牌的門檻，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不僅意謂著美日達成真正

的「同盟」關係—— 而日本不再只是個被保護國，一旦美中攤牌，日本基於同盟義務，必

須站在美國這邊，美、日加上澳洲，甚至部分東南亞國家的「西瓜倚大邊」效應，將使得

中國挑戰美國區域獨霸地位的機會更為渺茫。 

  因此，雖然美國政府再三強調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是其國內內政議題，撇清美國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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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施壓。但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有助於美國區域地位的鞏固，符合美國國家戰略，也會

產生區域安全架構的轉變。 

  面對此一區域安全架構的轉變，台灣如何「因勢利導」是個國家戰略層級的議題，前

述區域安全架構的變化，固然可被認為有利於台灣持續保持目前獨立於中國的現狀，但在

安全架構重整的過程，台灣不能停留還是受人擺佈的棋子，這不利於台灣主體性的鞏固。

我們希望在安全架構重整的過程中，開啟與日本在經貿文化以外的安全合作關係，但希望

不是方法，此一希望已經存在、重複幾個世代了。 

  國際政治既現實，也有理念；硬實力重要，軟實力亦不可或缺。台日互動已建立厚實

於台美關係百倍以上的軟實力與理念上的契合，但台日之間迄今所建立的安全與硬實力上

的合作厚度卻不及台美之間的百分之一。於理來講，軟硬相比，軟實力面向廣、需要時間

也需要雙邊人民在文化、理念上的共同認同，在難度上遠遠超過於基於現實的硬實力合

作。可是，台日關係卻呈現高反差，兩國人民往來密切、友誼深厚，但兩國政府之間的往

來卻未有等比的水平，台日兩國在安全上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但在軍事互動上卻乏善可

陳。因此，在深化台日關係的途徑上，軟實力的面向已自有民間厚實持續的動力。固然馬

政府任內，台日關係受到很大的制壓，政府也蓄意營造反日情緒來交代其親中的立場。但

這樣的反社會共識的現象會隨著明年5月自然消除，民進黨一旦重返執政之後，硬實力上

的合作才是需要努力經營的面向。 

  硬實力的合作，有軟實力為基底固佳，但真正的關鍵是現實。現實的合作紮實基礎建

立在互惠互利，不是「希望」，不是「依賴」。當我們停留在：台灣希望日本如何或台灣

想要日本如何時，儘管在情感上如何的親近，現實的條件仍然會牽絆日本不去如何。未來

台日關係在硬實力合作上的進展，取決於台灣能如何讓日本選擇突破現實牽絆與台灣合

作，順序是重點：先要展現台灣能做什麼，而才去提台灣要什麼。 

  在台灣四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上，只有東京與北京最能領悟台灣地緣戰略重要性，二戰

前的日本知道台灣有助於其向南拓展帝國，二戰後的日本知道台灣對於海上生命線的重

要。經濟發展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知道，沒拿下台灣，中國無法在太平洋與美國平起平

坐，隨時都有淪為第二個俄羅斯的風險。因此「統一是大業」，但戰略現實上，對中國而

言，「統一才成大國」。台灣主體性建立在台灣對自我土地的認同上，但地緣戰略的重要

性建立在他國對台灣位置的認知上。我們如何以台灣主體性為起點，讓日本重新認知到台

灣位置的重要性，應是切入點。在美國再平衡戰略的考量下，美國、日本積極經營東南亞

國家的關係，在經貿面向外，美日都積極投入東南亞國家的災害防救工作，也協助東南亞

國家建立海上執法的能量—— 或甚至其國防軍備。就災害防救上，台灣具有充足的硬體能

量，加上它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台灣可以比起任何區域內的國家（包括日本）更有效地

執行海外災害防救任務。災害防救的關鍵在於：能夠將救援人力物資快速運輸至災區，而

我國海軍的運量在東亞國家（不含中國）居第二位，僅次於印尼；空軍的運量在東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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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中國）也居第二位，僅次於日本。海空運輸量總和在東亞國家（不含中國）居第二

位，僅次於印尼。而這便是硬實力合作上極佳的切入點。台灣若能利用其優勢，打破國防

僅用於軍事防禦的傳統思維，台灣便可以是區域在災害防救合作的節點，當台灣能在東南

亞扮演災害防救任務的一定角色時，台灣便有開口的本錢。 

  同樣的，資安能量是台灣的強項，也是美、日希望與我國合作的重要項目。資安合作

本來就需要跨國合作，而且重點在民間與公務非軍事部門，性質相對低調，可行性高，也

是台灣能做什麼的選項。另外，隨著武器開發成本日高，需求數量日減，維持國防工業基

礎是各國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日本與我國都遭遇同樣的挑戰，增加雙邊國防產業界的互

動，鋪陳廠商橫向合作或垂直分工的機會，比起直接對日採購武器裝備來得可行性更高，

更能在短期內獲得可見的成果。 

  台灣能做的比我們想像中得多，但真正去做的低過於我們的能量。台灣想要的比我們

想像中得少，但我們去提的卻遠高於我們的需求。台日關係的未來經營，硬實力與現實面

既是重點，務實便是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