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安倍倍借借““自自卫卫””重重走走老老路路
日本内阁正式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

安倍智囊团

语不惊人死不休

依据“安全保障法制基础再构
筑恳谈会”提交的报告，日本内阁7

月1日决定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解禁
集体自卫权。

安全保障法制基础再构筑恳谈
会为安倍晋三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
时设立的私人咨询机构，使命为研
究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与宪法的关
系，重新构筑安保法制基础，以应对
所谓“日本周边日益严峻的安全环
境”。

安倍首任不到一年即下台，“恳
谈会”暂时停止运作。2012年底，安
倍第二次上台，继而重开“恳谈会”，
成员由13人增至14人。

“恳谈会”成员为政治、法律和
军界人物，其中不少人曾为政府或
自卫队高官：

冈崎久彦：

否认强征“慰安妇”

1930年生于中国大连，在东京
大学法学部攻读期间考取外务省并
退学。他曾在防卫厅和外务省任职，
是外务省情报调查局首任局长，曾
任日本驻沙特阿拉伯和泰国大使。
2002年，冈崎创办非营利机构冈崎
研究所并任所长和理事长。

冈崎否认日本二战中强征“慰
安妇”。2007年，冈崎与数十名日本
议员、大学教授和政治评论家联合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名为《真
相》的整版广告，全面否认“慰安妇”
问题，声称“没有历史文件显示，日
军曾违反妇女意志，强迫她们成为
慰安妇”；“随军慰安妇不是报道习
称的‘性奴隶’”；“慰安妇是公娼，在
当时是普遍现象”。

他的主张：把自卫队变成可以
打仗的军队。

西修：

不应墨守宪法解释

1940年出生，分别在早稻田大
学和日本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和法
学博士学位，宪法学专家。

西修称，日本宪法第九条不否
认日本拥有自卫权，因而理应同时
承认集体自卫权和个别自卫权。

他称，国际形势变化很大，不应
墨守几十年前政府对宪法的解释。

就日本当年是否有可能派兵参
加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
争，西修在国会答辩时说：“如果修
改了(宪法)解释，不得不是那种结
果。”

此外“恳谈会”中还有3名委员
师出同门，即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研究生大学)教授岩间阳子、京都
大学教授中西宽和大阪大学教授坂
元一哉。他们都是京都大学法学部
教授高坂正尧的弟子。

高坂曾担任日本前首相佐藤荣
作、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的智囊，
主张以军事实力作为外交政策的后
盾，提议日本军费开支突破不超过
经济总量1%的限制。

据新华社

北冈伸一：

主张“宇宙自卫队”

1948年出生，东京大学法学博
士，2004年至2006年出任日本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现任日本国
际大学校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教授。

他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担任
小泉私人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小组”
委员；2006年至2009年出任“日中历
史共同研究会”日方主席。

他发表过“宇宙自卫队”言论：
“(自卫队)理论上可以到地球另一
侧活动。说得夸张一点，可以到地球
以外、到宇宙、到任何地方去。”

多年后，当史学家讲述21世纪初的东亚史时，他们会回忆起2014年7月1日的那个傍晚。那天，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
邸，不顾官邸外上万民众的抗议示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其内阁决定以内阁决议的方式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史学家家
将这样评价：“此举标志着日本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其二战后一直奉行的安保政策，至此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7月1日，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谈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 新华社发

中日可能因
第三方冲突

一些军事分析师认为，解
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将摆
脱发展军事力量、参加海外军
事行动的限制，今后一旦日本
主动使用武力，“自卫队”将实
际上成为军队，而且，中国与日
本因第三方因素而发生冲突的
风险将上升。

日本共同社解读，集体自
卫权解禁后，即便自身未受攻
击，日本也可以为协防“关系密
切”的国家而使用武力。以宪法
第九条宗旨为依据的“专守防
卫”理念可能被束之高阁。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部研
究员袁杨举例说，以前是美国
能够帮日本，而日本不能帮美
国，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可
以帮美国“反击”第三方的“进
攻”。相比以前的专守防卫，这
一点变化非常大。

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
“二号人物”、干事长石破茂去
年11月公开宣称，要扩大行使
集体自卫权的范围，如果菲律
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
国家受攻击，会打破区域均势，

“可能攸关日本生死存亡”，日
本可以使用武力介入和干预。

“这就埋下一个伏笔，”袁
杨说，“换句话说，以后中日之
间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大了，第
三方的原因引起中日冲突的可
能性会增加。中日之间除了钓
鱼岛、东海等现实利益的冲突
外，由第三方因素而发生冲突
的潜在危险会上升。”

据新华社

新解释含糊其辞

7月1日，安倍在首相官
邸召集内阁成员召开临时会
议，会议通过了正式解禁集
体自卫权的决议案。

所谓集体自卫权，即国
家可以依据自身的判断，在
盟友或利益相关国受到武力
威胁时以武力进行自卫的权
力。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
法》一直不允许本国行使该
权力，以此为基准提出的“自
卫权发动三条件”被认为是
日本《自卫队法》的基石。但
是，7月1日在安倍内阁的决
议案中，“自卫权发动三条
件”被新的“武力行使三条
件”所取代。

在该决议案中，通过对
宪法进行重新解释，安倍内

阁认为，日本有权力在同时
满足下列三个条件时以“自
卫”为名动用武力——— 日本
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
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
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
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
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
危险；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
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
述攻击；武力行使限于“必要
最小限度”。

与“旧三条”相比，“新三
条”最大的改动是放宽了对
第一条件的限制，在其中加
入了“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
遭到武力攻击”的表述，集体
自卫权的行使因此而合法
化。安倍内阁在决议案的前

言中解释称，此项改动是“由
于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安全保
障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

不少日媒注意到，虽然
安倍政权一再许诺将对集
体自卫权问题“谨慎检讨”，
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恳谈
会”，但最终拿出来的“新三
条”依然语意模糊。共同社
在报道中提出疑问，到底什
么样的国家才算与日本“关
系密切”？怎样的行动才算

“威胁到日本的存亡”？这些
问题在决议案中都缺乏详
细表述。朝日新闻则进一步
批评说，这些含糊的词汇，
为政府“自说自话”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

安倍又放“马后炮”

也许是意识到了新出台
的决议案注定不会令人满
意，安倍在内阁会议结束后
立刻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为
自己“力排众议”推动解禁集
体自卫权解释“找补”。

在记者会上，安倍辩解
说：“许多国民担心日本会因
此抛弃和平主义的道路，但
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
家，日本不会走上战争之路。
(在该项决议通过后)日本卷
入战争的可能性只会进一步
减小。”

不过，首相先生这种先
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跟公众
放“马后炮”的行事风格，遭
到了许多媒体的反感。《朝日
新闻》在述评中回顾说：去年

年末，安倍在强行推动国会
通过《秘密保护法》之后，就
曾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向
公众谢罪说：“一定向公众作
出详细的说明。”而在今年5
月份，对于集体自卫权问题，
安倍又承诺“将充分讨论，这
次不会为(通过时间)定立期
限。”如今，两个解释都没等
来，却等到了内阁解禁集体
自卫权的消息，令人失望。

事实上，一心要实现自
己宏愿的安倍，也许从一开
始就没把公众舆论当盘菜。
据安倍身边的幕僚向媒体透
露，早在今年5月时，安倍就
已经下定决心将在7月1日日
本自卫队成立六十周年之际
在内阁会议上通过该决议，

以免夜长梦多、事久生变。
“因为这是首相个人的

宿愿啊。”这位幕僚感叹道，
他透露说，在结束了日本长
期的“扭曲国会”之后，安倍
目前个人在自民党内的威信
很高，“幕僚们认为应该缓一
缓的事情，如果首相认为不
能拖，那就会立刻实行。”

不过，风头正健的安倍能
否承受此次“独断”带来的打
击仍是个问题。6月29日日本
媒体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58%的日本民众受访
者反对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
议修改宪法解释，安倍内阁的
支持率也比上次下降4%，跌至
45%，创下安倍自再次出任首
相以来的最低支持率。

“亚太小北约”更近了

此次日本内阁通过的
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到
底有何意义，本报记者连线
了复旦大学日本研究所研
究员冯玮教授。

“根据日本宪法第九条的
规定，日本是不承认国家有交
战权的。这就是说，日本不会
对他国宣战，也不接受他国对
其宣战。”冯玮教授介绍说，但
是，如果集体自卫权被允许使
用，日本在盟友遭受攻击时将
有权对攻击发出的国家动用

武力，这在事实上与日本宪法
第九条相违背，也是为何日本
民众和在野党对此次修改反
应如此强烈的原因。

在谈到日本解禁集体
自卫权后对中国将造成何
种影响时，冯玮表示，集体
自卫权的解禁，让日本事实
上拥有了以武力为担保与
他国进行军事结盟的条件，
联系到日本日前与澳大利
亚等国在军事合作方面的
意向，此次解禁无疑让日本

离构建“亚太小北约”的计
划更近了一步。

不过，决议案的通过
并不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可
以马上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政府还需要对《自卫
队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
改完善，相关法律将在今
年10月举行的临时国会进
行审议。如果相关法律获
得通过，日本即使没有直
接遭受攻击，也可参与针
对他国的战争。

本报记者 王昱

6月30日，在日本东京的首
相官邸前，一名抗议者高喊口
号。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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