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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察

说日美同盟“面临危机”有点夸张
本报特约评论员 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观察家

最近有关日美关系的一则新
闻，引起全球关注。日本首相安倍
在前往欧洲访问并出席八国首脑
峰会前，首相官邸曾向媒体透露：

“峰会期间将举行日美首脑会
谈。”但是，日前安倍忽然接到美
国政府通知：“奥巴马总统没有时
间见你。”面对这突然的变更，安
倍难掩尴尬。虽然他在机场面对
记者的追问声称：“奥巴马要优先
与没有举行过会谈的他国首脑会
谈，所以 (与我的 )会谈不再举
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
在记者会上表示：“日美两国首脑
的信赖关系已经很牢固，不需要
再进行形式上的会谈。”但是，这
一突然的改变依然引发舆论对日
美同盟是否面临危机的猜测。

这一猜测并非无端。去年安
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后，即高调
表示美国是日本唯一的盟友，并
宣布将首访美国。孰料奥巴马并
不赏脸，以工作繁忙为由婉拒，令
安倍颇感失落。2月安倍访美，又
因未达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而被媒体讥讽为“美国一日游”。
今年5月14日，安倍派遣日本危机
管理特别担当顾问饭岛勋“秘访”
平壤。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团
长、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
表戴维斯表示，美日双方没有提
前进行“哪怕一丁点儿沟通协
调”，显示出不加掩饰的不满。而
按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卡里尔
发表在《外交政策》网站上的文章
的说法：“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

要的盟友。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日
本也是最难应对的盟友。”

当然，认为日美同盟“面临危
机”的说法似显夸张。13日，奥巴
马主动打电话给安倍，与他交谈
了约30分钟，主要向安倍传达中
美首脑会谈的情况。共同社称，多
名日美关系消息人士透露，奥巴
马对习近平表示，美方绝不能接
受同盟国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受
到中方威胁。双方还如期举行了
联合夺岛演习。

但是，美国的“保护”是要收
“保护费”的。奥巴马13日在电话
中对安倍提出：“日本参加跨太平
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谈判，对协定而言是一大进步。希
望日美双方协力争取更好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在安倍当
选后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也提
出了这一要求。但是，这个要求显
然让安倍为难。因为，日本国内对
加入TPP谈判，存在较强烈的反对
意见。按众议院自民党议员原田义
昭的说法：“若不对经济方面可能
遭受的打击进行深入研究，加入
TPP将遗留祸患。”自民党的“票田”
农村的反对更加强烈。近日，民主
党和自民党公布的参议院竞选公
约，对加入TPP问题的表态也颇能
说明问题。民主党表示，“为了维护
国家利益，将采取即便退出谈判也
在所不惜的强硬姿态。”自民党表
示：“将追求对国家有益的最好的
途径”；“维护必须维护的利益”。竞
选公约的本意是拉选票。如此表

态，其意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安倍目前提振经

济的主要政策，以量化宽松、日元
贬值为基本要素。这项政策因直
接和美国奉行的货币政策存在正
面冲突而引起美国不满。今年4月
12日，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
《国际经济和汇率报告》指出，日
本央行的宽松政策削弱了日元，
将加大美日贸易不平衡。之后还
就此对日本提出口头批评。

总之，在美国重返亚太经济
和军事战略中，日本均是其一枚
重要的棋子，但美国也的确对日
本现行政策和做法存在诸多不
满。在同盟框架内寻求两国关系
的“最大公约数”，是美日关系的
基本特征。

TTIP如建成，WTO或被架空
在北爱尔兰举行的G8峰会

上，美欧领导人宣布《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将
于7月8日举行，预计将在2014年年
底结束谈判。这也是本届G8峰会
上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TTIP
若能建成，必将从经济贸易上重新
夯实大西洋共同体的利益纽带，在
后冷战时代美欧将再次联手为世界
制定规则，如同二战期间的布雷顿
森林会议一样。

TTIP是升级版的自贸区，
根据美欧的设想，这一协议将取
消美欧之间的所有关税，非关税
壁垒也将减少，在投资、监管等
方面达成统一标准。毫无疑问，

TTIP代表了自贸区发展的新方
向，也是自由贸易升级换代的标
志。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就认
为TTIP不仅能够给美欧带来巨
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共同确
立新的贸易规则。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欧美依靠规则获得了主
导世界的权力，比如IMF、世界
银行莫不是欧美人“当家”，而
随着“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
的兴起，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
低迷，主导世界的能力下滑。
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持续
了十几年一直未有进展，而自贸
区协定却满天飞，欧盟与80多个
国家商谈自贸区协议，而美国已

经建成了20多个自贸区。自贸区
热意味着WTO作为全球多边贸
易框架的作用在降低，无法适应
目前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形势。

大西洋共同体是冷战期间美
国对抗苏联的坚强后盾，冷战结
束之后大西洋共同体的纽带松
弛。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外交
战略家不断呼吁唯有大西洋共同
体才能避免美国衰落的命运。
TTIP的议程为大西洋共同体的
重塑提供了机会，欧美依然是世
界上技术创新、知识生产以及规
则制定的中心，TTIP会强化欧
美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德
国前总理施罗德认为，在全球经

济多极化的潮流下，欧洲只有不
断强化一体化才能避免被边缘的
命运，这样的判断与当年阿登纳
总理、戴高乐总统推动欧洲联合
的理由几乎是一样的。二战之
后，美苏是主导世界的两大强
国，欧洲各国自保尚难，只有联
合起来才有发言权。金融危机之
后，欧元区陷入危机之中，欧洲
再次感受到了“被边缘”的危
险。巧合的是，当年美国通过马
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推动欧
洲一体化，当下TTIP是否能够
起到同样的作用呢？

TTIP和TPP标志着世界经济
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对于中国的冲击是潜在的，若两
大自贸区建成，WTO 将被架
空，中国从WTO中获得贸易红
利也将结束。中国若不能开启高
级别的自贸区建设，那么当务之
急就是加入类似于TPP或者TTIP
的谈判进程之中，成为新一轮世
界贸易规则的创始者与制定者，
而不能再次扮演后来者的角色，
因为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大国的行
列之中，需要扮演与实力相称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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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重返亚太经济和军事战略中，日本均是其一枚重要的棋子,在同盟框架内寻求两国关系的“最大公约数”，是美日关系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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