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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安保同盟演變與發展

壹、前言

今年（2020 年）1 月 19 日是新《美日安全

保障條約》修訂 60 週年，當日美國和日本在

東京舉行紀念活動，該條約也是日本戰敗後，

美軍在日本駐軍的基礎，日相安倍晉三出席致

詞表示，美日安保守護亞洲與印度太平洋及世

界的和平，成為區域繁榮的堅定支柱。1

其實安倍在擔任首相時，即致力於提高日本

在同盟中的作用，自 2014 年起徹底取消禁止

出口武器的禁令，並投入相當高的政治資本制

訂法律放寬憲法限制，重新解釋「和平憲法」，

以允許自衛隊在集體自衛下深入海外作戰，朝

「正常國家」方向發展。然而，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後，以大談「美國優先」的新孤立主義下，

雖然美日安保一度成為川普「解約」的政治籌

碼，然而就以往美國歷屆政府都重視美日同盟

的作用，而今川普政府雖有意圖變，即希望日

本必須承擔更多同盟義務，此等亦顯示出對美

日同盟的重視。

美日同盟關係概分三個階段的演變：2 第一

個階段是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主導的同盟關

係。此一階段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在亞洲地區

的滲透，也為了防止軍國主義的復燃，因此美

日關係在美日安保體系的基礎上，美軍可駐紮

日本國土的軍事基地，而且美國也運用日本憲

法第 9條的規定，限制日本軍備力量的發展 3；

然而，日本也利用此一政軍結構的限制，全力

發展經濟。第二個階段是從冷戰結束後至美國

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這期間美日防衛的假

想敵從第一階段的蘇聯，演變為區域的強權，

防衛的重點則從「日本本土安全」調整為「周

邊事態的處置」。第三階段是從 911 恐怖攻擊

襲美後至今，這期間美日防衛的假想敵從第二

階段的區域強權，演變為利益挑戰國 ( 中國大

陸、北韓、伊朗、阿富汗 )， 後依周邊安全環

境情勢調整因應中國、朝鮮半島、俄羅斯及國

際恐怖活動，4 防衛的重點則從「周邊事態的

處置」調整為「重要影響事態」，以建立國際

安全與和平的環境。5

由於近年來日本派遣海上自衛隊赴海外執行

維和、反恐、商船護航任務外，甚而在東非吉

布地建立海外基地，6 面對日本憲法第 9 條，

放棄戰爭、不保持戰力並放棄交戰權之意涵，

加上安倍晉三的新安保法，提升「集體自衛權」

能力產生甚多質疑，日本是否想擺脫和平憲法

的束縛而展現出維護世界和平的使命，確實引

起各國的關注。

過去逾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致力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尤以遏止蘇聯的影響力。如今，蘇

聯已不復存在，美國原有的主要任務已逐漸消失，但其採取的主要戰略以及所建制的各種體系

與機制，卻仍舊未有所重大改變。因此，美日安保同盟的雙邊體系就在原有基礎上，重新審視

存在價值，進而從反共向反恐、反霸轉變，從區域安全走向印太安全，未來更朝向「複合式」

多邊機制的全球安全夥伴關係，因應亞太安全威脅與重大利益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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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日本海上自衛隊參加 2018 年的“ Keen Sword 19”聯合軍事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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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exercise-201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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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日同盟的演變

首 先 界 定 何 謂「 同 盟 」 關 係 ? 同 盟

（alliances）是指若干國家聯合起來，以協

調一致作為達成特定目標，多數時候有白紙黑

字的條約作為見證；相反的，如果發起國提議

就特定問題進行臨時性且非正式的合作，通

常稱為「聯盟」（coalition）。國家締結同

盟，通常著眼於加強會員國實力，與第三國抗

衡。在各項權力的要素中，沒有任何一項改變

速度能和同盟相比。現實主義學派強調同盟是

一種國家之間的政治婚姻，是變動不居的。同

盟以國家利益為最大基礎，若利益改變，同盟

必須調整，所以同盟流動性足以說明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 BOP）如何有效運作。7

至於何謂權力平衡 ? 它是現實主義的重要

概念。由於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個別國

家的權力擴張並不會受到約束或管制，因此權

力平衡才會成為國家用來自保或生存的手段之

一。採取權力平衡通常意味著國際利益衝突確

實存在。一般來說，國家會為了抗衡或超越他

國而加強本身優勢力量，故有人評之為追求

軍事優勢政策。美國政治學家摩根索（Hans 

Morgenthan）就認為任何有力的理論或政策皆

不足以「取代權力平衡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指

導原則」，因此美國的一貫政策在西半球維持

絕對的優勢是不會改變的。8 其中維持權力平

衡最關鍵的運作方式就是建立同盟關係，歷史

上許多強國以同盟來抵制新強權的可能威脅，

對採取同盟方式的權力平衡政策之國家而言，

同盟遂成為維持現狀、避免威脅或重建平衡的

工具。

所以，美日安保條約是當前國際體系最重要

的同盟典型，不同於北約，它是一個雙邊同盟。

自 1951 年 9 月 8 日的舊美日安保條約簽訂始

起，一直是日本國家安全及經濟發展的重要支

柱，也是支撐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世界霸權及

符合國家利益的重要合約。美日同盟基於國際

環境威脅變化及國家利益因素，歷經了三個階

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冷戰時期；第二階段是

從冷戰結束後至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

第三階段是從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至今；各階

段隨著國家利益及國際環境的變遷，漸進的調

整美日安保條約的內容。

一、冷戰時期

（一）美日安保合作成立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宣佈無條

件投降，二次大戰結束。此時「共產國際」持

續赤化東亞地區，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代了

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

國。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共與蘇聯簽訂《中蘇

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依條約第一條：「締約

國雙方著手聯合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以防止日

本或其他日本聯合的任何國家直接或間接地再

侵略及危害和平」9。對美日而言，中蘇結盟意

味著中共「一邊倒」外交政策及與美日為敵的

軍事同盟條約。10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

中共以「志願軍」名義，出兵參加戰爭直接與

美國對立，期間駐日的美軍部隊增援南韓作

戰，日本本土防衛能力真空，加上國內政治及

經濟動盪不安，基於內外環境與安全因素等考

量，於 1951 年 9 月 8 日，美日兩國在舊金山

簽署《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初步確立合作關

係。11

由於美國為應對遠東的威脅，將安保條約的

合作範圍加以擴大，在條約第一條加入了所謂

的「遠東條款」，規定駐日美軍在遠東的功能，

故此條約美國就具有了干涉遠東事務的職能。

因此「日本出基地，美國出軍隊」的美日合作

成為冷戰時期主導遠東事務的基本模式。但

是，該條約具有「不對等」性，日本為美國提

供軍事基地，而美國卻沒有做出保衛日本的明

確承諾。1951 年安保條約簽訂之後，日本國內

對條約的不對等性相當反彈，12 其中美日安保

條約第一條，沒有明確美國保衛日本的義務，

「遠東條款」成為了美日同盟對外政策的基本

原則，整個冷戰時期美日同盟的政策就是在對

該條款解釋的基礎上而不斷調整。

（二）美日安保合作修訂

1956 年 12 月 18 日，日本加入聯合國。鑒於

經濟上的復甦與重返國際舞臺，日本在一定程

度上恢復自信，開始謀求改善戰敗國地位和形

象，積極尋求修改不平等的《美日安全保障條

約》13。1958 年 8 月 23 日，臺海爆發金門砲戰

危機，美國為此以日本作為美國艦隊的前進基

地，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此行動也意謂將「遠

東條款」付諸實踐。對此，美國開始重新評估

日本的戰略地位，並重新審視條約內容。經過

多次會談，美日兩國於 1960 年 1 月 19 日簽署

新《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故 1958 年的臺海

危機對 1951 年《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修改

產生了巨大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1960 年 2 月 26 日日本首

相岸信介對「遠東範圍」做出的說明，遠東

「這一區域大體包括菲律賓以北及日本周邊地

區，也包括大韓民國及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地

區。……但是對這些地區進行武力進攻，或者

該地區的安全受到周邊所發生事態的威脅時，

美國為此所採取的行動範圍，……並不侷限於

上述區域」。141960 年 2 月 27 日，日本政府又

表示了統一見解，指出：「遠東大體包括菲律

賓以北和日本周圍地區，南韓和臺灣管轄下的

地區」。15 很明顯，新《美日安全保障條約》

中的「遠東條款」突顯出了保衛臺灣的立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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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日安保合作具體化

1969 年 3 月 2 日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中共

轉向美國示好 17，美中兩國出於「共同抗蘇」

的目的，開始彼此接觸以實現關係正常化，另

日本擔心越戰與「尼克森主義」18 影響下美國

可能會放棄安保體制，美國經濟相對下降，

美國國內環境因素，希望日本在區域安全事務

上，扮演更重要的積極角色。19 因此，1972 年

9月29日中日建交及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

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確立的「反霸條款」

都是美日安保體制的一種延伸。

此外，1978 年 11 月 27 日美日通過安保條約

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其主要內容：1、

防範於未然的準備，日本依照其防衛政策，美

日建立彼此間作戰、情報及後勤支援的合作準

備，及各種軍備與設施的功能；2、日本遭受

武力攻擊時的應對行動，在日本遭受武力攻擊

時，美日兩國除了緊密聯絡，採取必要措施，

應根據情況，在自衛隊與美軍之間，設立協調

機構，建立共同的軍備標準；3、日本以外的

遠東情勢對日本安全構成威脅時，日本也將按

照《美日安保條約》及其它有關規定對介入遠

東情勢的美軍提供協助，這從機制方面進一步

具體化。20

二、冷戰結束後至 911 恐怖攻擊事件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

美國與日本皆願意重新界定美日同盟關係。美

國首先提出，希望日本能夠超越只作為一個

「支票簿強權」（checkbook power）的呼聲，

進而引爆日本國內討論日本做為「正常國家」

的爭論。21 波斯灣戰爭時，美日兩國曾經討論

與日本軍事合作的範圍擴增至區域性緊急事件

以外的可能性，日本最後決定依舊只願意提供

財務支援，日本國內政治對自衛隊角色與目的

所做的限制，仍舊是擴大美日聯合軍事作戰的

一個重要障礙。22

1993 年 3 月 12 日北韓宣佈脫離《核武不擴

散條約》並於 5 月 29 日對日本海實施導彈試

射，造成日本與美國的不安。231994 年 8 月日

本「防衛問題懇談會」向政府提交了《面向 21 

世紀的展望》報告（樋口報告 24），報告特別

強調美國核保護傘下美日軍事方面合作的必要

性，同時還建議增加日本的軍事角色和使命。

25 該報告反映出日本國內對美國作為保護國逐

漸持懷疑態度。對日本這一傾向，美國開始擔

憂並開始反省對日政策。美國政府重新開始審

視日本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意義。

1996 年第三次臺海危機結束後，美日同盟

「再定義」的步伐明顯加快。1996 年 4 月，美

國總統柯林頓訪日，兩國首腦於 4月 17 日發表

《美日安保聯合宣言》，宣言指出：「懸而未

決的領土問題、潛在的地區爭端、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是造成這一地區

不安的因素。」因此，美日兩國「有必要研究

在因日本周邊地區可能發生的事態，而對日本

的和平與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的情況下的美日合

作問題，並促進美日之間的政策調整」，26 美

日合作的範圍從原來的「專守防衛」擴大為「日

本周邊有事」。根據安保宣言的精神，美日安

全協商委員會（2+2 會談）於 1997 年 9 月發表

了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具體闡述了「和

平時期」、「日本遭到武裝攻擊」時以及發生

「周邊事態」時，美日防衛合作的對策和措施。

27 其中應對「日本周邊事態」的合作是這次修

訂「新指針」的重點。其中規定，當預計發生

周邊事態時，美日兩國政府將加強包括努力就

該事態達成共識在內的情報交換與政策磋商，

並啟用協調機制開展包括外交活動在內的一切

努力，以控制事態擴大。當周邊事態發生時，

兩國的合作分為兩類：一是兩國根據各自判斷，

在分別實施行動時的合作；二是日本向美軍提

供「後方地區支援」。28

1998 年 4 月，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柳井俊二

稱，「周邊事態」的範圍和《美日安全條約》

中「遠東條款」的範圍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即

菲律賓以北、包括韓國和臺灣在內的地區。

5 月 22 日，日本外務省北美局局長高野紀元

在眾議院外務委員會答詢時說，「周邊事態同 

1951 年簽署的美日安全條約的第 6 條有關」，

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所說的「日本周邊

地區的緊急事態（周邊事態）」，其範圍包括

《美日安保條約》規定的「遠東」以及周邊地

區，並使自衛隊參與國際任務更具有「法」的

正當性。29

值得注意的是，1999 年 3 月日本國會提出關

於「周邊事態」的統一見解，強調周邊事態包

括六種類型：（一）日本周邊地區武力紛爭迫

近；（二）日本周邊地區發生武力紛爭；（三）

日本周邊地區武力紛爭停止，但秩序尚未得到

恢復和維持；（四）某國發生「內亂」、「內

戰」，擴大到國際範圍；（五）因某國政治體

制混亂，大量難民極有可能進入日本；（六）

某國的行動被聯合國安理會認定為侵略行為，

成為經濟制裁的對象。30 綜觀以上我們可以觀

察到，日本在亞太地區扮演區域安全的角色，

逐漸取代日本傳統上對於安全政策採取「專守

防衛」原則，擴展至區域層級上的合作。1999

年 4 月 27 日和 5 月 24 日，日本國會眾參兩院

相繼審議通過了新指針的三個相關法案：《周

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日美物

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修正案》。至此，美日同

盟「再定義」最終完成。這就意味著一旦美日

將臺海衝突確定為「周邊事態」，美軍將發揮

「矛」的作用，而日本將發揮「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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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形成「美攻日守」的干涉機制。

三、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至今

儘管 2017 年川普上任後，在「美國優先」

的政策因素影響，面對美國的各方軍事同盟則

有大肆批評，指稱各國濫用美國防衛資源，並

有意解除安保條約，31 然而 2020 年 1月 14日，

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至華府訪問，並於適逢

新《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簽署 60 週年之際，

與美國防部長共同表示，在反恐行動及印太安

全秩序、美軍全球部署上扮演積極角色，並堅

信美日對來自反霸及反恐的安全威脅有著共同

的認知。32 此一公開表示，亦諸證美對日軍事

同盟仍具重要意義：

（一）進一步深化美日關係

其實從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美國境內恐怖攻

擊事件，美日就進一步強化兩國間的安保合作

關係。

2001 年 10 月 29 日，日參議院便通過《反恐

怖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

上保安廳法修訂案》，加強了美日同盟的條件。

2002 年 4 月 16 日，日本通過「有事法制」三

大法案。33 在這裡「有事」已遠超出過去的「周

邊有事」的範疇，日本不僅受到攻擊時可自主

採取軍事行動，且日本自我預測到存在「有可

能被攻擊的危險」也可主動派兵進行國家安全

的防衛戰爭。34

2005 年 2 月 19 日，美日 2+2 會談雙方發表

的「共同聲明」，並將臺海事態納入其中。

2011 年美日 2+2 會談又深化擴大兩軍共同訓練

和演習，甚至監視警戒範圍。352015 年 4 月 27

日，美日安保 2+2 會談則重新修訂《美日防衛

合作指針》共識，建構從平時到緊急事態的「無

縫」接軌機制的其他國際維和行動。36

由於為了因應中共快速的崛起，自川普政

府上任後，再次重新檢討亞洲安全議題，遂於

2017 年 11 月提出「印太」構想，以延續「重

返亞洲」策略下，更具體強化與該區域盟邦的

關係成為首要目標。因此，日本在安全領域積

極加入美國「印太戰略」運作，而美國亦以美

日安保為主要，並與澳、印等國共同合作，進

一步從而建立覆蓋整個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關

係網絡，以強化區域合作與抗衡中共。37

（二）更緊密的軍事合作

美國調整軍事戰略，提升日本地位。「911」

後美國軍事戰略的調整，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

是強化美日同盟。日本地處戰略要塞，是美國

在亞洲前沿軍事部署的重點。對美國而言，強

化安保合作，讓日本在美國主導的安全機制下

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新形勢下美國亞洲軍事戰

略的重要內容。因此，從美日軍事合作由日本

「單向依附」防禦向「聯合行動」進攻轉變。

具體表現如下：

1、「911」後，美國加強與亞太主要國家聯

合軍事演習時，幾乎每次都有日本參加，這表

明「美攻日守」傳統模式轉變。同時， 2007

年「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外，漸次配合

打海盜及反恐之意，自衛隊海外派遣隨之成為

基本任務。

2、美日軍事合作一體化程度加深。自 2002

年起雙方正式以 2+2 部長級會議的方式舉行，

並全面檢討自衛隊與美軍的作用與目標，共同

應對各類事態。2006 年 5 月美日 2+2 會議發表

《實施再編路線圖》（最終報告），38 主要強

化司令部功能，美日共築導彈防禦系統，此舉

日本正繼續朝著配合美國進行「實戰」的方向

發展。392009年 3月起開始執行軍艦護航任務。

2010年1月19日，新《美日安保條約》50周年，

表示兩國繼續深化同盟後。2011 年 7 月，在美

國默許下，日本政府宣布於非洲之角國家吉布

地建立第一個日本海外基地。402015 年 4 月美

日的 2+2 會議，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合作範疇

除擴展至全球外，2019 年的 2+2 會議，雙方更

強化在網絡、太空和電磁波譜領域合作，美國

有義務幫助日本保衛領土及網絡攻擊。41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美日同盟作為日本外

交主軸沒有改變，日本想借機聯合亞洲其它國

家，抵消中共在亞太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而已，

美日安保合作不僅繼續，而且還會依情勢發展

持續提升。

參、綜合研析

從冷戰時期至今美日同盟演變歸納分析如

後：

一、美主日從的聯合行動

美國學者 Donald C.Hellman 曾指出：「生

活在兩極世界中的日本唯美國是賴，它依然是

一個相當貧乏的國家，在政策方面，並無太大

的選擇餘地。」42 從根本上說，冷戰時期的美

日同盟是一個不對等的聯盟體系，美國在其中

發揮著決定性作用。而日本在「吉田主義」43

的影響下在對外關係中基本上是以追隨美國為

主。

此外，日本依據「遠東條款」向美國提供

基地而服務於美國的遠東戰略；另一方面，美

國對臺灣提供防衛，這種連結對美國進入臺海

事務提供了便利，但日本卻面臨著捲入臺海衝

突的危險，這是日本為獲得美國的防衛承諾而

所要付出的代價。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的行動

左右著日本的政策選擇，日本在對臺防衛問題

上是被動的，然於 911 事件後則轉為「聯合行

動」。

二、安全合作模式的多變性

1951 年美日安保條約雖然制定了「遠東條

款」，但卻沒有規定該條款的適用範圍，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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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日對安保條約修訂之後，日本政府對條約

中的「遠東條款」進行了界定，臺灣被納入了

美日安保體系的框架下共同遏制中共，從而形

成美日臺在安全上的集體合作模式。20 世紀

70 至80年代，美日同盟出於抗衡蘇聯的需要，

開始尋求中共合作，美日同盟在臺海的安全合

作夥伴也由我國政府轉變為北京政府。

1991 年蘇聯瓦解後，區域強權及恐怖主義攻

擊對美國造成安全威脅，如伊拉克於 1990 年

入侵科威特、北韓於 1993 年宣布脫離「核武

器不擴散條約」、1996 年臺海飛彈危機、2001

年於美國恐怖攻擊事件、2010 年日本與中共發

生釣魚臺事件、2012 年中菲岩黃島主權爭議、

2013 年中共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一帶一路戰

略等，當發生上述影響到亞太區域之威脅時，

美日均會聯手透過外交及軍事手段抵禦外來威

脅。

三、政策的模糊性

通過分析，美日兩國對於「遠東條款」所涵

蓋的範圍從一直沒有明確界定，日本只是根據

東亞的局勢和美國臺海政策的變化來對「遠東

條款」加以解釋，而美國對此甚至都沒有一份

如日本一樣的「統一見解」聲明。

此外，美日2015年敲定新《防衛合作指針》，

雙方決定把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合作擴大到全

球規模。然而美日兩國對指針的解讀上，仍然

可以觀察到兩國對於新指針適用的目的與期待

有認知差異。44 就美國而言，美日同盟最大的

意義，在於島鏈防衛思維下，日本等國作為防

止中共軍事力量得以突破島鏈封鎖進入太平洋

與美國爭霸的關鍵盟友，希望日本自衛隊可以

在解除「專守防衛」的武力行使限制後，可以

積極分擔美國在全球佈署行動中沉重的負擔；

但日本方面，希望維持從印度洋經過南海、臺

灣周邊海域、東海直到日本本土的「海上生命

線」不被中共支配，才是至關國家生死的防衛

佈署重點，對於新安保指針的期待，則呈現非

常重點式的區域防衛觀點、著眼於針對中共在

東海和南海區域一連串改變現狀的軍事和準軍

事行動，得以與美軍進行更全方位的情蒐、聯

繫、掃雷乃至協力島嶼奪回作戰。

肆、美日同盟合作之展望

簡單來說，美日同盟是維持亞洲地區有益

的權力平衡的關鍵。前進的軍事存在有助於武

力投射，也是有效嚇阻的必要手段。未來，隨

著日本積極推動國防變革和美日安保持續加強

深化，中共與日本之間的戰略角力將趨於「常

態化」。現階段，美日將中共列為主要的利益

挑戰者主要是兩個依據，一是對自然資源的需

求和所展開的一系列外交措施。二為軍事現代

化。在美國來看，特別是中共有可能會同美國

競爭自然資源，而中共的軍事現代化會對美國

構成威脅。此外在政權上，中共在各方面的表

現如同其他強權一般，然而中共無屬地與海上

防區、無民主制度的監督與制衡機制、卻有著

帝國權威與背負歷史包袱的意象及有著激進的

民族主義等，造成中國與美國發生四個緊張關

係，即貿易、傳統議題 ( 海權保衛、在北韓與

伊朗核武問題、阿富汗、恐怖主義、氣候變遷、

太空科技競賽 )、西藏問題、臺灣問題。45

所以，我們可知美國的利益挑戰國均集中在

亞洲，而且以中共威脅為最大，從美國的觀點

來看世界的權力結構為「多極體的亞洲，然而

在以美國為主的單極體系世界裡」，若從中國

的夢想來看世界的權力結構則為「以中國為中

心的單極體的亞洲及多極體的世界」，而日本、

俄羅斯及印度所希望的為「多極體的亞洲與世

界」，46 所以我們可顯而易見地看到，美國、

中國大陸與日本在權力立足點上的不同，那就

是美國想持續成為世界的單極霸權，而中國大

陸想成為亞洲的單極霸權，日本、俄羅斯及印

度則希望亞洲和世界均是多極體，故美國與中

國大陸基於利益與權力慾望的基礎上，彼此的

競爭是難以避免的，兩國均各別在國際上拉攏

夥伴，強化雙邊與多邊關係，以維護各自的國

家利益，相互暗中較勁與制衡。

就日本而言，日本是一個島國，確保海上

交通線安全，就是維護國家生命線安全，然在

日本周邊存在著各種安全事態影響其海上生命

線安全，如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主權爭議問

題」、與中共的「釣魚臺主權爭議問題」、與

韓國的「竹島主權爭議問題」、北韓「核實驗

與彈道飛彈能力增強問題」、中共軍事能力

現代化、中共海軍遠洋作戰能力提升並與周遭

國家衍生出「臺灣問題」、「南海問題」及俄

羅斯軍事武裝在東北亞活動頻繁問題等，可得

知其中以中國威脅最大，因為若發生「東海問

題」、「臺灣問題」或「南海問題」時，其海

上生命線即遭威脅，若以現況日本自衛隊以

「專守防衛」的制度規模下，其實仍需要持續

調整「集體自衛權」的行使能力，以擴大其行

動自由，方能有效因應突發事件並確保其海上

交通線與國家安全的利益。

伍、結語

美日安保同盟確維持亞洲地區可控制的權

力平衡，而且又可繼續對有利於美國及其盟邦

的平衡方面，美日同盟至關重要。對美國來說

是永續「美利堅治世」為出發點的軍事安全合

作，日本居東北亞戰略重要位置，是美國前沿

佈署不可或缺的角色。對日本來說是維護國家

安全、經濟發展為出發點的軍事安全合作，二

戰結束至美國911事件前，多為「美主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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