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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真要改变美日安保条约吗？ 

2019年 6 月底，在大阪召开 G20 峰会前夕传出消息，美国总统

特朗普认为美日安保条约对美国不公平，他提出条约规定了美国有协

防日本的义务，而对日本没有提出协防美国的要求。特朗普有关美日

安保条约的说辞在日本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日本政府层面表现出担心

和着急，第一时间出来澄清事实。官房长官菅义伟称：“报道里提到

的内容根本就不存在。”“美国总统已经向我们确认不会退出安保条

约，如果这么做会违背美国的政策原则”。日本民众对特朗普此番言

论并不太在意，认为特朗普只是一时兴起，信口开河，不可能动真格

的。无非想敲诈日本，提高日本承担驻日美军费用而已。也有一些人

认为，安保条约本来就是套在日本将近 70年的枷锁，特朗普要废弃

条约对日本来说求之不得，这样，日本可以名正言顺修宪、强军以及

走正常国家的道路。 



2 
 

美日安保条约是美日同盟的基础。1951 年 9 月 8 日美国与日本

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不仅构成日本从属美国的法律依据，而且使美国

可以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与美国其他同

盟国不一样，日本必须对美国唯命是从，不能有半点迟疑，没有讨价

还价的余地。一旦中美对立，日本必须毫无顾虑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

一边。 

特朗普在 G20 前夕，为何突然提出要重新考虑美日安保条约呢？

一般认为，一是借机敲诈勒索日本。特朗普知道日本把美日安保

条约看得很重，如果美国有意废除同盟，日本就会着急。为此，

特朗普试图借美日同盟从中获取最大利益。二是提醒安倍须紧跟美国。

安倍首相访问伊朗的初衷是充当美国和伊朗的调停角色，结果非但没

有完成任务，反而开展日伊经贸合作，日本继续进口伊朗的石油，

违背了美国对伊朗石油零出口的原则。5 月在特朗普对日访问期

间，希望缩小日美间贸易逆差，安倍未直接回应，令特朗普不快。

三是特朗普善于盘算。特朗普认为安保条约对美不公平的观点不是现

在才有，据称 10 年之前就有了。特朗普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必须

跟着美国的战略步调走。特朗普很清楚，废除美日安保条约非他可为，

但是作为总统，他有权力进行调整，在美国重新进行战略布局的情况

下，他需要一个听话的日本，不让日本自行其是。目前，在所有盟友

中，日本不仅作用特别重要，而且也比较听话，并且美日有很强的战

略共同利益。 



3 
 

日本明知美日安保条约是不平等的，有利于美国掌控日本和

在亚太的战略布局，为何还对此抓住不放，视其为宝呢？一是日

本在借力用力。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俄罗斯等三个周边邻国存

在领土主权争端，尤其是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需要借力美国威

慑对手。日本经常要美国高层明确表态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目

的无非利用美国威慑和震慑中国，扯大旗作虎皮。二是战略需要。

日本不仅要做正常国家，还要做大国，不借助美国难以实现。同

时，日本借助美国，可以深度参与美国的体系并成为骨干成员，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三是平衡中国。面对崛起的中国，日本感到

安全威胁，单独与中国抗衡力不从心，借助美日安保体系，日本

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应对能力。与强者为伍，是日本的战略选择传

统。三是渐进突破。安倍第二次执政提出修宪、强军和走正常国

家的道路，意在推翻二战后对日本的禁锢。借助新安保法的出台，

日本逐步扩大海外派兵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提升了军舰的远航

和进攻能力。通过推动修宪，让日本真正成为拥有独立军事能力

的正常国家，借此弱化美日安保条约的功能。 

日本对美日安保条约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将它看成国土安全的

保护利器，即一旦日本遭到外来攻击，按照条约规定美国会直接介入

和参与，承担保护日本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明白，美国不

可能为保护日本的安全甘愿流血牺牲，付出巨大代价。事实上，

日本在大力加强自主防卫，对此，美国也很清楚。美国认为让日

本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至少可以减轻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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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并且可以将日本作为对外战略的帮手。 

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在美中对立的情况下，日本在加强与

中国的关系上难有大的动作。在中日关系难以摆脱以美日安保条约为

基础的美日关系的前提之下，即便日本有意愿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若

美国不高兴，日本也不敢做。20 世纪 80 年代，中日关系发展比较顺

利，当时，中美日有共同的对手苏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

束之后，这种战略基础没有了，随着中国发展强大，美国对中国的战

略敌意增强，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以难摆脱这种影响。 

尽管如此，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还是要加强对日工作，增进日本

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理解，在可以开拓空间的领域，推进合作。对于美

日安保条约，一则它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二则，对美、

日与其他盟友的联动必须保持警惕，对其延伸安全管辖权必须明确表

示反对。 

 

（撰写：郁志荣，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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