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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安倍政权向何处去、日本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困扰当前中日关系的课题，也是在当
今世界引发广泛争论的话题，还是影响当代东亚秩序建构的难题。战略性探究安倍经济
学的成与败、安倍历史观的新与旧、安倍政治的短与长、安倍外交的光与影，已成为透
视日本未来战略设计、检验日本大战略兴衰的关键。安倍政权下的日本战略转向仍在继
续、仍需关注，日本国家未来命运中的“安倍效应”亟须战略定位和战略思考。

作者简介

庞德良，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副秘二{孝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决策咨
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现代日本经济与东北亚区域经济研究。
沈海涛，男，1961年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8年毕业于日本国立新
潟大学研究生院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文学博士。现任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
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吉
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日本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综合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兼任吉林大学
政治学科分委员会委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陈志恒，经济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目 录

经 济
解读安倍经济学：国外学者观点述评【陈志恒】
日本增长战略述评——兼论安倍经济学中增长战略的继承性与独特性【崔 健】
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评析【庞德良 张清立】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任维彤】
日本围绕参加TPP谈判的争论【吴 昊 姜保中】
政治与外交
“安倍主义”的悖论与日本外交【沈海涛 李永强】
安倍政权的政治与外交战略【张玉国】
论钓鱼岛“国有化”后安倍执政下的日台关系【巴殿君 董弘亮】
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张景全】
安倍政权的日澳“准同盟”关系走向【高 科 陈祖丰】
2013年安倍访俄对日俄关系的影响【崔志宏 万冬梅】
试析俄罗斯东部开发开放战略对俄日关系的影响【徐 博】 经 济



解读安倍经济学：国外学者观点述评【陈志恒】
日本增长战略述评——兼论安倍经济学中增长战略的继承性与独特性【崔 健】
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评析【庞德良 张清立】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任维彤】
日本围绕参加TPP谈判的争论【吴 昊 姜保中】政治与外交
“安倍主义”的悖论与日本外交【沈海涛 李永强】
安倍政权的政治与外交战略【张玉国】
论钓鱼岛“国有化”后安倍执政下的日台关系【巴殿君 董弘亮】
日美同盟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张景全】 安倍政权的日澳“准同盟”关系走向【高 科
陈祖丰】 2013年安倍访俄对日俄关系的影响【崔志宏 万冬梅】
试析俄罗斯东部开发开放战略对俄日关系的影响【徐 博】历 史
论安倍晋三的历史观【郭冬梅 赵秋萍】 背离与颠覆：安倍历史文化观刍议【仲 秋】
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及其潜在威胁【孙立祥】
美国国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立法活动研究【王玉强】后 记 
显示全部信息

前 言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序言
日本正徘徊在危险的“战略十字路口”，中日已滑近“新冷战”的边缘。日本向何处去
已成为中国和世界不得不面对的紧迫战略课题。
日本正在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危险的策源地”。以“开明的保守主义者”自居的安
倍，实质却是“强硬的国粹主义者”“极右的国粹主义者”“极右的历史修正主义者”
。否认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质疑慰安妇史实、更改宪法的政府解释
、放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等一系列行为，已使日本站在了“军国主义的门槛”前。
安倍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中日关系的底线、人类良知和国际正义的底线、战后国际秩序
的底线。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句名言：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注定重蹈覆辙
。这句话是对日本和安倍的最好警告。
日本的转向，再次将中日关系置在了极其复杂与微妙的历史和未来之间。安倍渲染“中
国威胁”，影射中国是“军国主义国家”，将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
宣扬“中日必战论”等，以此“丑化”中国形象，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网。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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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正在滑向一个“危险的水域”，中日“新冷战”的种种预测不绝于耳。
安倍向何处去？日本向何处去？安倍制定的“日本复兴战略：日本回来了”，到底是“
日本回来了”还是“日本回去了”，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不知
常，妄作凶。这是对当今日本行为引起国际担忧的最好解释。如何对待日本的变化，如
何应对日本的转向，不但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邓小平曾说：“
中日对立，会塌下半边天来。”那么，假如真的发生这样的激变，究竟首先深受其害的
是“个子大”的美国，还是中国和周边国家，这依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更为严
重的是，安倍掌舵的日本正在巧妙地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忧虑，最大限度地逼近
战略红线，将中国推向了战略两难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版《安倍政权与日本未来》一书，既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现实
政策的需要，更是战略设计的需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更好地研究，才能寻找
出更好的方法。当前，对安倍经济学的成与败、安倍历史观的新与旧、安倍主义的名与
实，以及安倍政权长期还是短命、日本走向复兴还是继续衰落等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
的战略设计极其必要，也极其重要。当本书的书稿摆在面前时，令我欣慰的是，我发现
我们的学者已经对安倍经济学、安倍历史观、安倍政治和安倍外交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探
讨，对日本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对中日关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尽管这十几篇分析可能
不足以找出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却勾勒出了一条安倍政策运行的清晰轨迹。这些深入的
研究、细致的分析和清晰的解答，证明了他们正行驶在寻求答案的正确道路上，也体现
着这些学者对解决中日难题的时代责任意识。是以，欣然提笔作序。 序言 日本正徘徊在
危险的“战略十字路口”，中日已滑近“新冷战”的边缘。日本向何处去已成为中国和
世界不得不面对的紧迫战略课题。 日本正在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危险的策源地”。
以“开明的保守主义者”自居的安倍，实质却是“强硬的国粹主义者”“极右的国粹主
义者”“极右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否认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质疑
慰安妇史实、更改宪法的政府解释、放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等一系列行为，已使日
本站在了“军国主义的门槛”前。安倍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中日关系的底线、人类良知
和国际正义的底线、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句名言：不从历
史中汲取教训的人，注定重蹈覆辙。这句话是对日本和安倍的最好警告。 日本的转向，
再次将中日关系置在了极其复杂与微妙的历史和未来之间。安倍渲染“中国威胁”，影
射中国是“军国主义国家”，将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宣扬“中日必
战论”等，以此“丑化”中国形象，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网。由此，中日关系正在
滑向一个“危险的水域”，中日“新冷战”的种种预测不绝于耳。 安倍向何处去？日本
向何处去？安倍制定的“日本复兴战略：日本回来了”，到底是“日本回来了”还是“
日本回去了”，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不知常，妄作凶。这是对
当今日本行为引起国际担忧的最好解释。如何对待日本的变化，如何应对日本的转向，
不但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邓小平曾说：“中日对立，会塌下半
边天来。”那么，假如真的发生这样的激变，究竟首先深受其害的是“个子大”的美国
，还是中国和周边国家，这依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安倍掌舵的
日本正在巧妙地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忧虑，最大限度地逼近战略红线，将中国推
向了战略两难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版《安倍政权与日本未来》一书，既是理论
研究的需要，也是现实政策的需要，更是战略设计的需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
更好地研究，才能寻找出更好的方法。当前，对安倍经济学的成与败、安倍历史观的新
与旧、安倍主义的名与实，以及安倍政权长期还是短命、日本走向复兴还是继续衰落等



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的战略设计极其必要，也极其重要。当本书的书稿摆在面前时，
令我欣慰的是，我发现我们的学者已经对安倍经济学、安倍历史观、安倍政治和安倍外
交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探讨，对日本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对中日关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尽管这十几篇分析可能不足以找出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却勾勒出了一条安倍政策运行的
清晰轨迹。这些深入的研究、细致的分析和清晰的解答，证明了他们正行驶在寻求答案
的正确道路上，也体现着这些学者对解决中日难题的时代责任意识。是以，欣然提笔作
序。 书为庭院，序乃壁影。为《安倍政权与日本未来》一书作序之际，不由得勾起些许
遐思。吉林大学1964年成立日本问题研究室，1979年成立日本研究所，是研究日本问题
的重镇之一。2011年吉林大学又响应国家号召，恢复组建了新的日本研究所，以强化日
本研究。这些年来，研究得越多，时间越长，就越感中日关系的复杂与微妙。过去的几
十年，我们都是在“日强中弱”的前提下研究日本。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两强并立
”成为中日关系研究的前提。时至今日，这种“实力上相互接近、关系上彼此疏远”的
状况，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研究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尽管学者怀抱“赤心
事上，忧国如家”之责任，为中日困局寻求破解之良策，但深感“日本转向”所造成的
战略危局之危险、中日战略和解之艰难。正因如此，日本研究所的新团队“图难于其易
，为大于其细”，强化基础性、战略性的研究。《安倍政权与日本未来》一书就是“日
本研究论丛”的开篇之作，今后还将陆续出版这样的著述，以飨读者。 人比山高，脚比
路长，这是我坚信的一个理念。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我相信日本研究所的新团队会不断
推出新成果，为吉林大学的日本研究注入新元素。同时，更希望这一系列丛书对中国的
日本研究发展有所裨益。 王胜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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