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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子震  

 

 

筆者於 201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至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參加

由當代日本研究學會主辦的 2016「多元視角下的臺灣與日本」學術座談會。該研討會

共分「殖民脈絡下的臺日韓關係」「美中日臺關係」「從世界看臺日關係」等計 3 個場

次。筆者並得機會與郭育仁副教授（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就其宣讀的〈安倍

政權安保體制下的臺日關係〉論文

進行討論。 

郭育仁論文首先說明日本在傳

統國家安全層次中的「戰略憂慮」

為何，進而由「集體自衛權」「亞太

局勢」等角度加以分析並鋪陳論述

。對於國家安全議題中的所謂「安

倍主義｣，郭育仁副教授在其論考中

指出存有六點特徵：⑴ 揚棄以最低

成本換取最大的安全保障、⑵ 嘗試主動操作國際外交、⑶ 增加美國對日本的安全依

賴、⑷ 視軍事力量為日本外交政策的工具選項、⑸ 架構亞太多邊安全網絡的積極並

行、⑹在美日同盟下追求日本外交自主性的最大化。 

                                                 
 楊子震，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理教授。 

■相片說明：郭育仁副教授（右二）宣讀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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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郭育仁副教授更進一步分析「安倍主義｣通過：⑴ 進行國家安全體制改革

與新安保法的戰略準備、⑵ 協助美國完成亞太軍力重新部署、⑶ 透過 2015 年〈美日

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強化同盟嚇阻力、⑷ 擴大美日同盟為多邊多層的分工架構等策

略冀求強化日本國家安全。就使用資料而言，除官方公開文件以及媒體報導記事外，

郭副教授並曾對多位相關人士進行訪談。儘管現階段可資利用的公刊文獻有限，但訪

談記錄對此論文的學術貢獻增補頗多。 

在論文宣讀後的討論，筆者首先對

「戰略憂慮」概念的定義加以確認，再

就日本國防政策的連貫性存在與否提出

質疑，並對民主黨政權時期的定位加以

詢問。繼而針對「朝鮮半島局勢」「澳

洲潛艦競標」「南海主權爭議」等問題

，就教於郭育仁副教授。對於近日的沖

之鳥島（礁）爭議、日本自衛隊進駐西

南諸島等時事亦有些許討論。 

對筆者個人而言，此次參加「多元視角下的臺灣與日本」學術座談會，一方面聆

聽並拜讀目前臺灣的第一線日本研究學者的論文，對臺日關係的研究現況提昇了掌握

，另一方面則對迄今少有機會接觸的現勢分析增進了認識。如何將此次在學問上的收

獲反映於教學以及研究，自為個人今後的課題。 

 

 
 

 
 
 

 

 

■相片說明：筆者（右前）就論文抒發己見。 

■相片說明：座談會結束後與會學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