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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衛隊的「國際貢獻」任務 
● 楊子震

 

 

 

自衛隊的所謂「國際貢獻」任務，基本上包括：國際緊急救援（例如地震、海嘯）

、難民救援活動（例如盧安達、阿富汗難民問題）、水雷掃除（例如波斯灣掃雷）、後

勤（例如印度洋補給）等等。 

關於日本自衛隊國際貢獻今

後的可能問題，可分為幾方面來

討論。第一，法律與民意之間的

拉鋸。第二，則在於自衛隊本身

是否具備同時執行國內防禦及國

際貢獻所需要的人力與物力。第

三，隨著自衛隊員置身於與日本

國內迥異的危險地區環境中而產

生的精神壓力問題。 

首先，關於法律與民意。自

1992 年起日本參與 PKO 活動以

來，日本自衛隊的國際貢獻業已

成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業績。然而，在集體自衛權以及武器使用限制上仍存有困難。自

                                                


 楊子震，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歷史長廊 

東帝汶 PKO 活動（2002-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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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隊在海外派遣時，武器的使用條件除了「正當防衛」或是「緊急避難」以外，也採

用了自衛隊法第 95 條的規定，可「為了保護武器而使用武器」，將防衛範圍擴大至船

舶、飛機、車輛等設備。但是否可實施「威嚇射擊」，則尚存有爭議的可能。 

日本自衛隊參與 PKO 活動以來，迄今尚未出現重大戰鬥傷亡。然而，軍事行動中

傷亡的出現，原本即為常態。日本繼續並擴大地參與 PKO 等國際貢獻，亦意味著人員

傷亡風險的增大。然而，從相關的民意調查來看，日本的輿論或民意對於自衛隊的傷

亡可能尚未有充分意識。 

其次，關於自衛隊的人力物力能量。因日本的社會發展以及經濟現況，自衛隊長

年存有人材確保的困難，並未達到滿額編制。而且，自衛隊無法因海外派遣的任務需

要而增募人員，而係在現有部隊中抽調，PKO 活動自然對維持日常的演習訓練等工作

上造成人力上的擠壓效應，且對國內災害的出動準備等有事應變體制造成影響。又如

船艦等裝備因數量、妥善狀況的影響，亦曾有過度派用的問題。 

再者，關於自衛隊員的精神壓力問題。自衛隊原係以國內訓練為中心的組織，海

外派遣意味著遠赴危險地區，從事攸關性命安全的工作。相較於自衛隊員全體 0.03%

的自殺率，海外派遣經驗者的自殺率為 0.08%。雖然因果關係尚待更為精確與慎重的

研究，但顯然地，自衛隊員置身於與迥異於過往國內的危險地區，環境因素確實產生

了精神壓力問題。儘管最近針對派赴海外的自衛隊員加強了精神上的關懷，但往後若

繼續擴大自衛隊的海外派遣，便有必要建立更為充實的對策。另外，不只自衛隊員本

身，其家庭成員亦將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 

2015 年 9 月，《国際平和支援法》成立，部分修正了《自衛隊法》、《周邊事態法》

、《船舶檢查活動法》、《聯合國和平協力法案》等法律。在自衛隊的「安全確保」業務

，例如：「巡回」（巡邏）、「檢問」（攔檢）、「警護」（警衛保護）之外，再加上「驅付

（馳援）警護」，並擴大武器的使用權限。依據此條文，爾後自衛隊將可使用武器對位

於遠處的其他國家的部隊、聯合國職員或 NGO 人員加以保護。亦可以與美軍、多國籍

部隊加以聯繫合作。 

日本自衛隊的國際貢獻，儘管有其侷限及尚待解決的課題，其迄今的發展歷程上

有三個值得注目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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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波斯灣危機（1990 年）及波斯灣戰爭（1991 年）間，日本因朝野對立和輿

論分歧，並未能派遣自衛隊相關聯合國活動，僅能提供金錢上的支援。然而，欠缺實

際人員參與的國際協力，並未能得到以科威特為首的國際社會肯定。而日本在波斯灣

戰爭後派遣了海上自衛隊前往波

斯灣掃雷，參與戰後善後工作。

並以此為契機，經歷一連串國內

政治議論，於 1992年完成《國際

和平協力法》。 

其次，2001 年 9 月美國同時

發生多起恐怖攻擊。國際恐怖主

義的威脅帶來新的安全保障課題

。為因應此一新興威脅並協助支

援美國，日本於同年成立《反恐

怖特別措施法》。具體措施以派遣

海上自衛隊前往印度洋進行油料

補給任務為主。 

最後，伊拉克戰爭於 2003 年 5 月結束。日本通過《伊拉克人道復興支援特別措施

法》，派遣陸海空自衛隊至伊拉克協助善後復興，分攤戰後重建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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