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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七月一日內閣會議通過對集體自衛權是否合憲的判斷解釋。這個影響對於美日同盟、東亞戰略情勢以及台灣的
安全都會非常深遠。台灣應以長遠的戰略眼光，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要求作出回應，並思考對自己可能的機會與挑戰
。

日本在二戰後以有「和平憲法」之故，對於「集體自衛權」持高度保留態度。根據日本「內閣法制局」的解釋，日本
如同聯合國其他國家一樣，有集體自衛權的權利，但是因為和平憲法的特殊要求，使得日本沒有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能
力。而無法行使集體自衛權，導致日本在海外幾乎無法進行有意義的軍事合作。最有名的例子，是日本在伊拉克的維
和任務中，就因為這個問題，自己最後只能派遣非戰鬥員，其安全還要盟國(澳洲)派軍隊加以保護，但當保護日本人
的外國軍隊受到攻擊，只要攻擊不是針對日本人時，即便這位日本人手中有武器可以對付攻擊者，但因不能實施集體
自衛權的關係，日本人是不能保護其澳洲保護者的。這麼荒謬的結果實際上是使美日同盟無法全面發揮的主因，也導
致這個同盟至今依舊是美國主導，日本只能當小三跟隨的角色。與美韓同盟曾準備要在2015年將指揮權交給韓國人
的現狀相比，海軍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根本抬不起頭來。

針對這個問題，過去日本想要實行集體自衛權的路徑，主要集中在國會修憲以及釋憲這兩個方向上。國會修憲需要參
眾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難度頗高。釋憲雖然難度較低，可是形同執政黨要一肩扛起所有的政治風險。以過去日本二
十年來幾乎平均一年換一個總理的頻率來看，使得在碰集體自衛權議題時，沒人敢搞釋憲。但這個情形隨著安倍二度
回鍋，以及自民黨在2012年底眾議院選舉與2013七月參院選舉的勝利，加上安倍的個人意志，似乎出現新的發展。

嚴格來說，安倍的路徑固然不是修憲，但也不是直接解釋集體自衛權合憲，而是劃出三個發動前提與三個執行程序，
在這六大要求(六大保證)下，確保日本派遣軍隊執行超越專守防衛範圍的任務是合乎憲法的。這個以對具體情形作判
斷，但不碰觸集體自衛權本身是否合憲的爭論，避免了過去在修憲與釋憲的爭議，也把內閣法制局過去形同掌握集體
自衛權解釋權的威望稀釋掉了。

雖然有民眾抗議，但基本上日本社會反對集體自衛權的聲浪並不是優勢，所以安倍放心大膽的強勢推進。這個門檻一
跨越，美日同盟受到的影響最大。這是因為日本與美國的聯合行動，日本軍人不再需要擔心進行同盟集體反擊時是否
合憲，而同盟的角色與任務分擔(Roles and Missions Assignment)也可以超越冷戰時代「美國為矛、日本為盾」的制
式分工。隨著日本可以參與攻擊行動，不僅攻堅任務不再單方面落在美國身上，美國也可以更彈性運用自己的駐日美
軍，不再需要派遣美國軍隊保護日本兵，因為現在日本軍隊可以保護受攻擊的美軍了。這個小小的差異，會使得指揮
與作戰部署與過去呈現非常不同的面貌。而在七月一日完成的創舉，也使原先計劃在七月進行的美日安保新指針的修
訂作業，首次有了可預期的完工時程。

日本集體自衛權的影響不僅包括美日同盟，還包括美國積極發展的亞太三邊同盟整合工程，包括美日韓、美日澳等三
方同盟整合，未來更可能會出現美日菲三方同盟合作、美日印度的三方戰略合作等。目前雖有韓國高度批判日本，但
是菲律賓表示支持，澳大利亞、越南、印度對於這個發展也抱持不批評，甚至是樂觀的態度。由於日本是美國亞洲同
盟經營的發動軸心，也是美國從雙邊同盟向三方合作，甚至是多邊整合的中心點，因此當日本可實行集體自衛權，不
僅美國受益，包括與美國有同盟關係的亞洲國家都會受益，使得三方或是多方同盟起碼不會再有「需派兵保護日本」
的缺憾。

面對日本的改變，中國當然暴跳如雷，認為這是針對中國而來，雖然實際狀況並非如此，因為日本想改變無法行使集
體自衛權的困境，從1990年波灣戰爭時就有了，而當時的日中關係還相當不錯。中國的暴跳如雷與其無法面對日本
的崛起有絕對關係。但有趣的是，中國一直指控是日本無法面對中國崛起，基於恐懼心理才會強化軍備，因此想實施
集體自衛權。這個指控是否符合事實，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日本實施集體自衛權，對台灣來說當然有助於台海的戰略平衡，同時也使台灣安全上了第二道保險。因為過去台海安

                                1 / 2

http://mepopedia.com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744,49158,49158#msg-49158


MEPO Forum / 亞太局勢
賴怡忠：日本集體自衛權解禁的戰略意函 [授權轉載]

全是美國主導，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是啟動美國台海防衛機制的主要法律與操作來源。但當日本可以基於其國益，在台
灣受到攻擊向日本求助時出兵協防，台海就不再完全由美中關係所支配，中日關係變成了台海戰略方程式的一部份，
會出現美日同盟與台灣的安全合作，而不光只是美國(拉著日本下來)與台灣的安全合作。台灣過去人云亦云談的「不
要變成美國麻煩製造者」的戰略認知，也可能會被全面翻轉，因為一但日本因素進來，美國基於和緩美中關係而產生
對台灣是麻煩製造者的行為認定，可能不會被日本所接受，台灣過去擔心美中兩強決定台灣的恐懼，事實上有可能因
此減少。

更有趣的是，由於美國有台灣關係法，而此次訪日時，日方高層也提到會對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有所努力，難道日本
已經對這盤東亞戰略棋局全面精算過，所以通過集體自衛權內閣的決議後，是否之後的政治議程，對美國就是美日同
盟防衛新指針的訂立，對台灣就是日本版台灣關係法之立法呢？

亞太現在出現新發展，包括印度在崛起、日本走出對集體自衛權自我限縮的束縛，菲律賓更是積極與美、日、印度合
作。因此台灣實在應該好好研究日本集體自衛權可以實施後的可能影響與機會。這個亞太戰略棋局現在一片混亂，但
對台灣卻機會片片的契機稍縱即逝，如不積極掌握，歷史會看不起這一代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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