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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的“通论”，起自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止于2011年野田佳彦上
台执掌政权，凡66年。
虽是一部通论，但并不是对战后以来日本政治与外交面面俱到的分析，而是对其“重点”和“关键”
问题进行研究、评述。
从某种程度上讲，本书正是试图从政治与外交彼此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进行梳理与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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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光，吉林白城人。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国际政治专业）。
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山东省日本学会会员。
研究领域：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与当代中国外交等。
主讲课程：国际关系理论与日本外交政策等课程。
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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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2007年9月底当上日本首相以来，福田就整天忙碌着《反恐特别措施法》的一些事情。
可以说每天围绕这部讨好美国的法案忙得团团转，特别是11月1日，如果旧法到期无法再合法延续，福
田政府只能将供油舰从印度洋上撤回。
11月13日，新《反恐特别措施法》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因为民主党等在野党控制了
参议院多数席位，因此，该法案在参议院被否决是必然之事。
就在这个重要时刻，福田从11月15日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可以断言，这次访问是福田的“道歉之旅
”，为暂时无法帮助美国在印度洋上供油表达遗憾之意。
虽然《反恐特别措施法》在2008年1月11日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遭到否决，但自民党控制的
众议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强行通过了该法案，进而恢复了海上自卫队执行在印度洋为美英部队提
供供给的任务。
　　其实日本政府配合美国反恐并非仅局限于海洋上，除了众所周知的海上自卫队，日本航空自卫队
也有类似任务。
航空自卫队运输机于10月31日从东京都福生市美军横田基地起飞，飞往山口县美军岩国基地和冲绳嘉
手纳基地，最后一次执行其为驻日美军基地运输物资的任务。
福田重构日中关系。
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福
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日中两国的精
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
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领域的基础之上。
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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