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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云南大学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丛书》编著者毕世鸿。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以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实施的经济统制为研究
对象，采用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运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工具，在日本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发生、发展、消亡的视角下，宏观论述与个案分析结合，旨在系统考察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对东
南亚经济统制的政策方针、组织体系、方法手段和实施效果，阐明这一统制的特点、本质、作用以及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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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一 战前日本的对外观与东南亚认识的演讲　　日本地处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的边缘地带，是
一个与亚洲大陆相隔咫尺的岛国。
这种岛国地理位置决定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表现出海洋国家向外拓展空间的行为取
向。
日本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认为，对某些关键地区的控制是达到一定战略目标的前提条件。
日本是一个疆土狭长的群岛国家，这决定了它在本土防御中难以建立起有效纵深防御，因此在国家安
全战略上十分注重对周围广大海域的防守。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岛国属性，日本自古就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和扩张性。
加上国内资源的贫乏，又使日本对外部世界资源产生严重依赖。
这种地缘政治特点导致日本对外部环境非常敏感，甚至容易产生争夺“生存空间”、对外扩张的侵略
意识。
　　早在16-17世纪，就有大批日本商人、船员、流浪民、耶稣教徒等移居东南亚，在安南（现为越南
）、暹罗（现为泰国）、吕宋（现为菲律宾）等国的商业和港口城市附近建立日本人町。
东南亚物产的丰饶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渐为日本人所熟知。
　　16世纪末，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之后，就企图先强占朝鲜，进而征服中国和印度，建立一个定
都北京的大日本帝国。
1610年，德川幕府执政本多正纯发出了致中国福建总督的信函，称：日本国主源家康已统一全国，“
其德华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现均为越南）、暹罗（泰国）、吕宋（
菲律宾）、西洋（新加坡以西各国）、柬埔塞（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上述言论，反映了早期日本统治者试图称霸亚洲的狂妄思想。
　　自l8世纪80-90年代起，日本经世学派思想家们为日本近代推行的对外扩张的世界战略，提供了大
量的思想素材。
例如，林子平曾有诗云：“邪法迷邦唱未终，欲征蛮国未成功。
图南鹏翼何时奋，久待扶摇万里风。
”诗中的“图南”，反映了幕末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的思潮。
1786年，林子平在《海国兵谈》中提出了海防论，为近代日本武力扩张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其后，本多利明提出“海外雄飞论”，认为日本以有限的土地难以应付人口的无限增长，日本应模仿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和推行殖民制度，积极谋求向海外扩张。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书中主张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
领之”。
本多利明还在《西域物语》中具体提出：“以虾夷为根据，经略满洲一带，同时征服南洋诸岛，国号
移于堪察加，置郡县，命有司抚育附属土人。
”这实质是依靠掠夺别国财富发家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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