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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问题，遏止“台独”势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这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国家核心利益。
台湾问题也是涉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影响因素。
台湾问题不仅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也是中日关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在历史上，日本曾侵占台湾50年，形成了复杂的历史关系。
冷战时期，在中日建交之前，日本追随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扶植台湾当局，公开阻挠两岸统一进
程。
冷战结束后，美国依据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实行保护台湾政策，执意向台湾出售武器。
日本则采取一种介入政策，在美日同盟框架内，把台湾列入日本周边安全区域。
日本的一些政客和右翼团体更是居心叵测，为“台独”势力推波助澜。
因此，日本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本书从国际体系与日本外交政策变化人手，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定位与选择，日本台
湾政策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日本长期觊觎台湾，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相关领域的渗透与“介
入”；基于日本对台政策双重性特征，勾画出其对台政策的走向，提出了应对之策。
研究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日本政府、政党、团体和一些日本人士对台湾的政策、立场、动态、特点
和走向，在维护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大局前提下，努力排除日本方面的各种干扰因素，推动两岸
和平统一进程。
研究日本台湾政策，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也较为复杂的敏感领域。
近几年，巴殿君利用多次到日本讲学或从事研究的机会，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收集了有
关日本政党、国会议员与台湾交往的最新、最详尽的档案资料。
他与日本社会的各阶层广泛接触，其中包括与政界人士进行访谈和交流。
他从历史到现实，系统地梳理、分析了日本对台政策的来龙去脉。
研究了日本政府、政党，以及多党背景的亲台政治组织对台政策的变化，及其发生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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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从国际体系与日本外交政策变化人手，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
家战略定位与选择，日本台湾政策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日本长期觊觎台湾，在政治、安全、经济、文
化与相关领域的渗透与“介入”；基于日本对台政策双重性特征，勾画出其对台政策的走向，提出了
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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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殿君，男，1965年3生。
现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在读博士。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中日关系、日美安保同盟、台湾问题等。
曾参与并完成“韩国智囊机构研究：韩国开发院实例分析”；“日本国家战略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已经发表中外文论文近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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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日台关系对中日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东北亚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冷战后，在国际关系发生巨大调整的情况下，国际格局的态势、国际议题的重心都发生了革命性改变
。
在国际关系重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在寻求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
日本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其国际行为需要战略性规划。
台湾问题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链条，其作用形式和重要性都取决于日本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一旦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台湾问题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就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只有在具体的国际环境中，对日台关系加以考虑才有意义。
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转型（一）两极格局的瓦解与一超多强的新格局国际格局既是一个高度抽象的
理论概念，又是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现实。
有关国际格局的定义，中国学者进行了许多界定。
李义虎先生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结构定义对比的角度，认为“体系中的权力排列、能力分配状况或相
互关系形式就是国际格局，又特指国际格局中的力量对比。
”①金应忠、倪世雄先生则认为：“种种国际战略力量之间交互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力量对比
关系，它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国际关系格局。
”②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判断，但却同时坚持了两点共识，那就是：1.国际格局对国际体系的发展与
态势有着很强的规范作用。
2.国际格局主要是由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局势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
汉斯·宾尼恩迪克把国际体系的格局分为五类。
但具有典型意义，并为人们熟知的国际体系结构，仍然为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
冷战时期，美苏对峙是一种典型的两极格局。
冷战结束，来自前苏联的威胁迅速消解，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失去了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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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总算杀青了！
当我捧起这部凝聚了几年心血的“专著”，感慨无限！
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是学子的阶段性成果，而对于一个搞社会科学、搞国际政治的学者来说，这部沉
甸甸的书是结晶、是境界、也是一种执著的追求。
这部“专著”，用去了我六年的青春光阴，今天总算有了一个交待。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鉴于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地位凸显，大陆学者关于日台关系的研究，有了较大
的发展。
但日本对台政策的研究，散见于对中日关系、日台关系、中美关系、美日同盟关系的研究中，专门论
述日本对台政策的文章，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
可以说，起步较晚，相关文章不多，尚处于初级阶段，而且研究成果只集中在一些期刊与硕士论文中
。
这恐怕是我在选题上一个很重要、最基本的考虑，也就是说“冷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研究”这个选题既
有现实性，也有前瞻性与实用性，更有填补空白的创新价值。
锁定了研究方向，敲定了主题，我便把自己送上了一个艰苦、充满了挑战的历程。
整整六年，自己虽然也作过许多事情，但这本书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哪怕是出差、出国，除了无孔不入地收集资料，整理素材，便是往笔记本电脑里无尽无休地堆砌。
今天，掩卷沉思，我非但没有卸载的轻松，反而有了一种负疚。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必须对那些关心我、关心这个课题的师长、领导，表达我至诚的谢意。
我要特别感谢导师刘清才教授。
他是我在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
正是由于他的诲人不倦和悉心指点，才最终使这洋洋20余万单摆浮搁的字句，集结成阵容浩大的篇章
。
刘老师不仅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而且坦诚豁达，在生活与学业上给予了我很多的关怀和帮助。
所有的一切都已珍藏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我更会铭记于心。
感谢吉林大学给予我无私帮助的所有领导、老师，感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为本书出版所提供的经
费扶持，还要感谢我的师兄、师弟，在本书的写作、修改过程中，他们提出了难能可贵的意见。
也感谢九州出版社给了我这次机会，感谢编辑的细心操劳，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很有见地的指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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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后日本对台湾政策研究》是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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