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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日本悄然出现了一股“战略热”。
历届内阁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对外战略构想，其涵盖的领域之广、影响之深，堪称前所未有。
    作者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揭示了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构想酝酿和出台的背景，对日本在外交、军
事安全、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等领域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而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战略思路和实
施路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构想实施的前景及其制约因素也进行了全视野、多
角度的解剖和展望。
    本书观点新颖，内容翔实，文笔流畅，可供专业工作者和关心国际时事的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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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寄南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日本政治及外交问题研究，曾任
《国际展望》副主编、日本研究室主任，兼任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日本研究交流协会副会
长等。
 
    主要著作有：《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站在新世纪入口的日本》、
《中日关系“瓶颈”论》、《战后日本防卫研究》、《国际风云中的联合国》、《变态的政治斗争--
当代世界的恐怖活动和反恐怖斗争》。
 
    主要译著有：《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冷战以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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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为争取“入常”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比较低调。
除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同美国“一唱一和”，先后抛出《重要事项提案》、《逆重要事项提案》
以阻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外，在大多数时候基本上是看着美国的眼色投票，很少有自己的声音
。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大国关系进入了以综合国力竞争为主的新时代。
日本掌握的经济筹码权重不断看涨，“大国梦”再度在日本朝野的政治家中膨胀起来。
尽管日本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次数最多。
但它已经不满足这一现状了。
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非常任理事国两年任期届满后，必须间隔两年才能再次竞选。
在等待再次竞选的这两年里，日本驻联合国的代表就只能焦急地徘徊在安理会会场外的走廊里，向偶
尔走出房间的代表打听安理会的讨论情况。
对日本的外交官来说，这显然是很难堪的差使。
尤其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先后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130多亿美元的军费，但当事
国的科威特却对日本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不仅如此，由于是时日本恰好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结束后的“轮空期”，它在海湾战争的善后
处理问题上竟然没有一点半点的发言权。
　　在历届日本首相中，宫泽喜一是第一个在日本“入常”问题上表态的。
1992年1月31日，宫泽喜一在联合国一次峰会上，声称联合国的宪章和安理会的组成有必要适应时代的
变化进行修改和调整。
“日本将积极地参与这一改革进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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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建立于1960年，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分别被评为中国十大智库和全球十大智库之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包括：从战略和政策角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及
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跨学科研究，为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供国际事务方面的咨询；通过共同举办
学术研讨会、合作课题研究和互派访问学者，与海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沟通合作机制；推动政府、
媒体和社会民众对世界趋势及主要热点问题的了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现有研究及科辅人员逾90人，其中30余人为资深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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