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日政策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美

国在亚洲政策中的重点是中国，随着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

陆的垮台，美国将在亚洲政策的重点由中国转向日本，对日

本由遏制转为扶植。而 50 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在由于

朝鲜战争的失利、人们对杜鲁门政府普遍怨声载道声中上

台的，加之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随着日本实

力的增长、日本国内出现了反美情绪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

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对日政策提出了挑战，基于此，艾

森豪威尔政府对对日政策作了一些调整。通过了解这一时

期的对日政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实

质。

一、对日政策是杜鲁门政府遗留下的不可放弃的冷战

遗产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采取削弱遏制的政策，把中国作为

其在亚洲扶植的重点。随着冷战的加剧，特别是蒋介石政权

的垮台，使东亚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在 1942 年 7 月，罗

斯福政府的国务卿赫尔就指出：“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巨大的

经济力量，所以‘必须是在走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取

得领导权’，并强调，特别从‘国家本身纯粹的利益来说，这

个领导力量是必要的’。”①所以美国感到有必要重新调整对

日政策，使日本代替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和“反

共堡垒”。1948 年 1 月 6 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的演说表

明了这一转变，他说：“当初要使日本在广大的范围内非军

事化的方针和要建设自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有些方面发

生了矛盾……因此必须改变政策，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美

国的‘远东工厂’，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在于扶植强有力的

日本政府。”②根据这一方针，美国走上了复兴日本的道路：

向日本出口原料和燃料，通过实施“道奇计划”结束了日本

的通货膨胀，使日本走上了垄断资本的发展轨道。

不难看出，美国放弃削弱日本的政策转而扶植日本，是

美国对国际形势观察的结果，最根本的是从维护美国的国

家利益出发，为冷战大背景下的美苏争霸政策服务，这种转

变为以后美国历届政府所继承。

二、对日政策转变的原因与影响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在亚洲的重要地

位，早在 1950 年 7 月 8 日，美国通过麦克阿瑟指令吉田内

阁立刻成立⒎5 万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人员增

加 8000 人，拨给 12 亿日元军费；出兵朝鲜：从 1950 年 10

月到 12 月间，46 艘舰艇和 1200 人直接参与了朝鲜战争。③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朝鲜战争很可能让美国打不下去。同时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实力的迅速增长，以日内瓦协

议的签署为标志，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取得了胜利，美国在亚

洲的安全和威信受到了损害。面对这种局势，1954 年艾森豪

威尔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倒向共产

主义，日本、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就会接二连三地跟着倒下

去，这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说：“我们承受不了让共产主

义的否定性行为迫使我们满世界部署力量……我们需要自

由决定在哪里能够最有效地出手打击。”④为此艾森豪威尔

政府开始实施“新面貌”战略，即用最小的代价取得对共产

主义的最大的威慑，手段主要指核威慑，来对付中国所谓的

“扩张”威胁。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的核威慑不免给亚

太其他地区带来影响，比如 1954 年的“福龙号”事件⑤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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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日本国内人民的反美情绪。另一方面，以朝鲜战争为契

机，日本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 1960 年，以重工业、化学

工业为首的工业生产已超过 1955 年的一倍，仅次于美国、

西德和英国，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第四位……迅速武装了现

代化的陆海空三军……，国民的教育水平，除美国、苏联外，

不次于世界任何国家”。⑥尽管经济实力相当强大，但在政治

上，日本没有民族主权可言。经济实力与政治主权日益不平

衡，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与美国对立的倾向。在此情况下，艾

森豪威尔政府被迫重新调整对日政策，他知道“缺少盟国的

支持美国无法满足自己的防御需要，美国需要盟国提供军

事基地，也需要主要工业化国家为其储备人力资源和提供

经济资源”，⑦而日本正符合美国的这些条件。为确保美国在

亚洲的战略基地，日本仍然是美国在亚洲重点扶植的目标。

1957 年 6 月岸首相访问美国，提出修改对日本不平等

的安全条约等，可是美国置之不理，仅建立一个“日美安全

保障委员会”搪塞过去。1958 年 9 月藤山外相访美，正式提

出修改《安全条约》，杜勒斯表示同意，到 1960 年 1 月 6 日

修改谈判终于完成，19 日，岸首相与美签署《日本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的新条约。新条约主要

规定：（1）明确了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2）明确了美国防卫

日本的义务；（3）明确了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域内日本保

卫美国的义务；（4）在服从（日本）宪法规定条件下，规定了

逐渐增加自卫力量的义务；（5）扩大了协商的范围，即使对

条约的实施或在远东安全发生威胁时，也可以进行协商；

（6）确定了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合作；（7）条约有效期规定为

10 年，并规定其后再废除时要事先通告；（8）新规定了事前

协商制度；（9）明确了冲绳、小笠原与条约的关系；（10）删除

了内乱条款等。⑧新条约与旧条约相比，在表面上使美日两

国具备了对等的形式，同时有损日本主权的条款也被删除

和修改。但实质上，美日两国仍是不平等的，于是日本国内

又掀起了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最终在 1960 年 6 月 11

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又批准通过了《新安全条约》。至此，艾森

豪威尔政府迫于形势完成了对日政策的重大调整，之后，日

本开始朝着与美国在政治上平等的方向发展。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对日政策调整表现在政治、经

济等各个方面，它带来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对亚太

地区的安全方面影响深远：增强了日本独立自主意识，提高

了国际地位；使美国稳固和保留了其在亚洲反苏反共的“军

事基地”和“堡垒”，大大减轻了中国革命胜利对其造成的冲

击；最重要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的安全来说，日本在亚太地区

将处于支柱地位，美国逐步确立以中国为主要对手，以共产

主义为主要对象的冷战部署，导致亚太地区冷战型国际格

局的出现。

综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日政策，与前一政

府相比，虽有不同之处，但政策变化的根本还是从美国国家

的根本利益出发。再者，冷战愈演愈烈，成为一种错综复杂、

交互引起连锁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超级大国尤

其是美国人认为其自身的安全取决于他们关于世界秩序的

设想是否能够实现，所以为赢得冷战的胜利需要美国调整

对日政策，以服务和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不可否

认，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多地是沿袭而不是否定上届政府的

对日政策。总之，美国从其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出发，为实

现其称霸世界的霸权主义目标，不惜牺牲他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对日政策的调整体现了美国极端自私自利的称霸世界

的本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才没有

从根本上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促使其反思自己的历史，直

到今天，美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影响到中日之间的关系和亚

太地区的稳定。所以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日

政策既可使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轨迹，也对我们吸取

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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