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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因素对 “北方领土” 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ꎮ
冷战架构下追随美国对抗苏联ꎬ 成为日本外交的必然选择ꎮ 冷战结束后基于国家

利益的考量ꎬ 日本寻求战略自主性ꎮ 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ꎬ 解决两国间的领土问

题ꎬ 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ꎮ 但日美同盟一直是日俄领土交涉的 “拦路虎”ꎬ
日本对俄领土外交在俄美之间面临两难困境ꎮ 同时乌克兰危机和 “特朗普冲击”
也使俄美关系和日美同盟陷入困境ꎬ 增加了日俄领土交涉的不确定性ꎮ 未来日俄领

土交涉将会继续囿于日美同盟和俄美关系框架内ꎬ 短期内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关 键 词】 　 “北方领土” 问题　 日俄关系　 俄美关系　 日美同盟

【作者简介】 　 陈梦莉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ꎻ 白如纯ꎬ 中国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ꎮ

“北方领土” 问题是日俄关系的症结所在ꎮ 关于 “北方领土” 问题ꎬ 国内外

专家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研究①ꎮ 但是ꎬ 从美国因素的视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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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日本领土问题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１６ＣＳＳ０１８) 的阶段性成果ꎮ

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所编 «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论文及资料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 通过原始资料详细分析了 “北方领土” 问题的来龙去脉ꎻ 李凡所著 «日本 “北方领土” 问题政策
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是目前国内专门围绕日本 “北方领土” 问题进行研究的最详细最新
且为数稀少的著作ꎮ Ｋｉｍｉｅ Ｈａｒａꎬ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Ｊｕｋｅｓ 所著 « “北方领土” 问题、 亚太地区冲突和阿兰群岛的经
验»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ꎬ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９)ꎬ 根据各
地政府官员和学者汇编了以阿兰群岛为决议模式处理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的著作ꎮ 木村汎、 袴田茂树、 名
越健郎等研究 “北方四岛” 问题的激进派学者从日俄领土交涉史、 国际法角度等要求对 “北方四岛” 的
主权ꎬ 参见木村汎: 『北方領土問題を考える』ꎬ 北海道新聞社ꎬ １９８１ 年版ꎻ 高野雄一: 『国際法からみた
北方領土』ꎬ 岩波書店ꎬ １９８６ 年版ꎻ 明石康、 吹浦忠正、 袴田茂樹: 『日本の領土問題 (虎ノ門 ＤＯＪＯブッ
クス)』ꎬ 自由國民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ꎻ 名越健郎: 『北方領土の謎』ꎬ 海竜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ꎮ 和田春树、 岩下明
裕等温和派学者从日俄双边关系角度主张基于现实利益尽快解决 “北方四岛” 问题ꎬ 参见和田春樹: 『北
方領土問題を考える』ꎬ 岩波書店ꎬ １９９０ 年版ꎻ 和田春樹: 『領土問題をどう解決するか』ꎬ 平凡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ꎻ 岩下明裕: 『北方領土問題― ４でも０でも、 ２でもなく』ꎬ 中央公論新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ꎻ 岩下明裕:
『日本の 「国境問題」 (現場から考える)』ꎬ 藤原書店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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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日俄争议领土交涉的成果很少ꎬ 大多是就某个阶段的领土交涉过程进行零散

的阐释ꎬ 系统性深入分析欠缺①ꎮ
美国因素不仅导致 “北方领土” 问题形成ꎬ 也是日俄领土交涉过程中的阻

碍ꎬ 并影响日俄关系的未来走向②ꎮ 美国主导的 “旧金山体制” 是 “北方领土”
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ꎮ 美苏冷战以及 «日美安保条约» 的签订ꎬ 使日苏之间矛

盾不断升级ꎬ 成为日后解决领土问题的重大障碍ꎮ 尽管矛盾尖锐、 障碍重重ꎬ 但

也曾出现过至少三次解决领土问题的时机ꎮ 预计最新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及后续发

酵ꎬ 也将对日俄领土交涉产生影响ꎮ

一　 “北方领土” 问题形成中的美国因素

“北方领土” 争夺战从 １７ 世纪末延续至今ꎬ 历经三百余年ꎬ “北方领土” 曾

几次易手ꎮ 伴随着俄日国力的此消彼长ꎬ 双方国内政策调整以及国际格局的变

化ꎬ 该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ꎮ 从过程来看ꎬ 日俄领土争端不仅取决于两国对

外政策的变化ꎬ 也深受国际格局和域外大国的影响ꎻ 从方式来看ꎬ 诉诸战争或外

交谈判ꎬ 最后订立条约则是两国划分边界、 解决领土争端的主要手段ꎮ
１９ 世纪中叶以前ꎬ 日俄明确千岛群岛的归属和得抚岛的中立地位ꎬ 双边关

系整体稳定ꎮ 自 １９ 世纪中叶ꎬ 沙俄实行政治和军事扩张ꎮ 时值日本幕府统治晚

期和明治维新初期ꎬ 国力相对弱小ꎮ 在 “俄进日退” 的态势下ꎬ 通过 «日俄友

好条约» 和 «库页岛千岛群岛互换条约»ꎬ 日本向沙俄拱让库页岛换取整个千

岛群岛③ꎮ 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的结果ꎬ 使日本国力大增ꎬ 双方对远东

地区的争夺整体呈现 “日进俄退” 的态势ꎮ 通过 «朴茨茅次条约»ꎬ 沙俄将库页

岛北纬 ５０ 度以南地区割让给日本④ꎮ
根据二战末期美苏英三国首脑签订的 «雅尔塔协定»ꎬ 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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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领土” 问题分为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ꎬ 从广义概念上看ꎬ “北方领土” 问题是指日本曾占领
并统治的库页岛南部和 “北方领土” 的归属问题ꎬ 因此不仅包括 “北方领土” 问题ꎬ 还包括库页岛南部
的归属问题ꎻ 从狭义概念上看ꎬ “北方领土” 问题指的是包括齿舞群岛、 色丹岛、 国后岛和择捉岛在内的
“北方领土” 归属问题ꎬ 俄称 “南千岛群岛”ꎬ 这也是本文接下来探讨的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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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苏联版图①ꎮ 可以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最终惨败、 «雅尔塔协定» 和美

国主导下的 “旧金山体制” 是战后日苏 “北方领土” 问题形成的最直接根源②ꎮ

(一) 美国否认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承诺

二战期间ꎬ 美英苏三大首脑商讨开辟第二战场ꎬ 苏联把重新收回库页岛和千

岛群岛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ꎬ 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ꎬ 并签订 «雅尔塔协

定»ꎮ 其中关于日苏领土问题规定: 日本于 １９０４ 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

前的权益须予恢复ꎬ 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ꎻ 千岛群岛须交予苏

联③ꎮ 这也成为战后苏联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立场的主要依据ꎮ 随后ꎬ 苏联发

动 “八月风暴” 军事行动ꎬ 进攻库页岛南部ꎬ 并实施军事占领ꎮ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ꎬ
苏联宣布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纳入苏联版图ꎮ

二战结束后ꎬ 美苏两极格局对峙ꎬ 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利益需要ꎬ 美国把

“北方领土” 问题作为遏制日苏关系正常化和双边关系改善的楔子ꎮ 虽然二战期

间ꎬ 美英苏三国签署 «雅尔塔协议»ꎬ 美国承诺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交予苏

联ꎬ 但二战后美国把日苏之间的争议领土作为推行其远东战略的工具ꎬ 意在使

«雅尔塔条约» 有关内容空洞化④ꎮ 美国主张在对日媾和条约之前ꎬ 不能明确这

些岛屿的最终归属ꎬ 随后逐渐确定了单独对日媾和以及单独占领日本的目标ꎬ 意

在将其纳入资本主义阵营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 美国开始推动对日媾和工作ꎬ 随后否认了 «雅尔塔协定» 有

关千岛群岛归属苏联的内容ꎮ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ꎬ 美英两国制定了 «美英共同条约»
的修正版ꎬ 对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不说明其归属ꎬ 也未规定千岛群岛的范围ꎬ
有意使领土问题复杂化⑤ꎮ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４ 日ꎬ 美英日等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

会议ꎬ 会议内容完全按照 «美英共同条约草案» 进行ꎬ 对日苏之间的领土问题

未作任何修改ꎬ 也未规定千岛群岛的地理范围ꎬ 但最终被大会通过ꎮ ９ 月 ５ 日ꎬ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强烈要求对日苏领土问题 “关于第 ２ 条款 (Ｃ) 项应作修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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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 «日本 “北方领土” 问题政策研究»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日〕 吉田嗣延: «日本北方领土»ꎬ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编译ꎬ 上海译文出

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岡田和裕: 『ロシアから見た北方領土―日本から見れば不法でも、 ロシアにとっては合法』、 光

人社 ＮＦ 文庫、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１５ 頁ꎮ
細谷千博: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 中央公論社、 １９８４ 年、 第 ２７４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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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苏联对库页岛南部的主权”ꎬ 但被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大会拒

绝ꎮ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８ 日ꎬ 对日媾和大会举行和约签字仪式ꎬ 苏联代表因领土问题拒

绝在 «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 上签字①ꎮ
美国主导下的 «旧金山对日和约» 不承认把 «雅尔塔协定» 作为日俄两国

划分领土的依据ꎬ 将 “北方领土” 问题的归属模糊化ꎬ 既未明确千岛群岛的范

围ꎬ 也未确定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ꎬ 为日苏 “北方领土” 争端埋下伏笔②ꎮ 因为

若美国承认 «雅尔塔协定» 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的有效性ꎬ 就等于承认苏联

对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主权ꎬ 这样就给了苏联靠近日本本土的机会ꎬ 会对美国

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和日本的安全造成威胁ꎮ 在 “旧金山体制” 下ꎬ 美国把日本

作为其在亚太地区反苏反共的重要堡垒之一ꎬ 绝对不允许日苏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达成和解③ꎮ 可以说ꎬ 以美国为主导的 “旧金山体制” 是 “北方领土” 问

题形成的直接原因ꎮ

(二) 美国因素阻碍日苏邦交正常化

由于苏联拒绝在 «旧金山对日和约» 上签字ꎬ 日苏在战后并未建立外交关

系ꎮ 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相互战略利益需要ꎬ 日苏双方都迫切希望恢复邦

交关系ꎬ 也为双方解决领土问题提供了新契机ꎮ 吉田茂 “对美一边倒” 的对外

政策ꎬ 越来越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ꎮ “造船疑狱” 和 “福龙号” 事件使吉田政权

遭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抗议和反对ꎬ 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吉田力量ꎮ 而此时ꎬ 苏

联为与美国争夺对日本的控制和影响力ꎬ 促使日本脱离美国ꎬ 开始对日本采取缓

和态度ꎮ 赫鲁晓夫上台后ꎬ 积极促进与日本的接触ꎬ 后通过 “多莫尼斯” 信件

逐渐打消日本的疑虑ꎬ 改善了双边关系ꎮ 在此背景下ꎬ 日苏双方开始积极进行邦

交正常化谈判ꎮ
在 １９５５ 年的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时ꎬ 两国通过伦敦大使级谈判、 莫斯科外

长级谈判以及莫斯科首脑级等谈判力图在 “北方领土” 问题和恢复邦交正常化

之间达成协议ꎮ 由于美苏冷战ꎬ 美国和日本国内亲美派抛出 “北方领土” 问题ꎬ
竭力遏制日苏关系改善ꎮ 在日本国内政界ꎬ 主张调整日苏关系的 “鸠山派”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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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追随美国的 “吉田派” 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开始形成争论①ꎬ 以吉田茂和

池田勇人等亲美派为代表的 “吉田派”ꎬ 始终反对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和改善日

苏关系ꎬ 担心修改旧金山体制会给日美关系带来损害②ꎮ
美国则担心日苏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达成协议ꎬ 势必会引起日本对琉球

群岛的要求ꎬ 这些可能的趋势都不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要求ꎮ 因此ꎬ 美国

提出支持日本政府关于色丹岛和齿舞群岛不包括千岛群岛在内的主张ꎬ 设法阻止

日苏关系正常化ꎮ 美国威胁日本ꎬ 如果接受苏联返还二岛领土方案的话ꎬ 美国将

不会把冲绳归还给日本③ꎮ 美国不断发出警告ꎬ 反对日本向苏联让步ꎬ 因此日本

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选择余地很小④ꎮ 日本政府一直在返还两岛还是四岛之间

犹豫不决ꎬ 最终迫于国内势力和美国压力选择搁置 “北方领土”ꎮ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ꎬ
日苏两国签订 «日苏联合宣言»ꎬ 声明规定 “两国复交后继续进行缔约谈判ꎬ 苏

方同意在缔约后把齿舞、 色丹交予日本”⑤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由于日苏未达成领

土协议ꎬ «日苏联合宣言» 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双边关系ꎮ
从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看ꎬ “北方领土” 问题看上去只是关乎日苏两个

国家ꎬ 实际上美国对日苏领土交涉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领土问题已成为美国操

纵日本的工具ꎮ 日本在外交事务上以对美协调为准则ꎬ 当与对美协调的准则发生

矛盾时ꎬ 日本一般都会顺从美国ꎬ 按照美国意图行事⑥ꎮ 因此ꎬ 在日苏邦交正常

谈判中ꎬ 日本也必须看美国脸色行事ꎬ 领土问题最终被搁置处理成为遗留问题ꎮ
随后不久ꎬ 随着日美两国签订新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ꎬ 日苏关系骤然紧张ꎬ 苏

联感到面临更大的军事威胁ꎬ 宣布 “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ꎬ 表示不与日本政

府继续就 “北方领土” 问题进行交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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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派坚持 “对美一边倒政策” “重经济、 轻军备”ꎬ 对日苏邦交正常化持消极态度ꎻ 鸠山派基于
“传统国家观”ꎬ 主张恢复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ꎬ 积极推进日苏邦交正常化ꎮ 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革新势力反
对日本安保条约ꎬ 主张积极调整对苏政策ꎬ 尽快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ꎮ 革新势力和鸠山派很快结成反吉田
派ꎬ 积极主张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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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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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俄领土争端升级中的美国因素

尽管日苏两国恢复了正常化关系ꎬ 但不久之后美日新安全保障条约签订ꎬ 使

日苏领土争端升级ꎬ 苏联有针对性增加了返还领土的新条件ꎬ 即只有美军撤出冲

绳群岛才能签订和平条约ꎬ 两国领土交涉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ꎮ 纵观日俄领土交

涉史ꎬ 在美苏关系缓和背景下也曾出现过解决双方领土问题的时机ꎬ 但因各种原

因两国错失了解决领土问题的好时机ꎬ 最终使领土问题陷入僵局ꎮ

(一) 新 «日美安保条约» 为领土返还添堵

面对日本国内反美浪潮的不断高涨ꎬ 岸信介上台后ꎬ 把密切与美国的特殊关

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心ꎬ 修改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成为其重要的政治使命ꎮ
随着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新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的签署ꎬ 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后

双边关系短暂的稳定局面遭遇挫折ꎮ
新安保条约的修订使苏联感受到日美同盟带来巨大的军事威胁ꎬ 苏联国内主

张对日强硬的声音占据上风ꎮ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苏联向日本提交备忘录ꎬ 表示

“新日美安保条约否定了日本独立ꎬ 驻日美军使苏联原本约定将色丹岛和齿舞群

岛让渡给日本变为不可能ꎮ 该条约打乱了远东地区和平ꎬ 同时色丹岛和齿舞群岛

很可能成为监视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基地ꎮ 因此ꎬ 只有美国军队从日本撤离后ꎬ 日

苏才能签订和平条约”①ꎮ 同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苏联提交了第二份对日备忘录ꎬ 否认

了日苏之间存在领土问题ꎬ 宣布 “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ꎮ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池田首相致信赫鲁晓夫ꎬ 针对 “北方领土” 问题明确指出ꎬ “在 «旧金山和

约» 中日本所放弃的千岛群岛不包括国后岛和择捉岛ꎬ 这两个岛屿是日本固有领

土ꎬ 日本对此并未放弃过任何权利”②ꎮ 日苏两国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各执己

见ꎬ 领土问题再次陷入僵局ꎮ
新 «日美安全保障» 签订后ꎬ 驻日美军成为苏联让渡色丹岛和齿舞群岛考

虑的重要因素ꎮ 苏联的第一份对日备忘录ꎬ 实际上成为苏联 (俄罗斯) 政府从

过去到现在制定领土政策的重要依据ꎮ 虽然国际环境和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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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目前俄罗斯处理对日领土问题最重要的政策依据①ꎮ 苏联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增加了返还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的新条件ꎬ 主张只有在日本废弃 «日美安全

保障条约» 后ꎬ 才能将领土让渡日本ꎮ 因此ꎬ 新 «日美安保条约» 成为日本解

决 “北方领土” 问题的重要障碍ꎮ 新 «日美安保条约» 签订后ꎬ 日本在 “轻武

装、 重经济、 日美安保” 为指针的 “吉田路线” 下ꎬ 发展本国经济被确定为最

优先课题ꎮ 在日美同盟框架下ꎬ 与苏联对峙并坚持强硬的领土政策ꎬ “北方领

土” 问题基本上需遵从美国意愿ꎮ 冷战后ꎬ 日美军事同盟经过 “再定义” 持续

发展巩固ꎬ 这使日俄很难建立安全互信ꎮ 虽然日本曾尝试突破传统的 “北方领

土” 政策ꎬ 但由于囿于日美同盟的制约ꎬ 领土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ꎮ

(二) 日俄领土交涉的转机

纵观日俄领土交涉史ꎬ 尽管外部和内部因素令领土争端不断升级ꎬ 但也曾出

现过至少三次解决两国争议领土的时机ꎮ
第一次转机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美苏缓和、 美国归还冲绳时期ꎮ 新

«日美安保条约» 签订后ꎬ 苏联开始加强在争议领土上的军事防卫力量ꎬ 日苏两

国围绕是否存在领土问题争论不休ꎮ 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上台ꎬ 美国在亚太地

区采取战略收缩政策ꎬ 使日本对抗苏联的实力减弱ꎮ 同时ꎬ 为强化日美关系ꎬ 美

国政府决定返还冲绳群岛ꎬ 使苏联失去了返还 “北方领土” 问题的借口ꎬ 从而

陷入被动局面ꎮ 更重要的是ꎬ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ꎬ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促使苏联积

极改善对日关系ꎮ 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ꎬ 苏联政府改变了一直坚持的 “领土

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立场ꎬ 退回到 １９５６ 年 «日苏联合宣言» 的立场ꎬ 并暗示可

以返还色丹岛和齿舞群岛②ꎮ 此外ꎬ 美苏关系的缓和也使日苏关系有了改善的可

能ꎬ 日本出现了自主调整对苏外交政策的机会ꎮ 日本希望利用中日关系正常化作

为压迫苏联在 “北方领土” 问题让步的工具ꎬ 遂调整对苏政策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ꎬ
田中首相应邀访问苏联ꎬ 日苏双方签署并发表 «日苏联合宣言»ꎬ 以解决 “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未解决的各种问题” 的表述方式ꎬ 间接将 “北方领土” 问题作

为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ꎮ 日苏确认将 “北方领土” 问题列入

战后未解决的问题ꎬ 为两国解决领土问题创造了时机ꎮ 但是ꎬ 石油危机的爆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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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首相无暇顾及 “北方领土” 问题ꎬ 日本又继续坚持 “政经不可分” 的强硬

立场ꎮ 随着三木武夫上台ꎬ 日苏领土交涉又重陷困境ꎮ
第二次转机出现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到冷战后初期美苏短暂的 “蜜月期” 时

期ꎮ １９８５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ꎬ 提出了对外政策的 “新思维”ꎬ 缓和与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关系ꎬ 为日苏关系的发展带来新机遇ꎮ 日苏两国不断举行首脑和外长级

会谈ꎬ 加强双边经济和文化联系ꎬ 为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营造了良好氛围ꎮ
随后戈尔巴乔夫访日ꎬ 日苏发表联合声明ꎬ 苏联正式承认两国之间存在领土问

题ꎬ 争议领土的范围不仅包括色丹岛和齿舞群岛ꎬ 而且还包括国后岛和择捉

岛①ꎻ 双方在 １９５６ 年 «日苏联合宣言» 达成一致的基础上ꎬ 试图寻找解决领土

问题的新方法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采取亲西方 “一边倒” 的对外政策ꎬ 俄美

进入短暂的 “蜜月期”ꎮ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态度的转变为日俄解决领土问题创造

了良好条件ꎬ 西方国家要求日本放弃长期坚持的 “政经不可分” 政策ꎬ 向俄罗

斯提供经济援助ꎬ 这段时期已具备了解决领土问题的有利条件ꎮ 但是ꎬ 日本政府

试图利用对俄经济援助ꎬ 将 “北方领土” 问题国际化ꎬ 借用西方七国的力量迫

使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让步ꎮ 但是ꎬ 日本政府高估了俄罗斯对经济援助和合作的

渴望程度ꎮ 虽然俄罗斯确实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ꎬ 但绝不会以轻易牺牲领土作为

换取日本经济援助的条件ꎮ
第三次转机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到普京执政初期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

后期ꎬ 美日俄三角关系重新呈现一种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竞争的态势ꎮ 美国一方面

支持俄罗斯民主化进程ꎬ 另一方面通过北约东扩缩小俄罗斯外交空间ꎮ 与此同

时ꎬ 俄罗斯经济持续滑坡ꎬ “华盛顿共识” 也并未取得成效ꎬ 这使得俄民众对西

方国家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ꎮ 日本尽管泡沫经济崩溃ꎬ 但作为经济大国的实力依

旧ꎮ 亚太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迅速成长②ꎮ 俄罗斯面对世界多极化形势

的变化和自身实力及影响力的下降ꎬ 遂改变对外政策ꎬ 开展 “欧亚外交”ꎬ 把发

展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作为 “新侧重点”③ꎮ 日本政府也不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安

全威胁ꎬ 为强化自身安全和增加国际地位ꎬ 日本积极寻求与俄罗斯合作ꎮ 从 １９９６
年起ꎬ 桥本内阁把日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ꎬ 积极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ꎮ 在领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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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用 “多层次接触” 方针代替原先 “政经不可分” 原则ꎬ 呼吁两国加强政治

对话和发展经济合作ꎮ 日俄两国通过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川奈举行的两次 “不
系领带” 谈判ꎬ 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ꎬ 双方同意在 １９９３ 年 «东
京宣言» 的基础上解决领土问题ꎬ 力争在 ２０００ 年前缔结和平条约①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执政后ꎬ 力求利用自身拥有的欧亚大国地缘战略地位ꎬ 协调东

西方国家关系②ꎮ 普京采取灵活实用的外交政策ꎬ 把与日本的合作看做加强亚太

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因素ꎮ 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ꎬ 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领

土路线ꎬ 承诺对日政策的一致性ꎬ 与日本建立创造性伙伴关系ꎮ 在伊尔库茨克首

脑会谈上ꎬ 俄罗斯承认了 １９５６ 年 «日苏联合宣言» 的有效性ꎬ 讨论了色丹岛和

齿舞群岛的返还问题ꎬ 根据 １９９３ 年 «东京宣言» 再继续讨论剩余两岛的归属问

题③ꎮ 伊尔库茨克会谈成为日俄领土交涉的新起点ꎬ 为日俄关系注入了新的动

力ꎮ 但 “铃木事件”④ 的爆发使日俄双方在 “北方领土” 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倒

退ꎬ 激起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ꎬ 日本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领土政策ꎬ 日俄关

系再度陷入紧张局面ꎮ

三　 乌克兰危机后的日俄领土交涉新动向

２０１２ 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ꎬ 在日俄双边关系上向日本发出积极信号ꎬ
重燃日本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的希望ꎮ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ꎬ 积极开展对俄外

交ꎬ 力图摆脱战后体制ꎮ 但是ꎬ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破坏了日俄关系改善的节奏ꎮ
乌克兰危机后至今ꎬ 日俄领土交涉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ꎮ 第一个阶段是ꎬ 随着乌

克兰危机的不断升级ꎬ 在美国压力下ꎬ 日本不断对俄罗斯追加制裁ꎬ 阻碍了日俄

领土交涉进程ꎮ 第二个阶段是ꎬ 为修复和改善日俄关系ꎬ 安倍提出了一系列解决

日俄领土争端的新方式和新理念ꎬ 谋求突破领土困境ꎬ 日俄关系有所转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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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往来ꎬ 双方关系陷入低谷ꎮ



热点透视　

(一) 乌克兰危机阻碍日俄领土交涉进程

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后ꎬ 在对俄关系上ꎬ 日本主动发起外交攻势ꎬ 领土政策

更趋灵活ꎮ 安倍以 “战略外交” 和 “重视国家利益外交” 为基础把改善民主党

时期跌入冰点的日俄关系作为战略重点ꎬ 重建 “受损的日本外交”ꎬ 并将日俄关

系界定为 “最具改善可能性的双边关系之一”①ꎮ 安倍力求与俄罗斯解决领土问

题ꎬ 尽快签订和平条约②ꎬ 表示 “解决日俄领土争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③ꎮ
普京也表示愿意推进缔结日俄和平条约谈判ꎬ 建立促进双方经济和安全等交流合

作机制ꎬ 提出以 “打平手” 的方式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④ꎮ
日俄两国通过双方领导人建立起的个人关系密切了政治联系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ꎬ

安倍访问俄罗斯ꎬ 日俄开启双边关系 “解冻” 的历程⑤ꎮ 日俄发表联合声明表

示ꎬ 双方应该在此前已签署的文件基础上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领土解决方案之

后ꎬ 再签订和平条约⑥ꎮ 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外交、 防务部长级磋商机制ꎬ 强调

“在互惠互信的原则下发展双边关系”⑦ꎮ 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ꎬ 日俄首脑频

繁会晤ꎬ 重启 “北方领土” 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谈判ꎬ 双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ꎮ
但是ꎬ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对俄政策发生转变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美国和

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⑧ꎮ 美国表现出对乌克兰前所未有的重视ꎬ 政治、
经济、 军事上的支持力度加强ꎬ 成为危机不断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⑨ꎬ 并迫

使日本加入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行列ꎮ 作为西方集团成员的日本处于一种两难

的局面ꎬ 一方面必须跟随美国与欧盟参与制裁ꎻ 另一方面ꎬ 还必须处理好与俄罗

斯的关系ꎮ 日本最终采取了追随美国的对俄制裁政策ꎬ 宣布实施包括冻结日俄投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第一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９６＿ 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 / ２０１７１０１１８ｓｉｓｅｕｈｏｕｓｉｎ ｈｔｍｌ

Ｒａｔｎｅｒ Ｅ ꎬ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Ｅ “Ｐｏｉｎｔｌｅｓｓ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Ｗｉｌｌ Ｈｕｒｔ Ａｓｉａ”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１８ ０９ ２０１４

『安倍首相 「強い意思で交渉」 北方領土解決に向け意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４７ｎｅｗｓｊｐ / ＣＮ / ２０１７０８ /
ＣＮ２０１７０８２４０１００１２７３ ｈｔｍｌ

Казаков О И О " хикивакэ" в российско －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 / Япон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Ｎｏ １ ２０１６ 
Ｖ Ｖ Ｎｅｌｉｄｏｖ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ꎬ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ꎬ Ｆｅｂ ２０１９
矢野義昭: 『日本の領土があぶない』、 ぎょうせい、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５９ 頁ꎮ
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日ロ関係研究会編: 『東京とモスクワ―改善のチャンスは近

いのか―』、 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 ２０１３、 第 １９４ 頁ꎮ
Ｊｅａｎ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ｒｏｍｅｒ Ｔｈｅ Ｗｅｉｍａｒ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 / Вестник РУДНꎬ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ꎬ Ｎｏ ４ ２０１４
梁强: «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战略目标———基于美乌关系的分析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４)»ꎬ 载 «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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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宇航合作在内的制裁ꎬ 并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ꎮ
对于日本对俄的制裁行为ꎬ 俄罗斯表示不满并实施反制裁措施ꎬ 同时宣布推

迟日俄两国副外长原定就 “北方领土” 问题的磋商ꎮ 此外ꎬ 俄罗斯在 “北方领

土” 举行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ꎬ 表明俄罗斯军队捍卫 “北方领土” 的

决心ꎬ 不会在日俄争议岛屿作任何妥协ꎮ 日本政府对此提出 “严正抗议”ꎬ 日俄

关系处于高度紧张ꎮ 日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升级出现重大倒退ꎮ
日本在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同时ꎬ 为尽快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也努力

稳定与俄关系ꎬ 希望趁俄罗斯陷入政治和经济困境之机能在领土问题上有所突

破ꎮ 从整体上看ꎬ 日本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相较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ꎬ 制

裁力度要小ꎮ 日本试图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开展平衡外交ꎬ 既想使美国满意ꎬ 又

不想彻底惹怒俄罗斯ꎬ 所以不断暗中寻求俄方的 “理解”ꎬ 以寻求解决 “北方领

土” 问题的方法ꎮ 但俄方对此表示ꎬ 日本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图是虚伪的ꎬ 批评日

本对俄追加制裁ꎬ 宣布推迟普京访日计划ꎮ
乌克兰危机阻碍了日俄领土交涉的进程ꎮ 在西方国家对俄集体制裁和俄美关

系低迷的情况下ꎬ 美国不愿看到日俄关系有实质性突破ꎬ 日本的对俄政策要服务

于美国的亚太战略ꎮ 日本必须保证在日美同盟和俄美框架下调整对外政策ꎬ 因此

改善日俄双边关系是有限度的ꎮ 虽然日本只是象征性的制裁ꎬ 但也不可能取消对

俄制裁ꎮ 日本一方面对俄实施制裁ꎬ 另一方面对俄提出经济合作计划ꎬ 对俄立场

本身就存在矛盾ꎮ 最重要的是ꎬ 日本难以在追随美国和改善日俄关系之间找到平

衡ꎬ 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和缺乏自主性外交ꎬ 成为与俄领土交涉的最大障碍ꎮ

(二) 日俄领土交涉谋求突破与困境

乌克兰危机后ꎬ 俄罗斯为摆脱外交孤立困境ꎬ 把日本作为瓦解西方制裁的突

破口ꎬ 积极发展对日关系ꎬ 以获得投资和贷款ꎮ ２０１６ 年安倍两度访俄ꎬ 四见普

京ꎬ 对俄展开积极的外交政策ꎮ
首先ꎬ 安倍提出解决领土问题的 “新思维”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俄总统普京访

日ꎬ 在日俄首脑会谈后安倍首次公开提出 “以经济合作撬动领土争端” 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的 “新思维”①ꎮ “新思维” 改变了日本政府一直坚持的将发展

经济和领土问题相挂钩的 “扩大均衡” 模式ꎬ 双方可以在争议岛屿开展共同经

济活动ꎬ 优先发展双边经济ꎬ 为解决领土问题创造条件ꎮ 安倍首相提出两国在

６７

① Ｖ Ｖ Ｎｅｌｉｄｏｖ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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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交涉制度” 框架下共同进行经济活动ꎬ 通过开展官民经济合作ꎬ 为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营造良好氛围①ꎮ 但是ꎬ 俄罗斯表示绝不会用 “北方领土” 做

交易ꎬ 强调必须基于俄罗斯法律框架双方才能进行共同经济活动②ꎮ 日俄两国在

领土立场主张、 缔结和平条约和遵循的法律制度等方面仍存在分歧ꎬ 但 “新思

维” 的确使日俄关系有所接近ꎬ 领土政策更趋灵活ꎮ
其次ꎬ 建立日俄磋商机制ꎮ 日俄两国通过首脑私人关系的推动ꎬ 双方领导人

建立起个人关系ꎬ 并保持密切政治联系ꎮ 安倍首相在确信彼此能够长期执政后ꎬ
认为普京政治强人下的稳定政权是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的机会ꎮ 日俄双方领

导人也都有意在他们任期内改善双边关系ꎬ 这使双边关系迅速升温ꎮ 安倍第二次

执政至 ２０１９ 年底已五度访俄ꎬ 与普京会面达 ２５ 次ꎮ 日本试图与俄保持密切的政

治联系ꎬ 以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ꎮ 同时ꎬ 日俄建立和启动外长防长磋商 (２ ＋
２) 机制ꎬ 深化双边安全合作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日本政府新设对俄经济合作

大臣ꎬ 展现对俄经济合作诚意ꎮ
另外ꎬ 安倍提出 “战后外交总决算” 新理念ꎬ 重点内容是日俄北方领土问

题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 “战后外交总决算”ꎬ 决心开展和调

整与东北亚邻国关系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安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ꎬ 表达了开展 “战
后外交总决算” 的决心ꎬ 表示要将与俄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ꎬ 开创 “日俄新

时代”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日俄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ꎬ 达成了依据 １９５６ 年 «日苏共

同宣言» 加快缔结和平条约的意愿ꎮ 为继续推进日俄关系ꎬ 日本 ２０１９ 年 «外交

蓝皮书» 不再沿袭 “北方领土归属日本” 的说法③ꎬ 双边关系出现转圜ꎮ
日本积极主动的外交攻势迎合了俄罗斯希望缓解因乌克兰危机与美欧对抗的

压力ꎮ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ꎬ 但在俄美关系对抗僵局下ꎬ 日俄双方在领土问题上

短时间内将难以取得进展ꎮ 俄罗斯一再强调开展经济合作与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无关ꎬ 并未同意与日本进行领土谈判ꎮ 随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ꎬ 俄美军事博

弈愈发激烈ꎬ 双边关系结构性矛盾愈加难以调和ꎬ 美国对俄施压已成 “常态

化”ꎮ 在俄美关系越来越往对立方向发展的背景下ꎬ 从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起两件 “罗

７７

①

②
③

「タス通信」 (ロシア) による安倍総理大臣インタビュー、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ｐ＿ ｐｄ / ｉｐ / ｐａｇｅ４＿ ００２６０７ ｈｔｍｌ

「プーチン氏、 共同経済活動に意欲」、 『朝日新聞』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ꎮ
令和元年 ６ 月 １４ 日令和元年版外交青書 (外交青書 ２０１９) の刊行 〔ＯＬ〕 外務省ホームヘーシ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ｐ / ｐｐ / ｐａｇｅ２３＿ ００２５０６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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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门” 事件又为双边关系雪上加霜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对俄制裁

法案ꎬ 进一步固化了美国反俄的政策基调①ꎮ 如果俄美关系持续恶化ꎬ 日俄关系

将在短期内也很难转圜ꎮ

四　 日俄领土交涉的前景展望

安倍再次上台执政后将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和进一步改善日俄关系作为

日本外交的重点ꎬ ２０１８ 年日俄首脑达成以 １９５６ 年 «日苏共同宣言» 为基础加速

和平条约缔结谈判的意愿ꎬ 貌似找到了提升两国关系的 “突破口”ꎬ 但两国在如

何对待二战结果及领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ꎬ 双方分歧难以弥合ꎮ 从长期

看ꎬ 日俄两国存在战略互需ꎬ 两国关系的接近是历史的必然ꎮ 但在短期内ꎬ 日俄

领土交涉将会继续受制于俄美关系和日美同盟框架ꎬ 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首先ꎬ 从乌克兰危机前后日俄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ꎬ 两国领土争端的交涉难

以摆脱俄美关系大框架的影响ꎬ 日本对俄外交在俄美之间面临两难困境ꎬ 难以找

到平衡ꎮ 日俄关系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俄美关系ꎬ 当俄美关系紧张时ꎬ 俄罗斯为扩

大外交空间倾向于改善日俄关系ꎬ 但日本由于受美国因素制约ꎬ 在对俄政策上也

不会有大的调整ꎻ 当俄美关系缓和时ꎬ 日本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下降ꎬ 俄

罗斯往往不急于发展双边关系ꎬ 日俄双边关系改善缓慢ꎮ 亚太地区存在中俄美日

四个大国、 六对双边关系及四组三角关系②ꎬ 日俄双边关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大

国关系格局中ꎬ 会受到其他双边关系和三角关系的制约ꎮ 日俄关系的发展受制于

美国因素ꎬ 日本只能在不影响美国对俄罗斯外交方针范围内发展日俄关系③ꎮ 俄

美关系存在战略性矛盾ꎬ 美国不会允许日本对俄政策有实质性改善ꎮ
未来日俄领土交涉还将会受制于日美同盟ꎮ 冷战后ꎬ 日美同盟非但没有随着

冷战结束而解散ꎬ 反而在冷战后不断调整和强化ꎮ 日本作为美国第一岛链最重要

的军事盟友ꎬ 美国已经把日本打造成针对俄罗斯的岛链封锁阵地和海上反导以及

美军前沿预警阵地ꎬ 这引起俄方的忧虑并采取一系列针锋相对措施ꎮ 虽然日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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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毅: «解析美国对俄制裁新法案»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中日、 中美、 中俄、 俄美、 日俄和日美等六对双边关系及中俄日、 中俄美、 中日美、 日俄美等四

组三角关系ꎮ
Волков С В Япония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и США / /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ꎬ

№１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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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同盟框架下也试图追求战略自主性ꎬ 积极改善与俄关系ꎮ 但是ꎬ 由于受日美

同盟的限制ꎬ 日本只能作有限调整ꎬ 因为美国不可能让日本脱离自身战略性框架

使日俄关系有实质性改善ꎮ 日美同盟的存在不利于日俄安全互信的构建ꎬ 只要存

在日美同盟ꎬ 俄罗斯就很难真正相信日本ꎬ 绝不会向其返还 “北方领土”ꎮ 对日

本而言ꎬ 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基轴ꎬ 日本非但不可能摆脱日美同盟ꎬ 还担心

被美国抛弃将会继续强化同盟关系ꎮ 因此ꎬ 日俄在 “北方领土” 问题和日美同

盟上已形成死结ꎬ 日本必须在日美同盟和 “北方领土” 中作选择ꎮ
从长期看ꎬ 日俄关系趋向战略接近ꎬ 未来领土问题可能会出现转圜ꎮ 首先ꎬ

日俄存在战略互需ꎬ 日本需要借重俄罗斯的影响力成为 “政治大国”ꎬ 与俄尽快

解决领土问题才能实现 “战后外交总决算”ꎬ 摆脱战后体制ꎮ 俄罗斯亦有求日

本ꎬ 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和援助ꎬ 以提升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ꎮ 同时ꎬ 日俄

两国经济存在很大的互补性ꎬ 这成为日俄关系和改善的动力ꎮ 日本和俄远东地区

合作前景广阔ꎮ 日俄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能够为解决领土问题创造良好环境ꎮ
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ꎬ 未来不排除美国借力打力ꎬ 支持日俄关系走近ꎮ

当前ꎬ 美国虽然忌惮日俄关系走近ꎬ 干扰对俄制裁大局ꎬ 但基于离间中俄的现实

考量ꎬ 日俄关系改善与美国战略利益相契合①ꎬ 利于维持欧亚力量平衡ꎮ 日俄关

系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缩影ꎬ 随着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ꎬ 美国或可利用日本ꎬ 使

其成为在中俄之间打入的楔子ꎮ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未来战略的核心ꎬ 今天的日本对美并非完全亦步亦趋ꎬ

会随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变化而变化ꎮ 在对俄政策上ꎬ 签订和平条约和解决领土

问题涉及日本的根本利益ꎬ 今后双边关系发展可能更趋灵活ꎮ 日本会在 “追随美

国” 和 “维护战略自主性” 间维系某种平衡ꎬ 基于国家利益追求战略自主性ꎬ
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与俄领土交涉中的 “美国色彩”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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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忠伟: «安倍对俄外交甩出大牌»ꎬ 载 «文汇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