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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應美國總統布希之邀，於 4月 26-27日赴美訪問。布希除

了在白宮招待安倍共進晚餐外，還邀其赴大衛營舉行會談，以示對安倍之高規格

禮遇。會談結束後，雙方發表「關於能源安全、綠色開發、以及氣候變動之美日

共同聲明」，表明雙方將在地球溫暖化議題上加強合作。不過，此次美日峰會之

主要關心焦點，則是在調整雙方在對北韓政策之合作步調。 

當日本政府於 4月初公布安倍訪美行程時，被自民黨內部與媒體批評為「行

程過於短促，而且赴美訪問太慢」。作為美國同盟國，在新內閣成立超過半年，

而且美國副總統與國務卿均已先後到訪之情況下，包括首相本人，以及外務、防

衛等兩位對美關係重要閣僚，卻仍未赴美訪問，其箇中道理值得推敲。 

    不傴如此，防衛大臣久間章生以及外務大臣麻生太郎，還在美日關係上連續

出狀況。去（2006）年 12月間，久間在參議院答詢時指出，「日本政府並未正式

支持美國對伊拉克戰爭」。其後，久間甚至在公開演講場合上表示，美國對伊拉

克開戰之決策，是布希總統判斷情勢錯誤所致。除此之外，在有關駐沖繩美軍普

天間機場遷移問題上，久間抨擊美國之態度過於傲慢。而外相麻生則批評美國之

伊拉克佔領政策，過於「幼稚」。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於 2月 20 日

赴東京訪問時，未安排與久間會面，即是表達美國政府不滿之動作。不過，表達

一時之情緒不滿，無礙於雙邊關係。真正會影響到同盟關係發展的是，雙方在對

北韓政策上之歧見，以及可能惡化雙方國民相互間感情之慰安婦問題。 

 

美日兩國對北韓政策之歧見與「慰安婦」問題 

一、北韓核武開發問題 

    美日兩國在對北韓政策上，存在著戰略選項之優先順位差異。「六方會談」

在 2月間所發表的「二一三聯合聲明」，除了載明相關國家在北韓凍結核武發展

初期階段，必頇提供能源援助給北韓之外，亦同時要求美國必頇「開始進行把北

韓從支援恐怖組織國家名單中剔除之作業」。3 月 19日，美國財政部宣布解除對

北韓存放於澳門銀行帳戶、被疑為洗錢不法資金 2500萬美元存款之凍結。在北

韓並未在核武問題讓步之情況下，此一解凍措施意味著美國對北韓之全面讓步。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以北韓在解決綁架日人問題上無進展為由，不但拒絕提供援

助，甚至還延長日本獨自發動的對北韓經濟制裁期限。 

    從前述聲明可看出，美國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之重點，已經從要求「廢棄核武」

倒退為「凍結核武」。實際上，因為美國已陷入伊拉克困境，以及要優先處理伊

朗核問題，才會暫時對北韓核武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換取北韓不對



外擴散核武，特別是流入國際恐怖組織之手。基於此種考量，布希政府不但解除

對北韓之金融制裁，且準備將北韓自支援恐怖組織國家名單中除名。 

對於美國解除對北韓金融制裁一事，日本內閣官房長官鹽崎恭久雖然在記者

會上表示能理解，但並不意味著日本能接受美國之政策轉變。在核武問題上，日

本的目標是要朝鮮無核化。此外，有關綁架日人問題，日本政府亦堅持，在問題

解決有所進展之前，即使「六方會談」其他 4國以核武問題有所進展而提供援助

給北韓，日本亦不會參與援助。 

布希政府在去年期中選舉受挫後，主張變更北韓金正日體制之新保守派勢力

減弱，而以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以及助理國務卿希爾（Christopher 

Hill）為首之溫和派勢力抬頭，掌握了對北韓政策之主導權。安倍之所以遲遲未

能訪美，原因可能在於日本對美國之政策轉變感到疑慮，需要時間進行「摸底」，

而在此時出現北韓無法履行「二一三聯合聲明」所規定期間內實施凍結核武之初

期階段作業的新狀況。在此一時機上訪美，安倍即可要求美國不要過度向北韓債

斜，確認雙方在核武以及綁架日人議題之合作步調。4月 27日晚間，布希在美

日高峰會結束後之記者會上表示，「一旦北韓未履行共識，有準備制裁措施。我

們的忍耐是有限度」。布希的談話在向日本保證，美國並未軟化對北韓立場。 

 

二、北韓綁架日人問題 

其次，如果美國將北韓自支援恐怖組織國家名單中除名，將會讓安倍內閣在

北韓綁架日人問題上失去立場，並將造成日本對美國失去信賴。安倍因為以強硬

態度處理綁架事件而累積厚實的政治資本，自然無法在此問題上做出讓步。2 月

21日晚間，安倍在與來訪的美國副總統錢尼會談時，再度強調「綁架問題沒進

展，將不提供援助給北韓」，係日本政府之既定方針。對此，錢尼答稱，「解決被

綁架者之悲劇，是（美日兩國）共通課題」。問題是，當時錢尼曾反問，「日本到

底要如何處理綁架問題？綁架問題有進展是何指？」 

不只是錢尼，後續到訪之白宮國家安全副顧問克勞契（J.D. Crouch II），

以及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John D. Negroponte），亦曾詢問日本處理綁架問題

之具體計畫。換言之，美國希望日本在綁架問題處理上有個底線，並避免影響到

核武問題之解決。問題是，北韓挾美自重，根本無視於日本之要求，而偏偏此一

問題又牽涉到安倍對國內之政治承諾，使得日方難有轉圜之餘地。 

4月 22日，安倍招待被北韓綁架日人被害家屬，以及同樣被北韓綁架之南

韓等其他國家被害家屬共進午餐時強調，「讓各位恢復平穩的日常生活，是我的

責任與使命。綁架問題之解決，必頇透過國際合作才行。我會再度向布希總統表

達此事」。安倍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亦強調，「美國如果要將北韓自支援恐怖組

織國家名單上除名，應該考慮到綁架日人問題之進展情形」。安倍在訪美前夕做

出形同自斷退路之動作，在於向美國傳遞在綁架問題上絕不讓步之訊息。 

美日高峰會後之記者會上，安倍表示，「（布希總統）理解到解決綁架問題對

日本之重要性，支持日本政府解決綁架問題之態度不變」。布希則接口表示，「將



協助日本政府」。從記者會內容來看，安倍似乎已經獲得布希之支持承諾。不過，

布希在此問題上究竟有多挺日本，未來可以從美國政府如何處理將北韓自支援恐

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問題看出端倪。 

 

三、安倍有關「慰安婦」問題之不當發言 

近期美日關係之第三個焦點是，美國眾議院醞釀通過決議案，要求日本政府

就「慰安婦」問題進行道歉事件。日裔三世之眾議員米契爾‧本田，於今年 1

月底，向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提案，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戰期間強拉民婦充當軍妓問

題道歉之決議案。迄 4月中旬，該提案共獲得 82名眾議員連署，並且已被排入

院會議程。因此，該案已成為美日兩國間之外交問題，並且對日本政府在美國社

會之形象造成傷害。 

對於美國眾議院之動作，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於 2月 19 日在日本眾議院表示，

該決議案「並非基於客觀事實，也沒有考量到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之處理，對

此深表遺憾」。而日相安倍則於 3月 1日回答記者詢問時指出，「並沒有證據顯示

出，日本官方有涉及強拉婦女之情形」。此一安倍發言，形同否認代表日本政府

關於「慰安婦」問題之見解的「河野談話」，因此引發美國主要傳媒與人權團體

之批判。所謂「河野談話」，是指於 1993年 8月 4日，由當時的內閣官房長官河

野洋平針對「慰安婦」問題之調查結果所發表的談話，承認在二戰期間，舊日本

軍確實介入強拉民婦、特別是朝鮮半島殖民地婦女充當軍妓之事實。 

日本知名政論家船橋洋一表示，布希政府高層向日本傳達「慰安婦問題不同

於參拜靖國神社，誰都不能為日本辯護」、此問題「具有讓日本陷於國際孤立之

危險」之訊息，並表達深刻的憂慮。另一方面，從日本國內來看，一旦美國眾議

院通過該決議，勢必會刺激到日本國民感情，加深日本社會之反美情緒，最終影

響到美日同盟關係。換言之，原本只是歷史認識之爭議，卻因安倍之不當發言而

演變成影響同盟關係發展之外交問題。 

或許因為認識到問題之嚴重性，安倍在隨後立即改變說辭，並且打電話給布

希，表明承繼「河野談話」之立場。安倍在訪美前夕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也針

對此一問題表示道歉，並且承認其責任在於日本政府。此外，在與布希會談時，

安倍主動提起未列入議題的「慰安婦」問題，並再度表達道歉。安倍之低姿態，

是希望藉此化解因此問題所引起的美日外交危機。當然，布希政府是不希望此一

問題影響到今後美日同盟關係之強化，遂毫不遲疑地接受安倍之說辭。 

 

評析與未來發展 

對安倍而言，解決美日兩國在北韓政策上之歧見，確認雙方之合作關係，是

此次訪美之最大目的。如前述，美國對北韓核武之立場，已經從「廢棄核武」倒

退為「凍結核武」。但是，從日本之立場來看，以北韓敵視日本之態度，以及動

輒以武力威脅獲取政治利益之政權性格，北韓核武將構成日本之心腹大患。因



此，日本才會堅不承認北韓擁核事實。 

對此問題，美國企圖透過重申核子傘承諾，以解消日本對北韓核武威脅之恐

懼。實際上，去年 10月間，在北韓核試爆後不久，美國國務卿萊斯即親赴東京，

向日本重申核子傘承諾。問題在於，日本菁英階層對美國核子傘之信賴程度如

何。北韓核試爆後，日本國內冒出「核武裝論」主張，以及傳出日本政府秘密邀

集專家，對日本核武開發能力進行評估一事，已經對此問題做出回答。 

其次，在綁架問題上，日本企圖將此問題與核武問題掛勾，而北韓則努力透

過美國抑制日本。「六方會談」所擬訂以援助換取北韓「凍結核武」措施，日本

之參與是不可或缺，布希政府關切日本在解決綁架問題之底線，原因即在於此。

而日本政府可能因感受到美國壓力，才會由安倍本人在訪美前夕接見綁架事件被

害家屬，以此自斷退路的方式來展現不退讓之決心。此外，安倍為了正當化在綁

架事件之強硬態度，不惜放棄在「慰安婦」問題之既定立場。而安倍之努力似乎

獲得回饋，布希再度表態支持日本。不過，美國「時代」雜誌撰文警告，安倍在

綁架日人問題上堅拒讓步之態度，將打亂美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之合作步調。 

另外，為配合安倍訪美，日本政府陸續釋放出有關強化美日軍事合作之利多

消息。（1）安倍指示內閣法制局開始檢討新的憲法解釋，以為禁止行使集體自衛

權之現行憲法解釋解套。（2）日本眾議院審查通過美國政府念茲在茲的「駐日美

軍重整法案」，送交參議院進行審議。（3）防衛大臣久間透露，日本有意檢討引

進美國最新型的隱形戰鬥機 F-22，以及提前部署飛彈防禦系統（MD）。此等措施

落實後，將為美日同盟增添些許軍事同盟之色彩，有助於亞太地區、特別是台海

與朝鮮半島之和平與穩定。 

 

政策建議 

一、密切注意美日雙邊關係之進展 

    在「二一三聯合聲明」發表前，「六方會談」呈現「美國‧日本」對「中共‧

南韓」＋「俄羅斯」之構圖。發表後，美日間出現政策歧見，美國逐漸債向後者。

美國改變對北韓政策，顯然已造成日本不安。解消此一不安，乃成為安倍訪美之

最大目的。如果美日兩國對綁架問題解決進展之定義，未能形成共識，日本在朝

鮮問題上將會陷入孤立，美日雙邊關係將受到影響。雖不至於重演過去之「尼克

森震撼」，但仍存在著美日中三邊關係出現位移之可能性。此一三邊關係之位移

現象，有可能會牽動台海情勢之發展。因此，我國對此必頇密切地注意觀察。 

二、正確認知安倍之務實性格 

    安倍之政治債向，深受其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右翼路線之影響。不過，從

安倍出訪中美之決策看出，其意識型態雖然偏右，但具有務實性格。中共總理溫

家寶在訪日前夕，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引用論語「與國人交、止於信」、「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暗喻雙方之所以能夠恢復高層互訪，在於安倍曾經向中共當局

做過某種承諾。不言可喻，安倍之承諾不外是在首相任內不赴靖國神社參拜。同



樣地，安倍為避免「慰安婦」問題影響到美日關係，以及日本在北韓綁架日人問

題之立場，迅速做出道歉決定。職是之故，我國不能單純地以安倍過去之友我態

度，來判斷今後安倍內閣對中共與我國之政策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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