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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策略∗

王竞超∗

　 　 内容提要　 ２００７ 年以后ꎬ 索马里沿岸的海盗犯罪给国际社会造成

了严重威胁ꎮ 针对这一问题ꎬ 日本一方面极力融入既有国际法律体系、
构建与完善国内法律制度ꎬ 夯实了参与海盗治理的法律基础ꎻ 另一方

面ꎬ 日本积极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ꎬ 通过有效参与国际海上护航活动、
提供与海盗治理相关的功能性援助项目、 设立吉布提军事基地等举措ꎬ
不断加大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强度与广度ꎬ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ꎮ 从本

质上来看ꎬ 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事务的意图不仅在于维护本国海上

通道安全ꎬ 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以索马里及周边的吉布提等国为抓手ꎬ 扩

大在东非乃至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ꎬ 为实现日本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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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竞超ꎬ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 国家领

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ꎮ

２００８ 年以后ꎬ 索马里附近海域的海盗犯罪呈井喷之势ꎬ 日本着眼于海盗

治理采取了种种措施ꎬ 成为在治理索马里海盗问题上投入资源最多的国家之

一ꎮ 日本对索马里海盗治理的应对ꎬ 是日本国家战略特别是海洋战略由亚太

地区向西印度洋、 东非进行扩张的标志性事件ꎮ 研究日本应对索马里海盗所

采取的政策特点ꎬ 有助于我们深入洞察日本在当前乃至未来的海洋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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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走向ꎮ
从学界既有研究来看ꎬ 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已

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ꎮ 首先ꎬ 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ꎮ 森本

清二郎从索马里海盗的产生根源、 犯罪特点、 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对

现状等做出了分析①ꎬ 对日本参与国际护航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梳理ꎻ 而神足

祐太郎则着眼于日本船舶在索马里海域具体受害情况ꎬ 并提出了具体对策建

议ꎮ② 国内学者吕耀东以 «内罗毕宣言» 为切入点ꎬ 阐释了日本与非洲强化

打击索马里海盗等海洋安全合作的战略意图③ꎻ 李秀石论述了日本以打击索马

里海盗为契机ꎬ 构建海上安全合作框架ꎬ 在印度洋与非洲逐步扩大军事和准

军事存在的战略性举措④ꎻ 孙德刚、 陈友骏则以日本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为

视角ꎬ 揭示了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背后的战略动机与政治影响ꎮ⑤

综上所述ꎬ 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对整体把握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问题的

现状、 理解日本参与动机与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ꎮ 然而ꎬ 笔者认为也存在

着以下两点不足ꎮ 其一ꎬ 缺乏对日本所采取具体举措的微观研究ꎬ 特别是围

绕日本如何进行法律构建、 参与索马里重建等方面的梳理工作在既有成果中

较为少见ꎻ 其二ꎬ 少量研究成果尽管论述了日本在国内、 国际两个层面所采

取的对策ꎬ 但往往忽略了两个层面间的互动影响ꎬ 这对更深入挖掘日本战略

特征与动向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ꎮ
本文着眼于既有研究的不足ꎬ 主要从微观上论述日本为参与索马里海盗

治理而在国内层面进行的法律构建及所采取的国际合作政策ꎬ 并尝试分析该

问题在日本国内、 国际层面产生的互动影响ꎮ 在此基础上ꎬ 进一步从宏观上

解读日本借参与海盗治理ꎬ 力图在西印度洋及东非确立政治、 军事存在的国

家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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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策略　

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动因

冷战结束以后ꎬ 日本开始参与海外安全治理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ꎬ 日本政府派

遣海上自卫队远赴波斯湾地区执行扫雷任务ꎬ 这成为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

先例ꎮ①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ꎬ 日本国会通过 «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
(Ｐｅａｃｅ －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ＫＯ) 后ꎬ 其参与海外安全治理更为积极主动ꎬ
先后派兵参与柬埔寨、 戈兰高地、 东帝汶、 苏丹等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ꎮ② 除

了参与传统安全治理ꎬ 日本对打击海盗与海上恐怖主义等国际非传统安全治

理也投入了大量外交、 军事资源ꎬ 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即是日本的代表性举

措之一ꎮ
(一) 经济利益驱动

索马里附近海域不仅是日本从中东、 西非进口能源的重要运输通道之一ꎬ
也是通往西欧、 北美洲的国际贸易要道ꎮ 从能源进口角度看ꎬ 尽管日本自冷

战结束以后积极实行 “能源进口国多元化” 战略ꎬ 积极开辟拉美、 俄罗斯等

为新的能源来源地ꎬ 但由于油品、 进口成本等原因ꎬ 日本在原油、 天然气进

口上仍然严重依赖中东及西非各国ꎮ 基于此ꎬ 索马里附近海域仍是日本海上

能源运输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ꎮ 除了能源因素以外ꎬ 索马里沿岸同样是日本

商品经苏伊士运河运往西欧、 北美最为便捷的国际贸易通道ꎮ 因此ꎬ 日本对

索马里附近海域的航行安全一直高度关注ꎮ
日本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海外原料与市场的国家ꎬ 拥有总吨位达 １ ９７ 亿

吨、 占全球比例约为 １５ ８％ ③的世界第二大商船队ꎮ 多年以来ꎬ 由于以下两

点原因ꎬ 日本商船一直是索马里海盗最为觊觎的目标之一ꎮ 其一ꎬ 由于日本

商船所载货物多为原油、 铝锭等商品ꎬ 在船货物总价较高ꎬ 这对于各大海盗

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ꎮ 其二ꎬ 日本商船一般机械化程度较高ꎬ 故在船

人员较少ꎬ 安保力量较为薄弱ꎬ 这也给了海盗充足的犯罪机会ꎮ ２００８ 年索马

里海盗犯罪最为猖獗时ꎬ 日本船舶共 ３ 次被袭ꎬ 人员货物损失惨重ꎮ 此后ꎬ
伴随着国际社会长期的不懈努力ꎬ 特别是海上护航投入的不断加大ꎬ 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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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犯罪案件发案数骤减ꎮ ２００９ 年以后ꎬ 相较于东南亚海域ꎬ 日本船舶在索

马里沿岸的遇袭次数、 直接损失都有所下降ꎮ 然而ꎬ 日本所遭受的潜在经济

损失仍然巨大ꎬ 如日本商船经过索马里海域的海上保险费用大幅增加ꎬ 船舶

因绕道好望角等因素导致商品物流成本上升、 交货日期延后、 商品竞争力下

降等ꎮ
为了减少经济损失、 维护自身权益ꎬ 一些来自能源、 海运、 商社等领域

的业界巨头ꎬ 如日本船东协会等要员纷纷建言政府: 强化对索马里海盗的打

击力度ꎬ 积极参与索马里事务ꎮ 这些业界团体本身就是影响日本国会重要的

利益集团ꎬ 他们的施压也加速了日本政府参与索马里海盗的治理ꎮ
(二) 履行国际义务

除了保障海上能源、 贸易通道安全、 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外ꎬ 日本参与索

马里海盗治理也是其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ꎮ ２００６ 年以后ꎬ 索马里局势逐渐失

控ꎬ 海盗犯罪也呈激增状态ꎬ 演变为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问题之一ꎮ 由此ꎬ
索马里已完全沦为一个失去有效治理的 “失败国家”ꎬ 索马里海盗也成了危害

甚大的全球公共问题ꎬ 需国际社会共同进行治理方能遏制其恶化ꎮ 在此背景

下ꎬ ２００８ 年形成了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主体、 世界各国以及主要国际组织共同

参与的索马里海盗全球治理机制ꎮ 日本出于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ꎬ 不论是从

法理上还是道义上都必然积极响应联合国安理会倡议ꎬ 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ꎮ
从法理上来看ꎬ 首先日本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海洋法公

约»)、 «１９８８ 年抑止有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及其相关议定书修正案»
等涉及打击海盗重要国际公约的缔约国ꎬ 有履行缔约国共同打击、 拿捕索马

里海盗的国际义务ꎮ 其次ꎬ «联合国宪章» 第一章第二条第二款、 第五款分别

规定 “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ꎬ 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ꎬ 以保证全体会

员国由加入本组织而发生之权益”、 “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依本宪章规定而采

取之行动ꎬ 应尽力予以协助”ꎮ 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日本ꎬ 有义务响应联合国

安理会针对索马里海盗的各项行动ꎮ 从道义上来看ꎬ 日本在战后长期自我标

榜 “重视国际贡献”、 “积极履行国际义务”ꎬ 对索马里海盗犯罪这种严重危

害国际社会安全与福祉的 “全球公害”ꎬ 于情于理自然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ꎬ
以彰显日本的国际贡献ꎬ 谋求国际声誉ꎮ

(三) 国家战略考虑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看来ꎬ 印度洋和太平洋 “两洋交汇” 相连接ꎬ 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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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自由与繁荣之弧” 相吻合ꎬ 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于 “自由开放的印度

洋太平洋战略” 框架下ꎬ 正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叠加ꎬ 是日本海洋国际战略

的侧重点ꎮ① 自安倍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组阁起ꎬ 他就力图让日本 “冲出” 太平洋ꎬ
积极将政治、 军事触角伸向印度洋ꎬ 梦想构建日本横跨太平洋 － 印度洋的

“印太两洋战略”ꎬ 助力日本政治、 军事大国最终国家目标的实现ꎮ 然而ꎬ 因

战后长期受和平宪法束缚ꎬ 日本自卫队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密监督ꎬ 难以真

正 “出海”ꎬ 日本的战略野心也缺乏切入点加以实现ꎮ ２００７ 年以后ꎬ 索马里

海盗犯罪的集中爆发可谓给了安倍内阁一个重要的战略抓手ꎮ 海盗犯罪这种

敏感度较低、 对自卫队约束相对较少、 饱受国际舆论谴责的非传统安全问题ꎬ
给了日本争取更大军事活动空间ꎬ 被日本视为将本国军事触角延伸至印度洋

的绝佳机会ꎮ 安倍内阁以维护本国经济权益与航道安全、 履行国际义务为幌

子ꎬ 大力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ꎬ 公然将自卫队投放到西印度洋与东非地区ꎬ
初步实现了本国 “印太两洋战略” 的构想ꎮ

因此ꎬ 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动因复杂ꎬ 且收获巨大ꎮ 安倍及之前几

任内阁通过参与海盗治理ꎬ 既维护了本国经济利益、 满足了国内各大利益集

团的诉求ꎬ 也向国际社会树立了所谓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ꎬ
更初步实现了 “印太两洋战略” 的战略夙愿ꎬ 可谓是 “一石三鸟” 之良策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 这三大动因所具有的重要性并不完全一致ꎮ 维护经济安全、
履行国际义务尽管也为日本政府所看重ꎬ 但根本上仍是为日本国家战略服务

的ꎮ 经济安全更多地需仰仗于国家战略的推进情况ꎮ 只有日本在印度洋、 东

非确立了足够的政治、 军事存在ꎬ 才有条件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商船在索马里

附近海域的航行安全ꎬ 降低经济损失ꎬ 减少物流成本ꎮ 而履行国际义务实质

上是日本政府为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自我标榜ꎬ 其最终着眼点仍是为日本参

与海盗治理、 实现国家战略寻求依托与理据ꎮ

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法律保障构建

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构建与完善相关国际法与

国内法法律基础ꎮ 多年以来ꎬ 日本除了积极加入相关国际公约、 响应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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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各项决议外ꎬ 还渐进式构建国内法相关法案ꎬ 努力夯实本国参与的国

际法与国内法理据ꎮ
(一) 积极融入国际海盗治理法律体系

从国际法上看ꎬ 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参与打击索马里海

盗的国际法依据ꎬ 在于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有效同意及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

议ꎮ① 在获得索马里国内过渡政府邀请后ꎬ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开始ꎬ 联合国安理

会相继通过第 １ ８１６ 号、 第 １ ８３８ 号、 第 １ ８４６ 号及第 １ ８５１ 号等重要决议ꎬ 对

国际社会进入索马里领土合作打击沿海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ꎬ
奠定了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基础ꎮ② 因此ꎬ 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

社会进入索马里管辖范围内参与海盗治理是经过授权的ꎬ 对索马里主权不构

成侵犯ꎮ
日本除了积极响应以上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以外ꎬ 多年以来积极加入

了打击海盗的一些主要的全球性、 区域性国际公约ꎮ 如全球范围的 «海洋法

公约»、 １９８８ 年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及其议定书、 «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 及其修正案等ꎻ 而在区域性公约方面ꎬ 日本不仅主导构建了

全球第一个专门针对打击海盗的区域性国际公约——— «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

抢劫船只的区域合作协议» (ＲｅＣＡＡＰ)ꎬ 还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发展为索马里

海盗治理的样板ꎮ 此外ꎬ 日本也积极加入一些专门针对索马里海盗治理的多

边宣言 (如 «吉布提行动守则»)ꎬ 力图扩大本国话语权ꎮ 通过融入既有国际

法律体系ꎬ 日本首先树立了一个全球治理积极参与者的国际形象ꎮ 其次ꎬ 日

本凭借以上各大国际公约缔约国的身份ꎬ 扫清了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国际

法律障碍ꎬ 让本国参与行为与政策更加名正言顺ꎮ
(二) 大力构建日本国内法律体系

日本除了积极融入了现有的主要国际公约、 应对索马里海域不断恶化的

安全局势ꎬ 也大力进行国内法律的构建与完善ꎬ 而这也是日本的政策重心所

在ꎮ 在原有的 «海上保安厅法» 及其修正案、 «自卫队法» 及其修正案的基

础上ꎬ 日本针对索马里海盗专门制定了 «关于海盗行为处罚及海盗行为应对

法» (以下简称 «应对海盗法»)ꎬ 最终奠定了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国

２７

①
②

张建军: «打击索马里海盗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ꎬ 载 «现代法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１３９ 页ꎮ
参见王竞超: «国际公共产品视阈下的索马里海盗治理问题»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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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法基础ꎮ 其中ꎬ «应对海盗法» 尤为重要ꎬ 它不仅详细规定了海盗犯罪的构

成要件ꎬ 还阐明了不同犯罪情况下的量刑标准ꎮ 凭借既有的国内法框架ꎬ 日

本目前不但可借助已缔结国际公约对海盗罪行使刑事权ꎬ 并能根据海盗的各

种具体犯罪情况ꎬ 依据本国 «海盗应对法» 进行精确的定罪量刑ꎮ
１ «海上保安厅法» 与 «自卫队法»
首先ꎬ «海上保安厅法» 明确了海上保安厅在非军事化范围内负责对海盗

的打击ꎮ 根据 «海上保安厅法» 第二条规定ꎬ 海上保安厅主要负责以下事务

来维护海上安全: 在海上施行相关法令、 海难救助、 防止海洋污染、 对海上

犯罪的预防与镇压、 对海上逃犯的搜查与逮捕、 规制海上船舶交通、 航路与

航标的相关事务以及其他与海上安全相关的各项事务ꎮ 海盗作为最具代表性

的海上犯罪之一ꎬ 对其进行打击、 取缔可谓是海上保安厅的核心任务之一ꎮ
此外ꎬ 为了确保完成第二条规定的各项任务ꎬ «海上保安厅法» 的第五条规

定: “海上保安厅为了完成第二项诸任务ꎬ 有权从事以下工作: 在船舶交通繁

忙海域ꎬ 可参与对安全的维护工作ꎻ 镇压海上暴动与骚乱ꎻ 搜查并逮捕海上

逃犯ꎻ 襄助国际 (海上) 搜查工作ꎻ 参与相关的国际合作工作ꎮ”① 因此ꎬ 在

应对索马里海盗之前ꎬ 海上保安厅及其所辖的海警一直是日本打击海盗的主

导力量ꎮ
然而ꎬ 伴随着近年来国际海盗集团武器装备日趋现代化、 破坏能力明显

增强的形势ꎬ 日本政府考虑到很多情况下海上保安厅所采取的非军事手段难

以奏效ꎬ 在 «自卫队法» 中专门加入了相关条款ꎬ 作为对 «海上保安厅法»
的补充ꎮ 依据日本 «自卫队法»② 第 ７８ 条第一款ꎬ 日本首相在 “日本遭受间

接侵略及其他紧急事态下ꎬ 认为凭借一般警察力量难以维持治安的情况下ꎬ
有权出动全部或部分自卫队”ꎻ 该法第二款中规定: “首相在出动自卫队情况

下ꎬ 在发出命令后 ２０ 天以内ꎬ 需就该命令在国会进行讨论并得到国会认可ꎮ
在国会休会或众议院解散期间ꎬ 在此后国会重新召集时需尽快付诸国会讨论

并获得国会认可ꎮ 除了第 ７８ 条ꎬ «自卫队法» 第 ８２ 条第一款尤其重要ꎬ 它规

定 “防卫大臣基于保护海上人命及财产、 维护治安的目的ꎬ 在必要情况下可

３７

①

②

参见 «主要条约集———海上保安厅法»ꎬ 参见日本同志社大学国际法研究室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１ ｄｏｓｈｉｓｈａ ａｃ ｊｐ / ~ ｋａｒａｉ / ｉｎｔｌａｗ / ｄｏｃｓ / ｋａｉｈｏ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８ꎮ

关于 «自卫队法» 的资料ꎬ 载日本防卫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 ｅ － ｇｏｖ ｇｏ ｊｐ / ｈｔｍｌｄａｔａ / Ｓ２９ / Ｓ２９
ＨＯ１６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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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首相同意之后ꎬ 派出自卫队执行必要任务”ꎮ 该条款也被称之为 “海上

警备行动” 条款ꎬ 一般是在海上保安厅的非军事化对应不足、 为维持海上安

全的情况下实施的ꎮ①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也正是依据这一条款ꎬ 日本海上自卫队

派出两艘护卫舰奔赴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ꎮ
«自卫队法» 对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影响ꎮ 第一ꎬ

依据该法ꎬ 尽管首相派遣自卫队仍需国会许可ꎬ 但已有权事前单独决定是否

向海外派兵ꎬ 这也意味着日本向索马里派兵的障碍大大减小了ꎮ 第二ꎬ «自卫

队法» 特别是 “海上警备行动” 条款的出台ꎬ 意味着军事行动已成为日本应

对海盗的主要手段ꎬ 此举将大大升级日本海上护航的强度ꎮ 当然ꎬ «自卫队

法» 在打击海盗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ꎮ 第一ꎬ 该法未明确规定打击海盗

时如何在海上使用武器ꎻ 第二ꎬ 护航对象船舶局限为日本相关船舶ꎬ 这就意

味着其他国家船舶即便遇到了海盗犯罪ꎬ 日本自卫队也无法协助打击ꎬ 抑制

了自卫队海上护航行动机动性与国际贡献能力ꎻ 第三ꎬ «自卫队法» 第 ９３ 条

第二款规定ꎬ 仅有三等海曹 (相当于中国海军下士) 以上的自卫官才可对海

盗船舶或海盗控制下的船舶发出停船命令并实施检查ꎬ 而一般自卫队员是不

具备这一资格的ꎬ 即无法在海上搜查、 缉拿海盗ꎬ 这也严重抑制了自卫队护

航效果ꎮ②

２ «关于海盗行为处罚及海盗行为应对法»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鉴于 «海上保安厅法» 与 «自卫队法» 存在缺陷ꎬ 日本国

会又通过了 «应对海盗法»ꎬ 这也是日本为打击索马里海盗专门制定的法律ꎮ
与此同时ꎬ 日本相关部门对 «自卫队法» 也做出了修正ꎬ 在第 ８２ 条第二款明

确规定 “防卫大臣可依据 «应对海盗法» 的具体相关规定ꎬ 出动自卫队应对

海盗犯罪威胁ꎮ” «应对海盗法» 强调以 «海洋法公约» 为基准ꎬ 可处罚任何

国籍的海盗犯罪行为ꎮ 从其规定的海盗犯罪构成要件来看ꎬ 可谓基本延续了

«海洋法公约» 第 １０１ 条对海盗的定义ꎮ «应对海盗法» 第二条中规定: “船
舶 (军舰及各国政府所用船舶除外) 船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ꎬ 在公海 (含专

属经济区) 或者在日本领海或内水ꎬ 凭借暴力或强制手段存在以下任一犯罪

行为: (１) 夺取或控制船舶ꎻ (２) 强行获取船内财物ꎻ (３) 抢劫船内人员ꎻ

４７

①

②

参见 [日本] 稻本守: «对索马里沿岸海盗问题与相关对策的考察»ꎬ 载 [日本] «东京大学

海洋科技杂志» 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３ 页ꎮ
[日本] 稻本守: 前引文ꎬ 第 ２３ ~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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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绑架人质索要赎金ꎻ (５) 为达到以上诸目的而进行的侵入与破坏船舶的

行为ꎻ 显著接近其他船舶的行为ꎻ 准备凶器使船舶航行的行为”①ꎬ 同时ꎬ 可

按照 «应对海盗法» 也相应给予量刑ꎮ 其标准是: 第 (１) 至 (４) 种情

况ꎬ (依据情况) 依法可判处 ５ 年以上或无期徒刑ꎻ 造成人员受伤 (依据情

况) 可判处 ６ 年以上或无期徒刑ꎻ 造成人员死亡 (依据情况) 则可判处无

期徒刑或死刑ꎻ 而第 (５) 种情况中ꎬ 前两项可判处 ５ 年以下ꎬ 最后一项可

判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ꎬ② 而若进行该项犯罪前有自首行为ꎬ 则可减轻或免

除处罚ꎮ③

«应对海盗法» 是 «海上保安厅法» 和 «自卫队法» 的有力补充与修正ꎬ
且专门针对打击索马里海盗问题ꎬ 对于日本可谓意义重大ꎮ 第一ꎬ 日本一般

自卫队员将可持武器在海上搜查、 缉拿海盗ꎬ 对明显靠近商船 (民用船舶)
的海盗船可停船进行射击ꎬ 日本海上自卫队行动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ꎻ 第二ꎬ
日本军舰与自卫队打击对象将不仅仅局限于与日本相关的船舶ꎬ 护航对象也

包括其他国籍船舶ꎬ④ 这无疑将大大扩展自卫队的护航对象与海上行动范围ꎻ
第三ꎬ 针对以上所列出的海盗犯罪 ５ 种情况ꎬ «应对海盗法» 也分别给出了量

刑标准ꎬ 有利于强化日本对海盗的司法管辖权ꎮ 该法案与 «海上保安厅法»、
«自卫队法» 共同为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奠定了国内法基础ꎬ 日本可凭借

此法将国际法意义上的海盗行为加以规制ꎬ⑤ 更有利于日本将国际条约与国内

法进行衔接ꎬ 强化了对索马里海盗的威慑力ꎮ 总体看ꎬ «应对海盗法»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正式实施后ꎬ 彻底改变了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赴海外行动法

律不完善状况ꎬ 日本向索马里派遣自卫队的法律依据由依据 «自卫队法» “海
上警备行动” 条款转变为依据 «应对海盗法»ꎮ⑥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海盗行为处罚及海盗行为对应法»ꎬ 载日本众议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ｕｇｉｉｎ ｇｏ ｊ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ｉｔｄｂ＿ ｈｏｕｓｅｉ ｎｓｆ / ｈｔｍｌ / ｈｏｕｓｅｉ / １７１２００９０６２４０５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５ꎮ

«关于海盗行为处罚及海盗行为对应法» 概要ꎬ 载日本内阁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ｈｏｕａｎ / ｐｉｒａｔｅ / ＰＰＭＬ＿ ｇａｉｙｏｕ ｐｄｆ＃ｓｅａｒｃｈ ＝ ％ 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０ꎮ

«关于海盗行为处罚及海盗行为对应法»ꎬ 载日本众议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ｕｇｉｉｎ ｇｏ ｊ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ｉｔｄｂ＿ ｈｏｕｓｅｉ ｎｓｆ / ｈｔｍｌ / ｈｏｕｓｅｉ / １７１２００９０６２４０５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０５ꎮ

«索马里沿岸、 亚丁湾海盗问题的现 状 与 措 施 »ꎬ 载 日 本 外 务 省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ｐｉｒａｔｅ /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ꎮ

[日本] 甲斐克则: «应对海盗法的意义与问题»ꎬ 载 «海事交通研究» ２０１２ 年总第 ６１ 号ꎬ
第 １６ 页ꎮ

[日本] 稻本守: 前引文ꎬ 第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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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方式

除了法律途径ꎬ 日本还积极推动国际合作ꎬ 力图在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

上强化自身存在感ꎬ 获得国际声誉ꎬ 确立本国在西印度洋及东非的政治、 军

事存在ꎮ
(一) 双管齐下参与索马里海盗国际护航

作为国际社会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主体部分ꎬ 海上护航无疑占有重要

地位ꎮ 国际社会向索马里海域派遣护航编队的行为主体较多ꎬ 按行动模式、
参与方数量来划分ꎬ 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由欧盟、 北约等国际组织派遣

的联合护航编队ꎻ 二是美国主导的 “第 １５１ 联合任务部队” (ＣＴＦ１５１) 等多

国军事集团性质的联合护航ꎻ 三是一些单独进行护航的国家ꎬ 如中国、 日本、
俄罗斯、 印度等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日本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首次向索马里海域派遣舰艇以来ꎬ 虽

然总体上属于单独护航国ꎬ 但实行了 “双管齐下” 的策略ꎮ 一方面ꎬ 日本长

期采取单独随船护航ꎬ 力图凸显本国海上力量存在感ꎮ 与其他大国如中国、
俄罗斯、 印度相比ꎬ 日本投入的海空军力不可谓不大ꎬ 且从护航成果来看ꎬ
也位居中国之后ꎮ 日本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开始ꎬ 派遣了两艘大型护卫舰 (共有 ８
名海上保安厅官员随行)、 两架 “Ｐ － ３Ｃ” 巡逻机ꎬ 以吉布提为据点进行海上

巡逻ꎬ 总兵力接近 ６００ 人ꎮ 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ꎬ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日本在索马里海域共参与护航 ６５６ 次ꎬ 共计护卫 ３ ６４０ 艘 (其中与日

本相关船舶 ６７５ 艘ꎬ 外国船舶 ２ ９６５ 艘)ꎮ
另一方面ꎬ 除了进行传统的单独随船护航ꎬ 日本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开

始参与 “第 １５１ 联合任务部队” 实施的多国分区护航ꎮ 应当看到ꎬ 日本这一

决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配合美国的海洋战略以及美军在索马里沿岸的军事行动ꎮ
美国力图控制的全球 １６ 条海上重要战略通道中ꎬ 曼德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分

布于索马里两侧ꎮ 而索马里海域本身也扼守红海出海口ꎬ 是沟通印度洋与地

中海的必经之路ꎬ 为美国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ꎮ 因此ꎬ 索马里海域

对于美国海洋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第 １５１ 联合任务部队” 的意义ꎬ 不仅

仅在于打击索马里海盗、 进行海上护航ꎬ 而且还是美国保障本国海洋权益、
控制周边海上重要战略通道的主要载体ꎮ 作为将日美同盟定位为战略基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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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ꎬ 对配合美军在这一区域的军事活动自然给予了高度重视ꎮ 除了护卫舰

以外ꎬ 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起ꎬ 日本自卫队 “Ｐ － ３Ｃ” 巡逻机也参与到 “第 １５１ 联

合任务部队” 中ꎬ 且曾派遣本国海上自卫队官员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 ８ 月

２７ 日担任 “第 １５１ 联合任务部队” 司令ꎮ① 这也从侧面显示了美国对日本配

合本国军事活动的高度认可ꎮ 作为回报ꎬ 美军在 “第 １５１ 联合任务部队” 中

给予了日本相当的话语权ꎮ
此外ꎬ 为了统一指挥所有日本赴索马里海域自卫队力量ꎬ 日本还建立了

完整的机构层级ꎮ 在司令统帅下ꎬ 日本分别建立了海上部队、 航空部队、 支

援部队以及赴 “第 １５１ 联合任务部队” 派遣分队四大分支部门ꎬ 并给它们分

别配备了武装力量ꎮ
(二) 给索马里及周边国家提供功能性援助项目

第一ꎬ 日本积极为索马里沿岸国家的能力建设提供援助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
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 在吉布提举办了索马里海盗治理国际会议ꎬ 除了众多

国际组织ꎬ 如欧盟、 北约 (ＮＡＴＯ) 和 “打击索马里海盗联络小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Ｐｉｒａｃｙ ｏｆ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ａ) 参会ꎬ 一些索马里海域沿岸国

以及国际援助国代表也参加了本次会议ꎮ 会议最大成果在于出台了 «吉布提

行动准则»ꎬ 这也是围绕索马里海盗治理国际合作的纲领性文件ꎮ 其核心内容

是: 在国际海事组织的主导下ꎬ 船舶操作和训练、 技术、 计算机系统、 海事

法律等专家小组将与签署国合作ꎬ② 力图加强索马里沿岸各国打击海盗的能力

建设ꎮ
为了履行 «吉布提行动准则»ꎬ 完成国际海事组织的计划ꎬ 国际组织打击

海盗行为在资金方面有赖于全球各援助国的捐赠ꎮ 日本对国际海事组织 «吉
布提行动准则» 信托基金一次性捐赠了 １ ４６０ 万美元ꎬ 用于援助在也门、 肯尼

亚、 坦桑尼亚等国建立海盗情报中心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ꎬ 在吉布提

设立区域训练中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ꎬ 以及联合国海上培训项目ꎬ 旨

在强化受援国的海上安保能力ꎮ③ 据统计ꎬ 日本是迄今为止为 «吉布提行动准

７７

①

②

③

«索马里沿岸、 亚丁湾海盗问题的现状与措施»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ｐｉｒａｔｅ /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ꎮ

«吉布提行动准则新区域架构»ꎬ 载国际海员服务中心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ｓｃ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ｌａｎｍｕ /
ｄｕｊｉａｂａｏｄａｏ / 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ｂａｏａｎ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０３ / ５７４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０２

«索马里沿岸、 亚丁湾海盗问题的现状与措施»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ｐｉｒａｔｅ /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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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提供资助额最多的捐赠国ꎮ① 日本通过对联合国、 国际海事组织的积极响

应ꎬ 不仅密切了与这些国际组织的关系ꎬ 也援助了索马里沿岸各国打击海盗

的能力建设ꎬ 客观上强化了各国信息共享与分析、 船舶安保、 海上安保、 港

湾管理等方面的能力ꎮ
第二ꎬ 日本积极援助索马里国内重建ꎮ 索马里自 １９９１ 年西亚德政权倒台

后ꎬ 国内各大地方军阀并起ꎬ 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内战ꎮ 国内政治经济秩序、
民生保障机制、 法制体系等都已处于崩溃状态ꎬ 这也是导致海盗大量产生的

根本原因ꎮ 鉴此ꎬ 国际社会在强化海上护航的同时ꎬ 也在逐渐强化对索马里

国内治理ꎬ 特别是灾后重建的援助ꎮ
长期以来ꎬ 日本是对索马里重建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ꎮ 据日本外务

省的相关统计ꎬ 日本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向索马里联邦政府援助约 ４ １ 亿美元ꎬ
其中在恢复公共设施 (包括基础设施、 民生等领域)、 强化治安能力、 重建索

马里国内经济等三大领域援助额约为 ３ ２８ 亿美元 (参见表 １)ꎮ 日本通过援助

索马里ꎬ 提高了本国的国际声誉ꎬ 扩大了在索马里乃至东非的区域影响力ꎬ
这也为日本国内企业参与索马里国内重建、 获得更多投资商机创造了一个较

好的客观环境ꎮ
表 １　 日本支援索马里重建情况

援助类别 具体援助领域 援助金额 (亿美元)

恢复公共设施
针对索马里国内的粮食援助、 保
健品、 饮水、 卫生、 教育、 基础
设施、 人道主义安全等

２ ５１７

强化治安能力
索马里政府警察队伍建设、 国界
出入境管理、 爆炸物处理等

０ ５６９

重建索国内经济
针对索马里年轻人及受灾群众的
职业培训、 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０ １９８

　 　 　 　 资料来源: «索马里沿岸、 亚丁湾海盗问题的现状与措施»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ｐｉｒａｔｅ /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７ꎮ

(三) 以打击海盗为抓手加紧战略布局

日本为了更好地打击索马里海盗ꎬ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吉布提设立首个海外

８７

① 其他捐赠国还包括法国、 荷兰、 韩国、 挪威、 沙特阿拉伯等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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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队专属基地ꎬ 建立起常态化机制ꎬ 启动实施打击海盗的各种措施ꎮ① ２０１５
年初ꎬ 日本政府开始扩充位于吉布提的军事基地ꎬ 力图使之成为日本海上自

卫队在非洲和中东的多用途基地ꎮ 若这一计划按预期推进ꎬ 日本将拥有首个

“半永久性海外基地”ꎮ② 而根据日本 «产经新闻» 的相关报道ꎬ 未来日本的

吉布提军事基地功能将不仅仅局限于用于打击海盗ꎬ 日本自卫队还将打击中

东、 非洲地区的恐怖组织ꎬ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ꎮ③

应该说ꎬ 日本驻吉布提军事基地的建立与扩张是与安倍内阁的整体外交

方针遥相呼应的ꎮ 在安倍 “地球仪外交” 中ꎬ 中东和非洲日益成为重要一环ꎬ
吉布提则成为连接中东与非洲的战略支点ꎮ④ 据笔者统计ꎬ 自安倍内阁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上台后ꎬ 曾 ３ 次集中造访中东与非洲国家ꎬ 分别是 ２０１３ 年 (巴
林、 科威特、 卡塔尔、 吉布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阿曼、 科特迪瓦、 埃塞俄比

亚、 莫桑比克) 以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埃及、 约旦、 以色列、 巴勒斯坦)ꎮ⑤ 我们

由此不难发现ꎬ 除了 ２０１３ 年专门访问吉布提军事基地以外ꎬ 安倍访问的其他

国家基本覆盖了索马里周边的主要东非地区与中东国家ꎮ 安倍内阁通过造访

以上诸国ꎬ 进行政策宣示ꎬ 承诺加强经济援助与合作ꎬ 为最终实现扩大吉布

提军事基地、 更深入地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奠定了基础ꎮ 与此同时ꎬ 以上外

交进程与吉布提军事基地的扩建也彰显了日本政府的真实战略意图ꎬ 即通过

强化对中东与非洲各国的外交ꎬ 以打击海盗为战略抓手ꎬ 积极强化在东非乃

至印度洋沿岸的军事存在ꎮ
(四) 构建产官学多层次参与体系

在应对索马里海盗威胁方面ꎬ 日本形成了政府 － 民间产官学多层次参与

的体系框架ꎮ 在政府层面ꎬ 日本外务省、 国土交通省 (尤其是下属的海上保

安厅)、 防卫省、 经济产业省等负责顶层设计与机制构建ꎬ 官方与半官方智库

如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世界和平研究所、 和平与安全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吕耀东: 前引文ꎬ 第 ３０ 页ꎮ
«日本欲扩充军事基地或拥首个 “半永久性海外基地”»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１２０ / ｃ１００２ － ２６４１２７８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６ꎮ
«防卫省着手调查外国军队海外基地情况ꎬ 吉布提基地增加维和职能ꎬ 反恐亦将纳入野»ꎬ 载

[日本] «产经新闻»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孙德刚、 陈友骏: 前引文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总理大臣出访外国情况一览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ｋａｉｄａｎ / ｐａｇｅ２４＿ ００００３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０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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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研究所则构成了日本的二轨机制ꎮ 在民间层面ꎬ 一些著名海洋研究领域

智库ꎬ 如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 冈崎研究所、 冈本组合等ꎬ 同样是日本索

马里海盗治理政策的重要 “智力供给方”ꎮ 以上官方与民间智库通过承接政府

研究课题ꎬ 提供咨询报告ꎬ 从而为政府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积极出谋划策ꎮ
此外ꎬ 日本一些著名的海洋领域学者ꎬ 如秋山昌广、 山田吉彦等作为日本政

府的重要智囊ꎬ 其言论与重要观点对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政策同样具

有很大的影响ꎮ
除了政界与学界对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参与ꎬ 来自日本商界的影响力

同样不可小觑ꎮ 一些航运业界利益集团如日本船东协会 ( ＪＳＡ)、 商船三井

(ＭＯＬ)、 日本国际商船株式会社 ( ＪＯＴ) 等构成了对日本国会的压力集团ꎬ
是日本不断强化法律构建与国际合作、 升级参与强度与广度的重要外部推动

力量ꎮ

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特点

我们从以上分析发现ꎬ 日本政府通过夯实法律基础、 强化国际合作等路

径ꎬ 在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上取得了良好的战略效果ꎮ 具体而言ꎬ 日本不仅

在针对索马里海盗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ꎬ 也为本国企业

顺利参与索马里国内重建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ꎬ 更确立了日本在东非乃至

印度洋沿岸的军事存在ꎮ 纵观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的进程ꎬ 其参与特色

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ꎮ
(一) 内部法律构建与外部国际合作有效互动

日本自 «海上保安厅法» 开始的立法努力ꎬ 客观上为日本自卫队大规模

参与索马里国际护航奠定了法律基础ꎮ 特别是 «应对海盗法» 的出台ꎬ 在法

律层面有助于日本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合作作出更多贡献ꎬ 进而益于

日本在东非及印度洋沿岸诸国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ꎮ 与此同时ꎬ 日本通过

国际合作也支持了海洋法制的构建ꎮ 日本自民党自 «海上保安厅法» 开始的

海洋法制建设ꎬ 实际上是为了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宪法ꎬ 进而为实现军事大国

的最终战略目标服务ꎮ 针对自民党的这一系列立法举措ꎬ 日本诸多在野党表

示明确反对ꎬ 认为自民党政权在不断破坏和平宪法的宗旨ꎬ 加大日本卷入战

争的风险ꎮ 而近几年日本在参与索马里护航、 索马里重建等活动中积累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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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业绩、 国际声誉给予自民党以有力的战略支持ꎬ 成为日本自民党用以鼓吹

的政治资本ꎬ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国内各大舆论导向ꎬ 也加大了执政党与

各大在野党讨价还价的砝码ꎬ 为日本政府构建新的打击海盗法律、 突破既有

法律框架的局限创造了客观环境ꎮ 因此ꎬ 日本海洋法制建设一方面便利了其

在索马里的活动ꎬ 让日本参与变得 “师出有名”ꎬ 具备了法律依据ꎻ 而日本在

应对索马里海盗的国际合作中所积累的业绩与国际声誉成了自民党绝好的正

面宣传素材ꎬ 反过来支持了自民党的海洋立法ꎬ 为不断突破既有法律框架奠

定了政治、 舆论基础ꎮ
(二) 进行渐进式法律构建①

纵观日本围绕索马里海盗的法律构建过程ꎬ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政

府是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幌子ꎬ 渐进式地对本国法律进行构建、 完善ꎬ 以此

逐渐争取本国自卫队的行动空间ꎮ
从最初日本政府打击海盗的依据来看ꎬ «海上保安厅法» 属于纯粹的民事

法律ꎬ 对海盗的打击类似于 “警察抓蟊贼”ꎬ 属于非军事化性质ꎬ 且海域基本

局限于日本领海与公海ꎮ 作为补充ꎬ 日本在 «自卫队法» 中打入了一个 “楔
子”ꎬ 特别规定了 “海上警备行动” 条款ꎬ 为日本采取军事手段、 事前不经国

会讨论向海外派兵提供了法律依据ꎮ 而伴随着国际海盗犯罪集团武器装备水

平、 破坏能力、 行动范围日益提高ꎬ 日本政府也在国内大造舆论ꎬ 对内强调

要保护日本船东利益ꎬ 保护日本相关船舶不受到索马里海盗劫掠ꎬ 对国会施

加压力ꎻ 而对外则宣称要响应联合国维和行动ꎬ 保护他国商船ꎬ 为国际社会

提供安全公共产品ꎬ② 最终成功得以在国会通过 «应对海盗法»ꎮ 凭借此法ꎬ
日本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也就此完全奠定法律基础ꎬ 日本海上自卫队行动能

力、 活动范围都获得了质的提升ꎮ
由此ꎬ 日本通过对国内法渐进性地构建ꎬ 以维护国民安全、 经济利益、

加大国际贡献为口号ꎬ 逐渐打开缺口ꎬ 最终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名成功为自

卫队松绑ꎬ 将本国参与海盗治理的行为由海警为主体进行的民事行为彻底转

变为以自卫队为主体进行的军事行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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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学者孙德刚、 陈友骏等也持类似观点ꎬ 可参见孙德刚、 陈友骏: 前引文ꎬ 第１５３ ~１５４ 页ꎮ
孙德刚、 陈友骏: 前引文ꎬ 第 １５３ ~ １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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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功能性合作项目为切入点

日本在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过程中ꎬ 沿袭了其一贯的战略特点ꎬ 即以功

能性合作项目为切入点ꎬ 从敏感度较低的合作领域入手ꎮ 这主要基于以下原

因: 日本战后虽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ꎬ 但由于历史原因ꎬ 其政治地

位严重偏低ꎬ 军事方面更是只能局限于专守防卫ꎬ 在全球许多地区仍然存在

对日本的共同 “战争记忆”ꎮ 日本也认识到这一国情ꎬ 扬长避短ꎬ 为了不引起

对象国对其参与产生战略疑虑ꎬ 往往以敏感度较低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为突破

口ꎬ 以对国家主权刺激较小、 易于受到欢迎的功能性合作项目为切入点ꎬ 实

施本国的外交战略ꎮ 而海盗、 海上恐怖主义等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是日

本投入力度较大的领域ꎬ 并取得了相当成效ꎮ 在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之前ꎬ
日本已在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海峡海盗治理中取得了很大程度的主导地位ꎬ
世界首个海盗治理的多边合作机制——— «亚洲地区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合作

协定» 及其核心实体信息共享中心 (ＲＥＣＡＡＰ ＩＳＣ) 即是在日本主导下建立

的ꎮ 在索马里海盗治理中ꎬ 日本几乎如法炮制ꎬ 凭借该国在资金、 海上安保

技术等方面的优势ꎬ 一方面积极响应联合国安理会、 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组

织的行动计划ꎬ 获得了较好的国际声誉ꎻ 另一方面ꎬ 则积极拓展外交阵地ꎬ
对索马里及周边的吉布提等国ꎬ 大力开展援助重建、 低息贷款、 信息共享、
人员培训等功能性合作项目ꎬ 逐步打消了相关国家对日本参与海盗治理的疑

虑ꎬ 获得了国际认同ꎮ

余　 论

日本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ꎬ 除了着眼于维护本国海上

通道安全与经济利益、 履行国际义务外ꎬ 也是服务于其整体对外战略的需要ꎮ
近年来ꎬ 日本已不甘于仅仅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ꎬ 也力图实施横跨太平洋 －
印度洋的 “印太两洋战略”ꎬ 谋求在全球海洋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ꎮ 而

“印太两洋战略” 的两翼则分别是南海与索马里海域ꎬ 两者也分别成了日本太平

洋战略与印度洋战略的重要抓手ꎮ 从现实来看ꎬ 近年来日本对这两大海域的参

与密度空前提高ꎬ 且在参与路径上有明显的相似性ꎬ 都是以海盗治理等非传统

安全领域为切入点ꎮ 就南海来说ꎬ 日本主导构建了亚洲目前唯一的海盗多边治

理机制ꎬ 通过联合治理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大大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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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ꎮ 日本也以此为跳板ꎬ 高调介入南海岛礁与领海争端ꎬ 努力强化与菲律

宾、 马来西亚、 越南等南海声索国在海洋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ꎬ 并成为南海仲

裁案的重要幕后推手ꎮ 而日本参与索马里的海盗治理活动也绝非仅着眼于一隅ꎬ
其实质是寻求日本印度洋战略的重要抓手ꎮ 不论是法律构建还是国际合作ꎬ 日

本表面上声称为了维护本国海上通道安全ꎬ 强调要积极做出国际贡献、 履行大

国义务ꎬ 实则为本国介入印度洋事务的长期战略铺路ꎬ 可谓是用心良苦ꎮ 通过

多年来的经营ꎬ 日本不仅维护了本国海上通道安全ꎬ 还在吉布提拥有了一个综

合性的军事基地ꎬ 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国际声誉ꎬ 确立了在东非乃至印度洋沿岸

的军事存在ꎮ 日本在索马里的活动不仅呼应了本国南海战略ꎬ 也成功将军事触

角从太平洋延伸至印度洋ꎬ 奠定了日本 “两洋战略” 的基本雏形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 索马里海域作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ꎬ 其战略

重要性将日益凸显ꎮ 与日本一样ꎬ 中国同样是索马里海盗治理重要参与国ꎬ
且正在吉布提港口建造军事后勤补给设施ꎬ 以支援中国的维和行动和反海盗

任务ꎮ① 随着中国越来越频繁地参与索马里海盗治理事务ꎬ 今后应更为巧妙地

处理与其他参与大国间的关系ꎮ 就与日本关系来说ꎬ 索马里海域同为中日两

国重要的海上贸易、 能源通道ꎬ 该海域的安全毫无疑问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ꎮ
在海上护航方面ꎬ 两国已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ꎮ 今后可在一些功能性合

作领域ꎬ 如船舶安保技术、 人员培训、 海盗信息共享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ꎮ
此外ꎬ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ꎬ 可借鉴日本的一些成功经验ꎬ 更积极地

参与索马里国内重建ꎬ 并向索马里及周边各国提供更多功能性合作项目ꎬ 供

给一些较为迫切的国际公共产品ꎬ 为早日恢复索马里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ꎬ
彻底铲除索马里海盗的社会基础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也要警惕日本近年来以索马里及周边的吉布提等国为跳

板ꎬ 借打击海盗为名ꎬ 彻底修改本国和平宪法ꎬ 在东非乃至印度洋进行军事

扩张的趋向ꎮ 安倍内阁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凭借自民党 －公明党执政联盟在日

本参议院中拥有的多数议席ꎬ 强行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ꎮ 其后ꎬ 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后ꎬ 日本正式开始对集体自卫权相关法案进行解禁ꎮ 而在 ７ 月 １０ 日

日本参议院选举中ꎬ 自民党 － 公明党执政联盟加上赞成修宪的大阪维新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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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注意的是ꎬ 中国在吉布提港口建立的基地基本只起到军事后勤补养作用ꎬ 并非真正意义

上的军事基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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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席位已大大超出 ２ / ３ 的议席ꎮ 依据日本政治制度ꎬ 日本修宪将可以正式

在国会进行讨论ꎮ 凭借这一系列修宪行动ꎬ 日本和平宪法也基本宣告名存实

亡ꎬ 未来日本将可行使梦寐以求的集体自卫权ꎬ 海上自卫队的活动空间势必

会进一步加大ꎮ 从理论上来说ꎬ 在盟国受到第三国攻击时ꎬ 即使日本本国未

受到攻击也可主动对第三国发动战争ꎮ 因此ꎬ 在原有 «应对海盗法» 基础上ꎬ
安倍政权未来是否会借打击海盗或同盟国在索马里海域乃至印度洋进一步进

行军事扩张ꎬ 是值得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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