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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是日本安全领域最早推出的综合性教科书，内容涵盖安全保障学理论、日本
宪法解释、集体自卫权、美日同盟、反恐等诸多重要课题，反映了日本在安全领域研究的基本情况，
通过阅读《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还可以了解日本学者在跟踪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他们的
新观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武田康裕 （日本）神谷万丈 译者：刘华  武田康裕，防卫大学国际关系学科、综合安
全保障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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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次，“作为过程的建立信任措施”的前提是，在构建国家间合作关系的过程中，
军事安全也可能得以加强。
但是，尽管军事安全的加强有时会带来国家间合作关系，但不能保证国家间合作关系必然加强军事安
全。
在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难以保障军事安全，才导致国家间无法建立合作关系。
在欧洲，“作为程序的建立信任措施”加强了军事安全，因此促成了当事国之间形成合作关系，并进
而进入“作为过程的建立信任措施”阶段。
但是，亚太地区虽然寻求从“作为过程的建立信任措施”着手建立国家间合作关系，但却迟迟未取得
进展。
究其原因，可以说正是由于军事安全问题一直处于搁置状态。
实际上，人们曾期待，如果可以借助东盟地区论坛采取建立信任措施，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安全环境
的不确定性，就能构建可预测的建设性关系。
但是，论坛启动迄今已有十余年，在最初设想的建立信任、预防外交和解决冲突等三个阶段的安全合
作中，目前各方仅是就着手预防外交措施达成一致而已，关于军事安全的合作并未获得明显成果。
 第三，有人认为，建立信任措施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安全保障手段，即使是利益对立的国家也能
够较为容易地实行此类措施。
确实，与限制军事力量的军控谈判相比，仅仅进行信息及人员交流的做法不必付出太多“行动自由受
限”这一成本，被对方欺骗的风险也很低。
但是，对于实力较弱的国家而言，公开信息会带来暴露弱点的风险。
此外，在建立信任措施的名义下，如果仅仅是重视合作气氛而未能及时确认相互非攻击性的意图，也
将无法降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
总之，如果仅停留于低风险、低成本的建立信任措施，其获得的合作成果只能十分有限。
 建立信任措施原本就不是万能的，其效果仅限于预防因相互不信任而引发的冲突。
也就是说，它即使能够有效避免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非蓄意冲突，也很难预防那些恶意希望改变现状
国家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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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反映了日本在该领域研究的基本情况。
相信读者在阅读中可以发现，日本学者始终在跟踪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他们的研究是全面
、扎实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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