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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公視新聞網 

日本參議院改選自民黨大勝安倍「修憲」心願可望實現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志恆 

一、自民黨在參議院改選大勝有助達成修憲 

（一）參議院改選安倍前首相助選不幸遇劫 

    日本 7 月 10 日舉行參議院改選，自民黨在選舉的 125 席次中獲

得 63席，單獨過半大勝，同為執政聯盟的公明黨則獲得 13席，加上

支持修憲案的日本維新會 12席及國民民主黨 5席，總共是 93席；若

再計入非改選的四黨參議員 84 席，支持修憲的政黨參議員共有 177

席，超過修憲門檻 2/3所需的 166席；在眾議院部分，執政聯盟已經

有 2/3席次（執政聯盟 294席），加上日本維新會 41席及國民民主黨

11 席，共有 346 席（346/465）。本次參議院改選最大的意義是，贊

成修憲的政黨席次在參眾兩院都超過修憲門檻，安倍想要推動的修憲

案可望實現。遺憾的是，安倍 7月 8日赴奈良為同黨候選人助選演講

時遭到暗殺，這次選舉結果儼然成為他獻給日本修憲的歷史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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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的犧牲喚醒了日本民眾對修憲必要性的認識，是改變日本歷史的

偉大政治家。 

（二）安倍的修憲願望 

（1）「憲法第九條」已不符合國際情勢，中國崛起日本必須改變 

    日本修憲主要焦點是第九條禁止因非自衛原因組織軍隊的規定，

這一條直到安倍去世都未能如願修改。現今國際情勢與安全環境已和

日本 1947 年 5 月 4 日開始實施戰後「和平憲法」時大不相同，2010

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近年更積極於印太地區擴張軍事勢力，在

南海及東海都對鄰國構成嚴重安全威脅。此外，中國也以「一帶一路」

經濟援助及派遣維和部隊名義，利誘拉攏亞、非及拉美區域經濟發展

落後國家。就地緣政治而言，中國崛起大幅度地改變區域安全環境其

全球情勢，影響國際秩序與規則運作；儘管如此，日本卻仍須遵守憲

法第九條規定，只能進行本土安全防衛，無法保護其海外國家利益，

包括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航道保障，甚至連盟國受到安全威脅也必須

另外立法才能出國支援。安倍認為實施 70 多年的憲法限制了日本的

因應能力，故主張應該要加強日本防衛能力並增加軍費開支，賦予自

衛隊更多參與國際維和行動的自由。 

（2）安倍首相任內鬆綁修憲限制的措施 

    安倍對修憲採取的策略是先鬆綁憲法限制。安倍 2012 年競選自

民黨總裁、率領該黨競逐政權時，就把提升日本安全保障能力作為競

選公約，而且得到人民支持成為首相，到 2020年 8月 28日辭職時，

安倍共擔任 8 年 8 個月的首相，是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2014 年 7

月，他的內閣決議通過修改憲法解釋，部分解禁了歷代內閣禁止的集

體自衛權；2015 年 9 月，他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詮釋，使日本自

衛隊能夠到海外保衛自身權益和受到攻擊的盟友，他把這套包括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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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和修訂的《自衛隊法》等 10 部國內法，

集結成《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提交國會審議並獲得批准。安倍提

出的所有法案都朝著一個目標前進，也就是永久容許日本自衛隊走向

海外，援助美軍或友好盟國軍隊維持國際和平。安倍認為應該透過修

憲全面解禁集體自衛權限制，這是他未完成的心願。 

二、日本「修憲」對印太地區安全的影響 

（一）自民黨通過「不能等著挨打」的自衛權解釋建議案 

    2020年 7月 31日，自民黨召開國防小組與安全保障調查會聯席

會議，通過由黨內飛彈防禦討論小組彙整，包括「擁有對敵基地攻擊

能力」等要求的提升威懾力建議案。該建議案最後迴避「對敵基地攻

擊能力」這一直接表述，修改為「在憲法範圍內遵守國際法，同時基

於專守防衛理念，在對方疆域內攔截彈道飛彈等能力」。2020年 8月

4日安倍辭職首相前，會見小組召集人同時也是前防衛大臣的小野寺

五典，接受了前述建議案，並於同日召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

中，就應對彈道飛彈攻擊之方法展開正式討論。2022 年 4 月 26 日，

自民黨先後在政調審議會與總務會上，批准了安全保障調查會向政府

提出的有關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長期指針《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

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中期防）等 3 份文件之建

議案。該建議案並要求制定《國家防衛戰略》取代《防衛大綱》，以

及制定《防衛力整備計劃》取代《中期防》，4月 27日，小野寺五典

將建議案提交岸田首相。至於防衛費方面，該建議案力爭在 5年內徹

底強化防衛能力，將防衛支出增加至北約 GDP2%的標準，並建議修改

有關出口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針。 

（二）「修憲」對印太安全的影響 

    印太地區安全維護目前主要依賴美國，日本僅能提供後勤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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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九條修憲案通過，日本將能進行境外軍事行動，對美軍在廣大

印太地區之安全佈局將有加強的效果，此對與日本安全關係密切的台

灣及南海國家尤其重要。美國近期為了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投注

大量心力與資源提升歐洲的軍力與援助烏克蘭，因此，印太地區應對

中國及北韓威脅將更仰賴日本，日本不得不強化防衛能力。自民黨建

言將防衛支出增加到 2%以增強軍事能量，將對日本參與印太地區安

全事務產生深遠影響。 

三、台日應進一步深化合作因應中國安全威脅 

    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脅長期以來都是北韓和中國。北韓方面的威脅

主要來自核武及導彈發展；中國方面則是雙方在東海的權益爭端。北

韓威脅有美國和韓國聯合因應；中國方面雖有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規

定美國協防，但主要還是日本單獨面對，特別是西南地區海域，台灣

的軍事整備及與中國的對峙，其實是幫忙日本維護該地區的安全。誠

如安倍最近在演講中提到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中國積極擴張

海、空軍力量，並已建造三艘航母常態性進出太平洋第一島鏈，台灣

和日本是第一島鏈主要國家，深化合作是必然的，日本修憲鬆綁防衛

定義將有助其更靈活地運用兵力，並與台灣合作應對中國威脅。自民

黨在這次的選舉公約中便提到，將繼續與台、美、印、澳、歐洲等國

家合作以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今年 5月 24日，日本主辦第二屆

「四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岸田首相強調台海安全穩定是最重

要的議題，而美日台是對付中國威脅最前沿的民主國家，修憲如順利

通過，日本將更能結合三邊力量共同應對中國擴張對全球民主力量構

成的威脅。 

四、安倍心願可望實現 

    誠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言，安倍是一位具有遠見的政治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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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離世令眾人萬分不捨，對印太地區安全而言更是一大損失。日本安

全防衛若沒有除去憲法第九條的枷鎖，不可能獲得真正保障，安倍喚

醒日本人民對這個問題的嚴肅思考，對全球民主力量而言，無疑是重

要貢獻，更可能改變印太地區安全環境。或許有人會擔憂日本軍國主

義因修憲再起，然在日本民主政治體制下，這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

日本國內各政黨相互監督，政黨也有機會輪替執政，更有言論自由及

輿論監督，這些制衡機制不太可能讓專制威權政權有機會出現。安倍

為修憲不懈付出，正是希望告訴因反對戰爭而不願修憲的日本人民，

面對專制威權國家的威脅，擔心強化防衛力量引起戰爭而不願調整，

將助長對方的氣焰，不僅更不安全，更得不到和平。岸田在參議院選

舉後公開表示，將著手研擬全國公投修正案草案，他強調，將尋求公

眾對憲法修正案的理解，也就是說，安倍的修憲心願可望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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