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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危機 

前言 

   任何國家都存在諸多問題有待解決，日本也不例外，本文即分為「天

災」、「領土」及「社會」三個層面來探討今日的日本所面臨的危機。 

 

一、 天災 

日本位居板塊接觸帶，故多火山、地震。每年 8~10月亦常有颱風侵襲（詳

細資料請參閱第一單元「日本的地理」資料）。以下特別針對關東大地震、阪

神大地震及 311東日本大地震三個大型地震來說明造成的傷害規模。 

 關東大地震(関 東 大 震 災
かんとうだいしんさい

)  

• 發生於 1923年（大正 12年）9月 1日日本時間早上 11:58分，芮氏規模

高達 7.9，屬於上下震動型的強烈地震。  

• 死亡人數、失蹤人數約 14萬 2千 8百人。  

• 地震當時許多家庭在煮飯，因此導致許多火災。大火也是這次地震最大的

傷亡主因。 

• 大地震發生後造成眾多民眾恐慌和混亂，導致許多虛假的謠言在受地震影

響地區內外傳播。 

 阪神大地震（阪 神
はんしん

・淡路大震災
あわじだいしんさい

） 

• 1995年 1月 17日發生於日本關西地方的大規模地震災害，地震規模為芮

氏 7.3。  

• 一般日本學者認為關西地區不可能有大地震發生，導致該地區缺乏足夠的

防範措施和救災系統。  

 311東日本大地震（東 日 本 大 震 災
ひがしにほんだいしんさい

） 

• 2011年 3月 11日 14時 46分發生於日本東北地方外海三陸沖的矩震級規

模 9.0級大型逆衝區地震。  

• 日本有觀測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震，其所引發的海嘯(津波
つなみ

)也是日本有

史以來最嚴重災難。  

• 這次的地震讓日本本州島移動，地球的地軸也因此發生偏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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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地震所引發的核洩危機，被喻為自 1986年車諾比核電廠事故以來，

全球最嚴重的核災事故。  

• 地震後民眾守禮有節，安分排隊領取發放的物資，整座城市依然秩序井然。

日本人的壓抑與自律讓全球動容。 

    

現在日本諸多研究指出日本在不久的未來仍會陸續發生大型地震。無論

如何，地震給日本帶來莫大的生命與財產的損失是不爭的事實，地震確實是

日本重大危機之一。 

二、 領土問題 

東海油氣田問題 

東海油氣田的爭奪牽涉到莫大的經濟效益，因

此中日雙方各不相讓。油田位於中日劃分線的中央，

最寬處僅有 360浬，兩國各自劃定的兩百浬專屬經

濟海域部分重疊，因此暫以「中間線」做分隔。  

 

雙方立場 

中國 日本 

不會接受以「中間線」為前提討論共

同開發。所謂的「中間線」是日方單

方面的主張，中國從來沒有接受過，

今後也不會接受。 

提議把橫跨「中間線」的大面積海域

作為共同開發的對象區域。 

春曉油田在中國領海以內，與日本無

關。 

春曉油田就屬於上述的共同開發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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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 

   

釣魚台群島的重要性 

• 釣魚台位於台灣東北約 92海浬的海面上，面積約 4.5平方公里，是宜

蘭漁民的傳統漁場。若釣魚台遭佔據，宜蘭漁民的生計將會受衝擊。 

• 若釣魚台遭日本佔據，日本還能將自己的「排他性經濟水域」一舉擴展

至台灣本土周圍，對我國的權益與國安將會造成極大的威脅。 

• 1968年，美國曾邀集中日台美聯合探勘釣魚台海底，發現釣魚台海域

疑似有豐富的石油蘊藏，一般認為總石油蘊藏量與伊拉克相當。 

由此可見，釣魚台不管是在政治、經濟與國安等方面上，都極為重要。 

 

問題的起源 

   1970年代，美國以日本具有釣魚台「剩餘主權」之理由，將釣魚台擅自

歸還給日本。此一舉動導致了延續 40 年的釣魚台爭議。此問題在 1970 年代

後，因東亞相關各國的默契而被擱置於一時。然而在 2012年，由於日本的政

治情勢動盪，釣魚台問題又被作為政爭工具，再度於日本政壇中被提起。 

極右派的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東京都收購釣魚台之方案，獲

得許多人的響應，導致釣魚台爭議再起。日相野田佳彥為避免右派勢力擴張，

遂於中共 18 大前夕，宣佈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台列島。日本此舉引發中共內

部的強烈反日暴動，導致在大陸的日本企業蒙受極大損失，日企在大陸的獲

利也大幅衰退，使得日本經濟更趨嚴峻。 

 

北方領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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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主權論點 

• 根據日俄通好條約(1855年簽訂): 

    日本和俄羅斯在千島群島上的邊界應該在於得撫島，因此得撫島以南的

國後島、澤捉島、齒舞群島和色丹島是日本的領土。 

• 根據庫頁島千島群島交換條約(1875年簽訂): 

     日俄兩國當時交換庫頁島和千島群島時，千島群島指的是得撫島以北

的區域。因此國後島、澤捉島、齒舞群島和色丹島並不算是千島群島。 

• 日蘇中立條約原本應於 1946年 4月到期，這段時間日本並未對蘇俄發動攻

擊，而是蘇聯單方面破壞約定，佔領日本領土，為嚴重破壞約定的行為。

而日本原也已於 1945年 8月 14日宣布投降，但蘇聯仍然於 8月 28日至 9

月 5日的期間佔領日本領土，為單方面侵略的行為。 

• 日本雖然簽署了舊金山和約，但條文中指的千島群島不應包括南千島群島。

而且蘇聯並未簽署這份和約，表示兩國之間領土並未達成協議。 

日本無主權論點 

• 在蘇聯進軍日本前，就已向日本駐蘇聯大使表明終止日蘇中立條約。蘇聯佔

領千島群島是二戰的結果，而日本無法改變二戰的結果。 

• 根據雅爾達協定，美英已同意將千島群島的主權讓予蘇聯，作為戰敗國的日

本無法改變此一結果。 

• 舊金山和約中，日本表示放棄千島群島。日本過去的行政區千島國包括了國

後島、澤捉島和色丹島，且日本習慣上所謂的「千島」也包括了國後島。 

  簽訂舊金山合約的時期，1950年 3月 8日政務局長島津久大在日本眾議院

(得撫島) 

圖 8 北方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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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委員會中表明「千島包括了南千島」；1951年，條約局長西村熊雄以及

外交政務次官草葉隆圓，分別在 10 月 19 日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和 11 月 6

日的參議院特別委員會中，表示過同樣的訊息，但後兩人也表示齒舞、色

丹並不是千島群島。 

• 1945年日本投降後～舊金山和約簽訂期間: 

    近十年期間，反法西斯同盟國的美國、英國、中華民國等國政府都不否

認北方四島劃歸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70-80年代中日友好期間支持日本

要求返還四島運動，曾發表《日本人民要求歸還北方四島的正義鬥爭》等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則傾向於持中立觀點。 

竹島問題 

    竹島(韓國稱獨島)是由東、西兩個小

島及周圍數十塊礁石構成。面積狹小且貧

乏，但周圍的漁業權及海底資源豐富。現

由南韓實際控制。 

 

兩方主張 

日本 南韓 

竹島是日本於 1905 年依「無主地先

佔」的國際法理取得的固有領土。 

無論從歷史或國際法來看，獨島分明

都是韓國的領土。 

韓國對獨島的「有效控制」符合國際

法作為確立領土主權的核心要件。 

 

兩方採取的對應行動 

日本 南韓 

• 1954年以來，每年都向韓國政府

遞交外交抗議文件。 

• 2011年發布《防衛白皮書》: 

主張獨島為日本固有領土，引發

南韓國防部嚴重抗議。  

• 2012年 7月發行《外交白皮書》: 

將獨島登記為韓國領土。 

• 2012年 8月 10日，李明博登上獨

島參觀，成為南韓第一位訪問獨島

的總統。 

 

三、 社會問題 

少子高齡化社會 

圖 9 竹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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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高齡化是指日本的兩個現象--「少子化」與「高齡化」。由於「少子化」

是造成「高齡化」的原因之一，因此兩者便被合稱為「少子高齡化」。 

出生率的變化 

   戰後 1940年代末期:第一次嬰兒潮 

   1950年後:日本人所希望的每個家庭之幼童數降低＋1948年流產合法化 

             →新生兒數與出生率開始下降 

   1961年:出生率落到最低點(1.96％) 

   1960年代後:第二次嬰兒潮，出生率回穩至 2％ 

   1970年代:新生兒數與出生率又開始下降 

   1975年後(第一次石油危機):日本出生率一直低於 2％ 

 

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 1970年代後:不結婚或晚結婚的人日益增多。 

    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女性的經濟能力日益增高，部份女性的收

入甚至超越男性。由於不必再依靠男性，女性漸漸有了「一個人過也沒關

係」的想法，導致不結婚或傾向晚婚的女性增加。 

    此外，90年代後日本陷入長期不景氣，導致男性收入減少，使得日本

男性的收入，無法符合日本女性的擇偶條件，導致不婚與晚婚。 

    由於一般來說，日本人十分忌諱非婚生子，因此不結婚率的增高，必

定導致日本的新生兒數減少。而晚婚率的增高，則導致想生孩子的夫妻，

會因為年齡問題而無法生育。 

• 1990年代後:日本長期的經濟不景氣。 

   由於不景氣，使得日本公司大量減少正式員工的數量，改採用負擔較

低的「派遣員工」與「契約員工」。所以，許多年輕人都是「派遣員工」與

「契約員工」。一般來說，「派遣員工」與「契約員工」的薪水都不如正式

員工，同時也有著隨時被公司資遣的危險。因此，許多日本年輕人自覺無

法負擔養育小孩的費用，所以不敢結婚與生小孩，導致日本出生率日益減

少。 

少子化的影響 

• 少子化將會導致日本的人口減少，同時高齡人口在日本人口所佔比例也會

日益增加，造成「高齡化」現象。根據野村總和研究所的預測，日本在 2015

年時，人口將比 2007 年減少 230 萬，而 7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會佔日本

總人口數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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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年輕人口將大幅減少，國內市場萎縮，進而導致日本的競爭力減弱，

以及稅收的衰減。稅收減少與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將給日本的社福制度帶

來破產的危機。 

                      

 

少子化的因應對策 

    日本政府為避免上述情形，積極地以各種獎勵政策，鼓勵國民生小孩。

同時也積極整備醫療環境、社福制度，以面對迫近的高齡化社會。 

高齡化 

    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們往往將其放在國內政策的範圍內討論。然而，自

1990年代起，隨著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迎來「全球老齡化」時代，即人口

動態變化對「人、物和資金」的積蓄和流動產生全球性影響。 

    在工業革命勃發的 l8至 19世紀以前，所有國家 65歲以上老齡人口佔總

人口的比重（老齡化率）均處於 2%-3%。現今，除非洲和中東部分地區之外，

老齡化大潮已席捲全球。1950 年至 2010 年期間，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升至

8%—17%，發展中國家也升至 4%-6%。據稱，到本世紀中葉，這兩個數字將分

別達到 26%和 14%。 

    日本老齡化問題在發達國家中也「名列前茅」，對國內外經濟、財政和社

會等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換言之，日本就是全球老齡化的「大本營」。扭曲

人口年齡結構的要因有兩個--生育率下降以及壽命延長，而日本在這兩方面

均呈現極端趨勢。數據顯示，從 2005年至 2010年，日本的生育率一直在 1.3

附近徘徊。從 1950年至 2010年，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從 62歲增至 83歲。 

    1980年，日本的老齡化率為 9%，是當時「最年輕」的發達國家。不過受

以上兩大要因影響，2005 年日本的老齡化率超過所有發達國家，位列第一。

這種趨勢今後仍將持續，到 2030 年和 2050 年，日本老齡人口比再將分別達

到 30%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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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變化在扭曲人口年齡結構的同時，還將使日本迎來史無前例的勞動

人口和總人口雙雙減少之時代。這一變化不僅將改變多數勞動人口撫養少數

老齡人口和兒童人口的年齡結構，還將從根本上顛覆現代經濟發展的大前提

(人口和經濟規模持續擴大)。日本如何還能維持經濟增長和日前的生活水準，

是將面臨的歷史挑戰。 

化解老齡化難題的方法 

    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點在於，日本要洞悉全球老齡化產生的影響和日本

經濟的未來走勢，要認識到這個問題具有全球性，並反過來加以利用。 

    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老齡化時期、速度和規模不盡相同，這種「老齡化差

異」是衝擊世界繁榮和穩定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帶來「構建新的國際合作

關係」這一歷史機遇。換言之，只要新興國家充裕的年輕勞動力、廣大的市

場及投資機會，和老齡發達國家的就業機會、資本及科技，更加緊密地結合，

就可以產生提高經濟效率的合作效應。 

    這種在經濟全球化中實現雙贏的思路乍看之下並不新穎，但其實包含著

一個全新的視角，那就是日本可以一邊觀察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因高齡化差

異產生的經濟互補性變化，一邊將這種變化運用到「戰略配對」上。 

    日本要打破經濟增長遇到的「天花板」，長期保持經濟、外交和安保方面

的影響力，就不可錯失這個全球老齡化帶來的機遇。在利用老齡化差異實現

雙贏方面，日本和亞洲各國之間頗具潛力。 

不婚 

    以前日本人說聖誕節、25 歲是結婚大關，沒多久改成「除夕蕎麥麵」，

也就是結婚的壓力關口改為 30 歲，這兩年趕搭最後一班車已經是變成「40

大關」了。 

日本未婚率不斷提高 

    2000年國情調查顯示，25到 29歲的東京未婚女性已達 63.6％，東京未

婚男性高達 78.9％。近六年日本未婚男女的數字更是快速攀高，30歲以上未

婚男女早就過半，東京、大坂等都會區更超過六成。 

    未婚男女愈來愈多，沒結婚已經不會被當成異類，不會覺得見不得人。

在許多男人或是已婚女人眼中，單身女人的狀態感都十分良好--投資自己去

上課、為求青春永駐而認真保養，時常犒賞自己享受美食……。其實單身女

人保持狀態良好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單身女人還是需要不斷琢磨自己，享受

事業、愛情與流行。 

女人不婚的理由:只是沒有好對象(事實上:不想喪失、被剝奪既有的生活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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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未婚的社會壓力還是存在。父母會催促，自己也還對結婚有所憧

憬，日本過去曾因為有「負犬（敗犬）」話題熱，自嘲為「負犬」的 30歲以上

未婚、無子的女人頓時成媒體焦點，甚至成為電視劇情的女主角。 

    負犬女人被問到結婚問題時，異口同聲地回答：「我並非不想結婚，只要

有好對象就會想結婚！」這是她們很真實的感覺，各種調查也顯示，真正不想

結婚的女人只有 5％而已。 

    但其實女人對於「好對象」概念模糊曖昧，主要還是不想破壞既有的生活，

不想去遷就男人，「有好對象就結婚」的反面是「沒好對象的話，不結婚也行」。

不結婚的基本理由是不想喪失、被剝奪既有的生活與機會，調查顯示最大理由

是「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其次依序為「家事、育兒的負擔、束縛非常大」、「單

身比較自由」、「世間對於未婚的執著程度大為降低」、「找不到對象」等，「找

不到對象」的理由敬陪末座，也就是其實女人有前面幾個理由的心理障礙，根

本不會積極想找對象。 

新趨勢:代表相親會 

    日本以前相親比例非常高，如果未婚，鄰居、親戚便會不斷上門介紹，

公司的上司也會善意安排相親，但是現在這樣的狀況完全改變了。日本最近

開始有婚友社舉辦「（父母）代表相親會」，也就是未婚男女的父母拿著子女

的照片去出席，幫子女物色對象。 

男人不婚的理由:不想為婚姻犧牲 

    不僅女人不想為了結婚改變自己、改變現狀，男人也同樣不想為了結婚

而「犧牲」什麼。近九成的男人都很擔心結不成婚怎麼辦，「無法成婚恐懼症

候群」在 29歲以上的男人之間蔓延著，擔心終身打光棍。 

    大部分日本男人都還想像古典的「好家庭」的理想，年輕貌美的妻子圍

著圍裙做色香味俱全的晚餐等著自己，吃飯時不必面對電視搞笑節目發愣地

吃。因為賺的錢不多，所以期待妻子最好不奢侈、不能買名牌，甚至有自己

收入。男人只想擷取有妻子的好處，卻一點也沒想要付出，當然沒有人想跟

他們結婚。許多男人已經意識到自己大概結不成婚，家裡只好讓傭人來清理，

但做家事的傭人工資一小時要 3000日圓，只好死心。 

    女人覺得自己要找對象結婚，或許其中有算計的心理，但是比起來男人

才是真正的算計呢！想到這裡，如果不是愛得死去活來，自己生命獻給對方

都可以的男人，許多女人都會覺得「犯不著結婚」。 

不婚的原因:主不主動有關係 

    當然也有許多女人很想結婚，只是邂逅男人的機會很少。調查顯示，日

本 20、30歲的女人邂逅男人的機會，也有半數以上是在職場或是與工作有關

（55％），排名第二的居然是網路（17％），第三才是學生時代相關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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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等（16％）。另有 7％左右是在旅行認識的。所以不僅男人，女人也是在

工作上好好打拚，自然會有好郎君出現。 

    男女一旦邂逅，到真正開始約會大概都要費上一個月，最主要的原因是

只有8％的女人會主動去邀約男人，其他92％的人都還是等著男人來約自己。

如果連邂逅的第一步都跨不出去，就會跟男人、結婚會愈離愈遠，突然哪天

發現，自己沒有男人影子的生活已經有五年甚至十年了，即使事業再成功，

仍然感到孤獨。 

啃老族 

    愈來愈多的日本年輕人不願過中產階級的生活，他們在各種零工之間游

走，對未來不關心。他們住在家裡，不用支付房租和水電費，不必做家事，

甚至向父母伸手要錢。這個族群不想結婚，日本的出生率持續下降跟此一社

會現象有關。 

御宅族 

    御宅族原本是指熱衷及博精於動畫、漫畫及電腦遊戲的人，但由於對於

次文化產物過度熱衷，易被社會大眾視為不事生產的一群。2004年轟動日本

的網路故事「電車男」塑造了一個日本社會中認為的宅男形象--不重外表、

沒女性緣、不敢與女性交談、對電腦在行、對次文化在行、會收集各式各樣

的模型。無論如何，對被視為「經濟動物」的日本民族而言，如何將這群不

積極於投入經濟生產的族群導入經濟活動中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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