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迎来了战后最大的考验，现有的秩序受到严重的挑战，正

在步入一个新的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的安全保障环境，成为战后最严峻和最复杂

的安全保障环境。

随着中国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在东海（包括尖阁诸岛）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

也越加活跃。北朝鲜在核武器和导弹研发方面取得了进展，并一直在强行发射弹

道导弹等。此外，俄罗斯在继续侵略乌克兰的同时，也不断在包括北方领土在内

的远东地区积极开展军事活动，并且，已经证实了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开展空中和

海上的各种活动。

如此，在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的情况下，防卫省和自卫队为

了坚决捍卫日本国民的生命，和平的生活，以及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根据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推动各项措施

的实施。

首先，稳步实现防卫力量的根本性提高。需要优先加强防区外防卫能力、联合

防空反导能力等未来的核心能力。战斧、12式陆基反舰导弹等防区外导弹的采

购计划都在提前进行。为了保护我国免受高度弹道导弹等威胁，我们计划尽快开

始建造配备有宙斯盾系统的舰艇。此外，加强持久性和强韧性也是重要的课题，

提高装备的可用数量，充分确保弹药和制导弹，加快投资主要防卫设施的强韧化

建设。

值此 2024年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

防卫大臣



其次，就是与同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如今，任何国家都不能仅凭

一国之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我国必须深化

与那些共同享有普世价值和战略利益的同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协同合作。

日美同盟关系是我国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础，我们将稳步推进提高日美同盟威慑

力和应对能力的具体措施。同时，为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强化与志同道合国家

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为了继续推进有助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措施。要结

合地区特点和各自国情，积极推进多边、多层次的防卫合作与交流，包括联合训

练、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等。特别是联合研制下一代战斗机，加强将作为防卫能

力核心的战斗机的能力，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世界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基石。

此外，从去年12月开始运用的日美韩3国之间实时共享有关北朝鲜导弹的预警

数据，澳军首次参加了日美共同举行的“利刃”和“山樱”兵棋推演等，以日美

为基础的多边合作也取得进展，今后还将进一步推进这项合作。

强化人才基础也是刻不容缓的课题。在我国出现严重的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人

才争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防卫力量的核心是自卫队员，为了在艰难的招募环

境中确保获得优秀人才，通过强化招募能力、有效利用人才、提高生活水平、改

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等各种措施，想方设法加强人才基础的建设。

此外，防卫省和自卫队是人的组织，破坏自卫队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动摇组织

根基的骚扰活动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将通过有效的反骚扰措施，营造一个绝

不容忍骚扰的环境。

202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阐述了我国周边安全保障环境、 防卫省和自卫队的各项

活动，特别是对于从根本上加强防卫能力的进展问题，即稳步提高我国的防卫力

量，威慑能力问题，做了认真的说明。另外，2024年是自卫队成立70周年，与

此同时，202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是从第1版算起，今年正好是第50版，在刊头

设立特集回顾自卫队的70年历程。

防卫省和自卫队的各项活动，包括从根本上加强防卫能力在内，需要得到每一

位国民，以及各国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成功，我们由衷希望这份白皮书能够帮助您

进一步了解我国所处的环境以及防卫省和自卫队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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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了弥补登陆作战中扫雷能力的不足，通过

GHQ委托日本政府派遣隶属于海上保安厅的扫雷

部队。照片是朝鲜派遣部队旗舰“Yuchidori”

1954年7月1日防卫厅、自卫队成立，今年(2024年)迎来创建70周年。

另外，2024年版防卫白皮书是自1970年首次发行以来的第50本。

本专集以过去50本防卫白皮书的记载为中心，回顾防卫省(厅)、自卫队与国民一起走过的70年，记录其成长

足迹。

※�防卫白皮书首次发布之前发生的事项，根据1994年版防卫白皮书(成立40年)、2004年版防卫白皮书(成立50年)的专集等截至2024年版防
卫白皮书记载的内容列出。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部队占领了日本，

并解除了军队武装

防卫厅成立纪念仪式

(向木村笃太郎长官敬礼的队员)

北海道的防卫从美军第16军团移交

给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1954年9

月)基于《日美船艇借贷协定》的首次交

付仪式在美国查尔斯顿举行，美方将

“朝风”“旗风”交付给海上自卫队。

(1954年10月)

配合防卫厅的成立而制定

自卫队旗(左)和自卫舰旗(右)

位于中央的是木村笃太郎长官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

了应对驻日美军主力

被部署到朝鲜半岛带

来日本安全局势的不

稳定而创建的。

1951年 

签署旧金山和约，签署《日美

安全保障条约》

•日本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

•�根据《旧金山和约》，尽管我国在1952

年恢复了主权，但国家安全保障仍依赖

于驻日美军。

1954年�

根据美国的《共同安全

法》(MSA)签订《日美共同

防御援助(MDA)协定》　

该协定将经济援助和加强军事同盟

融为一体，加强自身防卫能力是签

订MSA协定的一大条件。

成立目的是为了补充维持

日本国内治安的一般警力，

未能确立我国自己的防卫

组织。

1952年�

成立海上警备队

是海上保安厅的一个直属部门。

～自卫队的成立和

逐渐整备防卫力量的时代～

东西两阵营在政治、

经济体制、

意识形态等方面开始在政治、

军事上对峙

1949年

北约成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爆发

1953年

苏联首次进行氢弹试验

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

签署巴黎协定

西德恢复主权，重整军备，获准加入北约。

【NATO��HP】

12个国家签署北大西洋公约

(1949年4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网站】

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战

小冊子-1 2024年版�防卫白皮书



冲绳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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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

出现缓和

(紧张局势缓和)

1970年

首次发布防卫白皮书

1976年

发布第二册防卫白皮书

(之后每年发布)

在九州上空首次飞行的国产喷气

式飞机(T-33)(1955年1月)

竣工后的东京都霞关防卫厅新

办公楼(越中岛→霞关)

搬迁到东京都六本木(桧町)的防卫

厅总办公厅(霞关→桧町)

与自卫队飞机相撞后坠落在岩手县雫

石附近的全日空飞机和搜救队员

新悬挂的防卫设施厅的牌匾

(1962年11月)

第18届东京奥运会期间，航空

自卫队“蓝色冲击”号在东京

上空绘制了奥运匹克图案。

防卫大学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

(1957年3月)

聚集在国会大楼前抗议安保的游

行示威队伍(1960年1月)

1970年左右～

紧张局势缓和

东西方关系稳定发展
•美国抑制了自己的军事发展。
•�苏联不断增强军事力量，同时
进入到东南亚、非洲等地区，
扩大在政治上的影响

1955年

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在古巴建设核导弹基地，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

加剧。

•�危机发生后，为了避免美苏关系发展决定性的对立

和破裂的局面而进行的对话和协调努力促成了《部

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的缔结、《第一阶段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1)达成协议(1972年)等。

1964年

北部湾事件
受此影响，美军轰炸了北越

的鱼雷艇基地

中国首次核试验

０６白書掲載写真

巻頭 キューバ危機

キャプション 年 キューバ危機
ソ連のキューバへの核ミサイル基地建設を受け、海上封鎖を令する
ケネディ大統領

提供部署 時事通信フォト

確認依頼先 ※確認不要

備 考

1954年�

实施预备自卫官制度

1956年�

防卫厅搬迁

1960年�

防卫厅搬迁

1971年�

全日空飞机与自卫队飞机相撞

1962年�

成立防卫设施厅

1964年�

支援举办东京奥运会

逐步完善防卫力量

武器出口

完善防卫力量

第一次防卫力整备计划(一次防)(1957年)

•建立与国力相应的最低限度必要自卫力量

二次防(1961年)、三次防(1966年)、四次防(1972年)

•�有效应对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以下的侵略，是完善防卫

力量的目标

联合运用

调整统合幕僚会议的权限(1961年)

•�执行长官对联合部队的命令

新设统合幕僚学校(同)

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保障

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

•明确规定美国对日本防卫的义务

•�删除了日本内乱发生时美军可以出兵的所谓“内乱条款”的规

定。

•设定两国政府关于美军行动的事先协议框架

在国会上发表“武器出口三原则”
(1967年)

①不向共产阵营国家出口武器

②�不向联合国决议禁止出口武器和其他物品的

国家出口武器

③不允许对国际争端当事国或有此类危险的国

��家出口武器。

发表武器出口的统一意见(1976年)

即使在“武器出口三原则”涵盖的地区以外也要

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在静冈县首次进行联合

海上运输训练。
在静冈县举行的首次由自卫队陆，海，

空部队联合开展的海上输送训练(1962

年)

昭和30～40年代(1955年～1974

年)，自卫队应地方自治体的请

求，在农忙时节帮助插秧和其

他活动，主要在北海道和东北

地区的农村

苏联在古巴建造核导

弹基地后，肯尼迪总

统下令实施海上封锁

【Avalon/时事通信

社�新闻图片】

凡例

：国际形势　　 ：加强我国的防卫力量　 ：日美关系

：国际贡献/国际交流/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等� ：其他

•支持联合国活动，谋求国际间的协调，以期实现世界和平。

•�为稳定民生、弘扬爱国心、保障国家安全奠定必要基础。

•�根据国力国情，在自卫所需的限度内，渐进整备有效的防

卫力量。

•�对于来自外部的侵略，将来联合国能够起到有效地防止这

种情况的作用之前，我国将根据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保障体

制来应对。

日本外相爱知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1971年)
•签署归还冲绳协定

冲绳回归(1972年)

•�冲绳回归本土后，日本政府根据《日美安全保障

条约》，向驻日美军提供设施和区域

冲绳回归后，运输兑换货币的540亿日元的

海上自卫队舰艇(冲绳县那霸港)

小冊子-2日本的防卫



～基础防卫力构想时代、国际贡

献时代～

日本周边主要兵力情况(概数)(1976年度)

1976年

制定《防卫计划大纲》
(51大纲)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基盘的防卫力量构想”

•�与其说是与直接对抗日本的军事威胁相比，更

不如说是为了不让自身力量空白而成为我国周

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作为主权国家需要

拥有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基础防卫能力。

日美同盟

设立日美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1976年)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指导方针)在内阁会议上通过(1978年)

•�规定研究日本防卫的联合作战计划，实施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

•规定日本有事时的日美两国的职责。

首次参加美国海军主办的

环太平洋美国海军特别演

习“RIMPAC”，在美国航

母旁边航行的护卫舰“比

睿”(1980年)

海湾战争结束后海上自

卫队在波斯湾清除水雷

为了尽可能具体阐明政府对我国防卫方式

的想法，以达成国民共识而制定的。

1983年�

决定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

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谈话，规定只有向美提供武器技

术时，才可例外遵守武器出口三原则等。

1987年�

取消所谓“防卫费GNP1%的框架”

虽然不适用“以GNP的1%为目标”注1，但是适度发

展防卫力量的精神要继续得到尊重注2。

(注)1��“关于昭和62(1987)年度预算中的《关于当前的防卫

力整备》(昭和51(1976)年11月5日内阁会议决定)的

处理办法”(昭和61(1986)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决定)
����2��“关于今后防卫力量整备”(昭和62(1987)年1月24日

安全保障会议及内阁会议决定)

1976年

米格25在函馆机场强行着陆

苏联军用飞机在函馆机场

强行着陆。雷达站如何应

对从低空入侵的飞机和预

警监视功能欠缺等的问题

被视为课题，促成了引进

预警机和完善联络体制等。

197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9年

宣告冷战结束

1990年

东德与西德统一

1989年作为东西方冷战象征的柏林墙倒塌。

1991年

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军事机构

1990年

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

多国部队为了排除伊拉克军队，确保海湾地区的和

平和安全决定了使用武力，由此开始海湾战争。

1991年

南斯拉夫内战爆发

1983年

苏联军用飞机击落大韩航空客机

1987年

美苏签署《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

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　

冷战结束

“基盘的防卫力构想”

和国际贡献的时代

考虑到与美国在防卫领域的技术合

作对于确保日美安保体制有效运用

极为重要。

1976年�

所谓防卫费GNP1%框架的决定

在《关于当前防卫力整备》(昭和51(1976)年11月5日内阁会议决

定)中，决定以各年度的防卫相关经费总额不超过该年度国民生产

总值百分之一相当额为目标。

(注)�

2�驻扎在各国的美军部队人数为陆，海，空各部队的人数总和。
3�(�)是海军陆战队的兵力中的数量。
4�日本表示实际兵力。
5�虚线表示1971年日本实际兵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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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昭和52(1977)年版防卫白皮书》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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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制定《防卫计划大纲》

(大纲)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基本沿袭“基础防卫力量设想”

•�作为防卫力量的作用，除了“我国的防卫”之外，还追

加了“应对大规模灾害等各种事态”、“为构筑更稳定

的安全保障环境作出贡献”等内容

为构建更加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作出贡献

《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的实施、国际紧急救援队

法的修订》(1992年)

•�以人为主，完善国内体制更为积极地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向国际和平合作活动派遣队员

•柬埔寨(1992年～1993年)

•莫桑比克(1993年～1995年)

•卢旺达(1994年)

•戈兰高原(1996年～2013年)

　等

修订《自卫队法》(1994年)

•自卫队的任务中增加了运送在外日本国民出国

修订《自卫队法》(1999年)

•�除使用自卫队的飞机之外，还可以使用船舶或船载

直升机运送在外日本国民等

由于1995年发生的“不幸事件”，冲绳特别行动委员会(SACO)成立

(1996年最终报告)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6年)

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

•�对三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和修改:�①日常合作、②

日本遭受武装攻击时的应对行动等、③在周边事

态下的合作。

《周边事态安全确保法》施行(1999年)

为了应对周边事态，规定了我国实施的措施(后

方地区支援、后方地区搜索救援活动等)、其实

施手续以及其他必要事项。

加强我国的防卫体制

应对大规模灾害等各种事态

自卫队首次在柬埔寨开展国际

维持和平活动，进行了道路，

桥梁的修建和停战监视活动等。

驻外日本人等运送训

练(引导到船载艇)

在SACO最终报告中，双方同意归还当时

在冲绳县的驻日美军设施和区域约21%

的面积。照片是在SACO最终报告中表明

全面归还的普天间机场

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

言中，再次确认了成为

日美关系核心的日美安

保体制的重要性，同时

向内外表明了日美同盟

面向21世纪的应有姿态。

由于自卫队的任务中增

加了运送在外日本国民

等出国，航空自卫队进

行了训练，将政府专机

的机舱设备规格从用于

运送政要改为用于运送

日本国民等。

虽然发生全球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变小，但安全方面的考虑因素却更加

多样
2000年

防卫厅搬

迁

凡例

：国际形势　　 ：加强我国的防卫力量　　 ：日美关系

：国际贡献/国际交流/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等� ：其他

日美同盟

联合运用

新设情报本部(1997年)

强化统合幕僚会议的权限(1998年)

•统合幕僚会议除了在出动(防卫出动、

治安出动)以外，也在灾害救援、国际紧

急救援活动等期间协助长官。

防卫厅搬迁，同时开始运用中央

指挥所(2000年)

弹道导弹防卫系统(BMD)

签署关于日美共同BMD相关技术研究的日美两国政府间换文和

谅解备忘录(1999年)

政府决定引进BMD系统(2003年)

修订《自卫队法》(2005年)

•在未下达防卫出兵命令的情况下，也可

以通过BMD系统应对

引进应急预备役制度(1998年)

阪神·淡路大地震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1995年)

修订《灾害对策基本法》和《自卫队法》，修改《防卫厅防灾

业务计划》(1995年)

•�增加灾害救援时自卫官可以行使的权限(在现场没有警察的情况下确保紧

急通行车辆通行的措施)等。

•�明确自主派遣的判断标准，加强与地方公共团体等的合作。

搬迁时的市谷地区

(桧町→市谷)

1993年

北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北朝鲜进行向日本海中部发射弹道导弹的

实验

1996年

北朝鲜的小型潜艇

在韩国东海岸触礁，

船员侵入韩国境内

1999年

科索沃冲突爆发

核武器、导弹等的

威胁扩散

在韩国领海内触礁的北朝鲜特

种部队运输潜艇。潜艇上的武

装工作人员和船员侵入韩国境

内。

北朝鲜人民军创建60周年庆贺阅兵式上

排列的北朝鲜导弹

专集１�│�从白皮书中解读的自卫队创建70年的历程

三宅岛火山喷发灾害派遣中实施

了联合协调。照片是在三宅岛周

边飞行的RF-4侦察机

应急预备自卫官的训练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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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可疑船只

～防卫力量的作用扩大、

应对新威胁和各种事态的时代～

日本周边主要兵力情况(概数)(2004年度)

2004年

制定

《防卫计划大纲》
(16大纲)

•�不仅为了有效应对新威胁和多种事态，而为了主动且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平合作活动，

具有多功能、弹性、有效性的防卫力量。

•继承“基盘的防卫力量构想”的有效部分。

•�出现国际恐怖主义和弹道导弹等新威胁

•�世界和平与我国的和平直接相关的状况

•需要从重视威慑转向重视应对

2002年�

引进预备自卫官补制度

2007年�

防卫厅改为防卫省

完善法律等

《反恐特别措施法》(2001年)

修订《自卫队法》(同)

• 为应对可疑船的修正(修改海上警备行动时武器使用的

规则)

•新增警卫出动和出动时的权限的规则

•�为应对武装工作人员等的修正(新增在下达治安出动命

令之前收集情报的规则，修改治安出动时使用武器的

规定)

应对武力攻击事态相关的三项法案(2003年)

•�为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等(武力攻击事态和武力攻击预

测事态)，《武力攻击事态法》规定了①基本理念、②

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等的职责、③国民合作等内容

《事态对处法》相关的七项法案和三项条约(2004年)

•�《国民保护法》等

北朝鲜发射的导弹(估计是

大浦洞1号)经过我国上空

(1998年)

能登半岛近海可疑船只事件(1999年)

核试验(2006年)

•�此后，在2009年、2013年、2016年

(2次)、2017年实施

在执行护卫任务中的海上自卫队

舰艇

《国民保护法》通过后，自卫队

员参加首次在福井县进行的保护

国民训练

北朝鲜的动向

2001年

美国的911恐怖事件

2003年

伊拉克战争爆发

中国在周边海域

扩大和增加活动

2004年

2001年

2003年

2002年

首次发布海上警备行动命令(1999年)

•护卫舰命令停船、鸣枪示警

•P-3C巡逻机投下炸弹示警

与海上保安厅进行可疑船只联合应对训练

(1999年～)

•�编写《联合应对可疑船只手册》

基于可疑船只事件的教训与
海上保安厅巡逻船进行联合
训练的护卫舰

2006年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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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平成17(2005)年版防卫白皮书》制作。
2�(�)�陆上兵力中海军陆战队的人数。
3�日本表示实际兵力。
4��虚线表示1971年日本实际兵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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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能够主动且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平合作活动的体制

•�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

•我国周边的军事局势更加复杂

•�军事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多样化

2010年

2007年

2009年

2008年

小冊子-6日本的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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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2014年 

内阁决定防卫装

备转移三原则

•修订《自卫队法》(保护驻外日本国民等
的措施、防护美军等的武器和其他物品
等)。

•《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将“周边
事态修”改为“重要影响事态”)。

• 《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增加
国际合作和平安全活动和援助护卫等)。

•修订《事态应对法》等（增加“存立危机
事”态)。

•�《国际和平支援法》(实施在国际和平联
合应对事态中的合作紧急保护等)。

普京总统签署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

法律(2014年3月)【SPUTNIK/时事通信社�

新闻图片】

2016年部署在择捉岛的

岸舰导弹“堡垒”

【俄国国防部�网站】

2018年以后部

署在择捉岛的

Su-35S战斗机

【俄国国防部�

网站】

～制定《和平安全法制》、加强新领域和

西南地区防卫体制的时代～

日本周边主要兵力情况(概数)(2013年度)

2013年

制定《防卫计划大纲》
(25大纲)

•�构建“统合机动防卫力量”

•�指的是能够快速应对日益严俊的安保环境，

可以无缝、适时、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况如

获得海上和空中优势，进一步贯彻联合运

用想法的防卫力量

确保作为在各种事态有效威慑和应对的态势

确保周边海空域的安

全

应对弹道导弹攻击应对岛屿部的攻击(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体制)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2年

防衛白書
平成26年版   日本の防衛

特 集　刊行40回を迎えて

防
衛
白
書  

日
本
の
防
衛

防
衛
省

平
成
26
年
版

即使在中国宣布设定“东海

防空识别区”后，仍继续采

取严格的对领空侵犯措施，

确保周边海空域的安全。

对两艘

“爱宕”

型护卫舰

赋予BMD能

力，增加

两艘宙斯

盾舰

进行所谓“紧

急护卫”训练

的情况

• 在西南地区部署部队（2016年：与那国岛、

2019年：奄美大岛、宫古岛、2023年：石垣

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部队等

• 新编西南航空方面部队（2017年）等确保空中优

势，强化部队建设。

完善两栖作战能力，包

括新编水陆机动团和强

化海上自卫队扫雷队群

的功能

在太空和网络空间

方面的对应

下新编网络防卫队，隶

属于自卫队指挥通信系

统队(2014年)

对太空和网络等全球公

域的关注日益高涨

中国在海空领域等

扩大活动范围，提升活

动频率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加剧

美国的再平衡

(资源重新分配)

2010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提及全球

公域

 · 在日本政府于2012年

获得拥有尖阁三岛以

来，中国船舶在尖阁

周边海域的活动频率

显著增加

 · 航母“辽宁”服役等，

水面舰艇、潜艇等增

强，第4代战斗机增

强(2012年)

 · 中国舰艇在东海对海

上自卫队护卫舰照射

火控雷达(2013年)

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2014年）

•�为了避免被认定为国家行使武力，开展所谓“混合战”

在包括北方领土的远东部署新型装备，增强导弹战力

2010年

韩国海军天安舰在黄海沉

没

北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

2012年

北朝鲜发射导弹，

据说为了发射卫星

2012年

美国在防御战略方针

中公布了“亚太地区

再平衡”

•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更加严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

•�东日本大地震中自卫队活动的教训

俄罗斯的动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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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60

中国公船入侵尖阁群岛周边海域的日数

俄军在我国周边的

活动有增加的趋势

描绘散布在地球上空轨道上太空垃圾的CG图像

(2008年4月)【欧洲航天局提供】

(注)1�制定《平成26(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制作。
　　2�(�)�陆上兵力中海军陆战队的人数。
　　3�日本表示实际兵力。
4�表示1971年日本实际兵力水平。
5�虚线表示1976年日本实际兵力水平。

2015年�

通过《和平安全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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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派遣救援熊本地震灾害

2018年

制定《防卫计划大纲》
(30大纲)

2019年

获得和强化在太空、网络、电磁波领域的能力

加强传统领域的能力

增强可持续性和韧性

•�完善确保航空优势和水中优势所需的弹药（对空导弹、鱼雷）

海、空域

•�取得F-35A/B战斗机、P-1巡逻机、KC-46A空中加油运输机

•�取得新型护卫舰（FFM）

•�增加潜艇的数量

•改造“出云”型护卫舰，和F-35B舰艇起降验证(2021年)

综合导弹防空能力

•�部署PAC-3MSE地对空导弹

•�增加宙斯盾舰的数量（2020年完成8艘态势）

防区外防卫能力

•�研究开发12式岸舰导弹能力升级型、用于岛屿防卫的高

速滑翔弹、高超音速导弹等(2018年～)

•�完善防区外导弹（JSM)(2018年～)

机动和部署

•获得V-22鱼鹰运输机、16式机动战斗车、C-2运输机

•新编应急机动连队

• 新编航空自卫队太空作战群(2020

年)

• �扩充部队，新编航空自卫队太空作战群

(2022年)

俄国的地面部署电子战� (EW)

系统「Leer-3」【俄国国防

部Youtube官方频道】。
在 全 球 造 成 巨 大 损 失 的

恶 意 软 件 （ m a l w a r e ）

“WannaCry”的威胁文画面。

扩充网络防卫队的功能等，废止自卫

队指挥通信系统队，新编自卫队网络

防卫队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严峻性和不确

定性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的应

用迅速扩大

•�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和增加军事活

动的趋势十分明显

2018年

2017年

•�新编陆上自卫队电子作战队

(2022年)

•�取得陆上自卫队网络电子战系统

(2017年)

•�开 发 航 空 自 卫 队 防 区 外 干 扰

（Stand-off）电子战机(2020年～)

加强跨领域作战所需的能力

凡例

：国际形势　　 ：关于加强日本防卫力　　 ：日美关系

：国际贡献/国际交流/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等� ：其他

2016年

2016年�

日本在非洲开发会议上�“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

(三大支柱)

•普及和巩固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

•追求经济繁荣（提高连接性等）

•确保和平和稳定

2015年�

2015年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设置平时可以利用的

 同盟协调机制

•加强运用方面的调整

•制定和更新联合计划

急速扩大太空、网络、

电磁波等新领域的利用
 · 中国政府设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好似把尖阁诸岛包括“中国领土

(2013年)

 · 在南沙群岛强行进行大规模快速填海

造地(2014年以后)

专集１�│�从白皮书中解读的自卫队创建70年的历程

“苍龙”型潜艇

鱼鹰运输机

16式机动战车

C-2
PAC-3 “摩耶”型宙斯盾舰

装备JSM的F-35A（示意图）

F-35A战斗机

12式岸舰导弹能力升级型(示意图)

在日美“2+2”会谈上发表新《日美防卫合作

指针》

【出自:CSIS/AMTI/Maxar】

 · 菲中南海仲裁案认定了中国填海造地

等活动的非法性(2016年)

 · 将海警部队编入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

的武装警察(2018年)

构建“多元统合防卫力量”

指的是真正有效的防卫力量，不仅要加强陆、海、空传统领域的能力，

还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的能力，能够进行融合所有领域

能力的跨领域作战

・

・

2020年3月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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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和

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的时代～

日本周边主要兵力情况(概数)(2022年度)

1�根据《令和5(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制作。

2�驻日及驻韩美军的陆军兵力是指陆军和海军兵力的总和。

3�(�)陆上兵力中海军陆战队的人数。

4�日本表示实际兵力。

5�虚线表示1976年日本实际兵力水平。

安全保障相关的

经费以GDP的2%为

目标

在2027年度，与从根本

上加强防卫力量和对其

进行补充的措施结合起

来，为了确保这方面

的预算水平达到2022年

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2%，

采取必要措施。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2020年～�

针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

2021年8月�

运送在阿富汗伊斯兰

共和国日本人和其他

国民

2023年4月�

运送驻苏丹的日本人和
其他国民

大规模接种中心的疫苗

接种准备情况。2021年

5月至2023年3月，接种

约249万次
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塔利班控

制首都喀布尔的背景下，组建统

合任务部队，用C-130运送了15

名日本人等。照片是在喀布尔机

场的引导运输队的活动情况。

C-2运输机从苏丹共和国运送45名日本

人和其他人员，在那里爆发了国军和

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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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

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

防御力整备计划

•�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量和国力结合起来，加强

整个国家的防卫体制

•�着眼于对手能力和新战斗方法

•�作为代替防卫大纲表明防卫目标以及实现这些

目标的方法和手段的文件，规定了《国家防卫

战略》

•�从根本上加强多元统合防卫力，进一步加速该

方面的努力

太空方面的合作 各种级别的政策协议

在日美“2+2”(2023

年1月)(照片)中，

确认了在太空中的

攻击可能导致《日

美安保条约》第5条

的触发

研究开发方面等的合作

•��联合研究应对高超音速武器(HGV)的滑翔阶

段拦截弹(GPI)和能自主判断的无人机AI技

术。

日美联合记者会

(2024年4月)【首相官邸�

网站】

GPI(示意图)

日美同盟

新的战斗方式

正在出现

对稳定利用宇宙空间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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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轰炸机联合飞行

(2019年以后)

•�2019年以后共计7次

(截止到2024年3月末)

中俄舰艇联合航行

(2021年以后)

联合训练

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军事活动

在包括我国EEZ在内的日本近海投放5枚弹道导

弹(2022年)

中俄联合行动

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活动

在太空、网络、电磁波领域和

使用包括无人机的攻击等

2021年11月

台湾发表《国防报告书》，

提及对“认知战”的担忧

台湾在《国防报告书》中表示了对“认知

战”的担忧，试图通过社交网络开展”三战

“和散布虚假信息，操纵和扰乱公众的心理，

制造社会混乱

2022年2月～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大规模导弹攻击

被俄罗斯导弹攻击

摧毁的乌克兰公寓

(2023年1月)

【乌克兰政府�

Facebook】

包含信息战的混合战

中俄战略合作

中国在台湾周边

的活动增多

作为俄罗斯东部军管区战略指挥参谋部训

练“东方2022”的一环，俄罗斯军舰舰载

直升机和中国军舰在日本海到鄂霍次克海

的海域参加中俄联合航行(2022年9月)

2022年8月中国发射的弹道导弹

的示意图

J-11

J-16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0年

中国军用飞机进入台湾空域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泽伦斯基总统为了澄清已离开乌克兰的假消息而在

总统府前拍摄并发帖的视频的标题(2022年2月)

【泽伦斯基总统�Facebook】

在台湾周边地区发现的

中国军用飞机

【台湾国防部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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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国际形势　　 ：加强我国的防卫力量　　 ：日美关系

：国际贡献/国际交流/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等� ：其他

2023年

10月、11月 

运送在以色列的日本

人和其他国民

2024年1月

能登半岛地震发生

后的救灾行动

运送在以色列日本人和其他国民

到达羽田机场后的情况

强化我国自身的防卫体制

国全体の防衛体制の強化强化整体国家的防卫体制

 ·研究开发(认定匹配企

业等)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特

定利用机场、港湾)

 ·网络安全保障

 ·提高我国和志同道合

国家威慑力等的国际

合作(政府安全保障能

力强化支援(OSA))

经受了地面各种试验的能力提高型12式岸

舰导弹(试制品)【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提

供】

日、英、意国防部长签署了联合

研制下一代战斗机的《GIGO成

立条约》(2023年12月)

在戴维营美日韩首脑会谈中确认了北

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实时共享在实现

可操作化方面取得进展(2023年8月)

【首相官邸HP】

我国首个互惠准入协定即《日本和澳大利

亚关于放宽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武装

力量之间相互进入与合作的协定》生效

(2023年8月)

向菲律宾提供沿岸监视雷达的E/N签

署和交换仪式【来自官邸HP】

2023年12月、2024年3月

部分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

内阁批准（2024年3月）将全球战斗航空计

划相关的成品从我国转移到第三国

为了威慑对我国的侵略而拥有的远程阻止和排除侵略战斗力的能力

为了遏制对我国的入侵，拥有从远处阻止和消除入侵战力的能力

通过继续快速、顽强地活动来阻止对手侵略企图的能力

防区外防卫能力

•�提前部署12式岸舰导弹(陆基型)

�(2026年度→2025年度)

•提前收购“战斧”巡航导弹

�(2026年度→2025年度)

•�开发使用岛屿防卫的高速滑翔弹等

无人资材防卫能力

•引进装载合成孔径雷达的UAV(使用在中空)

•USV(无人水面载具)的试点运用

•研发战斗支援型多用途USV

•与美国联合开发

机动部署能力和国民保护

•�新编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暂名)

•�引进机动舟艇、运输直升机等

•利用民间运输力量

跨领域作战能力

•完善SDA卫星(映像)

•实施网络相关的风险管理框架

(RMF)，在陆上自卫队系统通信

网络学校等培养人才

•�引进对空电子战装置，开发电

子战机

持久性、韧性

•�确保各种弹药，维护和改善装

备和其他物品等

•�通过加强设施结构和依次指

定”总体规划“(设施重新部署

和集中的发展计划)，加强设施

建设，改善队员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

•�加强设施建设(为了新编部队完

善设施、主要司令部等的地下

化、自然灾害对策、完善火药

库等)

指挥控制、情报相关的功能

•�设置统合作战司令部(2024年度末)

综合防空导弹防卫能力

•�日美联合开发以应对高超音速滑翔武器(HGV)的滑翔阶段拦截

弹（GPI）

•签订搭装备宙斯盾系统的舰艇设计合同

•�完善各种拦截导弹（SM-3�Block�ⅡA、SM-6、PAC-3MSE等）

•通过提高FPS-5，JADGE的能力，强化传感器网络等

装备有宙斯盾系统的舰船（示意图）

(示意图)

使用在中空的无人机(示意图)

•完善中央指挥系统，应对包括认知领域的信息战

修复后的用于F-15战斗机的飞机掩体

(千岁基地)飞机掩体

对空电子战装置(示意图)

研发战斗支援型多

用途USV

(示意图)

司令官
副司令官

指令辅佐官

法务官指挥通信官后方部作战部情报部总务官

幕僚长将军
将

将

与志同道合国家

等的合作

2023月4月

北朝鲜首次发射固体燃料推

进式ICBM级弹道导弹“火星

18”

2023年10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势力

之间的冲突

2023月11月

北朝鲜发射“军事侦察

卫星”

北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公布

的图像

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国

防部长会谈(JPIDD)

(2024年3月)

2024年

专集１�│�从白皮书中解读的自卫队创建70年的历程

机动艇(示意图)

【朝鲜通信】

北朝鲜首次发射固体燃料推进式ICBM级弹

道导弹“火星18”�时发布的图像

【朝鲜通信】

AFP=時事

以色列坦克在巴勒斯丹自治区加

沙北部行驶(2023年12月)

小冊子-10日本的防卫



专集专集22 我就是这样 “保卫日本!”
我现在在2023年3月新开设的石垣驻地（冲绳县），的八重山警备队担任普通

科中队长。

位于距离那霸市约400公里的八重山

群岛中心地的石垣岛与宫古岛和与那

国岛一祥，都是岛屿防卫要地。在此地，

能够感受日益紧张的安全保障环境。

因此，在石垣驻地除了八重山警备队以

外，还部署了地对空导弹部队和地对舰

导弹部队，各部队之间相互协调，能够

随时应对各种事态的发生。

驻地开设后，很多伙伴从日本各地汇

聚而来。我今后也将跟他们一起，以“倾

力八重山，保证国安”为口号，为履行国防的使命而努力奋斗。

我作为F-2战斗机的飞行员，负责应对侵犯领空。

在日本周边飞行的外国飞机之中，有一部分飞机

未经许可而侵入日本领空。所谓应对领空侵犯措施

就是针对这些可能侵入日本领空的飞机等紧急起飞

（Scramble）战斗机等进行应对。近年来、我们对无人

机也开始进行应对，其紧急起飞次数保持在每年近

1000次的高水平。

飞行员在接到紧急起飞命令后，迅速起飞战斗机，直

接确认可能侵犯领空的飞机的状况，并监视其行动。

我意识到、空中的现场是展示国家意志和能力的最

前线，我要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并保持警惕性，以严正凛

然的态度执行任务。

在包括尖阁群岛在内的日本周边海域等地，海上自卫队实施全天警戒

监视。我登上“卷波”号护卫舰后的首个任务就是警戒监视。因此应对中

国舰艇等，我深深记得始终紧张的状态。

作为轮机员，我负责监控舰上的发动机

和电力等情况。另外，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记

录监视所需的信息，我被任命指挥此项收

集其记录工作

通过执行任，我切身感受到安全保障环

境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状况，在保持高度警

惕的同时，我还强烈感受到为国防作贡献

的“价值”和“自己的成长”。我今后也要积

极投身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希望能进一步成长。

◆◆各种各样的任务
各种各样的任务

2等空尉 

 第8航空团飞行群第8飞行队
（筑城基地）

飞行员

战斗训练中的部队指挥（笔者在右侧）

为 F-2A 起飞做准备的笔者

开设驻地时的防卫大臣仪仗队 

F-2A 与笔者

3等海尉 

“卷波”号护卫舰（大凑）

轮机员

在机房工作的情景（笔者在近前
侧）

任职在西南地区防卫重点的任职在西南地区防卫重点的
部队部队

针对领空侵犯措施的思针对领空侵犯措施的思
想准备想准备

我在警戒监视尖阁诸岛周边等我在警戒监视尖阁诸岛周边等
地区时的任务地区时的任务

记录信息的情景（笔者在右侧）

自卫队员的声音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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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冊子-12日本的防卫

我就是这样 “保卫日本!”

我从事引进国防所需的装备和修理服务的相关合同工作。2023年11月，我参

加了从以色列把日本人运送回日本的任务。10月看到形势恶化的报道以后，我

就想立刻赶到当地，当接到派遣命令以色列的

时心中充满了自信和干劲，特别是作为一个女

性自卫官，出于让女性和孩子们放心的愿望，

我前往了当地。

我在当地从事从机场航站楼到运输机的护

送工作。到达日本后的日本人等离开时，心中

松了一口气，作为一个自卫官，对自己能够发

挥巨大作用而感到自豪。我想将这一经验确实

地传递给后辈们，同时也希望自己能进一步成长，并继续在后方支持自卫队的任务。

在弹道导弹防卫任务上，海上自卫队跟联合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联合一

起，作为统合任务部队共同执行任务。发现有弹道导弹可能落入我国领土时，宙

斯盾舰要迅速发射所搭载的导弹来迎击。

射管员负责操作、维修宙斯盾舰的主要

传感器SPY雷达。设备状态直接影响到任

务的完成，所以我始终致力于让设备能发

挥其最大效能。

因为我们身处海上，国民不会直接看到

我们执行任务。但我认为尽快且确实地排

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第一次参加的抢险救援活动是阪神・淡路大地

震，当时身为3等陆曹的班长从事了抢救人命的活

动，作为一个自卫官第一次感到我对国民作出贡献。

发生东日本大地震时，作为普通科连队第3科运用训

练干部参加了抢救人命和搜索失踪者的活动，应用

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经验教训，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完成了只有自卫队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从事这两

次抢险救援活动，使我认识到，国民遭受困难的时候

就是我们发挥作用之时。虽然现在自卫队获得了高

度评价，但我要继续保持谦虚的态度，坚持不懈地训练，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任务。

空士长 井上 瑞稀
第4补给处供应部

　（入间基地）

供应

到达日本后的送别（笔者居中）

前往东日本大地震抢险救援时

在机内进行应对的笔者

1等海曹 

“爱宕”号护卫舰（舞鹤）

射管员

“ 爱宕” 号护卫舰的 SPY 雷达和笔者

在第 4 陆曹教育队任职时

针对侨居在以色列的日针对侨居在以色列的日
本人等的运输任务本人等的运输任务

我在弹道导弹防卫中的我在弹道导弹防卫中的
任务任务

从事阪神从事阪神・・淡路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的两次抢险救援活动淡路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的两次抢险救援活动

进行维保作业中的情景（笔者在后排左）

（注）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等级和工作单位

航空 事务官
等

海上陆上
     

   



“东日本大地震”时，我对自卫队最感兴趣。当时，我还是5年的小学生，看

到自卫队在灾区救助居民、在避难场所进行野外烹饪和沐浴辅助的身姿，感

觉他们“好帅”、“我也好想成为被需要的人”，于是我考入了防卫大学。

现在，我作为坦克小队长，为了完成国防使

命，计划操作训练、射击训练、冬季战术训练等。

为了增强部队力量，与队员一起努力奋斗。我未

来的抱负是“成为队员所需要的指挥官。”

沉浸在坦克的“帅气”中，与性命相托的伙伴

一起努力训练，每一天都很充实。

我未来的抱负是“成为队员所需要的指挥

官。”

我将不忘初心，矢志不渝。

冬季战科训练（滑雪）

我希望为国家和国民做出贡献，再加上我一直崇拜的祖父曾是一位海上自卫官，因此我也加入了海上自卫队。现在我在鹿屋航空基地的

第一整备补给队工作。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搭载、拆卸P-1巡逻机的电子设备、设

备发生故障时的修复作业、使用手势信号引导飞机等。

电子设备是巡逻机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设

备，设备状态对任务能否完成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在维保时要仔细注意布线等，还必须进

行维保后的检查。每当看到毫无故障地返回

的飞机，我们都会感到自己为完成任务作出

了贡献，心中不免涌起成就感和对工作的自

豪感。

我会继续为了国家和国民积极投身于工作

之中。 第1航空群 第1整备补给队　        
（鹿屋航空基地）

航空电子维保员（航空士）

引导飞机的笔者

矢志不渝矢志不渝

进行电子设备更换搭载作业的笔者

励志完成任务励志完成任务

22专集专集 我就是这样“保卫日本!”
自卫队员的声音声音

我看到自卫官在东日本大地震救援中的活动而深受感动，也决定自己也

参加自卫队。作为地面无线维保员，我在很多工作现场完成了工作，获得了

宝贵的经验，非常感谢至今为止曾有

合作的上司和朋友。现在，我除了进行

高射部队的无线器材的维保外，还负

责部队的信息系统管理。入伍时我没

曾想过会有家庭，而现在不仅有了家

庭，妻子还对于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

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我非常感谢妻子。

孩子的出生让我更感到幸福，每当看

到自己的孩子时，我就很有动力，工作

也很有干我们夫妻两人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今后，我也要为了国民和家人，作为具有自我特色的自卫

官积极投身于任务之中。

 西南高射群指挥所运用队 
（那覇基地）

地上无线维保

器材维保中的笔者

信息系统相关工作中的笔者

跨越10年的感谢跨越10年的感谢
◆◆从事10年，我现在从事10年，我现在

◆◆立志成为自卫队员
立志成为自卫队员

作为坦克长进行指挥（笔者在左边）

小冊子-13 2024年版 防卫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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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名技术干部，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飞机等的研发业

务。此次获得机会借调到内阁府，现在在宇宙开发战略推进事

务局工作。此部门负责有关太空政策的综合性，计划性的推进

和调整工作，持有外交、信息、安全保障、经济、技术等各种观

点，以此来开展工作。近来，通信、观测、定位等航天服务已经扎

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太空变得更加贴近我们。但另一方

面，由于急剧增加的人造卫星和空间碎片导致的太空拥挤等，

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增多起来。通过在此部门的工作，今后为了

确保太空的稳定和可持续利用，我会积极做好每天的工作，发

挥自己作用。

我曾经是海上自卫官，担任过学校教官和护卫舰舰长的职务。

2022年1月退休，现在担任PFI船舶“Natchan World”的一等航海士。2022年10月我被录用为预备自卫官

以后，努力进行平时的工作和作为预备自卫官的训

练。

该船的主要任务是运送自卫队人员，我的工作内容

除了航海值班以外，还涉及船内业务的整体协调和监

督、坦克等车辆装卸作业的指挥监督等全部工作，相

当于船长的助手。至今为止的工作中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中

的救援活动。接到防卫省的通知，我们立刻从函馆港出发奔赴石川县七尾港。在当地

的救援活动中，我目睹了前往重灾区救援的人们的热情和干劲，也听到了对我们表

达温暖谢意的话语，这些都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1等空佐 
❶  内阁府 

内阁府宇宙开发战略推进
事务局 东京都（霞之关）

❷技术
用于加强整个宇宙系统功能保障的桌面演习的场景（笔者在最右侧）

在七尾港内驾船的笔者（2024 年前往能登半岛进行地震救援时））

船内情景
（2024 年前往能登半岛进行地震

救援时）

为推进航天领域政策的实施为推进航天领域政策的实施

退伍后，一直在PFI船舶“Natchan World”工作。退伍后，一直在PFI船舶“Natchan World”工作。

◆◆在各地保卫日本在各地保卫日本

我一直希望利用曾在陆上自卫队设施科部队进行的各种灾害抢险救援的经

验和在各司令部的工作经验，也想要为了提升我的家乡香川县的地区防灾能

力作出贡献，出于这一愿望，我在退后担任了香川县抢险抗灾指挥监督，负责

灾害发生时县政府灾害对策指挥部

的工作、县政府职员的教育训练、防

灾演讲、与自卫队的联系协调等。

香川县特别需要对南海海沟大地

震和因台风接近引起的风灾水灾等

方面做好抗灾准备和应对工作。但与

其他县相比，灾害的发生次数较少，

因此想要提升县民在自己救助和相

互救助方面的防灾意识。同时，为了

提升官方救助能力，对由县、各市町政府、各防灾相关机构等联合实施的实践性训练和经验教训

进行宣传是极其重要的。我会竭尽全力从灾害中拯救县民的生命。

陆将补（退伍前）  
 香香川县危机管理总局危机管理课

防灾指导监 

2023 年度第 2 次县灾害对策指挥部组织训练时，向县知事汇报的情景
（从右数第二为笔者）

在满浓池森林公园第 2 届抗灾展销会上进行防
灾演讲的笔者（笔者居右）

提升地区防灾能力提升地区防灾能力

预备1等海佐	 高须贺	政信
东洋船舶服务株式会社

（注）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等级和工作单位

航空 事务官
等

海上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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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专集专集 我就是这样“保卫日本!”

据说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哈马斯等对以色列的攻击是以色列建国

以来最大的悲剧，仅当天就造成了超过1200名的牺牲者。在此后的战

斗中，以加沙地区为中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都出现了众多牺牲

者，我也接触到很多悲惨的现实。防卫驻守官的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当

地的最新形势和各国的动态等有关信息，

并准确地将其报告给日本政府。今后也做

要好输送日本侨民等直接援助措施，确保

居住当地的日本人的安全，并积极收集此

类信息，在中东地区为日本国防做出贡献。

战 地 情 报 收 集 ～ 以 色 列 和 巴 勒 斯 坦 局 势～

 日本驻以色列大使馆         
列（特拉维夫）

法务

使用铁穹导弹防御系统迎
击哈马斯发射的火箭的情
景（笔者拍摄）

我于2024年1月起在南苏丹共和国担任

UNMISS司令部航空运用参谋，从事制定和

发布UNMISS所拥有的飞机的日常飞行计

划，基于飞行计划的飞机航行管理，安全管

理和应对紧急飞行的对策实施。

在UNMISS工作的多国籍工作人员中很多

人都对日本抱有好感，我强烈地感受到了

以至今为止派遣到此的部队、司令部人员

等为首的日本人建立起的信任。我们将继续为南苏丹的和平与稳定作出

贡献，为进一步增强对日本的信任而努力。

通过PKO活动进一步增强对日本的信任

1等陆尉 铃木 若菜
UNMISS（南苏丹共和国联合国维和任务） 

　南苏丹共和国（朱巴）

航空科

与他国军人、当地工作人
员交流（笔者在最左侧）

确认飞机的航行状况（笔者居右）

我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平民在俄罗

斯的攻击中牺牲的报道。我在工作中

每时每刻都期待着战争早日以乌克

兰国民希望的形式结束。从提供各种

武器的北约各国的军官那里，能感受

到与乌克兰一起同俄罗斯战斗的连

带感。日本虽然无法如此伸出援手，

但对自卫队中央医院接收伤兵和提

供自卫队车辆的感谢之声不绝于耳。希望今后能

够通过适当的方式收集汇总当地的各种信息，提

供日本力所能及的援助，为实现和平之路作出贡

献。

身为战地防卫驻在官

　在有献花台的修道院
前

访问兼管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国防部
（笔者为右起第 2 位。最左边的是同

为乌克兰防卫驻扎官的田代 1 空佐）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CAP ：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的政府间机构总部将在英国设

立。我在英国，作为其筹备团队的日本政府首席

技术员，从事战斗机的日英意联合开发工作。在

拥有前所未有的高标准目标和规模的国际项目

中，要把复杂且高水准的技术统合到一起的过

程，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充分利用

作为技术官员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我倍感自豪，充满干劲。我坚信为了有益地融合因

国家而异的优势技术、文化行为的差异，互相认可、互相帮助是

项目成功的关键，我一直基于

该信念引导项目。

为了GCAP取得成功

  

 大使馆前

与工程师们协商的情景
（笔者在最右侧）

日法的人口比大约是2:1，但是自卫队与法军的人数规模几乎相同。法

国在2001年停止征兵制后采用了志愿制度，并且从2019年起实施“普遍

国民服务”，以15岁以上为对象，设定包括防卫领域在内的讲习修业义

务等，针对人口递减社会中维持

国防问题采取了与日本不同的方

法。因为法国实施这些多样的国

防政策、我感到每天都有收获。我

在任务中通过与法军相关人员、

武官团、北约相关的欧洲军人的

交流，积极促进提升欧洲各国等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另

外，我还属于市内的射箭部，通过

练习和相关活动努力提高日本的

存在感。

法国防卫驻在官之声

 日本驻法国大使馆館    
（巴黎）

二等书记官兼防卫驻在官

（天皇纪念日招待会的情景
（2024 年 3 月）（笔者居中））

77

33

44

22

99
55

88

⓾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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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队员的声音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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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于练习舰队工作于练习舰队

我随卫生教育班参加了老挝能力

构建援助工作。本项目是为了提高老

挝军队在抢险救援中各种搜索、救

助、卫生等各领域的能力而实施的，

对参加本训练的老挝军队教官人员

进行了指导并提出建议。在语言、文

化、习惯、宗教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完

成任务，并为两国间建立信任和加强

关系作出贡献，这令我作为自卫官倍

感自豪。

我深深体会到，在国际形势不稳定

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事业等建立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关系将成为今后国际社会合作的契机。

参加老挝能力构建援助

3等陆曹 

训练结束仪式 
（笔者居右）

在当地活动的情景（筆者为左起第2位）

我在非洲东部的吉布提共和

国，作为第53次海盗应对行动派

遣航空队的P-3C巡逻机的飞行

员，从事着索马里海域、亚丁湾的

海盗应对行动和中东地区的信息

收集活动。飞行中确认每个航行

船舶，在确定没有异常之前都会

保持高度紧张。虽然着陆后的疲

劳感强烈，但也感到在日本国内得不到的成就感和充实感。与被派遣到

该地区的各国军队合作执行任务也令我真实感到自己参加了国际活动，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是一次拓展自己世界观的绝佳经历。

作为海盗应对行动派遣航空队员

 第53次派遣海盗应对行动航空队
（吉布提共和国）

固定翼飞行员

正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情
景（笔者居右）

一起工作的队员（笔者居中）

为参加初级干部的培训和促进各国的友好亲善，作

为海外航行的练习舰队司令部人员（通讯员），在练习

舰队工作了约5个月，在从事通讯员工作的同时，我还

负责在日本国内外使用无人机拍摄工作，停泊地召开

舰上招待会的干事工作。使用无人机拍摄对外公开的

视频，在招待会上努力进行让日本国内外的客人理解

自卫队的活动。练习舰队司令部虽然人员人少、工作

量也多，但是在这里能积累在其他部队无法体验的宝贵经验。

今后我仍将积极工作，让更

多的人了解自卫队的活动内

容。

2等海曹 

❶练习舰队司令部

❷通信员

舰上招待会上与哥伦比亚
小姐交流（笔者居右）

与所操纵的无人机的合影

我 作 为F-35A战 斗 机 的 后 勤 保 障 信 息 系 统（ALIS）（Autonomic 

Log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的维护管理人员，去澳大利亚廷达尔

基地开展了工作。

我在廷达尔基地，负责向三泽基地

（青森县）发送航空自卫队F-35战斗

机的飞机分析数据的工作。

这是航空自卫队首次从国外发送

F-35战斗机的数据，能为在国外的部

署训练作出贡献，让我感到了作为技

术人员的骄傲和工作的重要性。

非常感谢给我这次机会，让我能够

加深与澳大利亚空军队员之间的友

谊等并获得宝贵经验，今后我会继续

投身于工作中，让自己成为能够在日

本国内外大展身手的女性自卫官。

参加机动部署美国、澳大利亚的机动部署训练

我目前在新西兰国防大学进修指挥幕僚课程。这门课程最大的特点

是，这是一门联合课程，而且班里近一半学生都是留学生。因此，得益于

新西兰的接受多样性的国民性，我们每天都会进行超越军种和国家的热

烈讨论。实际上，这是自卫队队员首次留学新西兰国防大学，收到了很多

欢迎和期待的话语。在

学中，我希望能和其他

国家的学生尽量多交

流，为今后的工作做准

备。

新西兰留学

3等空佐 中根 晃平

在德文港海军基地内的毛利人传统集会场所前
（笔者是前排左起第 5 位）

◆�◆�活跃在世界各地的
活跃在世界各地的

防卫省和自卫队
防卫省和自卫队

66

空士长 前田 结
 第3航空团整备补给群装备队 

（三泽基地）

计算机处理员

正在发送飞机分析数据的笔者

（注）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的等级和工作单位

航空 事务官
等

海上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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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侵犯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背包括联合

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规定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这种靠力量单方面改变

现状行为，会动摇包括亚洲在内的国际秩序根基

●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主要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公然

采取违背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军事行动，在夺去无辜者生命的同时，反复

发出核威慑信号，这种事态可谓前所未有。如果容忍如此侵略行径，难免发

出在其他地区亦允许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错误信号，包括我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绝不该原谅

●乌克兰自身的顽强抵抗，加上国际社会共同实施的有力制裁等对乌克兰持

续不断的支援，使得俄罗斯不免付出巨大的代价。我国应该意识到，日本是

北约成员国美国的盟国，隔着欧亚大陆与欧洲遥遥相望，欧洲与印太的安

全保障密不可分，有必要持续关注后欧洲局势的变化及其战略影响

国际社会面临战后最大考验

●不共享普世价值以及不共享基于普世价值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正在扩

大势力范围。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及其企图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严重挑

战。国际社会迎来战后最大的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全球力量平衡发生

重大变化，国家间竞争凸显，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国家竞争今后也可能更加

激烈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根本性地改变安全保障的应有形态，各国都在研发可

望改变游戏规则的尖端技术，传统的军队结构和作战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

地改变

●还有在网络领域等存在的风险日益严重，存在信息战的开展，气候变化等

全球安全保障上的课题等

●围绕领土问题不断发生的灰色地带局势已成常态。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

相结合的混合战可能会以更加成熟的形式进行

日益严峻的印太地区安全保障 

●这种全球性的安全环境保障和挑战，在我国所在的印太地区尤为突出，未来可能更加严峻

●我国面临战后最严峻和复杂的安全环境保障问题。不排除未来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可能出现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

种严重局势

乌克兰哈尔科夫遭受的破坏情况(2024年1月)[法新社报道]

我国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我国周边安全保障环境

概   况 第1章

俄罗斯侵略与乌克兰防卫 第2章

Ⅰ第 部

我国周边安全保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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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凭借同盟伙伴关系的优势，优先应对中国的挑战～

●在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中，将中国

视为“步步紧逼的挑战”，将俄罗斯视为“迫切的威胁”，将北朝鲜视为

“持续的威胁”

●对美国来说，中国是最重大的挑战和战略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将优先应

对中国问题

●美国意识到无法单独应对复杂且相互关联的难题，也认为互惠互利的

同盟和伙伴关系是国家防卫战略的重心

●在印太地区，美深化包括我国在内的同盟国的伙伴关系，通过QUAD和

AUKUS等多边框架，因而展现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

●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和美国舰艇持续通过台湾海峡等，彰显对自

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的承诺

中国　～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和活动的增加～ 

●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等，不仅属于我国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事项，而且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我们必须依靠我

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等协同合作加以应对

●过去30多年里，中国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持续高水平地增加国防费。以

核武器和导弹战斗力以及海上和航空战斗力为核心的军事力量，质量和数

量都在广泛而快速地提高。中国到2030年将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可

能继续增加到2035年。中国还在增产水面战斗舰艇和潜水艇，建造第二艘

国产航母“福建”号，继续研发和部署现代化战斗机和多种无人航空机

●穿越包括尖阁诸岛周边在内的东海、日本海，甚至西太平洋等所谓的第一岛

链，到第二岛链的整个我国周边增加活动

●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日益活跃。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海空领域多次举行军

事演习。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在台湾周边的一系列活动，试图将中国军队的

常态活动状况造成既成事实，同时也试图提高实战能力

●根据不符合现有海洋法秩序的主张，中国在南海加强活动，推进将其作为军

事基地化。这是一种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进一步推动使其成为既成事实

的行为，我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南海问题直接影响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不仅是把南海当作主要海上通道的日本，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正

当关切事项

●中国正在进一步加强包括军事活动在内的同俄罗斯的合作。在我国周边，实

施轰炸机的空中联合航行及舰艇的海上联合航行，这些多次联合活动，对我

国示威的意图十分明确，可说对我国安全重大关切

日美澳印首脑会议（2023年５月）【日本首相官邸网站】

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总书记【欧洲新闻图片社=时事】

中国国产第二艘，也就说中国持有的第三艘航母“福建” 号
【中国通信/时事通信照片】

各国的防卫政策等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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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激烈的美中战略竞争，日趋紧张的台湾局势 

●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力的增长带来的力量对比变化及各种悬而未决的问

题，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更加明显

●总体来看，中台之间的军事平衡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快速变化。

●围绕台湾，中国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原则。

中国经常声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为应对美台接近，中国进一步加强了

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

●在2024年1月举行的台湾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

北朝鲜　～核武器及导弹研发的进展～ 

●北朝鲜的军事动向对我国安全构成了比以往更加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明显

损害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角度来

看，可谓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问题

●北朝鲜在过去进行6次核试验，从技术来看，拥有可搭载核武器并可达我国

弹道导弹，具备攻击我国的能力

●近年来，以极快的速度持续推进导弹研发，发射变轨飞行的弹道导弹及所

谓的“高超音速导弹”等。以搭载战术核武器为前提，力争实现远程巡航导

弹的实用化

●2023年以后，发射了采用固体燃料推进方式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级的

“火星18”并实施了以发射卫星为目的的弹道导弹技术发射。致力于通过实

现已有装备体系的多样化，确保补充核武器和导弹运用能力的情报收集，

警戒监视和侦察(ISR)手段等，提高质量上的核武器和导弹能力

俄罗斯　
～以“强国”为目标的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协作～ 

●俄军在远东地区也倾向部署最新装备，持续在我国周边展开频繁的军事活动。俄罗斯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印太地区的军事动向，与

其同中国的战略协作相辅相成，可谓对我国安全带来重大关切

●以“强大国家”为目标的俄罗斯至今进行各种新型武器的研发

和部署，自从入侵乌克兰后，还倾向于增加其兵员数量，扩大

并改编其部队编制

●俄罗斯在我国固有领的土北方领土，在非法占领下持续进行频

繁的军事活动，除了推进所在部队的设施整备外，还部署海军

所属的沿岸(地对舰)导弹和航空航天军所属的战斗机等新装

备，在周边的海域及空中也实施了大规模演习

北朝鲜公布的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时的图像【朝鲜中央通讯社】

在就任仪式上发表演讲的赖清德总统（2024年5月）【台湾总统府 HP】

普京(中)参加俄罗斯海军节纪念仪式(2023年7月)【时事通讯照片】

我国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我国周边安全保障环境第 部



小冊子-20日本的防卫

摘 要
日本的防卫 防卫白皮书

其他地区等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势力之间持续紧张的情况下，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等巴

勒斯坦武装势力的战斗人员入侵以色列领土，杀害并绑架以色列士兵和一般民众。因

此，以色列军队开始了对加沙地区的地面作战

●2023年11月以后，红海和亚丁湾不断发生胡赛武装攻击商船等事件，还发生了日本

航运企业在此海域航行的船舶被扣留的事件

向信息战等领域扩展的科学技术动向 

●科学技术创造和创新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源泉，合理运用技术不仅对安全保障，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也是不

可或缺的

●各国为了确保技术上的优势，致力研究开发AI人工智能，量子和下一代信息通信等尖端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军事领域。这些技术

有可能颠覆未来战争模式，也可能成为游戏改变者

●经常发生通过散布假信息等的信息战

围绕太空，网络和电磁领域的动向 

●有关太空的技术、信息通信网络是人们生活和军队的主要基础设施。一般认为，中

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加强了妨碍其他国家利用太空的能力，国家和军队也参与了网络

攻击。

●各国将太空，网络和电磁领域的能力视为有效阻止敌方发挥战斗力的攻击手段，因

此都在努力提高其能力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转移和扩散 

●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弹道导弹的转移和扩散是冷战

后的巨大威胁之一

●近年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対立日益尖锐，国际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复杂。在这

种形势下，国际社会难以团结一致应对军备控制，裁军和防扩散等共同课题，令人

担忧。

气候变化对安全保障和军队造成的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迫切性威胁。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战

略环境，对军队装备，基础设施，作战本身也有影响

●印太地区，海面上升或极端天气致使安全保障环境变得日趋复杂，以因气候变化而

有可能增加军事作战活动为前提，实施各种演习

行驶在巴勒斯坦加沙北部地区的以色列军队坦克(2023
年12月)【法新社时事】

北朝鲜的国家航空航天技术总局平壤综合管制所【朝鲜中
央通讯社】

北约网络演习场景【北约网站】

围绕太空，网络和电磁领域以及信息战的动向与国际社
会的课题等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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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这是有关我国安全保障的最高政策文件，不仅对外交，防卫领域，而且对包括经济安全保障，技术，信息在内的广泛领域的政策

给予战略性指导

●在2027年度，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并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因此，要采取必要措施，使所需预算水平达到2022年度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2%(11万亿日元左右)

国家防卫战略

●显示我国的防卫目标以及实现其防卫目标方法的资料

●我国政府最重大的责任，安全保障的根本就是要坚决捍卫国民的生命、和平

的生活、以及我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受到严峻

挑战，进入新的危机时期。必须面对严峻现实，着眼对手的能力和新的作战

方式，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量

●要想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就要重视下面7种功能和能力 ①防区外防卫

能力； ②联合防空导弹的防卫能力； ③无人装备防卫能力； ④跨领域作战

能力；⑤指挥控制与情报相关功能；⑥机动部署与国民保护能力 ；⑦持续

性和强韧性

●阻止侵犯我国的关键是，要拥有充分利用①（防区外防卫能力）等的反击能

力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为了依照国家防卫战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用于显示我国所需要的防卫力量的水平、达到该水平所需的经费总额和主要装

备的整备数量等的

●从制定该计划经过5年后的2027年为止，如果发生对我国的入侵，我国将担负起主要责任来应对，在接受同盟国的支援同时，阻

止和排除入侵。为了能够实现这些应对，我国加强防卫力量。大约在10年后为止进一步努力确定防卫目标，加强防卫力量，以便

能够在更早，更远的地方阻止和排除入侵

●为了实施自2023年至2027年的五年计划，以及达到必要的防卫力量整备的水平，所需费用金额为43万亿日元左右

●为了彻底捍卫国民的生命和生活，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必须以

日美同盟为基础，推动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及多边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还需要防卫力量为外交活动保驾护航。作为战略方法，我国要以“自由开放的

印太地区（FOIP）”愿景为导向开展外交活动，同时还要从根本上强化包括反击能

力在内的防卫力量

●依照宪法，贯彻专守防卫，遵循不成为对他国造成威胁的军事大国的基本方针，

确保文官统制，坚持无核三原则

岸田首相和木原防卫大臣出席航空检阅式（2023年11月）

 图表Ⅲ-1-1-1三个防御目标和三个实现目标的方法 (图像)

我国的安全保障与防卫政策我国的安全保障与防卫政策

安全保障和防卫的基本思路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个文件”

第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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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队 图

阁总

卫

队 责

统 长

统 监

挥 统

队 责

陆 长 长 长

陆
监 监 监

队务 挥 统

实际 动 队

统 战

实际 动 队

卫队 络 卫队陆 总队 卫舰队 总队

战

●国际社会迎来了战后最大的考验时刻，进入了新的危机时代。在这样的基本认识下，2024年度的防卫力量整备，依据国家防卫战

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为了实现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要

确保必需且充足的预算

●以年度支出为基准，计入了7万7,249亿日元，确保能够履行大

幅度增加的合同额的预算

●以合同为基准，计入了9万3,625亿日元，以便尽早着手建设多

个年度所需的装备和自卫队设施等。加上2023年度，实施防卫

力量整备计划所需的43万5,000亿日元合同额中，42%已采取措

施

●继续推进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的7个领域。要特别重视各种防

区外导弹的整备，搭载宙斯盾系统舰的整备，以及全国驻扎地

和基地等现有设施的强韧化

●努力确保强化防卫力量的财源

●2024年度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所需经费和 "补充完善措施 "所

需经费的总额为8万9,000亿日元，与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时

(2022财年)的GDP相比，约为1.6%

●防卫省和自卫队，按照在内阁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讨论

通过的基本方针，拟定政策并完成任务

●为了迅速有效地执行自卫队的任务，防卫省和自卫队将采用陆、

海、空自卫队一体化运用的联合运用体制

●为了强化联合运用的实效性，预定2024年度在市谷新设“统合

作战司令部”，作为一个常设的联合司令部，对陆、海、空自卫

队进行统一指挥。因此，由陆，海，空自卫队的联合作战能够实

现作战指挥的一体化，同时也能够在平时磨练跨领域作战的能

力

●依据《自卫队法》等法律，自卫队除了防卫我国外，还从事维护公共秩序、应对“重要影响事态”以及国际和平合作活动的任务

图表Ⅱ-2-2-3（在彻底加强防卫力量时重视的七项功能，能力及其示意图）

图表Ⅱ-4-2-5（自卫队的运用体制与“联合作战司令部”）

防卫力量的整备与和预算

有关自卫队行动的框架

负责安全保障和防卫的组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 � « ¬ ® ¯ � ° ± ² ³ ´ �

� �� � ¢ £ � µ ¶ � � �  � · ¸ � ¹ �
���� � ¡ º � » � ¼ ½ �
� �¾ ¿ À Á � � Â Ã Ä Å Æ

� �Ç È É   Ê Ë � 	 Ì � Í 
 
 	 �
� �Î Ï ¥ Ã � � Ð � Ñ � Ò Ó � Ô Õ �
���Ö × � Ø � � � � Ù Ú

� � � � � Û Ü Ý

Þ ß à á â ã ® ä å æ

É   ç è ¿ éêë
ì � í ¿ î

¸ ï ð ñ ò � ó � � ô

õ ö � � ° ± � � ô
ì ÷øùúî

õ ö ¼ ½ û ü

¥ Ã ý Ì þ

ÿ � � �   ð ~ � �

} | � ð � 
 	 ð ~ � �

{ ð ñ ò ð ~ � �

[

\ ] ñ ^ § � � �

_ ` @ ? � � Ø ?

« ¬ ® ¯ � ° ±
² ³ ´ �

� µ · ¸ � � �
Ã Ä Å Æ

>

带有（注）标记的图片为示意图



小冊子-23 2024年版 防卫白皮书

营造不允许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安全保障环境 

●在不允许单方面靠力量改变现状的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以我国自身防卫体制的强化为支持的

外交努力。与外交努力相辅相成，防卫省和自卫队推进与同盟国的合作以及与志同道合国家

的多层次合作，创造理想的安全保障环境

●我国作为海洋国家，强化海洋秩序，确保航行和飞行的自由与安全极为重要

●应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海上过驳”行为，以及为了我国能够稳定利用重要航道，

在中东地区采取必要措施而确保日本相关船舶的安全

应对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及其企图 
●为了影响到对方的行动，要政府齐心协力，或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共同对作为

威慑措施（FDO）而灵活选择的训练・演习以及战略性沟通加以充实和强化

●日常不断进行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侦察(ISR)和分析

●要验证未来部分任务是否可以用无人机来替代执行， 推进海上自卫队MQ-9B(海洋卫士)的运

行验证。 航空自卫队的RQ-4B(全球鹰)实现了原计划的3架体制

●根据制定“防卫大臣统制海上保安厅的要领”，防卫省和自卫队不断加强与海上保安厅的合

作。设想“武力攻击事态”，2023年度实施新的共同训练

●2023年度航空自卫队的紧急起飞（Scramble）次数为669次（应对中国飞机479次，应对俄罗

斯飞机174次）

应对包括导弹攻击在内的入侵我国的行径 
●根本性地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从防空导弹的威胁范围外应对侵犯包括岛屿在内的我国领土的舰艇和登陆部队。为了快速确保

足够的能力，我们将部署制导能力提升型的12式岸舰导弹（地面发射型），并

从2025年度开始采购美制“战斧”导弹，比原计划提前一年。

●为了强化联合防空导弹的防卫能力，着手建造配备宙斯盾系统的舰，日美共同

研发应对高超音速滑翔武器(HGV)的滑翔阶段拦截弹(GPI)

●推进采用无人驾驶装备。与有人装备相比，人员的损耗可以减少，这种装备可

以长期连续运行（同时研发无人驾驶水陆两栖车辆，这种车辆可以从任何海岸

登陆岛屿，也可以执行从海上向部队附近运送补给品等的任务）

●有关在太空、网络、电磁领域或陆、海、空领域的各种能力，有机地整合起来实

施跨领域作战

●作为共同部队新建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暂定名）等，提高西南地区的机动部署

能力

●防卫省和自卫队与相关机构密切合作，有效应对大规模恐怖主义和对以核电站

为首等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并顺利实施包括等保护日本国民的措施

正在紧急起飞（Scramble）的自卫队员

各种地面测试的制导能力增强型12型岸舰导弹（原型机）
[三菱重工（株）提供]

提前采购战斧导弹的签署LOA（承诺书）仪式（2024 年 1 月）

派遣反海盗行动航空队的P-3C预警机在中东
地区从事情报收集活动

实现防卫目标的三种方法实现防卫目标的三种方法

我国自身的防卫体制 第1章

第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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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应对信息战信息能力的措施 

●在我国周边军事活动日益加剧的形势下，防卫省和自卫队，平时就努力采取各种手段迅速准确地收集信息，推进强化信息分析等

功能

●信息战，就从争端尚未发生的阶段就开始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发布战略性信息等，影响他国的舆论和决策，因而企图营造对自己

有利的安全环境。因此国际社会重视信息战

●防卫省和自卫队将从防卫国家的观点出发，识破，分析虚假信息，并以迅速准确地发布信息等对策为关键，建立确实能够对付包

括认知领域在内的信息战的体制和态势

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的持续性和强韧性强化措施 

●为了使自卫队在战时能够顽强地活动，还为了成为切实有效的威慑力，有必要确保和维持足

够的持续作战能力

●推进各类弹药的早期整备，增设必要的弹药库

●尽快确立体制，确保维护保养费用，并消除因缺乏零部件而造成的不能出动，充分发挥现有

装备的潜力

●将主要司令部迁入地下并加固其结构的同时，还制定了有效地整合和重建全国自卫队设施的

计划（总体计划），并推进使设施更加坚固

旨在保护国民生命，身体和财产的措施 

●不仅是对我国的入侵，大规模灾害和疫情危机也构成严重

威胁。在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防卫

省和自卫队与相关机关密切合作，有效实施了拯救生命，紧

急修复，生活支援等救援活动

●为了迅速准确地，执行和维护撤离海外日本国民，自卫队保

持待命状态，平时就进行联合训练等。

2023年执行了两次撤离任务（苏丹和以色列）

●给反海盗部队另行增加了在吉布提基地完善临时态势的任

搭乘务，以确保海外日本国民的安全

加强整个国家的防卫体系 

●为了保卫我国，除了自卫队精锐之外，举国一致的合作也是不可缺少的

●为此，除了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之外，统合包括外交力量、情报力量、经济力量和技术能力在内的国力，并将所有政策工具结

合起来，构建起整个国家的防卫体制

●作为其重要部分，为了完善使防卫力量得到根本性增强的措施，作为于此

密不可分的措施，还为了加强综合防卫体制，政府在相关省厅的框架内推

进在四个领域的措施

翻修后的 F-15 战斗机的掩体
（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

修改前修改前

修改后修改后

在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中拯救灾民的自
卫队员（2024年1月）

撤离在以色列日本人的搭乘飞机抵达羽
田机场（2023年10月）

研发

网络安全保障
为提高我国与志同道合国家的

威慑能力的国际合作

公共基础设施整备

根据防卫省的意见，将研发需求与相关省

厅掌握的技术种子(民用目的的研究)相匹配

采用主动网络防御

内阁网络安全中心的发展重组

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构（OSA），

为加强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保障能力和

威慑力做出贡献

对机场和港口进行必要的改造，主要用于民

用，同时也有助于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

的顺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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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安保体制概要 

●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我国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石。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将关

系到更有效地发挥美国的能力，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美国不仅与我国共享民主主义、尊重人权、法治、资本主义经济等基本价值观以及维护

世界和平与安全相关的利益，在经济方面也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我国一直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确保我国的和平、安全与独立

●日美，在防卫和外交等的各个层级面密切地进行安全保障相关政策磋商，如“2＋2”会

谈等

强化日美共同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 

●我国的防卫战略和美国的国防战略一致认为，首要任务是统合一切方法和手段，而阻止

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日美各自作用、任务、能力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进一步强化日美共

同的威慑力

●日美为了能够共同顺利地开展包括太空、网络、电磁领域的跨域作战将进一步深化合作。

对我国的反击能力而言，日美要共同构建合作态势，更有效地发挥其具有的能力。 今

后，要在防空、反舰作战、反潜作战、水雷战、两栖作战、空降作战、情报收集监视侦察

和瞄准（ISRT），保护资产和设施以及后勤支援方面加强合作

●通过更高端、更实战的演习和训练，提高日美同盟的应急性、互用性等应对能力

●为确保美国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延伸威慑依然可靠和强韧，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日美之间包

括部长级会谈在内的磋商

强化同盟协调功能 

●设立同盟协调机制（ACM），其目的是两国无缝有效地调整共同应对的任务

●此后，比如在熊本地震，能登半岛地震，朝鲜弹道导弹发射以及中国在尖阁诸岛周围海

空活动等问题上，日美利用同盟协调机制（ACM）密切合作

强化共同应对基础  

●有必要强化支撑所有阶段的日美共同有效应对的基础。从根本上加强信息保护和网络安

全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防务装备及技术合作

有关驻日美军驻扎的措施 

●驻日美军的存在，一方面发挥着威慑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考虑到驻日美军的驻扎对当

地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影响，因而必要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努力减轻负担

●重新部署驻日美军，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同时，也是减轻冲绳等地区负担的极其重要措施。防卫省将继续努

力，争取驻日美军设施和区域部署得到当地的理解和合作，稳步推进美军重新部署

实现防卫目标的三种方法实现防卫目标的三种方法

日美同盟 第2章

第 部

日美防长会谈(2024年5月)

日美联合记者会（2024年4月）[首相官邸 HP]

日美在冲绳南方举行联合训练(2024年１月)

在冲绳县的公园（Lower Plaza Green Square）举行
纪念典礼(2024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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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推进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安全保障合作 

●为了创造不允许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安全保障环境，不仅要与同盟国加

强合作，也要与更多国家加强合作，这是极其重要的。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

(FOIP)，推进多角度，多层次的防卫合作与交流

●与在印太地区内外的各个国家开展高层交往、共同训练、能力建设支援、防卫装

备和技术合作等

●在与志同道合国家之间，进一步推进整备《互惠准入协定》（RAA），《物资劳务相

互提供协定》（ACSA），《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等制度性框架

●加强日美韩之间的合作关系，实时共享北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等

●关于女性·和平·安全保障(WPS)，在防卫省WPS推进本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加

强全体自卫队员的意识改革和国际合作。同印度太平洋各国召开有关WPS的研

讨会，为提高各国国防人员对WPS的认知做出贡献

确保海洋安全 

●对于海洋国家的我国而言，强化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确保航行，和飞行的自由

和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推进以在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进行的反海盗行动在内，推动海洋状况监视

活动等有关海洋安全保障的多边合作

为国际和平合作活动的贡献 

●防卫省自卫队向担负监视埃及和以色列停战任务的多国部队观察员团(MFO)和

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UNMISS)派遣司令部要员

●通过向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维和行动训练中心派遣职员、支援联合国三角伙

伴关系计划(UNTPP)等，为联合国的国际和平活动做出积极贡献

●在国际紧急救援行动方面，自卫队随时准备应对受灾国的紧急请求

为军备控制、裁军及防扩散的贡献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作为其运载工具的导弹等的扩散、武器以及可转为军用的

货物和敏感技术的扩散，都是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的紧要课题

●防卫省・和自卫队积极参与军控、裁军、防扩散相关的国际性体制整备和训练

与志同道合国家等合作 第3章

第2次日本-太平洋岛国防长会议（2024年3月）

在亚丁湾直接进行船只护卫工作的护卫舰“雷”（2023年11月）

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工作的队员

参加防扩散安全倡议（PSI）训练的队员(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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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防卫生产基础 

●当今，自卫队只能使用高技术装备，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完成防卫我国的任

务。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是确保优秀装备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可以说，这就是我

国的防卫能力本身，需要从根本上加强

●我国的防卫产业承担着装备物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研究、开发、生产、维护

和整备，补给，停止使用等），因而装备与防卫产业是密不可分。《防卫生产基础

强化法》已通过并生效，通过该法能够采取必要措施，维持并强化防卫产业生产

先进装备并确保高可动率的能力

●依据该法，防卫省公布了基本方针。按照这一基本方针，除该法规定的措施外，

还将推进振兴防卫产业、打造强韧的供应链、强化保全防卫产业等强化基础等

措施

加强防卫技术的基础 

●为了获得新作战方式所必需的装备品，如何利用我国现有的技术是极其重要的。以我国高技术实力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是

促使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源泉，也是事关我国安全保障的综合国力

的主要因素。此外，不墨守陈规，将我国多年来培养起来的官民的高技

术能力积极应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是强化我国防卫体制不可或缺的

●防卫省制定了《防卫技术指针2023》，具体阐明了强化防卫技术基础的

方针，为防卫省统筹有力推进各项举措提供指引。根据这一指导方针，

防卫省推进加强防卫技术基础的各项举措，目的是在未来也活用技术

而保卫

●对于我国的防卫来说，为了未来也确保空中优势，持续持有最尖端的

优秀战斗机是不可缺少的。关于下一代战斗机，集中日英意三国的技

术，分担研发成本和风险，共同研发能保证未来空中优势的优秀战斗

机。日英意三国签署了关于设立国际机构GIGO的条约，这是确立高效

合作体制不可或缺的条约

●需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创新和能生产出划时代装备的功能。在防卫装

备厅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暂称)，参考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DARPA）的措施等，通过采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开展能从

迅速变化的各种科学技术中，创造出能大幅改变未来战法的革新性功

能和装备

加强共同基础加强共同基础Ⅳ第 部

第1章加强所谓防卫力量本身的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

最上级护卫舰“涌别”举行下水仪式（2023年11月）

日英意国防部长签署设立GIGO条约（2023年12月）

防卫装备厅正在研制的电磁轨道炮（Rail 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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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防卫装备、技术合作和防卫装备转移 

●转移防卫武器装备，特别是为了在印太地区维护和平与稳定，阻止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创造

出对我国有利的安全保障环境，为遭受违法侵略的国家和遭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国家提供

支援等的一种重要的政策手段

●为了在更广泛的领域顺利进行安全保障上意义重大的防卫装备转移和国际共同开发，执政党工

作组对修改制度反复讨论，2023年12月，政府部分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运用方

针》。这使得广泛领域的防卫装备都会转移，同时对转移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2024年3月，对《运用方针》进行了部分修改，由于允许我国向非伙伴国家直接转移下一代战斗

机的成品。在内阁会议决定时，确认，今后实际进行转移的时候也要内阁根据个别情况而决定

●通过加强防卫装备及技术合作，包括防卫装备转移和国际共同开发，提高对方国家军队的能力，

维持和加强与对方国家的中长期关系。2023年度，宣布与美国共同开发GPI，与澳大利亚签署《关

于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项目的协议》。对于菲律宾，我国向菲律宾空军交付了第一台和第二台

预警控制雷达，这是我国首次向海外转让整套装备的案例

加强人才力基础 

●防卫力量的核心是自卫队员。为了发挥防卫力量，要在确保必要人才的同时，也

要营造良好的环境，让所有队员都能保持高昂士气和强烈的自豪感，并能发挥

各自的能力，不断增强人才基础

●根据“关于强化防卫省和自卫队在职人才的专家讨论会”的报告等，实施各种措

施，确保包括外部人才在内的多种人才，推进队员的整个生活周期中的活跃

●加强招募活动和社会聘用、充实加强自卫队学生奖学金制度、灵活任用预备自

卫官、提高自卫官的退休年龄、重新任用退休自卫官等

●提高待遇、改善生活工作环境、强化再就业支援、荣誉礼遇等，在队员在职中和

退休后的各个阶段实施有效措施

营造一个绝不容忍骚扰行为的环境 

●为了营造绝不容忍骚扰的环境，我们正在推动从根本上重新探讨对骚扰案件的处理和预防骚扰的措施

●根据防卫大臣指示设立的“防卫省预防骚扰对策专家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和特别防卫监察的结果，设立了“预防骚扰对策探讨小

组”，探讨有效措施包括修正解决问题体制和教育方法

●防卫大臣等定期发布关于防止骚扰行为的顶层提示，重新探讨防止骚扰行为的教育活动，利用教育机会改革队员的意识，使惩戒

处分标准合理化及明确化，扩充解决问题体制，再次广泛周知负责解决问题的单位的信息，营造绝不容忍骚扰的环境

菲律宾空军举办的第一台预警控制雷达
交接仪式（2023 年12月）

第2章加强自卫队员作为防卫力量核心发挥能力的基础

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救灾行动中的预备自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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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女性的积极参与 

●要想确保能够持续应对各种事态的态势，就必须营造良好环境，让职

员处于身心健康的状态，并且保持高昂士气和自豪感，能够使其能力

得到充分发挥

●为促进女性职员的积极参与和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推进远程办公

和无纸化，严格管理工作时间，鼓励男性职员申请育儿假，营造所有职

员都能舒适工作的职场环境

●在派遣到灾害现场等需要快速应对的情况下，推进在自卫队的驻地等

临时照看职员子女的紧急出勤支援措施

●除了扩大女性自卫官的录用和晋升和取消对女性自卫官分配限制外，

还要改善支持女性参与的教育基础，推动着眼女性自卫官增加整备生

活区和舰艇等的女性专用区

变革医疗卫生功能 

●自卫队医疗卫生，不仅重视维持队员的强健体魄，还要从持续性和强

韧性的观点出发，变成为拯救自卫队员生命和身体的组织

●为了提高战伤医疗应对能力，将强化医疗卫生功能，推进以下的三大

支柱: ①强化从第一线到最终后方运送目的地的无缝衔接的医疗和运

送后方态势；②强化有关医疗卫生的综合运用态势；③防卫医科大学

运营的根本性改革

●根据“防卫省和自卫队战伤医疗输血相关专家讨论会”的建议，自卫队

构建血液制剂自主确保和储备态势

●2024年度新设“外伤﹒烧伤﹒应对事态医疗中心”等，强化防卫医科大

学的功能，对于进行战伤医疗处置的医官而言学校就是临床现场

●作为国际紧急救援活动，开展各种国际合作活动，如向海外受灾地区

提供医疗救护，支援医疗领域的能力建设等

加强政策拟定功能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复杂，迅速的战略环境，需要拟定有战略性，灵活性的防卫政策

●作为从有识之士得到政策性建议的会议体，召开了“关于加强防卫力

量的有识之士会议”，就根本性地加强防卫力量（情報本部）等进行了

坦率的讨论

●除了加强与相关省厅、民间研究机构、以防卫产业为核心的企业的合

作之外还要推进强化知识基础，改进和加强以防卫研究所为核心的防

卫省和自卫队的研究体制等

为参与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救灾行动的职员提供紧急出勤支援措施

防卫研究所主办的政策模拟国际会议“Connections Japan 2023/24”（2024年1月）

2023年度自卫队联合演习“05JX”中的联合后勤补给和医疗训练（2023年11月）

加强共同基础加强共同基础Ⅳ第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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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演习相关的各项措施 

●防卫省，自卫队为了履行我国的防卫任务，作为防卫力量核心的各队员和各部队平

时就保持和提高，而高能力和高技能水平正是我国威慑力量和应对能力的根本

●为了强化防卫省和自卫队以及与美国的共同威慑能力和应对能力，积极实施各种

高水平训练和演习

●我国认为为了维护我国和平，围绕我国安全保障环境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为了实

现FOIP，积极推进在广阔的印太地区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进行共同训练

各种训练环境的整备和安全管理 

●为进一步充实训练环境，推进扩充在国内外的训练实施基础的同时，利用与其他国

家共同训练的机会

●防卫省和自卫队平时就彻底进行安全管理

与社区和谐共存的相关措施 

●防卫省和自卫队的各项活动，只有得到每个国民和地方政府等的理解和配合才

能进行，要进一步深化社区和国民与自卫队的相互信赖。

●驻日美军是确保我国安全极为重要的因素，为了驻日美军的稳定驻扎，取得周

边地区地方政府的理解和配合是不可缺少的

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 

●防卫省和自卫队作为政府成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等各种难题，并

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的同时，还将推进以自卫队设施和美军设施及区域与周边

地区的共生为重点的政策措施

●在2024年通常国会上，通过《防卫和风力发电调整法案》。促进平衡安全保障与

可再生能源的措施

●适当处理含有PFOS的泡沫灭火药剂等

信息发布，公文管理，信息公开等 

●为得到国民和各国的信任与合作，关于将针防卫省和自卫队的活动，通过各种

方式积极开展易于理解的宣传活动。同时还要妥善管理行政文件，并适当地回

应信息公开的请求

2023年自卫队举行“05JX” 联合演习(2023年11月)

日本国内首次日法共同训练(2023年7月)

茨城县小美玉市防卫研讨会场景（2023年11月)

自卫队音乐节是自卫队纪念日纪念活动的一部分（2023年11月）

训练和演习相关的各项措施 第3章

有关社区和环境共生的举措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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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空自卫队编制

第2师团（旭川）
第5旅团（带广）
第7师团（东千岁）
第11旅团（真驹内）
第1炮兵团（北千岁）
第1高射炮兵团（东千岁）
第3设施团（南惠庭）
北部方面混成团（东千岁）
北部方面航空队（丘珠）
其他部队

第6师团（神町）
第9师团（青森）
东北方面炮兵连队（岩手）
第4岸舰导弹连队（八户）
第5高射炮兵群（八户）
第2设施团（船冈）
东北方面混成团（仙台）
东北方面航空队（霞目）
其他部队

南西航空方面队司令部（那霸）
第9航空团（那霸）
南西航空警戒管制团（那霸、各地）
南西高射群（那霸、各地）
南西航空设施队（那霸）
其他部队

警戒航空团（滨松、各地）
航空救难团（入间、各地）
航空战术教导团（横田、各地）
侦察航空队（三泽）
其他部队

北部航空方面队司令部（三泽）
第2航空团（千岁）
第3航空团（三泽）
北部航空警戒管制团（三泽、各地）
北部高射群（三泽、各地）
北部航空设施队（三泽、千岁）
其他部队

中部航空方面队司令部（入间）
第6航空团（小松）
第7航空团（百里）
中部航空警戒管制团（入间、各地）
中部高射群（入间、各地）
中部航空设施队（入间、各地）
其他部队

西部航空方面队司令部（春日）
第5航空团（新田原）
第8航空团（筑城）
西部航空警戒管制团（春日、各地）
西部高射群（春日、各地）
西部航空设施队（芦屋、各地）
其他部队

北部方面队

自卫舰队 护卫舰队

航空集团

潜水艇队

陆上幕僚长

陆上幕僚监部

海上幕僚长

防 卫 大 臣

海上幕僚监部

航空总队 北部航空方面队

中部航空方面队

西部航空方面队

南西航空方面队

航空幕僚长

航空幕僚监部

统合幕僚长

统合幕僚监部

东北方面队

第1护卫队群（横须贺）
第2护卫队群（佐世保）
第3护卫队群（舞鹤）
第4护卫队群（吴）
海上训练指导队群（横须贺）
其他部队

第1航空群（鹿屋）
第2航空群（八户）
第4航空群（厚木）
第5航空群（那霸）
第21航空群（馆山）
第22航空群（大村）
第31航空群（岩国）
其他部队

第1潜水队群（吴）
第2潜水队群（横须贺）
其他部队

扫海队群（横须贺）
舰队情报群（横须贺）
海洋业务与反潜支援群（横须贺）
研发队群（横须贺）

航空总队司令部（横田）

陆上总队 陆上总队司令部（朝霞）
第1空降团（习志野）
水陆机动团（相浦）
第1直升机团（木更津）
系统通信团（市谷）
中央快速反应联队（宇都宫）
特殊作战群（习志野）
电子作战队（朝霞）
其他部队

中部方面队

西部方面队

第3师团（千僧）
第10师团（守山）
第13旅团（海田市）
第14旅团（善通寺）
中部方面炮兵连队（姬路）
第8高射炮兵团（青野原）
第4设施团（大久保）
中部方面混成团（大津）
中部方面航空队（八尾）
其他部队

第4师团（福冈）
第8师团（北熊本）
第15旅团（那霸）
西部方面炮兵队（汤布院）
第2高射炮兵团（饭冢）
第5设施团（小郡）
西部方面混成团（久留米）
西部方面战车队（玖珠）
西部方面航空队（高游原）
其他部队

教育训练研究本部（目黑）
补给统制本部（十条）
其他部队与机关

东部方面队 第1师团（练马）
第12旅团（相马原）
东部方面炮兵连队（北富士）
第2高射炮兵群（松户）
第1设施团（古河）
东部方面混成团（武山）
东部方面航空队（立川）
其他部队

教育航空集团

大凑地方队

舞鹤地方队

佐世保地方队

吴地方队

横须贺地方队

练习舰队

下总教育航空群（下总）

德岛教育航空群（德岛）

小月教育航空群（小月）

其他部队

系统通信队群（市谷）

海上自卫队补给本部（十条）

其他部队与机关

航空支援集团

航空教育集团

航空研发实验集团

航空支援集团司令部（府中）
第1运输航空队（小牧）
第2运输航空队（入间）
第3运输航空队（美保）
航空保安管制群（府中、各地）
航空气象群（府中、各地）
飞行检修队（入间）
特别航空运输队（千岁）
航空机动卫生队（小牧）

航空研发实验司令部（府中）
飞行研发实验团（岐阜）
电子研发实验群（府中）
航空医学实验队（入间、立川）

航空教育集团司令部（滨松）
第1航空团（滨松）
第4航空团（松岛）
第11飞行教育团（静滨）
第12飞行教育团（防府北）
第13飞行教育团（芦屋）
航空教育队（防府南、熊谷）
飞行教育航空队（新田原）
其他部队与机关

太空作战群（府中、防府北）
航空系统通信队（市谷、各地）
航空安全管理队（入间）
补给本部（十条、各地）
其他部队与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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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防卫

主要部队等的所在地（示意图）（截至2023 年度末）

北部航空方面队北部航空方面队

北部方面队北部方面队

第2师团第2师团

礼文岛礼文岛
稚内稚内

当别当别

真驹内真驹内

札幌札幌

旭川旭川

千岁千岁
东千岁东千岁

带广带广

第5旅团第5旅团

第11旅团第11旅团

第7师团第7师团

大凑地方队大凑地方队

三泽三泽

东北方面队东北方面队

第9师团第9师团

大泷根山大泷根山

第6师团第6师团

东部方面队东部方面队
第12旅团第12旅团

轮岛轮岛

市谷市谷

相马原相马原

第1师团第1师团

中部航空方面队中部航空方面队

横须贺地方队横须贺地方队

舞鹤地方队舞鹤地方队

经岬经岬 第10师团第10师团

中部方面队中部方面队

吴地方队吴地方队

舞鹤舞鹤

千僧千僧

第3师团第3师团

竹岛竹岛

西部航空方面队西部航空方面队

吴吴

第13旅团第13旅团

第14旅团第14旅团佐世保
地方队
佐世保
地方队

第4师团第4师团

西部方面队西部方面队

南西航空方面队南西航空方面队

见岛见岛海栗岛海栗岛

背振山背振山
福冈福冈

筑城筑城

健军健军

相浦相浦

福江岛福江岛

下甑岛下甑岛
第8师团第8师团

南西航空方面队南西航空方面队

冲永良部岛冲永良部岛

久米岛久米岛

宫古岛宫古岛

尖阁诸岛尖阁诸岛

与那国岛与那国岛

与座岳与座岳
第15旅团第15旅团

横田 市谷市谷

入间入间

练马练马 习志野习志野

朝霞朝霞

横须贺横须贺

船越船越

厚木厚木

峰冈山峰冈山

馆山馆山

网走网走

奥尻岛奥尻岛

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陆、海、空幕僚监部

陆上自卫队

陆上总队司令部（及东部方面总监部）

方面总监部

师团司令部、旅团司令部

空降团

水陆机动团

直升机团

海上自卫队

自卫舰队司令部

地方总监部

主要舰艇基地

主要航空基地（固定翼巡逻机部队）

主要航空基地（旋转翼巡逻机部队）

航空自卫队

航空总队司令部

航空方面队司令部

战斗机部队

地空导弹部队

航空警戒管制部队（雷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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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队成立70周年

防 卫 白 皮 书 发 行 5 0 版

防卫省和自卫队自成立以来，为了“不拔刀”而拼命地锻造刀剑。也就是说，锻造具有威慑力的刀，

以防患于未然，使我国免受武力进攻。此概念在值此自卫队成立70周年之际，表现出我国的防卫能

力及威慑能力基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在顺利得到强化的现状，以及今后将继续不懈努力的决

心。    

此外，封底刊登的照片是在防卫厅开厅纪念仪式上，自卫队员向第一任防卫厅长官木村笃太郎敬

礼的情景。

封面概念“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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