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会 “抛弃军队的国家 –哥斯达黎加的和平路线 ” 

        ～在日本宪法追于被‘改正’的现在～  
 

讲师： 乗
よつのや

 浩子
ひ ろ こ

 教授 

（前帝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专门研究领域为拉丁美洲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 

日期： ２０１７年３月４号（周六）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 

地点： 国分寺 Lホール（Ｌ
エル

大厅） 

  国分寺市南町 3-20-3 （ＪＲ中央线 国分寺车站大厦 8楼） 

 
 2015 年，政府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所谓的“战争法”），并日本自

卫队已经开始了在战争法中新加的“跑来护卫工作”。安倍政府解释该护卫工作是自卫队在参

加 PKO（国际联合和平维持活动）等的活动中，从陷入困境的其他国家军队或 NGO（非政府组

织）接到了救援请求的情况下，自卫队带着武器去救援的工作。但这实际上这是和参加战争

一样的。安倍政府还策划着改坏日本宪法的明文规定，想把宪法明文上的自卫队改为军队“国

防军”。 
 

 “万一被攻击怎么办？”等等的不安、“还是军队是必要的”“一般的国家都有军

队，日本也和他们一样需要军队吧”等等的军队必要意见也不少。另一方面，中美洲的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作为“不拥有军队的国家”重新受到了关注。我们认为学习哥斯达黎

加将会得到一些希望，由此决定了开本次学习会。 

    日本的和平宪法在追于被改坏的现在，为了阻止日本变成“又可以打战的国家”，期待大

家的参加！                                              （费用：免费） 

 

主办：NPO法人中国帰国者の会  协助：子どもと法・21 

（电话：03－3353-0841 石井法律事务所） 

【乘教授的留言】 
 

中美洲的小国哥斯达黎加在内战的第二年，哥宣布废止国军（1949 年），并此后哥斯达黎加的政权
交代都是以民主方式来实行，这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很少见的。针对古巴革命（1959 年）后发生的中
美纷争，哥斯达黎加仍然坚持“废除武装力量和中立并以对话来实现和平”。虽然美国当代里根政府表
示反对，但哥阿里亚斯总统却推动了中美州四国总统呼吁对话，最后成功达成了和平协议（87 年 8 月）。
因此，当年，阿里亚斯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冷战后，哥斯达黎加展开了废除武装力量的和平外交，招致了联合国的和平大学，于 2007 年与中
国重新签署了建交公报，并与美国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哥斯达黎加还努力推动了生态游等旅
游行业。在国会方面，分配制度被采用，女性议员占 4 成，并于 2010 年女性总统被当选了。社会福利
制度和初等教育的免费化等等，整个国家正在推动民主化。 
 
    去年 10 月底，墨西哥和奥地利等国家共同提出了在联合过开始核武器禁止条约相关交涉的决议，
但日本和核武器保有的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共同投了反对票——其理由是日本是位于美国的“核保护
伞”下。作为唯一的原子弹被曝国，日本不就是应该最要努力废除核武器的吗？ 
  
   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的墨西哥提出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拉丁美洲精致核武器条约）（1967
年），因此墨西哥的加西亚 罗夫莱斯外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学习会我想介绍在地球的另一端的拉丁美洲的和平路线的动向，并研讨日本将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