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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日本玩得过于投入，过于自我陶醉了

钓鱼岛问题存在失控风险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是

小孩子过家家游戏。日本在钓
鱼岛问题上的表现实在让人
无法恭维，不客气地讲，透着
一股令人生厌的小家子气。

从非法抓扣中国渔民和渔
船，到“命名”、“购岛”、“视察”、

“垂钓”闹剧，再到高调宣布在周
边加强军事力量……日本外交看
上去的确有几分“神勇”。

然而，除了损害中日关系
大局，日本不可能借挑衅之举
捞到一丝一毫的便宜。如果说
还有什么收益，那也不过是国
内政坛争斗的几个筹码、懦夫
心理的瞬间满足而已。

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问题
上，中国连半步都不会后退，也
没有后退的空间。中国的和平发
展并不意味着一味忍让。在事关
领土问题的大是大非面前，小算
盘是打不得的。以为制造既成事
实、拉个大国当靠山就可以胁迫
中国就范，实在是过于天真。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玩得过
于投入，过于自我陶醉了。哪一天
玩得太过火了，钓鱼岛问题失控
的风险并非绝对不存在。想借钓
鱼岛问题获取内政外交资本的日
本政客们，做好这种准备了吗？

事实上，日渐紧张的局势已
引发了日本媒体的“战争猜测”，
中国社会上也出现“反击日本”
等言论。激愤情绪的高涨势必削
损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展
现出足够的耐心和善意。中方
希望日本切实信守双边迄今
所达成的有关共识和谅解，回
到与中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
分歧的正确道路上来。

据《人民日报》

海南捕捞船队西沙夜遇越南船
据中新社三沙7月13日

电 经过近21个小时的航
行，海南赴南沙捕捞船队于
13日上午7时许从西沙群岛
经过。

指挥船“琼三亚F8168”船
长林谋英介绍，1 2日2 1时
至24时，在南海范围内，海
面出现30余艘正在作业的
灯光渔船，“这个区域在休
渔范围内，不可能有中国
渔船作业，判断为越南渔
船。”

“现在距此行目的地南
沙永暑礁作业区还有400海
里，因为船队减速，抵达目
的地时间将推迟，还有60余

小时。”林谋英说。
7月12日，海南省30艘

渔船自发组成2个编队6个

小组的捕捞船队，从三亚
出发前往南沙永暑礁附近
海域开展捕捞生产活动。

中纪委回应

网上关于黄胜案件传言
新华网北京7月13日电

近日，新华网记者就有些
网上关于山东省原副省长黄
胜案件的传言走访了中央纪
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
人指出，今年6月，经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
监察部决定给予黄胜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处理。网上流传的其“有46
名情妇、46套房产，贪贿90亿

美元”等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目前，检察机关正在对黄胜
涉嫌犯罪问题依法进行侦
查。检察、审判机关和纪检监
察机关将在适当时候公布该
案结果。

中国海军一艘护卫舰
在南沙半月礁附近搁浅
事发11日，目前正在救援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据国防部网站消息：从国

防部新闻事务局获悉，7月11

日19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一艘护卫舰在南沙半月
礁附近海域执行例行巡逻任

务时意外搁浅，目前无人员
伤亡，海军正在组织力量救
援。

永暑礁(资料片)。新华社发

我外交部再次

拒绝日方抗议
综合新华社电 外交部

发言人刘为民13日表示，中方
拒绝日方就中国渔政船进入
钓鱼岛附近海域提出的抗议，
并对日方船只干扰中方公务
船执行公务表示强烈不满。

据报道，12日，又有一艘中
国渔政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日
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表示，
日方已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11
日表示，中方渔政船进入钓鱼
岛附近海域是根据中国法律
前往中方管辖海域执行正常
公务，中方不接受日方就此提
出的交涉。

中国渔政船编队在钓鱼
岛附近海域多次遭遇日本海
上保安厅巡逻船干扰。

中方渔政员均以严正立场
回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渔政船正在中国管辖海域
开展正常的护渔巡航工作，请
日方船只不要无理干扰，立即
离开。”日方因汉语水平有限，
喊话较为吃力，一次情急之下
问：“你们……日本话……有没
有会的？”对此，中方严正指出：

“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请讲中
国话。” (综合)

我渔政船斥责日方干扰：

“中国海域

请讲中文”日拉美打“钓鱼岛牌” 企图成为“正常大国”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日

方如果取得了钓鱼岛的主
权，那么它可以在中日关于
东海划界的问题当中，获得
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
土，或者说海上专属经济
区。同样，如果出现这种情
况，中方将损失数十万平方
公里的海上专属经济区。

按照日方的说法，日
本是一个岛国，它的物资
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
依赖着日本以南的海上交
通线。而这个交通线，按照
日本的说法，它要延续到

1000海里。而钓鱼岛就处
在这个所谓生命线中间的
部位。

但是日本争夺钓鱼岛
的主权，仅仅是一些经济意
义和潜在的军事意义吗？恐
怕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
就不能不讲到日本长远的
战略目标。日本的长远战略
目标，是要使日本成为所谓
的“正常大国”。而在这过程
当中，面临着突破一系列所
谓的“限制”。

具体来说，一个是日本
《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要

想突破这种限制和制约，要
取得国内的民意，要有一个
冠冕堂皇的借口。而钓鱼岛
的矛盾一旦爆发，可以在日
本形成一种所谓“保卫主
权”的民意。要想保卫主权，
发展军事力量，改变以往对
军事力量使用的限制，就成
为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国际因素讲，核心
问题是美国的制约。既然
日本要实现自己的长远战
略目标，要挣脱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的束缚和障
碍，那美国就顺势引导日

本。只要日本在中日之间
形成对抗和矛盾的状况，
增加军力和其他一些举动
的时候，美国往往就采取
默许甚至支持的状态。就
像近日，美国再次把钓鱼
岛划到日美协防的范畴之
内。

而日本也摸透了美国
的心理，只要使中日矛盾
升级，就有可能向长远目
标迈出一步。因此，钓鱼岛
争端的升级，是和日本的
目标，和美国的设计相一
致的。 综合新华社等

在“七七事变”

当天，日本首相野田

佳 彦 宣 布 拟“ 国 有

化”钓鱼岛意图；1 0

日，日本官员又称，

可能会同意在钓鱼

岛上祭拜二战时在

岛屿附近死亡的日

本人……日本使钓鱼

岛争端急剧升温，究

竟是要干什么？

格新闻分析

当地时间12日，
数十名华人代表等在日
本驻洛杉矶领事馆楼下
抗议。 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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