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议琉球要深挖日本军国主义基因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

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
的署名文章，其中“历史上悬而未
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
时候”一句，引起强烈反响。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政府
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冲绳和琉球的历史是学术界长期
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仅从学术
角度，对如何“再议”，发表点个人
浅见。

琉球在“华夷秩序”时代是中
国的藩属国。所以为日本所抢占，
和华夷思想在中日两国具不同特
性直接相关。第一，中国华夷思想
强调的是“华夷内外之辨”，关注

的是“华”和“夷”，而非“中国”和
“外国”的区别。历史上中国人只
有“天下”概念，没有“领土”概念。
和中国相比，日本的情况迥然不
同。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荒野泰
典的说法：“近世日本的华夷思想
所强调的，是国家意识。”第二，中
国华夷思想尊奉的是文化原则。
对于社会精英阶层而言，捍卫文
化，远比捍卫领土重要。相反，日
本华夷思想强调的是武力原则。
佐久间象山所以首倡“和魂洋
才”，就是因为看到西方器物的强
大。这领土意识和武力扩张，成为
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基因。若论

“再议”，当强调日本在幕藩体制

时代抢占琉球作为“琉球藩”，在
“废藩置县”后改设“冲绳县”，盖
因存在这种基因。如此“再议”而
不是“复述”连冲绳也承认的那段
被日本武力吞并的历史，无疑更
有说服力些。

必须强调的是，世界各国版
图经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
系，以及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
已“面目全非”。如果说“琉球问
题”属于“华夷秩序”范畴，那么

“冲绳问题”无疑属于“战后秩序”
范畴，尽管两者在历史上具有无
法切割的联系。

“冲绳问题”的形成，先是以
冷战结构的形成为背景，美国于

1951年9月在旧金山主持召开了对
日和会，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并
根据和约第三条对冲绳实施托
管；继而在1952年2月28日根据《日
美安全保障条约》第3条规定，签
署《日美行政协定》，规定了驻日
美军的地位及特权；最后于1971年
6月17日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和大
东诸岛的协定》(通称《冲绳归还协
定》)，规定“日本有权行使行政、立
法和司法方面的一切权利”。试
问，若“再议”，是否当议以“铲除
军国主义”为标榜的美国，在没有
中国和苏联等对日主要参战国签
署的对日和约中，如何将满足自
身利益的需求，凌驾于对日本军

国主义的惩罚之上？若如此“再
议”，还可举出不少实例。例如，为
获取731部队实验数据等，美方和
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的
助手内藤良一达成交易，使石井
四郎等均免遭起诉。须知，日本右
翼否定东京审判正义合法性，这
是主要依据之一。也就是说，如此

“再议”，有助于认清日本否定战
争责任的重要因素，意义毋庸赘
言。

“琉球问题”可以“再议”，关
键是如何“再议”。只有不断深挖
日本军国主义遗传基因，揭露美
国在战后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才
有意义。

随着6月6日欧盟有关中国输
欧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结果正式公布的日子临近，中欧
间光伏产品贸易争端再次受到
广泛关注。此争端受到中欧双方
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是中欧
双边会谈中的重要议题，温家
宝、默克尔等均就此发表过磋商
解决呼吁，相信也将是李克强总
理即将展开的访德之旅绕不开的
话题。

毋庸讳言，近年来全球光伏
产业因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大，整
个行业产能明显过剩。2012年该行
业的产能过剩就高达22GW，导致
光伏产品价格急剧下跌，行业大
面积亏损，包括欧盟部分企业倒

闭，全行业在经历了十余年的高
速发展后正面临全面洗牌和结构
重组阶段。

而近四年来，由于金融危机，
尤其是欧债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发
酵，欧盟成员国总体经济衰退、
2009年平均暴跌4 . 3%，且复苏乏
力，继去年-0 . 3%，今、明两年的
经济增长率仅为-0 . 1%和1 . 4%，
远落后于美国1 . 9%和2 . 6%的水
平；同时，失业持续攀升，平均
接近11 . 1% ;财政捉襟见肘，尽管
一再紧缩和巩固财政，目前的平
均财政赤字仍占GDP的 3 . 9 %，
公共债务则高达84 . 5%。迫于巨
大的财政压力，削减补贴也就成
了当然和无奈的选择，而出于扶

持清洁能源的需求，欧盟各国对
光伏存在着普遍的补贴，尽管相
较而来，其更多集中于消费端。
削减补贴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压
缩了光伏产品的需求。

作为全球最为推崇环境保护
的地区，清洁能源的倡导者和先
行者，欧洲是光伏产品的主要消
费地，光伏产业代表着未来的产
业发展方向和巨大的市场消费潜
力，从战略创新和未来潜质来看，
欧美是不愿轻易放弃的。考虑到
中国光伏行业运用大规模的资本
运作、廉价劳力和较强的制造能
力的优势，在近十年与欧美同行
竞争中，已经迅速占领了近60%的
欧洲相关市场份额，欧方显然无

法容忍中企的这一突进。而相对
于光伏产业其他主要制造国家来
看，中国不仅产业规模大，突进
快，且属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自然
成为“双反”首选。

中欧光伏争端带给我们的启
示是：其一，自从中国加入WTO

以后，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实力
大增，对欧已具备了相当的竞争
力，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中欧产业
竞争加剧、贸易摩擦正日益常态
化。欧方认为，在他们具有优势的
诸如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投资保
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未得到
中方足够的回馈，因此他们改弦
更张，从多边转向双边，不仅与
日、韩、新加坡，且和美国开始商

谈美国自身贸易区（TTIP），中国
独霸欧洲市场的情况势必“独赢
难久”。因此，对我国来讲，战略上
必须适应外部这样的变化，如以
前加入WTO时一样，主动迎击，
取舍有度；而在战术上，对类似光
伏等产业的发展、出口，行业协会
和国家、地方相关部门要避免一
哄而起，竭泽而渔，采用“温水煮
青蛙”和通过自贸区等形式避免
激烈反弹，同时绕开壁垒。本身自
己要不断创新、扩大产业纵深，平
衡内外两个市场，同时坚持主张
自己的应有权利。

开拓市场还得“温水煮青蛙”
——— 欧洲光伏“双反案”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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