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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高官称

年内加息渺茫

据新华专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一名高级官员说，随着就业增
长黯淡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联
储年内加息难度较大。

美联储理事丹尼尔·塔鲁洛１３
日告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ＣＮＢＣ）记者，他预期美联储年
内不会加息。塔鲁洛是美联储决策
机构公开市场委员会１０名投票成员
之一。

塔鲁洛说，他对在时机尚不成
熟时加息感到担忧，因为可能妨碍
美国经济增长，后果可能比推迟加
息“更难应对”。

无独有偶，美联储另一理事莱
尔·布雷纳德本周发声，称美联储加
息前需要“观望并等待”。

她并未具体说明预期何时加
息，但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拖累
美国经济。

塔鲁洛和布雷纳德发表上述
“鸽派”论调前，美国发布９月就业数
据显示，美国当月新增１４.２万个工
作岗位，低于分析师预期。美联储主
席珍妮特·耶伦上月曾表示，除非经
济情况令人瞠目结舌，否则她预期
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

韦尔斯资本管理公司高级经济
分析师加里·施洛斯贝格尔说：“如
果他们继续谈论年底加息，将不断
失去公信力。他们不应采取行动的
理由不胜枚举。”

IS证实

二号人物被炸死

本报讯 据外媒报道，圣战组
织伊斯兰国（IS）13日呼吁穆斯林对
俄罗斯和美国发动圣战，以反制美
俄在中东发动的“十字军战争”，并
誓言击败俄罗斯。

根据伊斯兰国支持者散播的
录音讯息，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德纳
尼在演说中表示：“各地的穆斯林
青年，点燃对俄罗斯和美国人的圣
战，以对抗他们对穆斯林发起的十
字军战争。”

阿德纳尼表示：“俄罗斯将会
被击败。”阿德纳尼在同一录音讯
息也证实伊斯兰国第二号人物夸
拉希今年稍早遭美国空袭击毙。

录音演说未提及伊斯兰国最
高领导人巴格达迪。巴格达迪的车
队11日传遭伊拉克空军空袭，他的
命运未卜，伊拉克安全机构表示还
在设法查证他被炸伤的说法，但也
有官员透露，他可能根本不在场。

据中国日报

美核航母参加

韩国海上阅兵

据新华社专电 韩国海军定于
本周末开始大规模海上阅兵，以纪
念韩国海军建军７０周年，美国将派
新驻扎日本的“罗纳德·里根”号核
动力航空母舰参加。

韩国海军１３日说，“２０１５大韩民
国观舰式”定于１７日在南部港口城
市釜山的近海拉开帷幕，为期７天，
其中１７日、１９日和２３日将举行海上
阅兵和军事演习。韩国海军大约３０
艘舰艇将参加观舰式，其中包括一
艘装备“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
和数艘主力潜艇。美国将派本月１日
进驻日本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的

“里根”号航母和两艘“宙斯盾”驱逐
舰、一艘巡洋舰参加２３日的海上阅
兵，以展示韩美同盟的强大军力。参
加观舰式后，“里根”号还将与韩国
海军进行反潜、防空、反水雷等科目
的联合演练。

安安倍倍就就““南南京京大大屠屠杀杀申申遗遗””表表遗遗憾憾
遭国务委员杨洁篪当面反驳

安倍鼓吹“向前看”

据时事新闻社14日援引
日本首相官邸透露的消息称，
安倍当天与杨洁篪进行了约
四十五分钟的会谈。安倍在会
谈开始时表示，必须发展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杨洁篪回应
称，两国互为重要邻邦，我们
希望日本方面向改善关系的
方向推进。

在会谈进行中，安倍就中
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递交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
历史档案获得世界记忆遗产
认定一事，向杨洁篪表示“遗
憾”。称“希望不要过度地将过
去不幸的历史当作焦点，要构
建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对
于安倍的这一主张，杨洁篪当
面予以了反驳。杨洁篪指出，
这个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
基础，希望日方本着“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
理。中方对日方干扰阻挠《南
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
名录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日方
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
史，以实际行动取信国际社
会。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并非
杨洁篪此次日本之行中首个作
出类似表态的日方领导人。据
共同社报道，10月13日，杨洁篪
应邀在东京同日本国家安全保
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共同主持中
日第二次高级别政治对话。双
方表示将充分利用高级别政治
对话渠道，继续为推动两国关
系持续改善发挥积极作用。但
在对话中，谷内也对中国《南京
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
产提出了抗议。此外，14日，日
本自民党总务长二阶俊博在与
杨洁篪进行会谈时也表示了类
似的态度。

态度死硬为哪般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申报
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
界记忆名录》，该结果引发日
本的强烈不满。日本政府10日

通过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
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此
次杨洁篪访问中，日本政要对
于该问题的态度可以被看做
这种不满的延续。

据日媒早前分析认为，中
日韩三国眼下正在围绕预计
在10月底举行的三国首脑会
谈，以及中日、日韩首脑个别
会谈展开外交上的调整。为
此，中日近期展开了一系列外
交互动，就在杨洁篪访问日本
的同时，日本联合执政的公明
党党首山口那津男13日下午
抵达中国北京。访华期间，山
口预计将受到习近平的接见，
并转交安倍的亲笔信。

目前日本国内希望借中
日此轮频繁互动能为两国关
系带来转机的声音占了主流，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各政要为
何又在南京大屠杀申遗问题
上对华采取挑衅姿态呢？

综合日本各媒体的言论，
日本此次对于南京大屠杀申
遗敏感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
是中国此轮申遗的举动，被日
本一些媒体解读为“反日宣
传”的强化，一些日本人对于
中国是否想与日本缓和关系
抱有疑虑。更为重要的是，在
二战后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
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被认定
为“20万以上”，与中国此次申
遗时主张的“30万以上”存在
差别。日本国内有舆论担心，
此次申遗的成功，将成为未来
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独断”的

先例，日本在类似问题上将陷
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以上这些
顾虑，是日本在此次风波中态
度死硬的主要原因。

决心“制裁联合国”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同
样是在10月14日当天，日本自
民党召开正式会议，并作出决
议，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提供经
费，并拟于近日正式提交日本
政府。日本自民党会议同时还
要求日本政府敦促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改善”相关评选制度。

此项决议公布前，13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已
经通过非官方形式放出风声，
先是高调证实媒体有关日本
考虑停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提供经费的消息，然后又

“强烈要求”该组织进行相关
评选制度改革。对此，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曾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
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
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
中方严肃敦促日方立即停止
无理纠缠和对教科文组织的
干扰威胁活动，切实正视和深
刻反省侵略历史，纠正错误。

日日本本正正式式““入入伙伙””美美印印军军演演
三国印度洋联合演习，曾被怀疑针对中国

本报讯 日本与印度和
美国１４日开始在印度洋举行
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三国时隔
８年后首次在这一海域举行类
似军演。据印媒报道，三国政
府已达成一致，把这一军演形
式固定下来，这意味着日本将
从该演习中“常客”正式转型
为“伙伴”。

自１９９２年以来，印度和美
国海军每年都举行代号“马拉
巴尔”的联合军演。对于今年
这次在孟加拉湾举行的演习，
印度和美国再次邀请日本海
上自卫队加入。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
上自卫队派出其“冬月”号驱
逐舰参加演习。美国方面出动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和一艘核动力潜艇。印度海军
则派出一艘潜艇、多艘水面舰
艇和海上巡逻机。按照路透社
的说法，印度的两艘航母均不
参加这一演习。

演习持续一周，旨在提升
反潜能力和进行搜救行动等
演练。印度海军发言人Ｄ·Ｋ·
夏尔马说，演习内容涵盖各方

面，“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
况，包括反海盗行动、人道援
助和灾难救援”。

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第４
次参加“马拉巴尔”演习，也是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首次参加在孟
加拉湾举行的这一演习。

２００７年９月，日本、印度、
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在孟
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０７”
军演，内容包括打击海盗、海

上反恐、防空和空中侦察、拦
截等。

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又
参加了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４年印美
在日本近海举行的这一联合
军演。

印度国防部一些消息人
士１２日曾告诉路透社记者，
印、日、美三国政府如今已达
成一致，把这一军演形式固定
下来，每年都将举行。但他们

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
斯里坎特·孔达帕利说，澳大
利亚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同样
表示有兴趣加入“马拉巴尔”
军演。

此次联合军演，也引发
了外媒对于该演习是否针对
中国的猜测。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近日在被问及中
国对军演的反应时表示：“你
问印美联合海上军演是否针
对中国，我觉得是多虑了。”
她表示，世界各国之间会进
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与合作，
她不认为此类活动都是针对
中国的。她还表示，目前中
美、中印关系发展良好，希望
有关各方之间发展关系和合
作，能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
出积极贡献。不过，日本媒体
则臆测称，中国近年来在印
度洋的存在感日益增强，对
于美日印做出的相关行动，
中国“在表面上展现出了静
观的态度”。

综合新华社、环球网

10月14日，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在首相
官邸会见了中国国务
委员杨洁篪。作为中
日双方之间“久违”的
一次高层互动，双方
就各项共同关心的问
题交换了意见。不过，
会见中也出现了一段
令人不快的插曲———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安倍晋三在与杨洁篪
会谈时，就中方申报

《南京大屠杀档案》登
录世界记忆遗产一事
表示了遗憾，杨洁篪
对此进行了反驳。

本报记者 王昱 编译

10月14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4年美印军官在“马拉巴尔”军演开幕式上致辞。(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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