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严密“封锁线线””

力图控制钓鱼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加强对钓鱼岛的实效控制，小泉执政时曾一度达到高潮。其

后，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日方又于2008年逐步加强了对该岛的监控。为达到长期非法占有钓

鱼岛的目的，日本依托海上保安厅力量，积极调动各种兵力，在钓鱼岛海域形成了“军警协同、联

合监控、多层拦截”的严密“封锁线”。而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日本争夺海洋控制权的野心。

据日本知情人士透露，

日本海上保安厅不过是日
本自卫队的“先遣队”，其情
报、指挥、通信及控制系统
均与自卫队相通。一旦钓鱼
岛事态难以控制在民事范
畴内，为达到“实际控制”这
一战略意图，日本将不惜公
开动用武力。

据日本《世界舰船》杂
志介绍，驻九州岛的第二、

四护卫队群和佐世保地方
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
钓鱼岛方向部署的骨干作
战力量。它们不仅有通用型
水面战舰和扫雷艇，还配备
了时速达40海里的导弹快
艇，企图用“以快制变”来对
付中国。日本航空自卫队则
从去年开始，将部署在那霸
空军基地的F—4EJ战斗机
换成更先进的F—15J战斗
机，作战半径不仅涵盖钓鱼
岛，就连台湾东部地区也在
其打击范围之内。今年年初，

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将驻扎在
冲绳的第一混成联队升格为
第十五旅团。根据前不久日
本媒体披露的“西南岛屿防
御计划”，包括钓鱼岛在内的

“西南岛屿”一旦“有事”，第
十五旅团将向钓鱼岛周边
海域发射美制M270远程火
箭炮，用密集的火网阻止中
国大陆或台湾舰队逼近，然
后再从冲绳出动战斗机和
驱逐舰，并派遣陆上自卫队
和特种部队参战。

日本右翼军刊《丸》曾
比较过中国和日本争夺钓
鱼岛的优劣势。该刊指出，

中国的“劣势”在于：“中国
大陆海岸线离‘尖阁列岛’

(即钓鱼岛)过远，约为先岛
群岛至‘尖阁列岛’直线距
离的2倍，即便以巧妙的突
袭方式成功占领‘尖阁列
岛’，但要保持成果，势必会
比日本付出更大的代价。”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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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武力

夺岛计划

大火力巡视舰

吓唬人

海上保安厅是日本国土交

通省下面负责海洋权益维护的

民事部门，它是日方在钓鱼岛附

近海域非法维权的“先遣队”。

海上保安厅将日本周边海

域由北至南依次划分为11个管

区，本部设在冲绳岛中城的第

11管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

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第11管区

下又依照不同的地域管辖范围
设立了几大分部。其中，石垣海

上保安部由于位置更靠近钓鱼

岛，主要承担了拦截来自中国大

陆和台湾“保钓”船只的任务。

为阻止中国民间力量的正
当维权行动，日本海上保安厅近

一两年来不断提升硬件水平，企

图借助火力威猛、性能先进的巡

视装备牢牢控制住“地盘”。

目前，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日

常监控任务由海上保安厅第

10、11管区共同负责，两个管区

共下辖各型巡视舰47艘、飞机
16架，其中3200吨级巡视舰3

艘、1000～2000吨级巡视舰8

艘。在这些千吨级的巡视舰当

中，PLH型巡视舰是日本海上

保安厅用来阻拦中国“保钓”力

量的“看家武器”。这种型号的巡

视舰满载排水量达到3200吨，

装备有数门速射炮，上面可搭载

直升机，火力远远超过周边国家

的类似海上执法船。自去年2月

份开始，该型号的巡视舰常驻钓

鱼岛海域，负责对“每一个死角”

的监控。

目前，日本拥有的PLH型

巡视舰中，吨位最大的是“敷岛”

号，其排水量约为6500吨，续航

距离2万海里以上。该舰装备有

先进的机关炮和巡逻直升机，战
斗力一点不比驱逐舰和护卫舰

逊色。日本将这种巡视舰部署在

钓鱼岛附近，无非就是要用武力

宣示其对钓鱼岛的控制权。

自从2008年12月8日中国

两艘海监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实

施正当维权行动之后，日本海上

保安厅对钓鱼岛的监控力度日

益加大，将每日在此巡逻的巡视

船数量由2艘提高到3艘，空中监

察的频率也从一天1次提高到一

天两次甚至三次。

同时，海上保安厅对钓鱼岛

“警备体制”的范围和重点也进行
了调整。此前，海上保安厅将钓鱼

岛周围划分为3个巡逻区域：距钓

鱼岛12海里范围内为“绝对禁止

区”，对进入该海域的中国船只

“不惜代价”地进行驱逐，具体手

段包括撞击、高压水枪喷射等方

式；12海里～24海里为“严格监控

区”，对进入该海域的非日籍船只

进行目标识别和喊话驱赶；24海

里以外为“警戒监视区”，根据不
同性质目标采取尾随监视、警告、

驱逐等方式予以密切监控。

整个“警备体制”的核心是

阻止中国民间船只接近钓鱼岛。

而对于钓鱼岛周围海域的中国

军舰及公务船只，海上保安厅通

常只是采取尾随监视等方式进

行监控。中国海监“12·8”行动

后，海上保安厅对该“警备体制”

进行了修正，加大了对中国公务
船只的警戒力度。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海上保

安厅实施非法维权的“后备军”。

海上保安厅的11个管区与海上

自卫队的横须贺、吴、佐世保、舞
鹤及大凑5个警备区实现了相互

交叉和重叠。一般情况下，由海

上保安厅出面处置海上事端，自

卫队舰艇予以保障配合。在钓鱼

岛海域，海上保安厅还可根据具

体事态协调自卫队舰艇参与应

急行动。

三层警备网实施遏阻

自卫队暗中

武力协防
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争

夺，除了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外，其深层动因则是日本对华

防范战略的地缘体现。因此，

为达到实际控制钓鱼岛的战

略意图，日本还积极动用各种

军事资源，在钓鱼岛海域形成

了“军警协同、联合监控、多层
拦截”的强力部署态势。

日本对钓鱼岛的军事图

谋早已酝酿多年。早在2002

年，日本陆军就成立了以夺取

离岛为目的的“离岛特战部
队”。从2004年开始，该部队

以钓鱼岛为背景进行了多次

模拟演习。其中，最为外界关

注的是2006年1月该部队首

次前往美国与美国海军陆战

队举行“夺岛演习”，双方重点

演练了包括两栖奇袭、跨海夺

岛以及试探侦察在内的多个

科目。此后，该部队还同美军

进行了代号为“铁拳”的两栖

登陆作战演习，这次演习明确

将演练对象框定在类似钓鱼

岛地形的小型岛屿作战上。

除此之外，日本自卫队承

担了军事控制钓鱼岛的主要
任务。驻九州岛的第二、四护

卫队群和佐世保地方队是日

本海上自卫队针对钓鱼岛方

向的骨干作战力量，有能力

同时实施多艘“大隅”级两栖

攻击舰的登陆行动。另外，驻

扎在冲绳的“南西航空混成

团”从空中对钓鱼岛形成监控

态势。海上自卫队第1、5航空

群的P-3C反潜巡逻机也定期

实施空中巡逻。

据《世界新闻报》

F—4EJ战斗机

M270远程火箭炮

日本的巡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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