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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省 8 日决定新设

200 人的“沿岸监视”部队，以强化

“西南诸岛”的“监视与警戒”，“应

对中国海军日益积极的活动”。该

部队首选部署地点将是距离中国

最近的冲绳县的与那国岛。

尽管该“沿岸监视”部队规模

不大，日方也声称这种部署是“防

御性”的；但是，将日本近来一系列

相关言行联系起来，此举背后的深

意是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的。

首先，该部署计划矛头直指

中国，不仅日本视中国为最大假

想敌的态度已昭然若揭，而且标

志着其“防务”重心从北部边界(俄

罗斯)向西南边界(中国)的转移也

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今年年底，日

本防卫省要制定一个新的防卫计

划大纲，据悉，11 月中旬日民主党

外交安全保障调查会将向日本政

府建议，将西南“沿岸监视”部队

的部署写入新防卫计划大纲中。

同时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日

本或将调整以往在北海道、中部、

西部和西南部(冲绳)四个地区平

均军事部署的做法，改为突出西

南，把“防卫”重心移向东海、钓鱼

岛和台湾方向。作为日本国防总

方针的防卫计划大纲真要做出这

样的调整，将对未来 5 到 10 年中

日两国的总体关系及国防战略产

生重要影响。

与那国岛距冲绳本岛约 500

公里，距中国台湾最近处仅有约

110 公里，并临近中日存在争议

的钓鱼岛海域，日本自卫队由冲

绳本岛前出至此，不管表面口头

上说什么“防御性”理由，说什么

“重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都难

掩其骨子里的敌意。

其次，日本防卫省表示，“监

视队”除了将通过雷达“监视”中

国船只在“包括钓鱼岛海域以内”

的东海的活动外，还将与驻日美

军进行“情报共享”，以发挥日美

共同防卫的“最高效率”。今年以

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甚嚣尘上，

竭力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与

此同时，“美国威慑论”也开始在

日本国内盛行。日本在“日美共同

防卫”的基础上，还拉拢澳大利

亚、印度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共同

对中国加以钳制和威慑，这也正

与“奥巴马政府正在整合中国邻

居结成联盟阵线”(10 月 25 日《纽

约时报》)的做法高度契合；日美这

种做法，出发点或许有异，而“搅

浑水好摸鱼”的心态却是共通的。

更有甚者，日本《读卖新闻》

称，日美将于 12 月在钓鱼岛附

近举行联合军演。如果消息属

实，这将是自中日邦交 1972 年正

常化以来绝无仅有的针对中国

的美日海上军演，无疑是一种赤

裸裸的挑衅和对抗。

今年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多次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希望日本的相关举动能够有利

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重视中日关系，坚持发展中

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方向，双方

应相向而行，为改善两国关系，

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做出

共同努力。

日本在其西南沿海针对中国

的军事部署和计划，虽然还没有

完全付诸实施，但却展示了一种

极不友好的对抗性姿态，不仅不

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为

地区安全与稳定埋下了隐患。

美国 《华尔街日报》

美国失业率升高该不该怪中国？

一些经济学家说，国会议员

们夸大了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每

消费一美元中国商品就造成美国

制造产品消费流失一美元的观点

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笔钱也有可

能流向其他低成本制造国的产
品。同时，便宜的进口可能还会有

助于刺激美国经济和就业。

点评：最近 10 年，中国都

在埋头苦干，尽力把自己的事

情办好，而不会把自身的问题

归咎于别人，这一点美国人应

该学一学。

美国 《侨报》

中国柴油荒暴露“节能”误区

中国各地的柴油供应从 9

月开始突现紧张局面，部分地区

加油站已无柴油可卖。与往年不
同的是，地方政府为达到节能减

排指标而实行“拉闸限电”，逼迫

企业为不耽误生产纷纷买来柴
油机自行发电，柴油消耗也自然

水涨船高。

点评：“节能减排”关键在于

发展模式之变，“以油代电”的

“可持续发展”无异于掩耳盗铃。

日本 共同社

修复对华关系是当务之急

日本当局应当认清，当前之

所以会有“日美蜜月”只是因为

美国想和日本共同对付中国，当

局不应沉迷于其中，尽快修复对

华关系才是当务之急。

点评：外交不能为民粹所绑

架，修复对日关系同样是中国政

府的当务之急。

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

西方自感衰退而恐惧中国

中国人因为深知教育的价

值和勤奋刻苦的美德，以及改善

经济状况的目标而具有一种原

始性的勃勃生气；而欧洲人因不
安地感到了自身的衰退而心生

恐惧。

点评：世界代有强国出，各

领风骚数十年。

韩国 《朝鲜日报》

印度虎将赶超中国龙

印度经济属于民间主导型
经济，和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

形成鲜明对比。印度在全球金融

危机中没有遭受重创，继续疾

驰，也是得益于以民间消费等内

需领域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印度

商业人士表示：“现在的印度不
再是行动缓慢的大象，印度将成

为行动矫健的孟加拉虎。”印度

人自信地说：“像老虎一样腾起，

不久后将赶上龙(中国)。”

点评：在超日赶美的快车道

上疾驰太久，适当的时候中国也

应该多看看后视镜。

德国 德国之声

中国自信且不愿退让

中国把自己看作是东亚地区

的领头羊，是与西方利益抗衡的

捍卫者。对殖民时代屈辱的记忆

还不时泛起，因此中国不太可能

向西方的要求低头，或许对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抱怨会更加重视，

甚于对来自华盛顿的呼吁。

点评：屈辱已成过去，自信

源于实力，退让没有出路。

执笔 本报记者 王宇辰

“我的祖国就像一位母亲，

任何想出卖她的人在这一生中什

么也得不到，我不想出卖我的母

亲，我认为我所做的对我来说是比

较好的选择。”

一位巴基斯坦籍的板球运动

员从迪拜逃到了伦敦，原因是他拒

绝不正当地操纵两场比赛的结果

而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如果你看美国的电视，你

会认为我们全部都摔着跤，或者穿
着比基尼四处走动。”

在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感知正

在被像“赶上卡戴珊”这类的真人

秀节目所影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对此这样解释。

“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很简

单：英国现在对商业开放。”

英国首相卡梅伦对他此行到

中国的目的这样说道。

“我们没有感到被中国欺

压。”

11 月 10 日，马来西亚国防部
长艾哈迈德·扎希德·哈米迪在与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召开会议时这

样评价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要求对记者进行保

护，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是在谈论

自己的交易，我们的读者的权利也
要被保护。”

在过去的两年中有两名政治

新闻记者被残忍地攻击，使得 200

名新闻记者签署写给俄罗斯总统

梅德韦杰夫的网上请愿书。

“在萨达姆·侯赛因时期，我
们生活在和平之中，没有人攻击我
们，我们有人权，并得到政府的保

护，但是现在没有人保护我们了。”

10 月 31 日巴格达的一座教

堂发生了枪手袭击礼拜者之后，

在伦敦的一位叙利亚籍的东正

教大主教 8 日呼吁基督教徒离

开伊拉克。

赵玉洁 编译

周论语别有用心的“沿岸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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