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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在在欧欧亚亚频频挑挑衅衅逼逼中中俄俄抱抱团团
中俄军舰首现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抗议遭驳回

中俄4舰现钓鱼岛海域
吓坏了日本

当安倍晋三被助手从床
上叫起来，已经是9日凌晨1时
后。朦胧中他听到的报告，是

“中国军舰驶入尖阁列岛近海，
而且还有俄罗斯军舰”。

接完电话，安倍首相彻底
醒了。“尖阁列岛”是日文的表
述，中文名称叫“钓鱼岛”。

日本防卫省提供给安倍首
相的报告称，今日凌晨0时50分
许，中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驶
入尖阁列岛的久场岛东北的日
中毗连海域。而在这之前的8
日晚9时50分许，俄罗斯的3艘
驱逐舰也驶入久场岛与大正岛
之间的日中毗连海域。中国海
军军舰进入尖阁列岛附近的日
中毗连海域是第一次，而中俄
两国海军军舰同时出现在毗连
海域更是第一次。

中俄军舰联合出现让日方
大为惊慌，据日本共同社6月9
日报道，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
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了情报联
络室。安倍晋三指示与相关部
门和美国等密切合作，全力进
行警戒监视。

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了
护卫舰“濑户雾”号在现场对
中俄两国的军舰进行监视跟
踪，而这艘服役超过 25年的
老舰的监视对象是一艘中国
自行研制建造的现代导弹护
卫舰。日本防卫省称，这样的
导弹护卫舰中国只有2艘，分
别是“温州526舰”和“马鞍山
525舰”，排水量为4000吨，配
备有舰对舰和舰对空导弹，
还有高射炮与鱼雷，均属于
东海舰队。而俄罗斯的3艘军
舰，分别是无畏级驱逐舰、补
给舰和外洋拖轮。

日本政府怀疑，中俄两国
舰队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长
达数小时的航行，有可能是在
进行针对钓鱼岛的联合军事演
习。为此在凌晨2时，日本外务
省事务次官（常务副部长）斋木
昭隆紧急召见了中国驻日本大

使程永华进行了抗议，不过程
永华当场反驳，中国军舰驶入
毗连区是正当的，不接受抗议。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
固有领土。中国军舰在本国管
辖海域航行合理合法，他国无
权说三道四。”国防部新闻局9
日就此事的表态传递出同样的
坚决态度。

中俄军舰为何会突然出
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观察人
士指出，这可能与日美印三国
海军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有
关。据日本《产经新闻》5月16
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同美
印两国海军6月中旬将在冲绳
周边海域开展联合演习。据日
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3国企
图通过舰队联合行动，牵制中
国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
一带的活动。

日本对华、对俄外交
充满“双面人”色彩

通俗而言，毗连区可以理
解为距离海岸线12海里到24
海里之间的水域，沿岸国对其
有相应的法律权利。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钓鱼岛的毗连区海域显然是
中国的管辖海域，而中国军舰
在本国管辖海域的航行自然
是合理合法。至于中俄两国军
舰同时出现在这一海域的原
因，显然更不是别国应当置喙
之事。

耐人寻味的是，日方一直
不愿承认中俄两国军舰为“联
合行动”，其政府发布的信息只
是称中俄两国军舰在“同一时
间段”出现在这一水域，感觉似
乎是中俄两国军舰“凑巧”驶至
这一海域。这种掩耳盗铃、自欺
欺人的遣词造句，实际上恰恰
说明了日方心虚到何种程度，
以至于不敢正视自己已经陷入
的孤立局面。

日方之所以如此神经紧
张，其背后是难以掩饰的焦虑：
自去年以来，日本的对华外交
充满了“双面人”色彩：表面上
大谈“对话的大门永远敞开”，

实际行动却是处处搅局、事事
对抗，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屡
屡插手，其干预程度明显有加
深之势。

日本的对俄外交也是一
样：在2014年之后，安倍政府追
随美国对俄实施各种制裁，单
方面导致俄日关系陷入低谷；
到了去年，安倍政府却又突然
宣称要与俄方谈判领土问题，
似乎此前的事情都不是自己的
责任。这种依然充满“双面人”
色彩的做法，自然不会有任何
正面回应。问题在于，安倍政府
一直在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在国内宣扬对俄外交获得的

“成绩”，特别是在5月初，还在
国内渲染其在索契与普京会谈
的成绩。

正因为如此，此次中俄军
舰出现在钓鱼岛毗连区后，安
倍政府绝不能承认中俄军舰是
联合行动。

菲南海仲裁进关键期
北约又在欧大搞演习

观察令中国烦心的钓鱼岛
争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南
海仲裁进入关键期，号称结果
很快就出炉，背后都有着美国
的身影，特别是近两年美国走
向前台，公开向中国叫板之后，
美国与中国在南海上演着各式

“桥段”：侦察与反侦察、威慑与
反威慑等愈加频繁，外交战、法
理战、舆论战更是不可开交。而
近日以美国为首的19个北约
国家及瑞典、芬兰等5个伙伴
国拉出了3 . 1万人，在俄罗斯
家门口进行了包围式的密集军
演，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自冷
战结束以来，北约展开的最大
规模的联合军演，这让俄罗斯
恨得牙痒痒。

对于此次中俄两国军舰
的突袭行动，美国政府怎么
看？日本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
紧急采访了美国国防部，国防
部的回答是：“舰艇是在国际
海域航行，我们不作特别的评
论。”这个回答，显然日本并不
是很满意。

分析人士指出，2014年奥
巴马总统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
于《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国防
部的智囊团称：“此后，中国改
为通过船只的大型化逐步加大
对相关岛屿的施压。”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7日
报道称，美国的一份分析报告
称，在围绕钓鱼岛的攻防中，未
来中国可能比日本更占优势。
报告说，中国除强化海军力量
外，也在迅速增强海警局的体
制。这样下去，东海的力量对比

有可能形成中国占上风。
很显然，此次事件对于日

本来说的严重性在于，面对日
美强化安保合作，中俄两国军
队也在东海和南海携起了手，
亚太地区已出现“美日VS中
俄”的军事对抗新框架。东京的
政策问题专家称，严重的原因
是美日没有太大获胜的把握，
而且美国能为日本的利益在多
大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利益，是
个实实在在绕不开的问题。

综合央视网等

日日方方44年年召召见见我我大大使使1111次次

次次次次都都被被驳驳回回

9日，日本防卫省称，中国
海军军舰在所谓钓鱼岛毗连区
航行了大约两小时20分钟，在9
日凌晨3点10分驶离毗连区水
域，继续向北航行，而在同一时
间俄罗斯海军的驱逐舰和补给
舰共计三艘军舰也在钓鱼岛毗
连区水域自南向北航行。不过
日本外务省表示，俄罗斯和中
国的军舰性质不同，应该区分
对待，日方仅仅要求俄罗斯注
意并没有进行抗议。

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
导致中日钓鱼岛问题白热化，
随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保卫领
土的反制措施，包括海监、渔政
船常态化巡航、播报钓鱼岛天
气、设立防空识别区等等，逐步
在这一问题上掌握主动。4年间
日本方面共召见了11次中国驻
华大使。从年份来看，2012年、
2013年最多，分别是4次，2014年2
次，2016年1次。

从召见原因来看，6次是
抗议我海监、渔政船进入钓鱼
岛海域，今年这一次是抗议我
军舰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此
外，有 3次是抗议中日战机对
峙。一次是抗议中国划设东海
防空识别区。

让日方无奈的是，几乎
每一次召见中国驻日大使程
永华，都会被程永华坚决反
驳。程永华多次强调“钓鱼岛
及其周边附属领土是中国的
固有领土”，表示不接受抗
议，甚至数次同时向日本提
出抗议。

日本的抗议更没有影响
中国常态化的巡航，就在9日
中俄舰艇出现在钓鱼岛附近
的前一天，中国海警 2 3 3 7 、
2151、31241舰船编队在我钓鱼
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
船2016年第15次在钓鱼岛12海
里巡航执法。

这4年间，中国则召见了6
次日本驻华大使。与日方抗议
集中在钓鱼岛问题不同的是，
中方的抗议集中在历史问题
上，有 3次抗议日方参拜靖国
神社。有两次涉及东海问题，
分别是因为 2012年日方逮捕
我登钓鱼岛公民以及无理指
责我划设防空识别区。另外一
次是在最近的 2016年 4月，中
方抗议日方主办的七国集团
外长会无理涉及东海和南海
问题。

据新华社、人民网等

端午节，东海再次引发外界关注。9日凌晨，中俄军舰首次且同时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根据日方的说法，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进入钓
鱼岛毗连区海域，也是中俄两国军舰首次联合在钓鱼岛毗连区海域活动。

在中国东海、南海都面临着主权纠纷的大背景下，此次军舰出动又释放着什么样的信号？

这是马鞍山525导弹巡航舰，与9日巡航我钓鱼岛海域的导弹护卫舰为同型号。（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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