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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指出日方应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

两两国国要要管管好好老老问问题题，，防防止止新新问问题题

本报记者 龚海

中方不含糊
当面反对部署“萨德”

在会见中，习近平表示，上
个世纪30年代，为抗击日本侵略，
韩国临时政府曾在杭州坚持了3
年。欢迎朴槿惠总统来到这个在
中韩关系上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一上来，中方就打出了“情
感牌”，习近平强调，中韩两国是
近邻，共同利益广泛。中方愿同
韩方维护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
中韩关系，希望双方努力扩大中
韩合作积极面，抑制消极负面因
素。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确保中韩关系行稳致远。

中韩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
渊源，朴槿惠当选总统后，中韩
关系更是稳中有进，亮点不少，
如高层互动频繁，政治互信逐

渐提高；自贸协定开始生效，税
率减免利国惠民；影视交流量
增质变，韩流汉风交相辉映。中
韩关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
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牢固。

而“萨德”入韩的问题，让
中韩关系遇冷。

回到此次会见，就“萨德”
问题，习近平指出，中方反对美
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
统。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不利于
地区战略稳定，会加剧各方矛
盾。朴槿惠表示愿就有关问题

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就朝鲜半岛形势，习近平指

出，中方始终致力于实现半岛无
核化目标，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半岛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
对话协商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坚
持六方会谈平台，通过全面均衡
解决各方关切，争取标本兼治，
实现半岛长治久安。

在朴槿惠此次来华前，韩
媒就表示，朴槿惠此行的最大
课题是安抚反对韩国部署“萨
德”的中国和俄罗斯。显然，在

此话题上，中韩没能达成一致，
使两国业已建立起来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面临新挑战。

仍有余地
韩国立场已有松动

国际在线刊文指出，朴槿
惠9月2日曾公开表示：“朝鲜的
核威胁如果消除，韩国自然也
就没必要部署‘萨德’反导系
统”。这句话意在向外界传达了
一个信息：“部署‘萨德’是有其
原因的，而撤走‘萨德’是有其
条件的”。自韩国政府在7月份
宣布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以来，这是朴槿惠首次正式回
应撤走“萨德”的问题，即条件
就是——— 消除朝核威胁。

在针对撤走“萨德”条件
上，“消除朝鲜核威胁”的表达
比起此前有声音提出的“实现
朝鲜无核化”其实更具有一定
程度上的模糊性，也为韩方增
添了灵活性、可控性，可加大中
韩之间的对话余地。言外之意，
只要朝核问题能进入对话协商
的状态(不一定非要实现朝鲜
无核化)，就可以视为“消除朝
核威胁”，韩国自身部署“萨德”
的“合理性”就会彻底丧失。

7月份，韩国青瓦台安保室
长金宽镇曾表示“没有朝鲜核、
导弹威胁的话，‘萨德’也就没
有必要”；而国务总理黄教安则
表示“是否撤回‘萨德’是无核
化之后再去判断的问题”。

细观此前韩国政府内部对
于撤走“萨德”态度的分歧，到
目前正式提出“有条件的撤
走”，表明韩方在一定程度上已
进行了灵活的妥协。

实际也可以看到，中国本
着珍惜中韩之间来之不易的友
好合作关系、防止中韩关系进
一步恶化的方针，积极采取了
一系列举措。9月4日，朴槿惠在
座谈会上表示，她与习近平主
席就如何通过合作维护半岛和
东北亚和平稳定的问题进行了
深度讨论。她对中国致力于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所作出的努力
表示肯定：“中国为缓解半岛紧
张局势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相信中韩双方只要秉持着
对话沟通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韩两国关系还是有望持续良
好地向前发展的。毕竟，中韩之
间在商讨争议性问题时，还是
应该不断推进其他领域合作
的，中韩关系总不能一直卡在

“萨德”这道坎上。

两国关系正处于
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

在5日的会见中，习近平指
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
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
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
平稳定。当前，中日关系仍然不
时受到复杂因素干扰。双方应
该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早
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
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
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现在正处
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
阶段，双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
危机意识，努力扩大两国关系
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
关系稳定改善。中日双方应该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2014
年年底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
确保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动
摇。两国要管好老问题，防止新
问题，减少“绊脚石”。

习近平指出，中日双方应
该根据四点原则共识精神，通
过对话磋商加强沟通，妥善处
理东海问题，共同维护东海和
平稳定。日方在南海问题上要
谨言慎行，避免对中日关系改
善造成干扰。

安倍晋三表示，祝贺在中
方主导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圆满成功并取得丰硕
成果。日方重视对华关系，同意
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日方愿
努力同中方建立互信，希望按

照日中达成的有关共识精神，
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并就相关
问题同中方保持对话。日方希
望推进同中方在金融、贸易、环
保等领域合作。

日本对中国误判
后有所醒悟

中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双
边关系，但自2010年以来中日
关系发展跌入谷底，2014年后
虽有回暖迹象，但总体上仍然
还没有走出冰点。究其原因，主
要是日本的对华观出现了问
题，从而导致其对华战略和对

华外交方针发生了一系列不利
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调整。

有分析认为，日本的对华
观以2010年中日GDP发生逆
转为契机开始出现偏差，并朝
着错误的方向越滑越远。早已
习惯了长期“日强中弱”格局的
日本，如今被中国超越，自尊心
严重受挫，开始非常情绪化地
看待中国的发展。

安倍晋三2012年年末第二
次组阁上台时，对中国展开的
近乎疯狂的围堵，导致中日关
系跌入冰点。有分析认为，这是
因为日本忍受不了中国的崛
起，日本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

展模式能与世界经济大萧条相
抗衡，不认为东亚大国能逃脱
美国霸权的掣肘与打击而崛
起，远东早晚有战事。但日本并
没有等来这一刻，却看到了另
一番让其震撼的景象。

2013年，中国第五代领导
人集体登台亮相，并很快提出
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的发展方
案，欲与全球化进程结伴而行，
与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向世
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姿态和形
象。日本的对华认识，随着中国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展
开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微调。

就重启对话达成一致
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日关系一波三
折。安倍晋三二次上台执政以
来，日本的自我定位及在世界
中的“角色扮演”发生着很大的
变化，中日关系溢出双边范畴
的“国际化”也成为日益显著的
现象。随着美国加大“亚太再平
衡”的力度，中国着力践行“一
带一路”倡议，中日在国际和地
区的矛盾摩擦确实有所加剧，
同时两国发展的战略对接与国
际潜力也在增加。

G20杭州峰会前夕，中日
关系有些转暖迹象。8月24日，
安倍晋三会见出席第八次中日
韩三国外长会的中日韩三国外
长时表示，日方祝愿峰会成功
并愿为此提供尽可能的协助。

在这次中日韩外长峰会上，中
日两国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
会后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日问
题目前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并
敦促双方都要遵守四点原则共
识管控分歧。

这次中日首脑会晤使得安
倍晋三原定于5日晚8点召开的
发布会推迟了一个小时。就这
次会谈，安倍晋三介绍，双方就
重启各方面对话达成了一致，
就加快防务海空联络机制达成
了一致。安倍的这一介绍，似乎
应验了此前外界推测的“预计
成果不会很大”。

今天的中日关系站在一个
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也进
入了一个需要反思的新时代。
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中国社
科院前副院长武寅认为，新时
代中日关系的实质和出路是创
建新型大国关系。

所谓新型，是指大国之间
不走世界史上冲突对抗、强权
政治的老路，而是通过对话、沟
通，用政治手段去解决彼此间
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日两个
大国存在国家利益分歧，价值
观差异，还存在着领土争端、历
史认识等诸多难题。探索和促
进建立中日新型大国关系，既
是东亚和平的需要，是世界和
平的需要，也是作为国际社会
负责任的大国首先应该负起的
责任。创建中日新型大国关系
必须从源头抓起，这个源头就
是建立战略互信。 据新华社、
澎湃新闻、人民网、凤凰卫视等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打打““情情感感牌牌””，，反反““萨萨德德””也也不不含含糊糊

今年以来，日本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小动作不断，使得中日关系在前不久达到了2014年10月“四点共识”达成以来最坏的状况。G20杭
州峰会上中日首脑会谈能否举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对于这次中日首脑会谈的成果，安倍晋三在随后的发布会上介绍，双方就重启各方面对话达成了一致，就加快防务海空空联络机制达
成了一致。习近平在会见时指出，双方应该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齐鲁晚报要闻中心出品

嗷~夜

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聚焦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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