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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只眼”

据《日本经济新闻》8月15日报道，日
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接受采访时，再度表
达了与“五眼联盟”扩大合作的渴望。尽管
不是“五眼联盟”的正式成员国，但日本一
直在尽可能向该组织靠近，并试图加入其
中。河野太郎透露，日本已经在“不同场
合”与“五眼联盟”进行过情报共享，“如
果这种共享能够持续下去，那么日本就可能
被称作其中的‘第六只眼’。”河野太郎毫不
掩饰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的强烈渴望，他
认为日本加入该组织甚至不需要通过某些程
序，只需要“把椅子搬到他们的桌子边，让
他们把我们也算进去就行了。”

这已经不是日本第一次表达加入“五眼
联盟”的愿望。7月底，河野太郎在出席英
国所谓“中国研究小组”研讨会时就曾提出
建议，让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据英国

《卫报》 报道，日本早已同五国建立了情报
交换机制。河野太郎的意见是，通过扩大合
作范围，在更早的阶段取得情报共享和获取
更高密级情报的效果。报道称，“五眼联
盟”建立了稳固的外交联系。河野说：“在
外交、经济领域保持一致步调非常重要。”
他举例说，日本与五国合作的领域可以是气
候变化和太空垃圾处理。

美国 《外交家》 杂志 15 日指出，自
2018 年以来，“五眼联盟”已经加强了与包
括日本在内的“志同道合”国家的非正式合
作，法国和韩国也是该组织的合作伙伴。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正式加入其中的可能
性越来越大，例如在英国，加强与日本的情

报共享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五眼联盟”是指由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个国家组成的情报
共享机构，其前身是二战及战后英美两国通
过多项秘密协定而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近
来，在美国的主导下，“五眼联盟”密集出
台了一系列对华打压政策，该机构成为一个
备受国际关注的对象。

明确选边

“作为G7一员，日本始终自认为是西方
国家。而且，日本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正在加强：日美、
日英已经或者即将达成贸易协定；日本不仅
是美国的军事同盟，最近还加强了与英国以
及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日本谋求加入‘五
眼联盟’，实现情报共享，这是必然趋势，
也是日本在明确地选边站。”中国社科院日
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吕耀东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访问英
国，就日英贸易协定谈判与英方高级官员磋
商，并取得重大进展。英国国际贸易部发布
的声明称，双方正朝着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前
进，并致力于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协定。若双
方按计划达成协议，这将是英国开启脱欧进
程后首项独立于欧盟之外的新贸易政策。不
仅如此，英日贸易协定也被视为英国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重
要跳板。在此之前，日美已于 2019 年 10 月
就关税减让等达成贸易协议。

日本与英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也在
加强。分析指出，已经脱欧的英国计划更多

地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对日本掌握的情报表
现出更高的兴趣。最近，据英国媒体报道，
日本正打算选择英国BAE系统公司，作为新
一代F-3战斗机的协作伙伴。对于英国选择
日本作为在亚洲地区的合作伙伴，英国皇家
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日前发表文章分析称，

“全球化英国”应该在东亚发挥主要作用。日
本与英国具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随时准备
与英国的共同盟友美国一起促进英国在东亚
的军事存在，以塑造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英正在形成一种准同盟关系。”吕耀东说。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

理斯科特·莫里森举行了一次“虚拟领导人
会议”，两国互称对方是“特殊的战略伙
伴”。正如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文章指出的，
在疫情冲击下，澳大利亚和日本继续走向战
略趋同，两国之间的区域协作正在迅速发
展 。 就 在 7 月 底 ， 美 国 海 军 “ 里 根 ” 号

（CVN-76） 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澳大利亚
的海上力量在菲律宾海、西太平洋一带举行
了为期一周的联合军演。

必须警惕

“日本正在亚太地区扩展影响力。美国退
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日本
借用美国的力量，拉拢其他10个国家对原协
定作出修改，共同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覆盖4.98
亿人口，签署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
经济总量的 13%。可以说，在经济层面，日本
获得了影响力和主导权。如果日本加入‘五眼
联盟’，或者成为事实上的‘第六只眼’，那它
掌握该地区情报的程度将大大提高，其话语

权自然也将提高。”吕耀东强调。
日本似乎认为现在正是加入“五眼联

盟”的好时机。据《卫报》报道，英国保守
派议员表示，目前这场新冠病毒危机，揭示
了西方国家在关键战略资源方面对中国的依
赖。“五眼联盟”有意纳入日本，以扩大为
一种战略经济关系，汇集关键的战略储备，
如关键的矿物和医疗用品。而且，美国众议
院 2019 年底出台的报告就已经将日本和

“五眼联盟”并列为共享情报的重要对象。
熟悉国际情报战略的日本大学教授小谷贤指
出，“五眼联盟”关注日本的卫星情报和在
近海搜集的军事情报。《日本经济新闻》 报
道指出，英国刚脱离欧盟，因此有意寻找除
欧洲国家外的合作对象。而美国有意与所谓

“民主国家”构建对华包围圈。日本与“五
眼联盟”的合作正合时宜。

不过，《外交家》 杂志指出，要想成为
“第六只眼”，日本还面临着挑战。其中，对
日本反情报搜集能力的担忧是一个主要原
因。报道认为，日本必须设法让现有“五眼
联盟”成员国相信，日本的加入不会让“敌
对国家”极大地扩展对该组织的攻击面。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也指出，若要加入
“五眼联盟”，日本须建立包括民间企业在内
的保密体制等。

“日本的所作所为值得警惕。”吕耀东强
调，“茂木敏充访问英国，除了推进加快日
英贸易谈判，还谈到了南海和香港问题，其
针对性显而易见。如今，日本再三表现出加
入‘五眼联盟’的强烈意愿，政治意味明
显。如若成真，日本与‘五眼联盟’各国在
经济外交安全各个层面的合作都将深化，这
势必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不确定
性，需引起高度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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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日本反复表达了加入“五眼联
盟”的强烈意愿。事实上，日本一直在尽可
能地向该组织靠近，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
甚至指出，日本已经可以被称作事实上的

“第六只眼”。专家指出，日本正一步步在亚
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继带头推动多国签署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
日本又相继与美国和英国签订或即将签订贸
易协定，在经济层面上扩大了影响力。如
今，日本正寻求在军事安全层面上扩大影响
力。日本的所作所为需引起高度关注和警惕。

环 球 热 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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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在
40多岁至70多岁去世的人群中，约9%的死
亡是由新冠病毒造成的。《华尔街日报》分
析了联邦政府机构收集的死亡证明数据，
结果显示，在这个年龄段去世的拉美裔群
体中，近25%的死亡由新冠病毒引起。

数据显示，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在少
数族裔中偏高。这个显著差异清楚表明，
新冠肺炎对弱势群体的影响特别巨大。据
公共卫生专家说，对拉美裔群体来说，情
况尤其如此。部分原因是他们中很大比例
的人从事护工等工作，这部分人较难避开
新冠病毒感染，此外还因为许多人很难获
得医疗服务。

这一分析采用的死亡证明文件数据来
自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截至8月初，该
中心记录了约15万死于新冠肺炎的病例。

80亿新元

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和
财政部长王瑞杰17日发表声明，公布该国
政府下阶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救助措
施，总额为80亿新元（约58.48亿美元）。

新加坡政府今年 2月推出雇佣补贴计
划，旨在帮助公司维持现金流，确保留住
本地员工，但该计划即将到期。为此，王
瑞杰宣布，政府将把这一计划延长4至7个
月，但不可能给予所有行业同样水平的救
助。他表示，有些行业复苏速度较快，政
府会根据不同行业的预期复苏情况调整支
持力度。此次纾困救助措施的80亿新元将
不动用国家储备金，而是通过重新分配资
源获得。新加坡政府今年已推出4项总额近
1000亿新元（约731.07亿美元）的抗疫救
助方案，其中 520亿新元 （约 380.16亿美
元）来自国家储备金。

苏丹政府8月16日说，该国自6月
底以来连续遭受暴雨和洪涝灾害，目
前死亡人数已升至 63 人。苏丹雨季一
般从7月开始，持续至9月或10月，其
间降雨量增加，洪涝灾害频发。图为
17 日，人们在苏丹喀土穆上涨的白尼
罗河河岸附近清洗车辆。

穆罕默德·海德尔摄
（新华社发）

63人63人

爆炸之后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

生剧烈爆炸，迄今已造成至少 177 人死
亡、6000 多人受伤，另有数十人失踪。
爆炸具体原因目前仍不清楚。

▲8月17日，3名在爆炸中去世消防
员的葬礼在贝鲁特举行。

◀8 月 17 日拍摄的仍在清理中的贝
鲁特港口区。

比拉尔·贾维希摄 （新华社发）

近期，围绕东地中海能源开发
问题，土耳其与希腊关系趋紧。综
合外媒报道，土耳其近日两次派勘
探船到地中海争议海域作业，招致
希腊、塞浦路斯等欧盟国家的强烈
反对。

地中海火药味浓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政府近
日派出“亚武兹”号勘探船在东地中
海塞浦路斯西南方向海域作业，作业
期由 8 月 18 日持续至 9 月 15 日。8 月
10日，土耳其派出“奥鲁奇·雷伊斯”
号勘探船赴希腊克里特岛与塞浦路
斯之间海域作业，还出动军舰和直升
机护航，作业期截至8月23日。

针对土耳其的行为，希腊指责
土方在“希腊大陆架”海域勘探，
并派军舰监视土方勘探船。据希腊
国防部消息人士披露，当地时间 8
月 12日，希土军舰因意外在东地中
海发生“轻微碰撞”。土方则宣称，
希腊军舰“骚扰”土方勘探船，土
方军舰作出了“必要反应”。

土希各执一词，东地中海火药
味渐浓。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法
国，用行动表达了对希腊的支持。
法国总统府在近日的一份声明中宣
布，将临时向地中海东部海域增加
军事部署，从而“监督局势，彰显
法方维护国际法的姿态”。此外，法
国 8 月 13 日派军舰赴克里特岛附近
与希腊海军举行联合军演。

土与欧盟唱反调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副教授赵柯向本报记者分析，东地
中海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
气资源。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不仅关
系领海主权这一敏感问题，还牵涉
资源开发等利益划分，土耳其与欧
盟相关国家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而此次土希矛盾升级，是历史遗留
问题的又一次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与埃及于8
月 6 日签署海上边界协议，在地中
海东部划设两国钻探石油和天然气
的专属经济区。土方随即表示该协
议“无效”，并于次日宣布恢复勘探。
另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政府已正式
批准与希腊、塞浦路斯签署的东地中
海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协议。

赵柯指出，希腊积极与地中海
国家签署协议、开展合作，均将土
耳其这一利益攸关方排除在外。土
耳其担心希腊的一系列动作将造成
一种既定事实，损害土耳其的利
益，所以派出勘探船作为反击手段。

东地中海资源开发问题成为土
欧关系中的一根刺。欧盟曾多次呼
吁土方停止勘探，并以施加制裁相
威胁。面对欧盟的敲打，土耳其态
度强硬。据德新社报道，土总统埃
尔多安近日明确表态，对东地中海
地区发生的挑衅或制裁威胁，土

“不会退让”。他还表示，“不能允许

一些国家无视土耳其，试图把我们
囚禁在海岸以内。”

仍存在缓和可能

面对土希矛盾升级，欧洲理事
会主席夏尔·米歇尔重申对其成员国
希腊、塞浦路斯的支持，呼吁土方

“缓和紧张局势、避免挑衅”。
赵柯指出，欧盟明显采取偏向

希、塞的立场，是基于两方面考虑
——首先，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
国，不会在军事方面突破底线，东
地中海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
大，土欧仍可能在北约框架内进行
协商；其次，欧盟试图借此事件展
示战略自主，尤其是向国际社会展
示自身在军事防务领域的自主权与
威慑力。法国迅速向相关地区派出
军事力量即是例证。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近日敦促
土方“展现理智，诚心诚意重启对
话”。埃尔多安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
提及了对话的可能性：“让我们地中
海沿岸国家聚在一起，为保护所有
各方利益而找到一套办法。”

“土耳其因‘入欧’无望，加之国
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手上又有制约
欧盟的‘难民牌’，因此在东地中海问
题上频频对欧示强，双方矛盾短期内
缓和困难。”赵柯指出，但从长远来看，
欧盟与土耳其仍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且土内部“入欧”派政治力量仍将发挥
作用，双方关系存在缓和的可能性。

两国军舰相撞 法国紧急增兵

土希矛盾升级牵动欧盟神经
本报记者 李嘉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