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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专守防卫”

日本政府在 1日傍晚的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为解禁
日本战后一直被禁止使用的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

集体自卫权这一专有名词来自《联合国宪章》第51条，
其中将过去国际法上的自卫权，细分为个别自卫权和集体
自卫权。

简单来说，个别自卫权就是保卫自己国家人民与领土
完整的权利。比如一国受另一国侵略，该国有个别自卫权
保卫自己，其武力反击是正当合法的战争。集体自卫权，就
是因保卫同盟国或友邦而达成保卫自己的权利。

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第九条，明言放弃以武力威胁或
以武力解决国际纠纷，同时，在第九条第二项，附加不保有
海陆空战力，不承认日本国家的交战权。以日本宪法为依
据，日本不仅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甚至连个别自卫权的
行使都是违宪的。

7月1日出台的内阁决议，其对安倍政府的“重要意义”
即在于一改以往“拥有但不能行使”的宪法解释，对集体自
卫权开始解禁。

尽管内阁会议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有三个条件，即如
果日本的“国家存在、民众生命、自由和寻求幸福的权利因
日本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武力攻击受到严重威
胁”；不存在其他现有的合适手段击退侵略，保护民众权
利；仅限必要最低限度动用武力。

一些日本媒体还是指出其中的“深意”：此举可令日本
脱离此前一直坚持的专守防卫理念，堪称日本战后安保政
策的重大改变。

语焉不详的战争力量

尽管安倍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再三解释，日本不会再卷

入战争，但决议的本身显然是冲着“备战”的目的而去，且
众多措辞语焉不详。

决议全文共 5000多字，主要内容包括，离岛周边地区
即使在没有受到武力攻击的侵害下，为防止侵害扩大，需
要尽快向自卫队下达命令。允许自卫队参加美军的共同行
动，包括共同训练时，可以使用美军部队的武器。

为缓解周边国家的疑虑，内阁会议提出了行使自卫权
的三个条件。但这个条件就是在日本本国媒体看来，也是
太过“暧昧”。

上述三个条件如何判断和认定，只有安倍首相自己才

能解释，而首相作为自卫队的最高司令官，可以在紧迫的
情况下，率先对自卫队下达作战命令，而国会的承认只需
要事后补充。这就给予了首相决定参与战争的极大的权
力。所以，安倍首相在记者会上的解读，难以自圆其说。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内阁很巧妙地将个别自卫权和集
体自卫权混为一谈，以保护国民、保护国家利益为幌子，实
现让自卫队成为正规军，走向世界参与各国武装纷争，塑
造日本军事强国的政治目的。而这一个目的的实施，就从
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安全保障原则，从和平宪法规定的

“专守防卫”，转向了“协同防卫”。
也有专业人士指出，日本以前的安倍政策以防卫为

主，但内阁决议的出台，使日本具有了更具攻击性的力量，
在岛屿争端、武器配备方面更加肆无忌惮。

重走碾压亚洲之路？

和平宪法是日本战后60多年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也
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安倍关于
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为保卫“国民的生命和生活”和实现“积
极和平主义”的辩解，自然躲不过明白人的眼睛。

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日本彻底抛弃了坚持了 70
年之久的和平道路，从此踏上了战争之路。从日本国内学
者、民众、周边国家的反应来看，安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
是何等的不得人心。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此举以安全
保障为借口，抽走了和平宪法的“骨骼”。

也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卫”不过是战争的幽
灵。100年前一战的爆发，部分原因就在于一些国家神经质
式的“自卫”措施。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自卫权”这一概
念相比100年前的世界几乎没有进步意义。说到底，绝大部
分战争参与国都将自己的战争行为解释为“自卫”，日本当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也冠以了
自卫的名义。

如今，国际社会担忧的是，一旦让日本这驾曾经碾
压亚洲的战车重新发动，极有可能再次给亚洲人民乃至
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6月的最后一天，希腊卸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半年时间，
人们一直替这个欧盟成员国中
吃救济的“托钵人”捏着一把
汗，担心其能否顺利完成任期。

终于，希腊交出了自己的
成绩单——组织 57 次欧盟部长
级会议，完成 67 项欧盟立法提
案，在深化银行业联盟、增强
欧盟竞争力、制定海洋安全战
略和管理移民方面取得了长足
进展。

对外界最关注的希腊自身
经济状况，也不断有好消息从
爱琴海边传来——4 月 10 日，
希腊政府在欧债危机爆发以来
首次以不到 5％的利率发行 30
亿欧元 5 年期国债；4 月 23 日，
欧盟统计局确认希腊 2013 财年
实 现 基 本 财 政 盈 余 ； 6 月 26
日，希腊总理萨马拉斯表示，
在目前两项救助计划结束后，
希腊不再需要新的救助。专家
预计，希腊经济在连续6年下跌
后，今年有望增长 0.6％，2015
年和2016年将分别增长2.9％和
3.7％。

萨马拉斯在 6 月 30 日晚举
行的希腊卸任欧盟主席国仪式
上说，两年前有人预言希腊将
被踢出欧元区，半年前有人预
言 希 腊 当 不 好 欧 盟 轮 值 主 席
国，但希腊以自己的行动让这
些预言破产。

一切似乎表明，希腊已经
一雪在金融危机中第一个被击
倒的耻辱，在抗击欧债危机的“战役”中取得完胜。

真的是这样吗？从雅典卫城到勃兰登堡门，即使
那些为希腊欢呼的“大佬们”心里也未必真的有底。

成功发行国债，除了高利率诱惑外，市场看重的
是欧盟不抛弃希腊的坚定意志，以及背后那些为希腊
撑腰的“大佬们”。说白了，他们买的是一笔由“三驾
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
背书、有高回报预期的希腊债券。

而基本财政盈余，则主要得益于希腊在 2013年大
幅削减福利开支以及欧盟的巨额资金支持，但这些政
策只是暂时的，在 2014年之后将不再延续。因此，希
腊未必守得住基本财政盈余的良好势头。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希腊靠吃救济避免了大规模
债务无序违约，但两轮救助下来，也让其背负了新的
债务。目前新债旧债叠加，希腊政府负债高达 3200亿
欧元，占GDP177％。希腊需要在未来10年保持5％的
经济增长率，才有可能消化这笔巨债。

对希腊而言，要实现5％的增长率，降低逼近30％
的失业率，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吸引外部投资。但投
资者面对希腊不明朗的经济前景、多变的政策环境和
一个在议会只有两席多数的弱势政府，难免要心里打
鼓。

爱琴海连着大西洋，希腊的出路离不开欧盟。在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跟着走，一路苦练内功，应该是希
腊的不二选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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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民意甚至反战者的自焚，都不能阻挡安倍的疯狂。2014年7月1日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

要转折点。这一天，一个对曾经战争罪行拒不认错的安倍政府，突破了之前和平宪法对其“集体自

卫权”的限制，这意味着，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危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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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自卫权”要把战火引向世界
本报记者 杨子岩

“集体自卫权”要把战火引向世界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想看大片却不想顶着炎炎烈日去电影院买票？没问
题。日本爱普生公司于 6 月 30 日发售的智能眼镜——

“Moverio”可以让你足不出户享受视听盛宴。
近年来，很多企业开始重视可穿戴智能终端的研

发，但在正式销售方面，爱普生公司可以说是走在了
世界的前列。该公司的新产品“Moverio”类似于一架
没有度数的眼镜，仅有88克重。接通电源后，影像和
文字就会叠加到前方的现实景象上。不论是坐着还是
躺着，利用这款智能眼镜，使用者完全可以足不出
户，享受320英尺大屏幕的观影快感。

除了可以看电影的智能眼镜，Meta公司研发的3D
眼镜更是让人拍案称奇。使用者只需动一动手指，就
能操作投影在眼前的全息影像。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曾表示，这款眼镜与其他智能眼镜不同，是一种“自
然设备”。它能将真实环境与虚拟影像结合起来，具体
点来说，使用者可以把3D眼镜与手机、笔记本连接起
来，随时随地处理投影在眼前的信息。

还在羡慕钢铁侠托尼·史塔克的专属智能管家贾维
斯吗？有了这款眼镜，你也能“变身”钢铁侠，只需
轻轻一点，就能随手打开虚拟键盘和朋友聊天，还能
凭空变出一个棋盘，与朋友在棋盘上“酣战厮杀”。
这款 3D 眼镜可以说一下子拉近了科幻与现实的距离，
但功能虽多，价格却不甚可爱，3650美元 （约合22697
元人民币） 的售价也许会让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但
如果不追求如此“酷炫”的功能，只想通过眼镜来提
醒未接电话、短信的话，下面这款智能眼镜组件或许
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款名为 NanoGlass 的智能眼镜组件包含有 LED
灯、接收器和电池，可以安装到任何普通的眼镜或者
太阳镜上。通过蓝牙连接到手机或平板之后，每当收
到通知时，LED灯就会发出七色的光芒。

这套小巧的设备虽然功能简单，但只需 25 美元
（约合155元人民币） 就能让你的眼镜拥有信息通知功
能，是不是颇具吸引力呢？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让人目
不暇接。在不远的将来，这些产品一定会渗透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去，让科幻不再属于电影，让生活变得
更加简单。

鼻梁上的“日新月异”
王雯婷

反体制情绪下，欧盟会不会解体？
褚国强

“养育一个人的躯体，却让他的灵魂
受饥。最终，人们厌倦了，转而听取那些
古老的呼声。”有人曾这样总结跨民族主
义的悲哀。欧盟也不例外。

近日，欧盟领导人提名让-克洛德·容
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反对无果的卡梅
伦警告称，如果推举容克担任欧盟最高职
位将令英国公众更有可能投票脱离欧
盟。

欧盟的崛起曾惠及各国，但是如今，
英国接连威胁脱欧，欧洲国家的极右派、
疑欧派也潜入主流。在这种反对欧盟体制
情绪弥散的背景下，欧盟会不会解体？笔
者连线专家予以解读。

反欧情绪弥漫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
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各个国家的疑欧派和极右派虽然都有不同
的声音，但是，他们普遍主张的反欧盟、
反欧元、反移民，共性都是反对欧盟体
制，都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英国威胁欧盟“闹分家”已不新鲜。
去年，欧债危机蔓延时，英国首相卡梅伦
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够赢得2015
年大选，最迟将于2017年举行脱欧公投。

且不谈英国何时与欧盟“分家”，在
经济停滞和财政紧缩引发民众不满的背景
下，作为疑欧派的英国独立党已经声势大
振，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卡梅伦曾经
将独立党支持者称为“隐蔽的种族主义
者”，如今却也在迎合保守党内部的右翼

势力以及英国独立党的态度。
如果说英国一直与欧盟离心离德，那

么欧洲大陆国家弥漫的反欧盟情绪对欧盟
一体化却是沉重的“噩耗”。

极右派虽然没能在6月25日的新一届
欧洲议会中一鼓作气地组建起极右党团，
但是正如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袖勒庞所
称“欧盟像苏联一样无法修补。我希望欧
洲返回到主权国家联盟”，其分解欧盟的
野心可见一斑。

反欧心态各异

不惜以与欧盟“分家”为威胁，竭力
反对容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卡梅伦意
欲何为？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
桅认为，容克主张把权力交给布鲁塞尔，
具有联邦主义色彩，显然卡梅伦希望欧洲
一体化不要走向联邦主义，各国保持相对
独立的自由。但是按照 《里斯本条约》，
卡梅伦的反对于事无补，很大程度上是为
争取谈判筹码，另外，在欧委会组成机构
中抢占贸易委员的位置也是其目的之一。

如果说英国提出“分家”是为了“敲
竹杠”，那么欧洲大陆国家曾作为边缘群
体的极右派、疑欧派悄悄潜入主流，则是
要动真格。

有分析认为，近几年欧洲国家深陷债
务危机，欧盟出台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和过
度紧缩政策造成了大量的社会政治问题，
失望的欧洲人开始放弃对欧盟的支持，仇
视欧元的情绪也在不断发酵，疑欧派和极

右派正是利用这种不稳定情绪，归拢人
心。

王义桅则认为，欧盟、欧元和移民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全球化冲击的替罪
羊。过去跨境流动的往往是资金和低成本
产品。如今，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跨国流
动的则是创意和服务。这带来新型的赢家
和输家，造成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面对
新型国家崛起和世界变迁，欧盟国家人民
普遍对未来较悲观，对欧盟和现行体制的
认同下降。

分崩离析，会成真？

“这不是一个失败，只是后撤。”勒庞
说：“在今年年底前，（党团）会建立起来。”

现在，疑欧党派和右翼势力还不足以
取代中间、中左与中右翼势力掌控欧洲议
会，但是群体性崛起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
势，形成难以阻挡的政治力量。从长远来
看极可能重塑欧洲政治生态，增加欧洲政
治的不确定性。

“目前来看，疑欧党派和右翼势力带
来的不确定性总体上是可控的，欧盟解体
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欧洲议会选举只
是第一次检验，各成员国的议会选举和领
导人的换届选举，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疑欧政党呼声不一，内部凝聚
力较差，很难团结在一起。”王义桅说。

他进一步指出，应该辩证地看待欧洲
反体制派的兴起，也存在积极的因素，例
如，可能促使人民党等传统党团减少分
歧，加强合作，支持欧盟。

未来如何打破欧洲政治僵局？
专家认为，反体制情绪的发泄归根结

底还是反映了欧洲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地
位不断衰落的事实，要改变这种状况，需
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改善经济。此
外，欧盟与成员国、成员国与公民、欧盟
与欧洲人民间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契约，安
抚和疏导反对情绪。否则，欧盟的失势将
无可挽回。

7月1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人们参加国庆活动。
当日，加拿大各地举行欢庆活动，庆祝建国147周年。

大卫·卡瓦伊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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