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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走近 日本犯酸

“中国正在通过与欧洲各国的经济外交
来发起攻势。”13 日，《日本经济新闻》 一
篇题为 《中国接近欧洲向美日施压》 的报
道如此开篇。文章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10月11日至18日访欧期间签署的一系
列经济合作协议，尤其是中欧未来在汽
车、节能环保、尖端技术、航空等领域即
将展开的合作，表现出高度关注。

“这将成为西门子等德国企业进军中国
市场的良机，对日本企业来说将成为强有
力的竞争对手。”提到德国大型企业将向中
国提供尖端技术，该报道没有掩饰对在华
日企的担忧。

事实上，不仅是担忧，对于日益紧密
的中欧合作，日本国内还弥漫着一股淡淡
的“酸味儿”。

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吉冈桂子在此
前一篇文章中提出，中日“互相较劲”反
而让“日中以外的国家从中获得了出口和
投资等经济方面的‘渔翁之利’”。还有日
本学者认为，不同于德国基于良好的外交
关系获得经济增长，日本因为与中国关系
的冷却，“难以充分分享到世界经济增长中
心的利益”。

“目前，中日关系恶化使两国贸易持续
下降。受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日
欧贸易也始终没有起色。然而，中欧贸易
却发展势头很好。对此，日本国内社会，
尤其是企业界和政界都有些‘受刺激’。”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张历历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

政冷经冷 多面受挫

中欧经贸合作正如火如荼，日本眼热
不无原因。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与
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近年来不断增加。根据
德银分析，以目前趋势看，欧盟与中国的
年度双边贸易总额将在 10年内增长 1.5倍，
达到6600亿欧元。

反观日本，伴随中日政治关系持续僵
冷，两国经贸合作始终热不起来。

在中国整体贸易总额连续4年实现增长
的背景下，中日贸易总额连续 2 年出现减
少，2013 年贸易总额同比下滑 5%。“今
年，中欧贸易总额和中日贸易总额差距还
将继续扩大，可能超过 2000 亿美元。在中
国贸易伙伴的排序中，日本也从第三跌到
了第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历历说。

“中日关系不好，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

客也明显减少，这对日本的服务业、国内
民众的就业和收入都造成负面影响。”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凤英指出，不仅是双边贸易，日本国内
的产业、就业、金融等领域都受到波及。

日本大和综研高级经济师斋藤尚登表
示，日中之间的人民币交易也在 2012 年、
2013 年顺利增长之后，于近期呈现低迷，
陷入停滞。“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进程
中，日本本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现
在，日本从这块蛋糕中明显分得少了。”陈
凤英说。

显然，对于本就没有出现根本好转的
日本经济，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冰冻无疑是
雪上加霜。

政经难分 仍需诚意

在艳羡中欧经贸合作的同时，日本也
急于寻求自身处境的改善。

“人口不断减少的日本如果不吸取巨大
市场中国的活力，成长战略将无法维持。”

《日本经济新闻》论说副委员长实哲也在近
期报道中直言。还有声音认为，中国应该
成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即安倍要想
使日本经济有根本好转，还需要同中国改
善关系，加强经贸合作，扩大对中国市场
的出口和投资。

利益至上的企业家们显然更是坐不
住。上月 22日，日本经济界史上最大规模
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出行前，日中经济协
会会长张富士夫就表示：“日中关系现处于
前所未有的困难状态，我们非常希望能够
改善双方的关系。”

“中日经贸合作趋冷的直接原因是安倍
强硬的对华政策。”张历历指出，对比同样
面临经济低迷的欧洲，由于中欧双边政治
关系良好，因此双方政治经济都能在利好
条件下向前发展。而一意向右的安倍却还没
认清形势。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向前，中国
市场不断扩大，日本却因错误的对华政策，
始终难以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安倍现在还想搞政经分离，政治上继
续与中国对立，经济上分享中国经济发展
的红利。”张历历认为，虽然历史上曾经出
现过中日“政冷经热”的现象，然而早已
是此一时彼一时。“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
转型升级。中日关系恶化，对日本的负面
影响远大于中国。政治上谈不拢，就不具
备发展经济合作关系的条件。”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陈涛也认
为，在两国关系中很难将政治和经济相分
离。日本与其羡慕中欧合作深化，不如拿
出自己改善双边关系的真正诚意和实际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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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不负责任地把中国发展与欧洲的关系
形容为“新马歇尔计划”。中国企业大规模收购海外资
产的做法不但没有被给予正常的商业意义的关注，反
而往往被赋予极为丰富的政治涵义，这能吸引眼球，
但却无聊至极。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通过“马歇尔计
划”援助了欧洲 130 亿美元，尽显“负责任的大国”之
义，得了名，但更得了利：美国让对外扩张披上了经济
援助的外衣，借助“欧洲复兴”的名号让自己坐上了头
把交椅。

“新马歇尔计划”自然而然地会带给人两层含意：
欧洲正陷入危机而不能自救，而中国正在效仿美国

“切断战后欧洲形成的某些关系”。
提出“新马歇尔计划”这种说法的人要么是无知，

不了解“马歇尔计划”无论是计划本身还是词语都有
一种霸权思维隐匿，要么是显然别有用心。

回归历史，“马歇尔计划”当年实施的前提是战后
的欧洲“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恶
化”（马歇尔194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但显然，“新
马歇尔计划”成立的前提并不存在，“欧盟仍是世界最
大的经济体，其5亿消费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
万欧元”（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巴罗佐语）。

若说中国正在效仿美国控制欧洲，此说也难以成
立。谋求霸权的最好途径是向权力之巅的领袖者开
战，若要选对手，身居第二的中国也不会拿欧洲挑战
来谋取强权。

中国在欧洲获得的拥抱更大部分源于它所展现
的机遇和周身所散发出的经济活力。这与 18 世纪时
的中国不无相似，当时一个强盛的中国令法国启蒙运
动领袖伏尔泰感慨：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
不幸。

用范龙佩和巴罗佐的话语，中欧关系是建立在
“平等的伙伴关系、互相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之
上”。

中国对于欧洲至关重要，欧洲对于中国也至关重
要。中国未来的增长依赖进入欧洲市场，同时，欧洲也
可以在中国的陆海“丝绸之路”计划中看到机遇。与此
同时，二者也需要强强联手，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贫
困、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非法移民、
人口贩运和海洋安全问题等全球性挑战。二者携手，
推动欧亚大陆回归世界文明中心。

不知“新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能否领会到这层
深意。

别用别用““新马歇尔计划新马歇尔计划””来来诋毁中国诋毁中国
杨子岩

近期，随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出访欧洲3国，并与欧洲国家签署一系列

旨在建立创新伙伴关系的双边协议，与

中国经贸关系始终没有回暖的日本显得

眼热又牙酸。

在宇宙中，由于黑洞的引力巨大，连光都逃不开它的
牵引，因此黑洞是肉眼不可见的。然而，这并没有难倒科
学家们。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用来搜寻黑洞的空间望远
镜X-Calibur在9月升空，它将前往地球大气层的外围，通
过寻找物质消失于黑洞前释放的 X 射线，进而确定黑洞的
位置。

空间望远镜对于天文学家认知宇宙功不可没。正是在
这种“天眼”的帮助下，人类可以把自己的视觉延伸到宇
宙当中，观测其他天体、俯瞰地球。

人类历史上第一架空间望远镜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勃望
远镜。它于1990年被送上轨道，实际上是环绕地球运行的
一颗卫星。在 20 多年的工作时间里，哈勃立下了赫赫战
功。它成功地证明了暗能量的存在，测定了宇宙膨胀速
度，采集了太阳系外行星大气的样本。

空间望远镜发展了20多年，望远镜“一哥”哈勃也到
了该退休的年纪。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消息，
计划于2018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将接替哈勃挑
起美国天文学的大梁。不同于哈勃前辈始终围绕着地球母
亲，韦伯将固定于离地球150万千米的距离。它先进的光学
系统和不同于哈勃的工作波段将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宇
宙。

目前，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使用的巨型遮阳装置已
经于8月制造完成，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第一次对其进行了
展开测试。从目前的测试结果来看，还没有发现故障报告。

虽然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万里长征才走出第一
步，但 NASA 已经等不及设计下一代空间望远镜了。据英
国《每日邮报》报道，NASA准备借鉴哈勃与韦伯的成功经
验，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设计高级大口径空间
望远镜 （ATLAST）。与韦伯相比，ATLAST 不仅具有更广
阔的观测范围，而且设计更具前瞻性。它的目标是适应未
来30年的观测需求，研究人类是否是孤独的、人类来自哪
里以及宇宙系统的运作原理。

只要人类拥有一颗永不停歇的心，科技就会不断进
步，人类的眼界也将通过这不断进步的“天眼”而愈加开
阔。

10月1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彩色跑”活动在埃及首都开
罗尼罗河畔举行，数百名埃及青年在彩色粉末中尽情狂欢。左
图为一名女青年在“彩色跑”活动中抛撒彩色粉末。右图为一
名男青年在“彩色跑”活动中奔跑。新华社记者 崔新钰摄

埃及开罗举行埃及开罗举行““彩色跑彩色跑””活动活动
宇
宙“

天眼” 坐看星河
张奕璞

图为哈勃空间望远镜。图片来源：人民网图为哈勃空间望远镜图为哈勃空间望远镜。。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人民网人民网

强推密保强推密保法案法案

安倍惹恼民众安倍惹恼民众
郑郑 兴兴 任媛媛任媛媛

据日本 《每日新闻》 日前报道，针对日本 《特定
秘密保护法》，该国范围内至少有 195个县议会、市町
村议会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废止或是要求谨慎应用此
项法律的意见书。

密保法案再惹抗议

10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 《特定秘密保护
法》 运用标准，并将该法实施日定为 12 月 10 日。当
日，在首相官邸前，很多日本民众、团体组织纷纷反
对，担忧该法可能令
日本国民知情权和民
主陷入危机。

《特 定 秘 密 保 护
法》 规定，“一旦泄露
就可能对国家安全造
成 显 著 障 碍 的 情 报 ”
将被指定为“特定秘
密”，具体包括防卫、
外 交 、 防 止 间 谍 行
为、反恐等4个领域的
55 个项目。负责检验
特定秘密是否得到妥
善处理的机构、检验
特定秘密管理情况的机构都设置在内阁当中，特定秘
密政府可以不用公开。

日本媒体称，批评密保法案的焦点在于政府在哪
些信息需要保密方面拥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日本法
律界人士、历史学者和众多市民团体都担心政府会趁
机隐瞒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去年 12 月 6 日，日本政府强行通过了密保法案。
该法律的通过遭到75%的国民的抵制，日本内阁的支持
率更是下降近20%。之后，日本的各界团体、普通民众
不断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希望这部法律能够

废止。而今，实施法律的时间还是被确定下来。

民众情绪难以平复

推出密保法案并非是孤立事件，而是安倍上台后
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参拜靖国神社、钓
鱼岛问题、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都让日本民众深知事
态走向的严重，日本长期以来的和平状态有可能面临
挑战。

日本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带去了

深深的伤痛，也是日本民众心中不愿触碰的伤疤。
“密保法相当于日本战前的治安维持法，该法剥夺

了日本民众的自由权和对于国家未来的知情权，日本
很快走上法西斯道路。现在日本民众之所以强烈抵
制，是因为担心国家重蹈覆辙。”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孙
立祥说。

经历了历史的教训，日本民众格外珍惜现在的和
平环境，而密保法案的推出，却与民众的厌战情绪背
道而驰，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担忧。

“二战结束后，日本接受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革

命，由此确立了日本民众所自豪的和平主义与民族主
义，而现在安倍所奉行的是国家主义行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分析道。

有关密保法案的民调从没有得到过半数支持率，
却由安倍在议会强行通过。密保法案实际意义是首相
获得了裁量与决定权力，民众却可以不被告知。

一意孤行担忧不止

专家指出，密保法案运用标准的通过，使日本政
府对于特定秘密可以随
意解释，也可以利用安
全、反间谍、反恐等借
口来封锁很多消息，这
可能使政府在不为人知
的情况下做出独裁行
为。

自 二 战 以 来 ， 厌
战、恶战的观念已深入
日本社会，融进日本文
化，民众对不加限制的
权力保持高度敏感。安
倍政府一天不改变自己
对历史问题的右倾认

知，日本社会就会对此抱有一天的担忧。
同 时 ， 国 际 社 会 和 亚 太 周 边 也 对 此 十 分 忧

虑。尽管密保法案只是一部国内法，但是由于日
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和迄今为止日本政坛右翼
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受害地区和国家也对不受限
制的权力保持警惕。

不管安倍在经济方面做得有多卖力，只要他不改
变政治观点，日本国内民众对其政治立场就不会买
账，国际社会也不可能放松警觉。

未来究竟会如何，事实将给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