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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执政党经过大半年紧锣密鼓的紧张工作，终于在
4 月 24 日确定了新安保法制框架。在 27 日召开的会议上，
执政党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达成实质性共识，并修订
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了自卫队和美军职责分工。
这意味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已经不会改变。

自卫队性质改变

日本政府24日在新安保法制执政党磋商会上提出了解
禁集体自卫权相关法案的主要修改条文，将交由国会审议。

此次日本政府提出的修改对象为《自卫队法》、《武力
攻击事态法》、《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
和《船舶检查活动法》等10部法律。政府将把修改部分汇
总为一个法案，与新设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一起提交
给国会。

一直被认为对安倍“暴走”具有刹车作用的公明党，
最后还是同意修改“周边事态法”，并允许自卫队支援美军
以外的他国部队。

执政党磋商会上还正式确认，依据新设永久性法律
《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派自卫队向应对国际纷争的他国军队
提供后方支援时，无一例外需经国会事先批准。

执政党方面准备于5月11日就相关法案的所有条文正
式达成共识，随后分别启动党内程序，政府准备于 5月 14

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之后提交国会。
至此，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举措基本上按照安倍的计划

进行。去年 7月，安倍政府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
议，以“专守防卫”为主的日本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安倍政府着手修改相关法律，试图在具体法律中为行使集
体自卫权松绑。

日本二战投降后，于1946年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和平
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该宪法解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
权，只允许行使个别自卫权，即在本国受到攻击时行使武
力。

安倍的“理想”将成真

分析认为，由于执政联盟在国会中占绝对多数，新安
保法制框架的通过毫无悬念。这也意味着，安倍的“理
想”成真已经开始倒计时。

据知情人士分析，框架草案就日本自卫队应对所谓的
“新事态”明确了5个领域：一、应对尚未发展成武力攻击
的“灰色地带事态”；二、为支援他国军队而修改《周边事
态法》；三、为后方支援应对国际争端的他国军队制定永久
性法律；四、修改《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五、行使集
体自卫权。

综观这五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是彻底放开自卫队手脚

的关键部位，日本尺度不可谓不大。
所谓“灰色地带事态” ，在去年8月日本防卫省发表

的 2014 版 《防卫白皮书》 中有所体现。白皮书定义为：
“既不属于完全的和平时期，但又不属于战争冲突状态，处
于这两者中间的大范围状况。”

按原有的日美安保条约，自卫队处于为美军提供后勤
保障的位置，而此次新安保法制框架将创设“重要影响事
态”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周边事态”，旨在明确取消自卫
队活动的地理限制、状态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日本政府
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自卫队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在
全球的任何一个地区。

这也意味着，日本自卫队从幕后走向台前，由“后勤
部队”演化为美国的“同盟军”，将完成向“正常军队”的
蜕变，而日本也实质上变为了“正常国家”。

“正常”后的危险

有敏锐的观察人士注意到，在这10部成法中，新安保
法制框架将《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抛在了一边。这是
一个危险信号。

1992年 6月，日本国会经过一番辩论，通过了“海外
派兵案”，同年8月派遣首批维和部队执行维和任务。1994
年，日本政府又通过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根据目
前的规定，日本每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需基于联合国决
议，还要制定一事一议的特别措施法。

但新的安保法制框架，不仅要改变自卫队参加联合国
行动一事一议的原则，还将同时制定即使没有联合国决
议，只要接到国际组织的请求也可派遣自卫队的条款。

安倍的自我松绑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政府的“功绩”，但
民众并不认可。在去年内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
后，日本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新宿等地还发生自
焚抗议事件。反对者认为，这是与保卫和平的社会呼声背
道而驰，此举不仅使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变得有名无
实，还可能使日本卷入战争。

潘基文呼吁提高全球核安全
新华社联合国4月26日电（记者 孔晓涵） 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26日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
漏事故 29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重申联合国对受
影响地区的支持，并呼吁提高全球核安全。声明
说，4 月 26 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29 周年纪念
日。值此机会，联合国向应对事故的救援人员致
敬，铭记 33万名被迫撤离污染地区的民众，并声
援仍生活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影响地
区的数百万人民。

潘基文说，联合国在解决受影响群体面临的
挑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仍致力于实现联合国
切尔诺贝利行动计划。

潘基文说，联合国切尔诺贝利行动计划将于
2016年12月31日到期，为此联合国方面已经着手
研究2016年之后的国际合作问题。

潘基文提出应该以一种“前瞻性的战略”进
一步帮助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地区的恢复进
程，并呼吁提高全球核安全。

1986 年 4 月 26 日，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
130 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机组反应堆爆
炸，大量强放射性物质泄漏，酿成迄今为止世界
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清晨踏进厨房，一个甜美而略带磁性的声音
响起：“主人，请问今天您想吃什么？”在得到答
复后，一桌经过精心调配，卖相与营养兼具的好
菜映入你的眼帘。这不是科幻片桥段，更不是人
类臆想，你的厨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不再需要亲
自操作。

近日，日本的一家电器公司将这种理想化场
景被变为现实。该公司推出的一套高智慧厨房系
统，通过与主人对话，无需厨师就能自动烹制一
桌色香味兼具的饕餮大餐。它还可以利用内置互
联网系统辨认人声，你只需开口说话，就能唤醒
它的服务。之后，橱柜便根据你的需求摆出菜单
供你挑选，方便快捷。

无公害食材已成为现代“饮食男女”共同的
选择。该厨房系统中的冰箱不仅能冷藏食物，还
有自带的小型温室。这让爱吃沙拉的你能够轻松
吃到自家种植的无农药蔬果。

这就是物联网技术。它打破“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的固有思维，带来远程控制、数据分
析，让服务与生活的联系更加密切。通过这种技
术，智能厨房可以像导航一样按照你的要求为饮
食出谋划策，让未来生活具有更多令人兴奋的可
能性。

无独有偶，在 2015年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
子展上，一个名为“智能厨房”的新概念产品宣
布上市。其发明源于现代人快节奏生活对自动化
服务填充闲暇时光的需求，并且已经走进美国年
轻消费者的家中。它能完美地搭配食材，自动控
制烹饪的时间和火候，解决不少烹饪初学者的难
题。

担心这些智能厨房系统无法做出符合你口味
的菜肴？你多虑了。日前，一套机器人厨房系统
空降在伦敦北部的一个仓库。这套系统可以通过
房间内的“动作捕捉摄像头”来记录人类厨师的
操作，采样分析后实现精确的烹饪体验。不仅如
此，它还加入视觉系统，自动辨别是否放入了合
理的配料和食材，而不是做单纯的复制动作。这
种定制化服务令不少人眼前一亮。开发商宣称，
这套高科技的机器人厨房系统两年内就可以进入
消费市场。

因此，未来厨房可能不再需要人类了。它们
让生活变得轻松便捷，唤醒你的味蕾，只做你理
想中的贴心港湾。

小心小心！！

自卫队自卫队将变将变““出笼出笼猛兽猛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子岩杨子岩

国 际 简 讯

美国放宽对韩美国放宽对韩核控制核控制？？
孙孙 楠楠

4 月 25 日，在美国东部巴尔的摩
市，防暴警察驱散示威者。

当日，巴尔的摩市再次发生游行示
威活动，抗议一名黑人青年被警方逮捕
后死亡。当晚，和平示威一度转为骚
乱，至少12人被警方逮捕。

新华社/法新

美东再次爆发示威活动

抗议黑人被拘期间死亡

厨房，还需要人么？
梁 子

据韩联社报道，韩美两国近日在首尔初签 《关于民用
原子能的韩美政府间合作协定》（简称 《韩美原子能协
定》） 修订版，新版协定为韩国今后进行铀浓缩和以高温
处理技术进行核乏燃料再处理提供了可能性。

协定一出就引发了悬念：美国对于韩国铀浓缩的放宽
是否会促使韩国研发核武器？美国是否将要收起对韩国的

“核保护伞”？

放宽对韩核控制

两国草签的《韩美原子能协定》是双方2010年启动修
订谈判以来，经过 4 年 6 个月的时间达成的。据韩联社报
道，新版协定的序言写入了韩美两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用途进行核能研究、生产和利用
的“不可割让的权利”。此外，韩美将扩大核燃料供应、乏
燃料管理和核电出口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新协定不包含禁止铀浓缩和核乏燃料
再处理的明文规定。

此前的协定规定韩国对特殊核物质进行再处理或是改
变核燃料的形态和内容时需事先征得美国的同意。这实际
上是禁止韩国对核乏燃料进行研究和开发。而根据新协
定，韩国不再需要每次都征得美国的同意，改为在协定有
效期内美国给予韩国“长期同意”。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原
子能研究院方面表示，此次修改协定后，有关乏燃料的研
究将变得更为自由，且研究领域也将进一步扩大。

此外，根据新协议，韩美可通过高层对话机制、基于
核不扩散原则，经协商允许韩国对美国产铀进行浓度为
20%以下的低浓缩。

目前的分析大致认为，本次协定的修改为韩国开展核
能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美国对韩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核
控制。

做出改变原因多

2010年开始的《韩美原子能协定》修正谈判，由于美
国在允许韩国进行铀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问题上丝毫不肯

让步，导致谈判一度陷入困境。现在，在谈判进行了 4年
多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美国做出了妥协，这其中的影
响因素是什么？

一方面，美国面临着来自韩国的压力。近几年，由于
能源紧张，发展核能是各国共同的选择。而早在 2010年，
世界核协会就已经把韩国划为世界第五大核电机组出口
国。韩国也一直在要求美国放松浓缩铀的比例，发展核能

是韩国的需要。再加上此前伊核谈判也在此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因此“美国再继续压制韩国基本上是不可能
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

此外，有分析认为，美国需要韩国在其亚太再平衡战
略中做出相应的贡献。美国新任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日
前发表演讲时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进入新阶段。美联
社称，卡特在讲话中强调美国推动这一战略新阶段的一大
手段就是发展高端武器并在亚太部署更多军力。金灿荣分
析，美国此次也想要通过在核能协定方面进行一定的让步
来巩固美韩同盟，使韩国帮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核保护伞”仍坚固

此前，美国一直在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美国自
1978年以后每年都通过韩美防长会谈共同声明重申对韩国
提供核伞保护。尽管在2006年的会议上“核保护伞”一词
被改成“延伸威慑”，但这也是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全
面概念。而此时美国却放宽对韩的核活动限制，有猜测认
为，这是否是美国即将收回对韩“核保护伞”的一个信号？

“20%以下的低浓缩已经限定了韩国无法研发核武
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袁征还说，“尽管韩日都是美国的盟
友，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岛屿之争等冲突，因此美国一
旦对韩做出让步，日本也会有所要求”。而金灿荣也提到，
尽管美国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韩的核控制，但这和美国即
将收起“保护伞”是两回事。

由此可见，美国尽管对韩核能活动给予了更大的空
间，但也是在美国可控范围内。美国对韩的“核保护伞”
仍然坚固，短期内美国不可能改变对韩的核保护战略。

尽管美国对韩不会收“伞”但是此次美国放宽对韩的
核限制也可以被看做是另一个信号。金灿荣分析称，由于
发展核能是大势所趋，和平利用核能是主权国家应有的权
利，而伊朗核谈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此接下来美国很
有可能继续放宽对其它国家的核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盟国发展利用核能。

东盟领导人重申
将按时建成东盟共同体
新华社吉隆坡4月27日电（记者林昊 赵博

超） 第 26 届东盟领导人会议 27 日在吉隆坡开幕。
会议主要目标是，确保东盟共同体在今年年底前
如期建成并商讨制定东盟2015年后的发展愿景。

东盟轮值主席、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开幕
式上表示，2015 年在东盟历史上是个里程碑，在
今年年底前建成东盟共同体的愿景必须实现。同
时，东盟要制订后续文件，作为今后十年一体化
进程和发展的基础。

纳吉布说，东盟有巨大发展潜力，因此应该
继续致力于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进程，消除贸易
壁垒，促进东盟成员国之间商品、服务、投资和
人才流动。

东盟计划于 2015年年底前建成以东盟安全共
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三
大支柱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东盟成立于 1967
年，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
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和
缅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