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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脸贴上了冷屁股”

“快煮熟的鸭子飞了。”有媒体这样形容日本痛失澳大利
亚潜艇大单。

澳大利亚下一代潜艇计划是从2030年开始将6艘老化的
“科林斯”级潜艇替换成最新的 12艘，总工程费用约 500亿
澳元 （约合人民币2500亿元）。这是澳有史以来最大一笔防
务装备采购。安倍政府本来信心满满，认为这将是新“防卫
装备转移三原则”制定以来的首次重大突破。

“没能拿到这个大单是出乎日本意料的。”中国社科院日
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近年来，日本
和周边国家中走得最近的是澳大利亚。日本把澳大利亚定位
为‘准同盟’，也是其所谓‘民主安全菱形’中的重要一
环。”

“2＋2”安全保障磋商、联合海军演练……近些年，日
澳互动不断。就在几天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澳大利亚海
军、空军开始在悉尼周边海域进行联合军演。苍龙级潜艇

“白龙”自二战以来首次停靠澳大利亚港口。
“这一次，为了争得订单，日本可以说是付出了120%的

外交努力，本以为稳操胜券。”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
授周永生接受采访时说，“结果没想到，自己的‘热脸’却
贴上了‘准同盟’的‘冷屁股’。”

战略布局被打乱

安倍晋三 2012 年第二次上台后，把脱离“战后体制”

作为执政的目标。2014 年 1 月，安倍政府通过“防卫装
备转移三原则”，替代实际上全面禁止武器出口的“武
器出口三原则”。2015 年 4 月，日美两国政府敲定了新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大幅
扩大了自卫队军事行动的防卫和内涵。2015 年 9 月，通
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曾在多个场合表
明修宪的决心。在今年 2 月参加 NHK 的节目时，安倍
更是明确表示要在任内完成修宪。

“安倍政府一直在努力打造亚太地区的所谓‘新安全模
式’。”吕耀东说，“原来是在日美同盟保护下的一种被动态
势，安倍政府寻求的则是突破日美同盟，实现防卫领域的主
动。”

2013年初，新近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就呼吁澳大利亚、
印度、日本和 （美国的） 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
形”。英国 《简氏防务周刊》 的网站文章引用安倍的话说：

“我构想出一种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
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
公海。我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
力量。”

“日本这次若能取得澳大利亚的潜艇大单，将是重大突
破。”吕耀东说，“结果，日本大失所望。这也打乱了其整体
战略布局。”

是时候反思自身

“澳大利亚弃日本选法国，我认为这是政治性选择，不
是纯技术性的。”周永生说，“安倍政府已经解禁了集体自卫

权，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澳大利亚不愿趟这个浑水，不
愿成为日本军事化的外部推动因素。”

历史因素也值得一提。“无论如何，二战时日本对亚太
地区造成了很大伤害，澳大利亚也是其中之一。如今日本
又通过了新安保法，澳大利亚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或许也会
有所顾虑。”吕耀东说，“日本应该多反思一下自身的行
为，是不是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它自己标榜的‘和平’。”

“我猜测，这一次澳大利亚还是考虑到了一些历史因素
的。二战期间，日本毕竟曾对澳大利亚有过战略企图。虽然
没有成功，但是日本舰队的确袭击过澳大利亚。日本历史上
的所作所为让人对其如今的军事化企图不能不有所警惕。”
周永生说，“对安倍政府而言，此次痛失大单可以说是当头
棒喝。安倍政府应该对历史进行反省，对其与世界打交道的
方式也要反省，不要以为拉帮结派、搞军事合作、制造国际
联盟的印象就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国外有来自“准盟友”的“当头一棒”，国内还有沸腾
的民意。

来自日本全国约500人组成的市民团体，于4月26日下
午以安保法案违反宪法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安倍政府停止派遣自卫队活动，并以“和平生存权”受到
侵害为由，要求安倍政府作出国家赔偿。

此外，据“安保法案违宪诉讼会”透露，近期在日本全
国将有超过10个地方法院会陆续接到类似诉讼。

在右倾道路上“狂奔”的安倍政府是该反思一下了。

题图：3月29日，在日本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者手
举“废止安保法”的标语，反对新安保法生效。当天，安倍
政权强推的新安保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

“专守防卫”政策被扫入历史故纸堆，日本一贯标榜的“和
平国家”招牌也被摘除。当晚，约 3.7万名日本民众在国会
前集会，强烈抗议安保法实施并要求立即废除该法。

新华社记者 刘天摄

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7 日
指出，阿根廷与债务钉子户达
成和解并走出债务违约，有利
于营造更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
境，但其经济至少要到 2017
年才能重回增长轨道。

该报告认为，遏制通胀是
阿根廷政府当前面临的主要挑
战。该机构预测，今年全年阿
根廷通胀预计超过 25％，明
年通胀压力将有所缓解，预计
在 20％左右。报告预计，今
年阿根廷经济将出现1％负增
长 ， 2017 年 将 重 回 增 长 轨
道，预期增长率将在2.75％左
右。

1％至3％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27 日
发表半年一度的《宏观经济回
顾》说，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欠
佳，预计今年新加坡经济增速
进一步放缓，但不会陷入衰
退。

自去年 10月以来，全球
经济大环境再度低迷，主要表
现为美国经济扩张速度比预期
迟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受其
货币升值和外需疲软影响等。
受此影响，2016 年以来，除
出口贸易等产业外，新加坡更
多产业开始出现疲软迹象，尤
其是服务业。因此，未来几个
季度新加坡经济增长将趋缓，
2016 年 增 速 预 计 在 1％ 至
3％。

3100万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27 日
认定福岛核电站附近医院两名
患者的死亡与福岛核事故有
关，判处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受
害者家属约 3100万日元 （约
合181万元人民币）。

据日本媒体报道，双叶医
院至少有44名类似住院患者
在核事故后死亡，其中7名死
者的家属已起诉东电提出索
赔。这是日本法院首次就此类
索赔案进行判决。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
日本东部大地震引发强烈海
啸，造成灾难性核泄漏。福岛
至今仍有不少民众处于“避难
状态”。

98票对67票

奥地利国民议会 27 日通
过更加严格的避难法修订案。
其中的“紧急状况法令”规
定，政府可以在边境拒绝受理
难民的避难申请。奥国民议会
当天以98票对67票的表决结
果通过了社民党和人民党执政
联盟提出的避难法修订案。

奥地利去年受理大约9万
名难民的避难申请。新法案明
确规定，对 2015 年 11 月 15
日以后入境的难民，奥地利政
府将提供3年期避难权而非永
久庇护权。届时如果难民来源
国安全形势改变，难民的避难
权将取消，必须返回祖国；如
果安全形势没有改变，将无限
期延长避难权。

（均据新华社电）

4月25日—29日，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
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第13轮谈判
在美国纽约举行。该协定旨在消除欧盟与美国
之间的贸易壁垒，建立覆盖 8 亿人的自由贸易
区。然而，欧洲民众的反对浪潮却不曾停歇。
TTIP协定能成为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吗？

推销TTIP的最后努力？

自 2013 年 6 月启动以来，TTIP 经历了漫
长的13轮谈判。欧盟委员会4月27日公布的谈
判进展显示，欧盟与美国在农业市场准入、采
购与金融理财等领域谈判取得进展，并从今年
2月重启对投资保护等关键分歧领域的讨论。

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25日报道，美国
总统奥巴马访问德国期间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
同呼吁加快TTIP谈判，争取年内达成一致。

奥巴马表示：“我不期待我们能在今年年
底前完成协议批准，但我真心期待我们能够敲
定协议。”

不过，TTIP 依然面临不少问题。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月 25 日报道，法

国总统奥朗德为 TTIP 的签署设置了条件，
表示不能接受没有透明度、非互惠且无法进
入美国政府招标市场的 TTIP 协定。德国经济
部长加布里尔也批评美方数月来并没有新的立

场和态度，呼吁增加谈判透明度。

谈判为何如此困难

究竟是什么让欧美谈判如此缓慢？
横亘在欧美之间利益分歧点之一是投资者

—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美国希望将 ISDS
纳入TTIP框架中，投资者能将纠纷直接上诉国
际商业仲裁机构，绕开当地法庭程序。但是，这
让欧洲人感到“国家主权的丧失”。

食品与环境安全等领域的不同诉求则让
“标准化”陷入僵局。欧洲民众担心，在转基
因食品、农药和激素的控制标准上，欧洲将“降
低身段”向美国靠拢。“欧美双方存在文化差异，
美国允许食用转基因产品，而欧盟从未迈过转
基因的门槛。敏感的食品安全分歧在短期难以
协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问题研究所研
究员崔洪建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农业是双方争
议很大的问题。美国以零关税进入市场以后，对
欧盟国家的农业会造成很大影响。”

即将卸任的奥巴马让谈判陷入尴尬境地。
“目前，美国进入选举阶段，欧盟需要考虑奥
巴马具有多大的政治资源推动谈判。未来，无
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对 TTIP 的热情都不
高。”崔洪建说。

而且，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的，今

年有英国脱欧公投、明年有德法换届选举，这
些都是 TTIP 面临的不确定因素。面对反对人
士的示威游行，各国领导人或许会更加倾向

“民意为大”。
这一切，都让谈判的前景更加扑朔迷

离。

达成一致只是时间问题

“TTIP达成协议是早晚的事，关键是双方
达成一致的时间点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持乐观态度。

TTIP 谈判，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决定，更
多的是政治上的战略考量。袁征从地缘政治角
度分析欧美双方的谈判博弈之路，“倘若TTIP

谈 判 成 功 ， 美 国 依 托 北 美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NAFTA），结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TP） 与TTIP协定的两翼优势，将在贸易规
则的制定权上有更大的发言权。那么，欧盟与
美国将进一步释放双边合作的潜在空间。”

而且，“即便TTIP陷入僵局，美国可以利
用TTP协定进一步增强亚太地区在世界贸易体
系中的竞争力，那面临被边缘化危险的欧盟必
然会主动加快TTIP的谈判进程。”袁征说。

此外，折衷的次优方案也能为双方提供
新思路。崔洪建认为，最早提出的协定内容
全面而且标准高，要最终达成可能需要时
间。不过，美欧双方有可能先制定出标准降
低的前期协定，将很多谈不拢的条款搁置一
边，求同存异。

如今，指纹识别已经成为解锁手机、验证身
份的一种流行方式。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不断进
步，除了常见的指纹识别之外，人们身上越来越
多的生物特征加入了“密码”的行列。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德国一
个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套依靠头骨进行生物识别
的技术。它利用一个类似头盔的设备，通过骨传
导扬声器将超声波信号发射到佩戴者的头骨周
围。佩带者佩戴的设备会记录下头骨对于超声波
的震动反馈，凭借这一数据来验证身份。与指纹
解锁相比，这个技术的复制难度显然要大得多。

据报道，研究人员邀请了10人进行测试，识
别准确度为 97%。目前，这项技术还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杂乱的背景音、用户体重的增减等因素
都可能干扰或影响头骨音的震动频率，不过，这
已经为生物识别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耳朵也可以充当密码。此前，日本一家公司
联合长冈技术科学大学共同研究出了一种通过匹
配声音在耳道中的共振频谱来进行生物识别的技

术。每个人的耳道形状都不同。耳道识别技术以
微型入耳式耳塞为载体，向配戴者的耳道发出声
波，再通过耳机端接受反射回来的声波进行身份
验证。该公司表示：“这项技术不需要通过识别
设备扫描身体，它通过自然的方式进行持续识
别，甚至在运动和工作的时候，也只需佩戴具备
内置麦克风的耳机即可。”不仅方便，而且识别
时间仅需 1 秒，准确率达到 99%。该公司有望在
2018年将相关产品推向市场。

如今，越来越多的个人数据被置于云端进行
存储和管理。信息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近
年来，生物密码开始慢慢取代极易伪造和丢失的
传统密码。指纹识别不必赘述，人脸识别、虹膜
识别、声音识别、静脉识别等多种方法都有广泛
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关领域
研究的深入，安全性更高、更加便捷的生物识别
技术也在逐渐兴起。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只需要将手机靠
近头部或带上耳机就能够解锁手机了。

数 字 天 下★环球热点★环球热点

在国外澳潜艇大单在国外澳潜艇大单失手失手 在在国内安保法被诉违宪国内安保法被诉违宪

安倍政府遭安倍政府遭““当当头棒喝头棒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红红

近日，日本眼睁睁看着澳大利亚潜艇大单飞了。安倍政
府倾力打造的所谓“亚太地区新安全模式”，如今遭遇重大打
击。专家分析指出，除了技术原因，历史和政治因素不可忽
视。究竟该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安倍政府该反思一下。

卸任前，奥巴马能搞定TTIPTTIP吗吗？？
赵家坤

生物识别：全身都是密码
■刘书含

4月27日，在比利时西部城市根特，游客在第35届根特花展上参观。为期10天的第35届根特花展于4月22日到5月1日
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5家展商参展。根特花展始于1809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欧洲地区最著名的花
卉和艺术花饰展览之一。 新华社记者 龚 兵摄

4月27日，在比利时西部城市根特，游客在第35届根特花展上参观。为期10天的第35届根特花展于4月22日到5月1日
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5家展商参展。根特花展始于1809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欧洲地区最著名的花
卉和艺术花饰展览之一。 新华社记者 龚 兵摄

数 字 天 下

44 月月 2323 日日，，在德国汉诺威市在德国汉诺威市，，
抗议者手举反对抗议者手举反对 TTIPTTIP 的标语参加的标语参加
游行游行。。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