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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这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为日
韩两国今后的军事合作提供一个重要基础。“只有
实现情报分享，才能做到指挥协调和联合行动。这
也表明两个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达到互信的程
度。”张历历说。

目前看来，日韩双方确实各有所需，两边政府
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远胜于2012年的主动，但这
是否意味着协定签署已是板上钉钉？未必。
“日韩之间长久以来的历史问题以及安全互信

问题可能成为牵制因素。”孟晓峰说。2012年日韩
开启《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时，韩国国内此起

彼伏的谴责之声
就 大 多 聚 焦 于
此。一些韩国市
民 团 体 曾 批 评
称，与对殖民统
治毫无反省的日
本 签 署 军 事 协
定，不符合韩国
国民的情绪。

4 年 之 后 ，
担忧依然存在。
韩联社称，目前
韩国国内同样有
声音认为，安倍
没有对侵略历史
改变原有立场，
反而正在试图将

日本打造成可发动战争国家，在此情况下推动签署
协定并不合适。此外，安倍政府在军事上的诸多不
安分举动，也让舆论担心韩国可能被绑架在日本的
战车之上，使自身安全存在隐患。

对此，日本方面近来正在努力表达诚意。日本
《产经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修改《军事情
报保护协定》名称或之前的协定文案，以消减协定名
称中“军事”一词引发的韩国社会的担忧和不满。不
过，这种文字游戏能起的作用最多只是隔靴搔痒。
“今年签署协定的可能性确实比2012年时要大，

但目前韩国国内政治情况存在很大变数。这样一个
重要的协定不可能在朴槿惠执政危机没有解决的情
况下签署。”张历历指出，协定最终生效需要总统签
署，而目前朴槿惠正在受到韩国国会、社会的强烈质
疑，她是否还有能力推进此事，有待观察。

事实上，无论基于怎样的考量，朴槿惠政府此刻
响应日本推动签署协定一事，能起的作用都只可能
是适得其反，甚至火上浇油。“因为这是与韩国国内
民意背道而驰的，对于朴槿惠将执政重心放在东北
亚以及之前部署‘萨德’，舆论本就普遍持不认同态
度。朴槿惠在相关问题上的前后态度不一，也进一
步加深国内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张历历说。
“这份协定一旦签署，只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

安全困境，造成局势进一步紧张。”孟晓峰也认
为，对于日韩两国尤其是正不知往何处去的朴槿惠
政府而言，推动和平合作机制，而非在军事防卫的
对抗性机制上花费过多心思，才是解决半岛问题、
维护国家安全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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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的东北亚，风云变幻常常只在一夕之

间。提名新总理的仓促决定尚未让深陷“亲信门”的

韩国总统朴槿惠处境有所好转，日韩两国近来又有颇

为惹眼的新动作。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1日，日韩两

国政府为了签署可共享安全领域机密情报的日韩《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时隔4年重启外务及防卫部门课长

级磋商，这意味着日韩或将在政治安全关系上更近一

步。对于本就局势紧张的朝鲜半岛来说，这并不是一

个众所乐见的好消息；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朴槿惠

而言，这更是一个可能火上浇油的危险举动。

日韩之间的这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早在4
年之前就已开始酝酿。2012年6月，两国就缔结协
定达成一致。但当时韩国的李明博政府因暗箱操作
争议遭遇巨大舆论阻力，不得不提出推迟此事，签
署协定在最后关头告吹。

此后，日本方面一直提议重启谈判，但韩国朴
槿惠政府一度面露难色，问题搁置至今。不过近
期，双方似乎在这件事上都比之前更为上心。

在今年9月举行的日韩首脑会谈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就向朴槿惠寻求促成签署这一协定。之后
没几天，随着朝鲜实施第五次核试验，韩国国防部
表示，由于朝核危机不断深化，韩方已根据日本提
议，就围绕重启谈判正式展开研究。

近来，日韩双方推进协定签署的脚步不断提
速。10月 27日，两国政府宣布拟重启签署《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的政府间磋商，力争在今年年底之

前完成签署。
在11月1日举行的磋商会议上，日本外务省东

北亚课课长金井正彰与韩国外交、国防部门负责人
悉数出席，虽然会议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但有分析
估计，双方可能重新明确了朝鲜相关问题等能够共
享的秘密范围。

如果成功签署，这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
成为日韩两国战后首个军事合作协定。2014 年，
美、日、韩三国曾签订了一项共享朝核相关军事情
报的协定，但该协定是通过美国进行情报共享，日
韩之间没有直接共享情报的途径。

如韩联社所言，如果这次日韩签署《军事情报
保护协定》，两国预计能够广泛交流朝鲜核导信
息，实现实时情报交换，从而应对朝鲜半岛突发情
况。也就是说，这份协定将为日韩直接、迅速交流
军事情报奠定法律基础。

4年之后重启谈判

不难看出，对于签署这份《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进而为两国共享军事情报打开大门，如今日
韩两国都颇为积极。

作为一直以来的推动者，日本的算盘一目了
然。诚然，今年以来朝鲜的两次核试验让半岛安全
局势始终高危运行，给了日韩两国重启并加快磋商
协定一个直接刺激，但如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张历
历向本报记者分析所称，“处在美国军事保护之下
的日本非常清楚，朝鲜核试验并未对其安全造成直
接威胁”，日本主要目的还在借此让其军事力量成
为国家对外力量的重要部分。
“日本一直寻求拥有对外发动战争或是采取军

事行动的权力，为此它需要从内到外为这个行动造
势铺垫，这份协定就是为其目的服务的一个重要台
阶。”张历历说。

当然，相比2012年，这次更耐人寻味的是韩国
方面的态度。韩国国防部日前称，与日本签署该协
定是为有效应对朝鲜日益加剧的核导威胁，而签署
协定后，韩方就有可能利用日本的情报能力，使其
为韩国安全利益服务。

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理由。但如今，随着亲信干
政丑闻持续发酵，朴槿惠正在面临上任以来最为严
峻的政治危机，此时韩国方面力推签署协定这桩旧
事，让人不免疑问是否另有他图？

日前，在韩国国会国防委会议上就有在野党议
员质疑，韩方此时推动签约是在试图转移舆论注意
力，扭转朴槿惠“亲信门”造成的不利局面。不
过，韩国防长韩民求予以否认，声称这是作为主管
部门的国防部认为确有必要签署协定，“毫无政治
意图”。
“肯定是有影响的，朴槿惠政府希望借此转移

国内舆论的注意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
教授孟晓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另一方
面，韩国也希望借此配合“萨德”系统的部署。
“韩国此前同意美国部署‘萨德’系统，就是声称
为了应对外部安全压力。现在韩国国内及周边邻国
都对‘萨德’非常警惕，因此韩国更觉得有必要通
过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渲染安全氛围，增
强周边安全环境。”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此次日韩愿意走
近，离不开美国从中极力撮合。“为了维持在东北
亚的军事同盟，牢牢控制日韩两国，美国这两年在
外交、军事上采取了很多措施，推动日韩两国关系
和双边舆论的改善。”张历历指出，美国的一个重
要行动就是在2015年年底促成日韩政府在慰安妇问
题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这为韩国在美国的调解
下与日本发展关系创造条件，也为此次重启《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磋商提供有利背景。

朴政府欲转移矛头？

难以改善半岛局势

图为2012年韩国民众抗议韩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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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于11月3日在巴黎德鲁昂饭店揭晓，35岁

的女作家莱拉?斯利马尼以小说《温柔之歌》获奖。设立于1903年的龚古
尔文学奖每年颁发一次，面向当年在法国出版的法语小说，是法国久负盛

名的文学大奖。虽然获奖者的奖金只有10欧元（约合74.87元人民币），但

通常获奖作品的销量可至少达到40万册。

图为获奖后的莱拉?斯利马尼（右）。 约翰?菲德勒摄（新华社发）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花落《温柔之歌》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与加拿大于10月30
日正式签署《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CE-
TA）。在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取消赴欧
签署协定之后，欧盟最后一刻的努力奏效
了。比利时地方领导人放弃反对该国政府签
署协议。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
“欧盟与加拿大自贸协定绝处逢生”。

一波三折的过程
欧盟和加拿大的这项自贸协定谈判始于

2009年。但是双方一直持续到2014年才完成
谈判。这一协定将取消双边贸易中99%的关
税，给彼此的服务和投资提供新的市场准入。

但两年来的批准过程充满反对声，超过
300万欧洲民众在2015年签名请愿，呼吁欧委
会废除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自贸协定。英国广
播公司报道称：“反对者表示，这种协议只能

让产品标准受到威胁，而且保护的是大企业，
这让大型企业集团能把政府告上法庭。”

即使是在协定签署的最后时刻，比利时
联邦政府中瓦隆大区议会也果断投出了反对
票。为此，谈判现场的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几乎当场洒泪。

据《金融时报》报道，最后关头，加拿
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唐
纳德?图斯克进行了紧急通话，决心继续努
力挽救该协定。“我们认为仍有希望。我们
鼓励有关各方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尚有
时间。”图斯克随后在社交网站上如是说。
“要是因为一个地方的反对，就让整个

欧盟失去这一协定，这样的损失很大。”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魏民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分析称，“在这一情况下，他们也做了
努力，在利益分配上有所调整，对比利时瓦
隆大区的利益有所兼顾。”

为TTIP做铺垫
尽管过程曲折，但是这一协议最终得以

达成。
BBC报道称，欧盟轮值主席、斯洛伐克

总理罗伯特?菲乔表示，“这一协定将为今后
的其它贸易协议谈判开路。”欧盟贸易专员
马姆斯特?罗姆更是直接表示，欧盟下一步

需要着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了。

《金融时报》也认为，欧盟领导人希望
该协议为与美国达成更大的TTIP做铺垫。
那么，欧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完成，如何能对
一直以来同样停滞不前的TTIP谈判进行铺
垫？

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何茂春认为，
欧加自由贸易与TTIP的规则非常相近，而
且双方在涉及到的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
资产保护等领域也十分相似。因此，TTIP甚
至是未来TPP的模式都可以以此作为借鉴。

魏民也认为，现在达成的欧加自贸协定
是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在开放幅度方面
力度很大，取消的关税达到99%，在重大的
利好面前，美国可能会愿意加快推动TTIP
的签署。而且这次欧加贸易谈判过程中遇到

的许多问题，其解决方式对于TTIP也有一
定的借鉴作用。

全球贸易的突破口
尽管欧加自贸协定的通过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欧盟轮值主席菲乔也声称这是欧盟
贸易政策上的里程碑，但仍有分析指出，最
后时刻差点“掉链子”的情况，会让世界各
国怀疑欧盟是否真有能力敲定那些需要得到
成员国所有议会支持的复杂交易。

这突显了欧盟现行贸易政策的复杂现状
和“无条件民主”的尴尬窘境。更令人沮丧的
是，目前还看不出欧盟机构有能力对这种贸
易政策机制作出实质性修改和调整的前景。

不过，在魏民看来，“目前世界整体政
治生态环境变化，总体经济形势不好，各国
民粹主义思潮随之兴起，于是各个自由贸易
协定成了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全球
经济也急需一个突破口，让大家重新回到全
球化的道路上来。”

欧加自由贸易协定或许就是这个突破
口。

何茂春认为，这一协定可以成为全球自
由贸易的新标杆。“在如今整体环境悲观的情
况下，欧盟和加拿大这一历经曲折签署的协
议应当说还是全球自由贸易的一个好消息。”

欧加协定
为全球自由贸易开路

陈正煜

太阳不仅带给人类温暖，还能为
人类提供能源。太阳能是一种环保、
无污染、可再生的洁净能源，被广泛
地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比如太阳能
热水器、太阳能蓄电池以及太阳能应
用于游泳池水体加热等。

近期，太阳能应用有了新发展。据英国广
播公司报道，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号在美国夏
威夷起飞，经过三天飞行后降落在加州，成功
飞跃东太平洋。阳光动力号的机身上共有1.7万
块光伏电池，全部动力来自太阳能。这些电池
在白天为飞机提供动力，同时在夜间为飞机引
擎充电。本次飞行是阳光动力号飞机环绕地球飞
行的最新一程，也是最危险的一程，因为途中缺
乏紧急的降落地点。飞行员伯特朗德?皮卡特预测
说，在50年后，电动飞机将“可运载50人之多”。

而在此之前，能源供应全部使用太阳能已成为
现实。新西兰在南太平洋的属地——托克劳群岛是

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能源供应全部来自太阳能的人类
栖息地。在当地珊瑚礁沿岸装设的最后一批太阳能
电板已经启用，而托克劳群岛总共装设了4万多片太
阳能发电板，供应群岛上1500名居民所需。

无独有偶，很多企业也瞄准了太阳能的应用
前景，纷纷投资开发太阳能。瑞士与德国合资的

一家公司日前宣布，已投资20亿美
元在阿曼开发太阳能技术。投资者计
划修建400兆瓦太阳能发电系统，以
及生产太阳能板的工厂供应阿曼和出
口市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身

兼特斯拉以及太阳城公司董事长的马斯克希望
制造和高档电动汽车一样酷的屋顶太阳能面
板。对于他提议的上述两家公司的合并，将如
何带来一个包括太阳能面板、壁挂式电池组以
及电动汽车的集成系统，马斯克勾勒了一个大
致的愿景。他称，公司的目标是制造比正常屋
顶更好看的太阳能屋顶，能够发电，使用寿命

更长，隔热效果更好，而且安装成本低于正常屋
顶加上电力的成本。

如今，全球都在推进能源革命，清洁能源和
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必定成为人类探索的热点。

上图为阳光动力号太阳能飞机飞越太平洋。

来源：搜狐网

太阳能为我们做什么？
刘林卿

数 字 天下

200名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

移民组织日前称，地中海11月2

日发生两起沉船事故，可能造成

200余名难民和非法移民死亡。

国际移民组织当天对媒体表

示，2日，一艘载有140余人的

船只计划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

发生沉船事故后只有 27人获

救；另一艘载有约130人的船只

离开利比亚海岸不久发生沉船事

故，据悉只有2人获救。

14.7万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就业服务

公司（ADP）11月2日公布的报告

显示，今年10月美国私营部门新

增就业岗位14.7万个，低于市场

预期，为今年5月以来最低增速。

报告显示，该数据低于经济

学家平均预期的16.5万个，也低

于9月新增就业岗位数。ADP将

9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

数由15.4万个上调至20.2万个。

（均据新华社电）

环球热点

资料图片图为朴瑾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