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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口，都是借口

日本又在炒作周边威胁。近日，日
本政府批准2018年版《防卫白皮书》，继
续渲染日本周边安保环境日趋严峻。报
道称，日本政府将以引进陆上部署型导
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为中
心，力争 2018 年年末推进新防卫力建设
指针《防卫计划大纲》的制定工作。

朝鲜与中国再次成为日本主要针对
的“靶子”。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
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表示，2018 年

《防卫白皮书》 大肆渲染“朝鲜与中国的
威胁”，这构成了整个白皮书的基调。第
一部分第二章介绍各国防卫政策共 118
页，其中朝鲜 22页，中国 35页，共占了
将近一半篇幅。

除了借海洋问题渲染所谓的“中国
威胁”，朝鲜也受到了“重点关照”。针
对已趋缓和的朝鲜半岛局势，《防卫白皮
书》 虽肯定了朝方在美朝峰会中“以文
书形式明确表达实现无核化意愿”的意
义，但仍不忘继续鼓吹朝鲜对日本是“史
无前例且迫在眉睫的威胁”，强调日本对
朝鲜的核及导弹威胁的认识并未改变。

在渲染周边威胁的同时，安倍政府
的修宪步子也越来越实。最近，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将参加9月的自民党

总裁选举，争取历史性的第 3 次连任。
《东京新闻》 报道称，令人担忧的是，已
经确保七成议员票、再次连任几乎没有
悬念的安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变得积极
起来。安倍表示，他计划在 2018 年秋季
的临时国会上提交修正案。

野心，还是野心

加强军备，为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
大国铺路；修改宪法，为成为所谓的正
常国家努力。日本安倍政府一意孤行的
背后是昭然若揭的野心。

日本此轮炒作周边威胁，日本媒体
都看不下去了。《东京新闻》 指出，白皮
书之所以煽动朝鲜威胁，这是为了从美
国高额购买并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装
备。《日本经济新闻》 称，如果改变朝鲜
对日本造成威胁的论述，安倍政府一直
以来以应对朝鲜威胁为由增强防卫能力
的做法将失去依据。日本防卫费自 2015
年以来连续 4 年创新高，防卫省计划在
2019财年支出再创新高的5.3万亿日元。

此次提高调门炒作“朝鲜威胁”还
有另一个重要因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报道，日前，朝鲜媒体指责日本

“不惜一切代价”破坏朝鲜半岛的和平努
力。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浩一
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倍生怕自己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为此他真的非常
努力。他担心，在半岛问题上他没有任
何决定权，却要承担后果。”

除了针对朝鲜，日本 《防卫白皮
书》 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
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
四、妄加评论，恶意炒作军事透明度等
问题，肆意歪曲中国海警船巡航钓鱼岛
海域等正当行为，称中国“单方面升
级”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

分析普遍指出，日本渲染周边威胁，
其实是为了自身强军修宪制造借口。

反对，很多反对

日裔 美 国 国 家 发 展 学 家 、美 国 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弗朗西斯·福山曾这样评价安倍与前
任的区别：“如果说他们 （安倍晋三与小
泉纯一郎） 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
安倍这次复出是更有决心要建立一个固
执己见并且绝不道歉的日本。”

这正是令周边国家乃至世界警惕的
地方。

日本市民团体“继承与发展村山谈
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 《防卫白
皮书》 颠倒事实、继续炒作‘中国威胁
论’，这必将遭到两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石田隆至表示，不管从事实数据来

看，还是从道理道义来看，“中国威胁论”
纯属无稽之谈。白皮书把中国军费增长看
作是中国军力扩张，这并不符合事实。

安倍政府的修宪蓝图也未能获得多
数民众的理解。《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
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电视台近日实施的
舆论调查显示，关于是否应当在2018年秋
季的临时国会上提交宪法修正案的问题，
回答“不应急于提交”的人占70%以上。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在军
事安全方面的动向令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高度警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就日本发表 2018 年 《防卫白皮书》 答问
时表示，白皮书对中国正常国防建设和
军事活动进行指责，对中方正常海洋活
动说三道四，毫无根据，也极不负责
任。希望日方不要为自己扩充军备寻找
各种借口，而应从地区和平稳定及中日
关系大局出发，多做一些有助于增进两
国互信与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
事，而不是相反。

上图：8 月 6 日，日本广岛市在和平
纪念公园举行原子弹轰炸 73 周年纪念活
动。与此同时，数百名民众聚集在活动
现场附近，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
纪念仪式，并表示坚决阻止安倍内阁的
修宪企图。图为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
址旁，市民举行抗议活动。

新华社记者 马 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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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日本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现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争取历史性的第 3
次连任。目前民调显示，一向怀揣修宪

“梦想”的安倍连任可能性极大。于是，安
倍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修宪进程。反
复炒作周边威胁，为强军修宪铺路，安倍
政府带领着一个“绝不道歉的日本”一路
狂奔。

环 球 热 点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8 月 27 日报
道，伊朗防长阿米尔·哈塔米与叙利
亚防长阿里·阿卜杜拉·阿尤布签署了
相互军事和技术合作协议。

哈塔米称，伊叙签署的这项协
议，将帮助叙利亚这一饱受战火蹂躏
的国家重建军队和军事工业。

伊叙合作 重建军工

伊叙没有公布这份军事合作协议
的详细内容。哈塔米接受黎巴嫩“广
场”电视台采访时说，协议将帮助叙政
府军与国防工业完全恢复“战斗力”。
作为曾经的中东地区军事强国之一，
经过内战后，叙利亚军事工业整体受
到破坏。此次军事合作协议的签署，将
对叙军事技术及装备有一定的改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
究所及西亚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
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指出，协议

的签署及哈塔米访叙是伊朗与叙阿萨
德政府的同盟关系不断巩固的体现。
自叙利亚 2011年陷入内战以来，伊朗
持续向叙方提供军事顾问和援助，派
出大批什叶派民兵与叙政府军并肩作
战，双方在战火中结下了友谊。

抱团取暖 顶住压力

此次合作本质上是为利益抱团。
李伟建指出，一方面，“阿拉伯之
春”后，伊朗为保持地区内什叶派的
影响力，避免陷入孤立而支持阿萨德
政府；另一方面，在叙内乱中，叙政
府军目前取得的稳定局面也得益于伊
朗的军事援助。

据美联社报道，哈塔米访叙正值
美国加强对伊朗施压之时。特朗普今
年 5 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8 月初恢
复对伊朗制裁。白宫宣称，解除制裁
的前提之一是伊朗势力撤出叙利亚。

以色列也对伊朗在叙日益增长的影响
力表示担忧。

为应对美国联合以色列、沙特等
国的制裁与封锁，伊朗只有握紧叙利
亚这一地区博弈的最后筹码，进一步
保持并巩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此外，伊叙关系的发展除了两
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之外，更是地缘
政治及地区外大国间博弈的结果。”
李伟建总结道。

未来发展 未有定数

基于目前该地区局势的复杂局
面，伊叙关系的发展方向仍未有定数。

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美防长马
蒂斯近日表示，只有在彻底击溃“伊
斯兰国”组织、积极推进日内瓦和谈
进程后，美国才会开始从叙利亚撤
军。美在叙问题上会否有进一步行
动，又是否会重返伊核协议、中止对
伊制裁，都要画上问号。

据土耳其官方媒体近日报道，俄
土伊三国领导人定于 9 月 7 日在伊朗
召开叙利亚问题三方峰会。李伟建指
出，伊朗很可能借此契机，扩大同俄
在叙问题上的共识，并维持同西方国
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影响
力，以增加未来的谈判砝码，“但在
峰会上伊朗对于叙利亚问题将发挥怎
样的作用，不能期待过高”。

此外，阿萨德政府自身面对的是
一个百废待兴、亟待重整的国家。日
前，叙官员表示叙利亚“需要并欢迎
国际社会的援助”，以支持包括军事
在内的重建工作。显然，伊朗只是叙
利亚寻求合作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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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友谊大桥正式开通
新华社马累8月30日电（记者朱瑞卿、唐 璐） 马

尔代夫总统亚明和中国政府代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署长王晓涛当晚共同按下开通按钮。

亚明在开通仪式上说，中马友谊大桥是两国长期友
好的象征，是马中友好的里程碑。感谢中国政府向马方
提供帮助，实现了马尔代夫人民拥有跨海大桥的百年夙
愿。马方愿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繁荣。

王晓涛表示，中马友谊大桥是两国共建“一带一
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马友好的新象征。

中马友谊大桥是两国在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领
域的标志性项目。大桥全长 2000米，将连通马尔代夫首
都马累和机场岛，设计使用寿命100年。大桥建设全面采
用中国标准、中国规范、中国技术。在 33 个月的工期
内，中马双方共同努力，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伊朗仍在遵守伊核协议
新华社维也纳8月30日电（记者王腾飞） 国际原子

能机构 30日发布报告说，伊朗仍在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并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报告显示，伊朗目前在铀浓缩、重水反应堆和相关
研发等伊核协议所涉及领域的活动未超出协议规定范
围，且伊朗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关系。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 达成伊核协议。国际原子能
机构负责督查伊朗履行协议情况，已多次出台报告确认
伊朗履行了伊核协议。今年５月８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伊朗方面表示
将暂时留在伊核协议中并与协议其他各方磋商。8 月 7
日，美国重启对伊朗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
非能源领域制裁，还将于11月5日重启剩余部分制裁。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
鲁诺·勒梅尔日前对媒体表
示，法国与德国决定创造一个
独立的金融工具，以独立于目
前由美国掌控的国际支付系
统——“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
讯协会”（SWIFT）。欧洲舆论
分析认为，在美欧关系阴影重
重的背景下，新的国际支付系
统是法德乃至欧盟寻求对抗
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一个重
大举动。

勒梅尔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我们希望欧洲成为
一个主权大陆，而不是附属，
这就意味着欧盟必须要拥有
完全独立自主的金融工具。”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最近在柏
林发表的一次演讲中称，德国
和法国正在就建立一个新的
国际支付系统进行磋商。虽然
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支付系
统仍有一系列细节问题需要
解决，但欧盟必须要在贸易、
经济和金融政策上作出反应，
以加强欧洲的独立和自主权。

马斯同时表示，新的国际
支付系统可以成为避免伊朗
核问题升级的一个方案。据
悉，此次法德两国之所以要联
手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支付系
统，直接原因是不想让欧洲企
业继续充当美国单方面对伊
朗实施金融制裁的“牺牲品”。
今年 5 月，美国政府退出伊核
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为了避
免遭到美国“禁令”的惩罚，欧
洲很多企业要么停止与伊朗
的经济合作，要么撤回对伊朗
的投资计划。

SWIFT 总部位于比利时，尽管政治中立，但一直受
美国控制。美国控制的SWIFT与全球上万家银行联网，
各银行主要的跨境转账都通过这一系统完成。美国以前
就利用该系统封锁了对古巴和伊朗的金融交易。马斯在
德国《商报》网站上撰文指出，欧盟要想继续同伊朗保持
经济交往，保护欧洲企业免受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冲
击，就必须要绕过现行国际支付系统，欧盟要创建独立
于美国的欧洲支付渠道，创立欧洲货币基金并建立独立
的银行结算系统。

“欧盟受够了美国的伤害。”彭博社日前评论称，美国
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使得美国与欧盟尤其是德法
间的嫌隙与日俱增。从退出《巴黎协定》到退出伊核协议
再到发动全球贸易战，美国越来越咄咄逼人，欧洲不得不
予以回击。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对美国全球金融霸权也很
不满，正计划参与到打造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的讨论当中。

有专家表示，欧盟要打造一个新的独立的国际支付
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很长的时间。同时欧盟内
部对美国态度不一、自身实力不济，要形成制衡美国的
力量也很难变为现实。但有评论指出，这一主张足以让
华盛顿紧张，因为这是欧盟对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挑
战，是一些欧盟国家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捍卫自身利
益、增强独立性的有力体现。

（本报布鲁塞尔8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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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中国第四批赴南苏丹维和
步兵营修缮那卡囤村小学校舍揭幕及捐
赠仪式在这里举行。自 2017 年 11 月以
来，中国维和官兵们抽调力量修缮校
舍，平整校园场地，利用废弃木材制作
桌椅板凳，还制作了篮球架和足球门。
维和官兵还把文体用品送到学校，与孩
子们一起做游戏，教他们识字、踢球，
赢得了村民和孩子们的信任和喜爱。

图为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中国维和
官兵和学生将桌椅搬进教室。

王岸鸿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