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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东盟推
动构建的这些机制是以
合作为宗旨，所推动创
建的是和平、合作与发
展的新关系、新秩序，
这对构建开放合作共赢
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此次
中美元首会晤，将为中
美关系和全球治理带来
何种影响？

张 蕴 岭 ： 这 次 中
美领导人会晤，中国对
两国关系提出了一些与
过去不同的说法，释放
了新的信号。就我的理
解 ， 有 以 下 几 点 ： 其
一，中国不寻求改变现
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
国内政，不挑战和取代
美国；其二，强调中美
道路不同，两国相处要
承认和尊重这种不同。
以 往 强 调 的 是 构 建 新
型大国关系，这次强调
的是不同制度的国家要
相互尊重，和平共存、
共同发展。其三，强调
在当今形势下，中美共
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
是更多了，不冲突、不
对抗、和平共处是两国
的基本利益，中美不仅
在双边，而且在全球问
题上要合作，合作是主
调。

通 过 这 次 会 晤 ，
中美同意在一些重要领
域加强合作，如气候问
题、支持世界经济增长
等。虽然一次会议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但接着
可能有一系列的后续活
动 ， 推 动 新 建 平 台 机
制。

乌克兰危机也是一
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我
看来，中美在两个基本
原则上达成共识：一是
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的
基本原则，尊重国家主
权与领土完整，不能用

战争的方式去改变；二
是双方一致反对在乌克
兰使用核武器，以往强
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有助于推动谈判解决危
机。

世界是多样的，各
个国家都在选择适合自
己国情的道路。中国强
调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和
平共处、合作共赢。这
不仅是对美国说的，也
是对世界说的。和平共
处、合作共赢，实际上
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
一种新文明，这也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对 未 来 的 发 展 至 关 重
要。

中新社记者：在百
年变局大背景下，加强
和推进区域合作是大势
所趋。应如何把握其中
出现的新趋势与特点？

张蕴岭：世界由国
家、区域、全球三个层
面组成。目前，推进全
球层面的合作面临着一
些困难和阻碍。而区域
层面的合作仍有巨大潜
力。未来的世界治理离
不开区域，加强和推动
区域合作是重要潮流。
新的区域合作讲求的是
平等参与、共同参与、
共同发展，在这种情况
下，就要赋予区域“本
位性”，前面谈到东盟
的成功，就是区域构建
的重要成果。

在全力支持多边体
系发挥效能的同时，面
对区域化的新形势和新
特点，中国把参与和推
动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对
外经济战略的重点，根
据不同地区的形势、特
点和利益，制定不同的
规划和行动议程，在这
方面大有可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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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建的东南亚
如何给世界发展提供参考范例？（下）

要 实 现 这 些 目 标
的成本高昂，日本政府
提供防务建议的小组认
为政府应落实开支改革
和通过广泛税收来源，
来支付所需的费用，让
全民共同承担国家的财
政负担。

（ 东 京 综 合 电 ）
向日本政府提供防务建
议 的 一 个 专 家 小 组 星
期二（11月22日）提呈
一份提案指出，日本须
有对抗敌人攻击的反击
能力，应该在未来五年
储备“足够”数量的导
弹。

彭 博 社 报 道 ， 这
个小组也建议日本政府
加强国防研究和公共疏
散设施等基础设施，以
及加强网络防御能力。

由 于 要 实 现 这 些
目标的成本高昂，加上
日 本 的 通 货 膨 胀 率 已
达到数十年来的最高水
平，小组认为政府应落
实开支改革和通过广泛
税收来源，来支付所需

的费用，让全民共同承
担国家的财政负担。

首 相 岸 田 文 雄 的
支持率已降至2021年10
月上任以来的新低，摆
在 他 面 前 的 是 艰 难 的
选择。路透社分析说，
如果岸田政府要为此增
税，他将得决定是否要
调高公司税率，还是要
求公民支付更多个人所
得税，或通过其他方式
来分担成本。

岸 田 必 须 考 虑 任
何征税方式，都要避免
打 击 到 日 本 经 济 。 比
如，调高销售税已一再
被证明会损害日本的经
济。而上述专家小组已
经警告，不要依靠政府
债 券 来 支 付 增 加 的 军
费。

本 月 在 柬 埔 寨 同
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首
脑峰会上，岸田重申要
从根本上加强日本防卫
能力。

面 对 邻 国 俄 罗

斯、中国和朝鲜咄咄逼
人的军事行动，使得日
本有强化军力的迫切需
要。世界银行指出，俄
中朝这三个拥核国有庞
大的军队，共有550万
名军人。相比之下，日
本的自卫队只有约23万
1000人。

日 本 国 防 开 支 向
来占GDP1％

日 本 的 国 防 开 支
向 来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1％，岸田
的自民党已经呼吁把军
费增加一倍，这可能使
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军
费开支国之一。

东 京 庆 应 义 塾 大
学经济学教授土居丈朗
说 ， 首 相 必 须 向 人 民
提出增加国防开支的建
议，同时说明该如何取
得资金，而不是回避这
个问题。

他 也 说 ： “ 如 果
五年内找不到稳定的资
金来源，国家的财政状
况将面临风险。”

日 本 因 为 要 应 对
人口老龄化，加上社会
保障开支占了总财政预
算的约三分一，面对的
财政负担很大，如今国
家债务已经激增至达到
自 身 经 济 规 模 的 两 倍
多。（完）

外国媒体

防务专家小组：未来五年日本
须储备足够导弹加强反击能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已降至2021年10月
上任以来的新低，摆在他面前的是艰难的选择。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