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                                                                                                                                                                                                                                                  19

中新网北京1月
13日电(记者 甘甜) 
当地时间1月13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开
启任上首次访美行，
将与美国总统拜登在
白 宫 会 晤 ， 以 求 进
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关
系。

但 会 谈 还 未 开
始，日媒却惦记上中
国 ， 字 里 行 间 不 断
鼓噪“抗衡中国”，
谋求扩军备武。其背
后所释放的“危险信
号”，值得警惕。

岸 田 访 美 ， 旨
在“抗衡中国”？

岸 田 文 雄 从 9 日
起 开 始 欧 美 五 国 访
问。美国，无疑是最
为重要的一站。

连日来，日媒频
频“放风”，称拜登
回应日方请求、决定
与岸田举行会谈，是
因为“与中国的竞争
成为最优先课题”。

日美外长、防长
也于11日在华盛顿开
会预热。日本共同社

称，日美高级官员同
意 中 国 对 “ 印 太 地
区构成最大的战略挑
战”，宣称要加强威
慑，将两国安全条约
的范围扩大到太空。

在日美首脑会谈
中，两国还可能聚焦
哪些议题？

据 多 家 日 媒 消
息，拜登与岸田将讨
论俄乌局势、气候变
化以及经济问题。岸
田还将介绍在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中提出的彻底强化防
卫力和大幅增加防卫
费。

消息人士透露，
双 方 拟 就 加 强 核 能
发 电 和 液 化 天 然 气
(LNG)等能源领域合
作达成共识；为“抗
衡中国”，在包括半
导体、人工智能(AI)
、量子等尖端技术在
内的经济安保领域扩
大合作。

会谈后，双方预
计将发表以安全保障
为中心的联合声明，

强调推动“自由开放
的印太地区”的重要
性，并再次确认《日
美安全保障条约》第
五条适用于所谓的“
尖 阁 诸 岛 ” ( 即 中 国
钓 鱼 岛 及 其 附 属 岛
屿——记者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
耀东认为，日本将借
首相岸田此访进一步
渲 染 “ 中 国 威 胁 ”
。从炒作南海问题，
到宣称乌克兰危机可
能会在东亚发生，如
何应对这些所谓的“
地区威胁论”，或将
是此次会谈的主要内
容。

日本想要“成为
矛的一部分”

近段时间以来，
日本野心外露，不满
足于过去自卫队作“
盾”、美军作“矛”
的分工，也想“成为
矛的一部分”。

2022年底，日本
政府正式通过三份重
磅安保政策文件。其
中，新版《国家安全
保障战略》宣称，日
本 应 拥 有 “ 反 击 能
力”，即“对敌基地
攻击能力”。

日本政府2022年
底还通过了2023财年
政 府 预 算 草 案 ， 防
卫预算达68219亿日
元 。 其 中 ， 购 买 美
制“战斧”巡航导弹
预算为2113亿日元，
获取远程攻击性导弹
及相关预算高达1.4万

亿日元。
吕耀东表示，值

得注意的是，继美国
发 布 “ 国 家 安 全 战
略”后，日本也敲定
了 三 份 安 保 政 策 文
件 。 也 就 是 说 ， “
过去日本的安全由美
国来保护，而现在日
本也要保护其盟国美
国，因此其自称需要
攻击性武器。”

外交学院国际关
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
还 指 出 ， “ 日 本 拥
有‘反击能力’后，
等于过去所说的‘专
守 防 卫 ’ 政 策 被 抛
弃，和平宪法也被架
空，出现了和战后自
我约束的军事战略完
全不同的、没有任何
约束的军事战略。”

日本在军事“松
绑 ” 的 路 上 越 走 越
远，引发多方担忧和
反对。

从东京首相官邸

门前到广岛市内，日
本 民 众 发 起 抗 议 行
动，高呼“不准增加
军费” “反对大增军
备和大增税”，抨击
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是
违反宪法的“暴行”
。

还有日本民众直
言，“日本政府增加
军费投入，这肯定威
胁到我们的生存。这
是绝对不应该做的政
治行为。”

近日，韩国外交
部负责人重申政府既
定立场，即日本的国
防国安政策要“朝着
有 利 于 地 区 和 平 稳
定、坚持和平宪法精
神的方向，公开透明
地运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 汪 文 斌 日 前 也 强
调，中方再次敦促日
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各项原则，切实
将“互为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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