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中日船只在钓鱼岛发生冲突，你怎么办？
答：服从命令。
在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媒体记者问，如果中日船

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冲突，美国将如何反应？斯威夫特没有
明确回答，而是说“服从军令”。斯威夫特说，“我们会做什么，
不会做什么，将由美国总统作出决定”，太平洋舰队准备好执行
总统的命令。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麻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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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21日批准2015年版防卫白皮书，鼓吹安保法案和日美同盟的
必要性，借海洋问题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为日本谋求成为军事大国张
目。

白皮书汇总去年 7月以来日本安保政策和防卫体制的新动向，包括通
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内阁决议、废除“文官统领”制度、修改日美防卫指针强化
日美同盟等。

白皮书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越发严峻，一国单独应对日益困难。白皮
书妄称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日趋活跃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危险事态”。

白皮书称朝鲜核导弹对日风险有所增长，并首次提及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威胁，警告日本同样可能遭遇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白皮书还花费大量
篇幅介绍了日美新防卫指针和安保相关法案。

白皮书还重点介绍了日澳潜艇项目、日印防卫交流、日本-东盟防卫合
作及日英、日法2＋2会谈等日本与各国防卫交流。

此外，白皮书首次单独设置“海洋问题动向”章节，将海洋问题升级为和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等同等重要的课题。

共同社分析说，白皮书对中国军事的担忧程度明显超出往年。白皮书
突出日本安保环境的严峻局面，企图以此来证实安保相关法案的必要性。

日防卫白皮书渲染“中国威胁”
首次单独设置“海洋问题动向”章节 鼓吹安保法案和日美同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资料照片。

韩国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本在2015年度“防卫白皮书”中
宣称拥有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

声明说，日本政府在当天发布的2015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宣称拥
有独岛主权，这是日本否认其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行为。在二战结束70周
年到来之际，日本此举无异于告诉国际社会其仍未正确认识历史。

声明说，在韩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之际，日本的这种挑衅行为只会让
韩方原本希望借此契机改善韩日关系的努力化为乌有。

声明强调，独岛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上讲都是韩国的固有领土，韩方
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

当天，韩国国防部就此召见了日本驻韩国使馆武官后藤信久，表示强烈
抗议，并要求日本立即予以纠正。

日本政府在 21日发表的 2015年度“防卫白皮书”中称独岛为日本领
土。这是日本“防卫白皮书”自2005年起连续第11年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韩国、朝鲜、日本
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谴责防卫白皮书宣称拥有独岛主权

韩要求日本立即予以纠正

■相关

日本政府21日发布2015年
版防卫白皮书。纵览今年的白
皮书，“中国威胁论”的荒唐论调
比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背后
却隐藏着日本调整其防卫政策、
制造“假想敌”的阴暗动机。

篇幅有所精简
涉华部分反增
总体看来，今年日本防卫白

皮书篇幅有所精简，是 10 年来
页数最少的一份。但白皮书中
涉华部分不减反增，且基本以攻
击抹黑中国军事政策、煽动“中
国威胁论”为主。在一张解释日
本周边安保环境“严峻”的示意
图中，除了一句提到其他国家的
军事活动外，满纸都标识着中国
的军事相关活动，如“中国军事
力量大范围快速强化”，中国在
东海、南海“活动急速扩大，日渐
活跃”之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中
国的海洋安全问题上，白皮书
更是大做文章。白皮书在“国
际社会的安保课题”一节中，
首次单独列出“海洋问题动
向”，将海洋安全问题与“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
义”等相提并论，并强调保障
海上航线“事关日本生死”。

为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
白皮书连篇累牍地“声讨”和臆
测，大有不抹黑中国誓不罢休的
劲头。比如，白皮书污蔑中国破
坏国际航行自由。殊不知，中国
是世界最大贸易国，维护和保障
国际航行安全与自由符合中国
利益，中国一贯为此做出巨大贡
献，亚丁湾护航即是明证。

为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
安倍政府可谓煞费苦心，这从白
皮书出炉的曲折经历可见一
斑。比如，防卫省本月7日将已
经付印的白皮书呈交自民党国
防工作小组审议，按往年惯例纯
属走过场。但今年自民党在审
议中突然提出异议，指称白皮书
中对中国在东海活动的叙述不
够，要求打回补充。这分明是日
本政府和自民党自导自演的一
出戏，意在用更加戏剧化的效果
渲染“中国威胁论”。

鼓吹“中国威胁”
可谓一箭双雕

众所周知，中国一贯坚持和
平与国际合作。安倍政府通过
防卫白皮书大肆炒作“中国威胁
论”显然别有用心。鼓吹“中国
威胁论”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
为安倍政府违反宪法的安保法
案提供“正当性”和“必要性”，另
一方面又能在南海等亚太安全
事务上营造挑事的氛围。

事实表明，恰恰是东京让西
太平洋风急浪高，安倍本人恰恰
是“麻烦制造者”。安倍上台以
来，动作连连。别的且不说，一
年来安倍政府在防务政策上有
两大动作，让日本从战后和平主
义上“脱轨”：一是强推安保法
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二是修订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军
事同盟。

一方面在右翼道路上刹不
住车，一方面又肆意煽动“中国
威胁论”，安倍的小算盘打得很
精。为了蒙蔽世人，白皮书序言
以“防卫政策不能陷入思考停
止”为自己辩解，真可谓掩耳盗
铃。纵观安倍政府的所作所为，
不难看出，日本的防卫政策恰恰
是陷入了“思考停止”。

安倍政府炒作威胁论
企图证实安保法案必要性

■观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1日说，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
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恶意渲染所谓“中国
威胁”，人为制造紧张。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 21日表示，日防卫白皮书老调重弹，对中国正
当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妄加评论，恶意炒作东海、南海、网络安全、军事
透明度等问题，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抹黑中国军队形象。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表示，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作为
主权国家拥有的正当权利，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中方根据《国际法》和
国内法规，在东海管辖海域进行相关活动无可非议。日本不是南海问
题当事国，不应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应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
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中方将继
续在相关海空域开展合理合法的正当活动。

日本老调重弹抹黑中国
我外交部国防部表示强烈不满

■中方回应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考特·斯威
夫特上周末刚唱完在南海上空侦察的“白
脸”后，21日又对华唱起了“红脸”，强调中美
关系的积极面。

斯威夫特当天在日本访问时告诉媒体
记者：“相比竞争，我们（两国）有更多共同之
处。”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斯威夫特向中国发
出了“和解”的声音。而就在18日，这名太平
洋舰队新任司令在访问菲律宾期间登上P—
8A“海神”反潜侦察机，亲自参加了在南海上
空7个小时的所谓“例行”侦察行动。

斯威夫特在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中美关系正在取得进展，比如，两国商定
的海上意外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已经实施。
只是双方的“摩擦”经常给这些进展蒙上阴
影。今年5月11日，美国海军“沃斯堡”号濒
海战斗舰驶近中国南沙群岛岛礁之一南威
岛，中国海军一艘护卫舰紧密监视。美方舰
长事后说，双方按照既定相遇准则进行了

“专业”的沟通，彼此表明意图，以防误判。

昨天南海侦察 今天又提和解

美军司令唱完白脸唱红脸 菲律宾官员 20日说，政府 2016年财政预算为 3万亿比索
（约合662.4亿美元），其中军费开支达创纪录的250亿比索。

菲律宾预算和管理部长弗洛伦西奥·阿瓦德告诉路透社记
者，这250亿比索将是菲律宾20年来在军队现代化项目上最大
的一笔支出。按计划，这份政府预算案将在总统贝尼尼奥·阿
基诺三世本月 27日完成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后递交国会
审议。

菲律宾军方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高级将领说，这 250亿比
索将用来购买两艘护卫舰、两架配备双发动机的远程巡逻机以
及 3套空中监视雷达，意在强化南中国海方向的军事侦察。除
此之外，剩余资金将用于分期支付购自韩国的轻型战机“货
款”。一些分析人士说，2012年之前，菲律宾面临的主要安全威
胁来自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伊解”）、新人民军和阿布沙耶
夫等反政府武装，因此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主要
把军费投入陆军用于和叛军作战，海、空军主要起辅助作用。

然而，随着“摩伊解”等反政府武装与政府逐渐转向和谈、
新人民军势力遭到压缩，菲律宾军队的作用与之前相比有所下
降，军费也呈逐年减少的态势。这一势头引发军方不满。

随着阿基诺政府开始炒热南海议题，提高军费开支似乎也
找到了“落脚点”。2013年 5月，阿基诺三世批准了 750亿比索
的军事现代化项目，重点发展海军力量。根据这一方案，2013
年至2017年，菲律宾政府将在5年内每年拨出150亿比索，主要
用于更新装备、引进海空军武器，以应对假想敌。

菲律宾军费预算创新高
意在强化南中国海方向军事侦察

斯威夫特斯威夫特
透过机窗视察透过机窗视察
南海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