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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敦促美客观理性看待中国
回应特朗普演讲涉华内容：不要借大选拿中国说事

    新华社北京 8月 2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28日说，中方敦促美方客观、理性看
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

美关系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

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讲，其中有谈及中国的内
容。特朗普称，如果拜登胜选，中国就会“拥有”

美国。但如果自己连任，美国将不再依赖中国，

美国企业将会离开中国。中方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美国大选是美国内政，我们

不作评论。同时我们也敦促美方不要借大选
拿中国说事。”他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

伤。中方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同时中方坚定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敦促美方客

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
行，管控分歧，促进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回到

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正确轨道上来。”
赵立坚说，至于美方所谓“转移产能”等

论调，这是美方一些政客将党派和个人私利
置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操弄，既不可

行，也不现实。在全球化时代，违背本国广大

工商界的自主意愿，强行剥夺国与国之间的
既有合作，胁迫各国企业的正常投资经营，这

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最终也必将伤及美
国自身利益。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得人心，

已经并将继续遭到中美两国各界有识之士的
强烈批判和抵制。

美国防部涉华声明无根据
西沙训练活动系我军例行安排

    新华社北京 8月 28日电 针对美国国防

部 27日发表声明称中国军方向南海有关海域
发射导弹的行为对地区和平安全构成威胁，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8日说，有关指责毫无根
据，也毫无道理。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军队
在西沙群岛附近有关训练活动是中国军队在

中国近海开展的例行安排，不针对任何国家，

与南海争议无关。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频频大规
模派遣先进军舰、战斗机、侦察机，不远万里到

南海炫耀武力，大搞军事挑衅，损害中国主权
和安全利益。“美国才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

者和麻烦制造者，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美
方应该停止在南海兴风作浪、挑拨离间，为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身体原因无法继续 挂冠而去早有计划

一半无奈一半不甘
安倍辞职痛如断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8 日下午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因健康问
题辞去首相职务，并表示在继任者选出前会继续履行首相职务。

安倍表示，自己是在 24 日去医院听取体检结果并接受更多检
查后下决心辞职的。这是安倍第二次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位。4天
前，安倍刚刚创下日本首相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纪录。安倍挂冠而去，
给日本未来内政外交走向带来不少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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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民众通过
商场电子屏幕观看
记者会

荨 安倍晋三被拍到入院就医 图 GJ

 离开旋涡 不离江湖
下午 5时，东京街头不少行色匆匆的路

人驻足在商场的电子大屏幕前观看记者会。

媒体提前放风爆料，高层紧急会议，首相召
开记者会，国民做好心理准备———这样的方

式，很日本。
当一身西装、蓝色领带的安倍首相出现

在镜头前，没有戴“安倍口罩”。脸色难掩憔

悴，罕见地没有照本宣科地念稿，但一张口
便知道有备而来。

有解释。他说，不能像前一次一样突然
辞职，所以作出决断。有道歉。他就“在新冠

疫情当下辞职”表示歉意。有遗憾。他说，志
向未酬就放弃首相之位，如断肠之痛。

看起来，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辞职，但多
少还是有几个“不”让人略感意外：比如，不

打算按照政治惯例设置临时代理首相，而是
继续任职到选出下一任首相为止；不明确表

明心中钟意的首相接班人人选，不介入接下
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虽然走下首相之位，

但并不像很多“前任”一样从政界隐退，而将

继续参选众议员。可见，安倍选择了离开政
治旋涡，但不告别政治江湖。

身心俱疲 饱受争议
安倍走到这一步，一半是无奈，一半是

不甘。无奈，是显而易见的。健康问题引发国

民的疑虑和不安，他不得不出来解释，以平
息越传越离谱的猜测和在野党的质问。

关于安倍身体健康状况的传闻一直不
断，但最近这些“传闻”更加甚嚣尘上。今年

让他烦心的事尤其多，由于疫情、洪灾和经

济乏力等问题，安倍从 1月 26日至 6月 20

日，整整 147天没有休息。在日媒镜头里，安

倍近来的公开亮相总显得精神不振。
不甘，则更让安倍刻骨铭心。如果一切

顺利，这个夏天本来会是安倍的“高光时
刻”：东京奥运会原计划于 8月 9日闭幕；疫

情带来的经济衰退等棘手问题也不会存在；
他将成为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顺

利选出“接班人”继承政治遗产……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不少人眼里，安

倍的政治遗产乏善可陈。在任期间，安倍的
内政外交饱受争议。第二次执政后推出“安

倍经济学”经济刺激政策，至今难言成效；试
图在任内实现日本修改战后和平宪法，遭到

大部分民众反对；推出“俯瞰地球仪外交”，
并未太大改变日本外交在追求独立自主和

“看美国脸色”中摇摆的尴尬处境。安倍一直

寄予厚望的对俄、对朝外交均未取得突破，
最得意的对美外交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此

外，在批评者眼里，长期执政逐渐形成日本
政坛“安倍一强”的局面后，他变得十分傲

慢，营私舞弊还百般抵赖。
“屋漏偏逢连夜雨”。安倍急于在卸任前

留下政治遗产，但新冠疫情让前路更加艰

难。日本出现的经济复苏苗头因疫情毁于一

旦，安倍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受到批评。最
新民调显示，安倍政府的支持率为 36%，逼

近第二次执政后 35.8%的最低纪录。

群雄逐鹿 群龙无首
争夺首相大位的权力博弈提前到来。20

日，安倍与一直器重的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在

官邸会谈 20分钟，外界猜测或有托付政治
后事之意；同一天晚上，自民党干事长二阶

俊博与官房长官菅义伟会餐，就今后政权运
营交换意见；防卫大臣河野太郎频频登上杂

志封面；安倍的政治宿敌、自民党前干事长

石破茂也积极发声，表达政见。
安倍辞职后，自民党将提前举行总裁选

举，新总裁将完成剩余首相任期，直至明年
秋季众议院选举。在这段空窗期内，日本政

坛的不确定性加剧，要断言安倍时代已经彻
底远去，为时尚早。只是无论谁继任首相，日

本政局群龙无首的动荡期似乎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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