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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日本在冲绳县所属石垣岛上加紧施工建

导弹基地的消息近日时有流出。尽管日本官

方对此半遮半掩，但《纽约时报》最新报道的

照片显示，在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地之间，施

工现场忙碌一片，基地也已初具雏形。

按日本防卫省计划，陆上自卫队导弹部

队将于年底前在石垣岛完成部署，规模约为

500至600人。

石垣岛因养眼的自然景观被视为旅游天

堂，但当工地噪声响起，宁静荡然无存，当地

民众的忧虑与不安也随之而来。

日本筹谋已久
东靠太平洋，西面中国东海，方圆222.6

平方公里的石垣岛是冲绳县内仅次于冲绳岛

和西表岛的第三大岛。当地居民金城哲弘几

十年来一直在岛上种植芒果树，当建造导弹

基地的工人和机器到来后，他开始担心自己

是否还能继续安全地住在这里。

其实，在石垣岛部署导弹基地，日本筹谋

已久，但在2021年8月，这一计划才被正式公

开。日本《读卖新闻》当时报道称，这支新增

部队包括一支配备地对舰、地对空导弹的应

用部队，以及一支可迅速应对武装攻击和大

规模自然灾害的警备部队。

而后，日本主流媒体并未对此着墨过多，

仅用“正在推进”等字眼含糊其辞。直到2021

年10月底，一名走访实地的日本记者用“体量

惊人”来形容自己所见。

2021年12月，《纽约时报》用一篇“有图

有真相”的报道揭开了基地建造情况的“神秘

面纱”。报道分析，石垣岛导弹装置“旨在保

护日本”，但结果或会适得其反。

出于多重考量
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看

来，日本在石垣岛上这一新的军事举措，要从

以下几方面背景来理解：

其一，出于防范中国的考量。中国近年

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是基于保护海外利益和

加强海上通道安全保障等的需要，是中国自

身发展的逻辑和结果，日本却将此视为威胁

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其二，出于加强同盟的需要。随着中美

矛盾加深、战略博弈深化，中美关系的复杂和

持久性显现，台海问题正是一个突出体现。

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还

是现总统拜登都有一些挑衅性的举措，而美

国也企图拉拢日本作为军事同盟来共同应

对。日本因此陷入两难局面，一方面希望能

够联手美国对抗中国，另一方面如若发生冲

突，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将面临诸多危险。

但总体而言，日本还是选择加强日美同盟关

系，石垣岛导弹基地的建设以及导弹部队的

速配或与此相关。

其三，出于领土争端的历史。中日之间

本来就有诸如钓鱼岛问题等的领土争端，石

垣岛距钓鱼岛约200公里，离台湾岛也只有约

200公里，属于前沿阵地。

“基于以上三个背景，这些年日本一直在

将军事力量往西南方向转移，并在不断走细

化和集群化的路径。”胡令远强调，此前日本

已经在琉球群岛的奄美大岛、冲绳本岛和宫

古岛部署导弹，石垣岛新建的基地是以上据

点的扩充，“可以说，日本此举是出于多方面

的考量”。

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发生战争，一切都会随风而逝。”石

垣岛当地居民金城哲弘的担忧代表了民众的

心声。《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岛上居民长期以

来都将中国视为商业资源，而非危险之源。

胡令远认为，日本此举可能会给中日两

国之间关系以及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带来负

面影响。

首先，推高了日本陷入危机的风险，一旦

冲突发生，日本恐难置身事外。

其次，中日两国这些年在危机管控方面

做了诸多工作，但日本这一操作反其道而行

之，对此应该慎之又慎。

最后，日本的军事部署越来越抵近前沿，

或将对整个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影响。

“日本应该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将风险

降至最低。”胡令远表示，“唯有如此，东亚地

区才能有更好的环境，中日关系也才能获得

建设性的发展。” 本报记者 王若弦

当地民众担忧被推至冲突前沿

日本在石垣岛加紧建导弹基地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12日电 北约-俄

罗斯理事会会议12日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讨论俄与北约关系

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双方在北约东扩等问

题上分歧依旧。

此次会议是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两年多

来举行的首次会议，近4小时的会议以闭门

形式举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

和国防部副部长福明率团出席，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和其

他北约成员国代表与会。

格鲁什科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双

方讨论了近年来导致欧洲安全恶化的所有

因素，有助于了解对方立场，同时也表明双

方在众多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俄罗斯准

备继续与北约对话，但对话取得成果的前提

是谈判必须朝着共同目标迈进。

格鲁什科表示，北约东扩严重影响欧洲

安全，并导致安全局势恶化，俄罗斯要求北

约为排除进一步东扩的可能提供法律保

障。俄罗斯以书面形式向北约提出改善欧

洲安全的建议，希望北约也能以书面形式提

出意见，或解释无法接受的原因。

俄罗斯希望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摆脱

与北约的关系危机，如果北约改变“共同安

全”立场，俄罗斯不排除恢复常驻北约代表

团的工作。

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分

歧难以弥合，但会谈是一个积极信号，双方

都认为有必要恢复对话，北约将尽一切努力

寻找政治进展的道路。

北约在东扩等问题上与俄分歧依旧
两年多来首次举行理事会会议

新华社联合国1月12日电 联合国大会

主席发言人库比亚克12日说，8个联合国会

员国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失去在联合国大

会的投票权。

库比亚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

8个国家分别是伊朗、苏丹、委内瑞拉、安提

瓜和巴布达、刚果（布）、几内亚、巴布亚新几

内亚、瓦努阿图。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致联

合国大会的信件，11个国家已拖欠会费2年

以上，其中8个国家被取消在联大的投票权。

《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如果会员

国拖欠的会费额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

的会费，就会失去在联大的投票权，除非可以

证明这种情况是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

根据古特雷斯的信件，科摩罗、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索马里属于“由不可控因素造成

的”范畴，2022年投票权仍可保留。同时，被

取消投票权的8个国家只要支付规定的最低

金额，便可恢复投票权。

第76届联合国大会去年12月批准总额

为31.22亿美元的联合国2022年度常规预

算，常规预算的分摊比例以各国支付能力为

原则确定。

八国因拖欠会费失去联大投票权

新华社伦敦1月12日电 英国首相约翰

逊12日承认曾于2020年违反新冠防疫规定

参加酒会，并为此道歉。反对党和部分民众

认为，约翰逊应引咎辞职。

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的秘书曾于2020

年5月英国因疫情“封城”期间在首相府花园

组织酒会，约40名政府人员参加。该消息引

发众怒，约翰逊一度拒绝回应此事。

约翰逊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接受质询

时承认曾参加酒会，称当时认为那是一场公

务活动，自己参加是为了感谢身边的工作人

员。他为参加酒会一事道歉，并表示会对此

承担责任，但要等针对此事的专项调查结束

后再处理。

反对党工党领导人斯塔默表示，约翰逊

的说辞荒谬，是对英国公众的冒犯。他和其

他一些反对党议员呼吁约翰逊辞职。

本报特稿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12日公

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总统拜登在

通胀和新冠疫情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深表不

满，拜登的支持率下降至33%，再创新低。

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一半受访人不赞成

拜登的工作表现，表示肯定的仅占33%。

此次民调结果的主因之一，是独立选民

给出的低分。民调显示，拜登在独立选民中

越来越不受欢迎，57%独立选民对他的执政

表现不满，只有25%表示满意。与此同时，拜

登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从2021年11月的

87%下降到最近的75%。

另一个影响拜登支持率的因素是，大多

数受访者不赞成他处理关键问题的方式。对

拜登处理经济、外交和新冠疫情的方式中，每

项都有超过一半受访人表示不赞成，而这曾

经是拜登的一贯亮点。

疫情期间参加酒会
英国首相承认违规

疫情通胀处理不好
拜登支持率创新低■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现场 图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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