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知华派”林芳正出任日本外相

■ 岸田文雄（右）与安倍晋三 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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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中国统一大势行径都将被挫败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国务卿涉台言论

    新华社北京 11月 11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 11日指出，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
历史潮流。美方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谨言慎行，停
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接受采
访时说，美国有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承诺，

并称有很多国家将单方面动用武力破坏现状

视为对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有记者就此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向发言人提问。

“美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也违背国际法

理。”汪文斌在答问时说，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两国实现建交和中美关系

健康发展的基础。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
关系法”违背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

作承诺，将美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
非法的、无效的。中方绝不允许美方以任何理

由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

汪文斌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既是不容改变的历史和

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挑战的现状。一个中国原

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
识。联大第 2758号决议不仅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
表”，还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席位上

驱逐出去”。在决议磋商过程中，美国等少数国
家企图搞“双重承认”、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

未获通过，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遭到彻底否

定。联合国有关文件明确指出，“联合国认为，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台湾

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坚
如磐石，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汪文斌说，台湾当局和少数“台独”分裂势力
试图否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扩大“台独”活

动空间，这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遭到
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坚决反对。“任何挑战一

个中国原则、抗拒中国统一大势的行径都将

被坚决挫败。任何支持‘台独’分裂、违背历史
潮流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

人事微调
林芳正并不是前首相安倍晋三中意的

外相人选。在将岸田文雄扶上首相位子的安

倍眼中，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才是合适的人
选，但岸田有自己的坚持。

刚过花甲之年的林芳正是“岸田派”的
二号人物，曾任防卫相、农林水产相、文部科

学相等要职，经验丰富，且在日本政界颇受

好评。作为公认的“知华派”，他与父亲林义
郎堪称推动中日友好的父子档。

违背安倍的意思、选择林芳正出任外
相，在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看来，这说明岸田
文雄试图摆脱安倍、麻生等党内“老人”的影

响，与他们保持距离，试图证明自己并非“傀
儡”，为执政生涯烙上属于自己的印记。

与此同时，吴寄南认为，岸田有意改变菅
义伟时期日本外交严重失衡的局面，试图借

任命林芳正为外相，向中国释放积极信号。
尽管岸田文雄在此次大选中拿到了“信

任票”，对他的牵制依旧不少。林芳正在自称
“知华派”而非“媚华派”之后，又宣布辞去中

日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一职，显然是为了避
嫌，回应日本国内对于他“亲华”的疑虑。“所

以，岸田启用中谷元作为负责人权事务的首
相助理。”吴寄南说。

曾任防卫相的中谷元“鹰派”色彩浓厚，

此前他曾发起成立跨党派的思考人权外交

议员联盟，追随西方推动自民党出台所谓日
本版《马格尼茨基法案》，试图对中国说三道

四。吴寄南指出，通过对中谷元的任命，岸田
企图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增加筹码，其内阁在

对华政治上的两面性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时也需要看到，以林芳正和中谷元这

两张牌平衡对华外交的同时，内外都受到牵

制的岸田试图借此做出安抚美国、安抚党内
保守势力的姿态。

撬动派系？

“小小一个的人事变动，却可能是权力
变动的一大步。”吴寄南指出，当前，“岸田

派”仅 41人，在自民党内位列第四，远远落
后于由 89人组成的最大派系“安倍派”。将

未来有希望成为首相的“岸田派”二把手林
芳正安排在外相这个重要的位子上，岸田也

企图增强自身派系在内阁中的分量，未来有
可能会继续对留任的原班人马陆续“开刀”。

然而，安倍晋三、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

郎及自民党前干事长甘利明组成的“3A”体
制控盘日本政局多年，岸田能否借这一小小

的人事变动撬动“3A”体制？
安倍晋三 11日复出、正式接任自民党

最大派系会长。日本多家媒体也报道称，安
倍有意在自民党内建立“造王者”地位。对

此，吴寄南认为，安倍在自民党内依然拥有
较大的影响力，但光环正逐渐黯淡，因为三

个麻烦“缠”上了安倍。首先，由于“麻生派”
人物甘利明在小选区落败，“竹下派”茂木敏

充接任自民党总干事，然而“竹下派”与“安
倍派”素有宿怨。其次，安倍之父安倍晋太郎

与林义郎曾于中选区时代在山口县同台竞
争，而安倍所在的山口第 4选区和林芳正所

在的山口第 3选区可能会在下届众院选举

中合并，丑闻不断且得票数大跌的安倍将遭

遇口碑不错的“世敌”林芳正。最后，“安倍
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部分资深议员不

满安倍出任会长，不排除退会的可能。
但即便如此，要想坐稳首相位子，摆脱

“3A”体制，岸田仍需小心谨慎。吴寄南指出，
由于反感派系政治、“老人”政治，民众将矛

头对准了岸田。因此，靠安倍等“老人”上位

的岸田，既不得不迁就“贵人”，但又需要尽
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安倍等保持距离。

而防控疫情、提振经济等几座“大山”还横在
面前，岸田文雄需要稳妥行事、拿出成绩，为

明年 7月的参议院选举做准备。

十字路口
至于“岸田内阁2.0”时代的中日关系，吴

寄南认为，当下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中谷元上任后，或许会在人权问题上
搞些小动作。”但吴寄南强调，鉴于侵略和殖

民历史，日本最没有资格同他国讲人权。更
何况，日本在妇女权益、研修生和少数民族

待遇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当下中日关系

新旧矛盾交织，日本拿人权问题做文章，只
会增加双方对立的风险。

但另一方面，首相岸田文雄、日本财界
和民间都对改善中日关系怀有期待。一份由

中日两国机构共同实施的中日民意调查显
示，对日本持负面、消极评价的中国受访者

比例高达 66.1%，比此前猛增 13.2个百分
点。“这对日本冲击很大，引起了很多有识之

士的忧虑。”
吴寄南指出，当下中日关系改善存在两

个契机，一是北京冬奥会，二是明年中日邦
交正常化 50周年。如何抓住契机，推动中日

关系向前发展？日本民众等待岸田交出后续
答卷。 本报记者 齐旭

韩放宽防疫政策后
重症患者数创新高
    新华社上午电 韩国自 11月 1日开始放

宽防疫政策、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秩序以来，
新冠确诊病例数大幅反弹，其中重症病例激

增，截至 10日零时达 460例，较前一天增加
35例，刷新疫情在韩国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韩联社报道，9月 1日至本月 5日，韩国
新冠重症病例数保持在 300多例的水平，自

本月 6日以来连续 5天超过 400例。如果继
续保持如此增幅，全国新冠重症病例数下月

可能突破 800例关口。
韩国政府 1日开始放宽一系列防疫限制

措施，计划分三个阶段恢复日常生活。专家认
为，重症病例激增与数周以来新增确诊病例

数上升密切相关。他们虽然预计到放宽保持

社交距离等防疫政策可能推升重症病例数，
但没想到实际情况比预计更糟糕。

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 10日说，新冠死亡
病例数、重症病例数和基本感染数等指标“恶

化速度超出预期”，“由于私人聚会增多、天气
寒冷，我们担心年底情况可能迅速恶化”。

巴黎和平论坛开幕
聚焦合作应对挑战
    新华社巴黎 11月 11日电 第四届巴黎

和平论坛 11日在法国巴黎开幕。与会者将围
绕后新冠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公共卫生和

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和包容性发展、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数字和网络领域治理等议题

展开讨论，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行动更
好地应对全球挑战。

本届论坛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举

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应
采取“有效的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包括

促进军备控制、大国合作、全球治理等。他还
呼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提高新

冠疫苗本地生产能力，以及为应对全球变暖
和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更多行动。

苏丹军方昨成立
过渡主权委员会

    新华社喀土穆 11月 11日电 苏丹武装

部队总司令布尔汉 11日发布宪法法令，宣布
成立过渡主权委员会，由其本人担任该委员

会主席。
据苏丹官方电视台 11日报道，新成立的

过渡主权委员会由穆罕默德 ·哈姆丹 ·达克卢
担任副主席，成员还包括 11名来自军方、武

装派别和平民的代表。由于尚未完成相关协

商，该委员会中来自苏丹东部地区的代表被
推迟任命。

苏丹主要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的重
要成员组织之一“苏丹职业人士协会”当天发

表声明，宣布拒绝接受过渡主权委员会成员
名单，表示将通过和平手段予以抵制。

试图摆脱党内“老人”影响 抗衡“3A”体制并非易事

“岸田内阁2.0”会有“大动作”？
面对舆论对他“傀儡”角色的

质疑，以“春风待人、天衣无缝”为
座右铭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连
任后交出了第一份答卷。一番细微
的人事调整，可见岸田的确下了大
功夫。

在安倍等“老人”面前，岸田
的这番“功夫”是否“天衣无缝”？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这又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