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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日美军经费：从“体贴”到“强化”
日本每年多交百亿日元 日美同盟出现转折信号

    特朗普没搞定的事，拜登终于谈拢了。21

日，日美两国就驻日美军经费分摊达成共识，
日本负担金额首次突破万亿日元大关。

有日媒称，新协议象征着日美同盟发生
质变。分析人士则认为，此次共识可看作日美

同盟出现转折点的信号，但美国对日本的政
策与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不断拉高上限
在驻日美军经费来源上，日本多年来是

绝对“主力”，可美国依然不断拉高上限。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将日本承
担金额增至 4倍以上，日本深感“压力山大”，

相关谈判陷入僵局。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双
方决定把这事翻出来再议。几经谈判，终于达

成共识。

据日媒报道，从 2022年开始的 5年内，
日本将承担约 1.055万亿日元驻日美军费用。

与现行标准相比，每年多负担约 100亿日元。
虽然费用增加，但用途有所改变，为驻日

美军代付的人工费、水电煤气供暖费等“体贴
预算”将减少，而用于日美联合训练的费用将

上升，主要用于提高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协
同作战能力、购买共同训练使用的新军事系

统以及驻日美军基地设施维护。为此，日本还
特意将经费名称从“体贴预算”改为“同盟强

韧化预算”，寓意强化同盟。

经费结构调整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 21日记者会上

表示，“这彰显了日美并肩面对严峻安全保障

环境的决心”。日经新闻网认为，“日本旨在通
过与美军合作，加强自主防卫能力”，新协议

的达成“象征着日美同盟发生质变”。
对此，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中心主任陈子雷认为，
“体贴预算”的结构调整，体现出日本从为驻

日美军提供服务到更注重与美国合作的转

变，“这可以看作日美同盟出现转折点的信
号，从同盟分工、日本的防卫地位、日本整个

国家的走向等方面，可以看出一些迹象”。

至于美国的考量，陈子雷表示，在日美同

盟中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防卫态势是符合美
国愿望的，而与日本在经费方面达成共识的

背后，折射出美国的两种心理。
一方面，美国希望日本提高防卫能力，承

担更多义务，从原先的后方支援转变为共同
协防的角色；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日本“借

船出海”，自己被日本的防卫政策“绑架”，因

此希望日本按照美国期望的节奏和步伐，相
应提升防卫能力。

陈子雷指出，尽管两党政权交替，但美国

对日本一直以来的政策和态度并未改变，且

可能长期保持不变。

民众怨声载道
日本对美国的亦步亦趋，激起了日本民

间的反感。驻日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环境

与安全问题，更使当地民众怨声载道。
冲绳县驻日美军汉森军营近日爆发集体

感染疫情，但美军士兵仍然不戴口罩，流连于
酒吧夜店，甚至有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拘捕。日

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一博透露，截至 22日早

上汉森基地确诊病例已达 215例。
美军不负责任的行为引起冲绳民众抗

议，有日本网民怒斥“应该把军营大门反锁，
把美国士兵关在里面”。

陈子雷指出，日本民愤主要源于两方面：
第一，日美地位差异决定了美国享有特

权，使得多年以来驻日美军在日本的犯罪等
行为没有得到相应处置，“这是一个有辱日本

主权的权利，日美同盟双方地位不平等是激
起日本民愤的根源”。

第二，一部分日本人士认为，日本和平宪
法与日美安保条约关联法案相抵触，因此他

们长期主张美军应该缩小甚至退出在日本的

军事基地。
“对于此次日本分摊经费结构的调整，以

及提高日本防卫能力和同盟地位的做法，日

本有识之士都持警惕态度。”陈子雷认为，几

重民意叠加，日本社会显然会出现反对呼声。
王若弦

普京：俄在乌克兰问题上已退无可退
俄德管道输气方向改变 欧洲天然气价格创新高

    面对西方，俄罗斯总统普京显著提高警

告的调门。
普京 21日在国防部会议上强调，在乌

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没有退让的空间。他表
示，即便西方给予俄罗斯正式的安全保证也

不可信，俄罗斯将系统推进国防力量建设。
与此同时，从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的亚马尔-欧洲管道内 21日改变输气方向，

将欧洲天然气价格推上新高。

普京痛批西方
普京 21日在面向俄罗斯高级军官的讲

话中再次痛批美国和北约。他说，美国和北

约在乌克兰领土上正在做的和打算做的事
情就在俄罗斯家门口，他们应该明白俄罗斯

退无可退，不可能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或接
受北约驻军和武器。

连日来，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围绕

乌克兰问题激烈交锋。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
提交关于确保俄罗斯边境安全的草案，要求

北约停止东扩，不吸收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
入北约，不在“乌克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南高

加索和中亚国家”开展军事活动等，但迟迟
未得到回应。

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和北约导弹系统部

署到乌克兰，这些导弹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就
能打到莫斯科，因此俄罗斯需要西方作出有

法律约束力的长期保证，而不仅仅是口头承
诺。但鉴于美国此前的劣迹，即便西方给予

正式的安全保证也不可信。
普京警告，如果美国和北约继续执行

“侵略路线”，俄罗斯将采取对等军事技术措
施，作出强硬回应。同时，俄罗斯无论如何都

将系统推进国防力量建设。

筹划下月会谈
不过，普京仍表示希望与美国和北约就

俄罗斯寻求的安全保证举行建设性会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1日回应说，美国
预计于明年 1月与俄罗斯会谈，但俄罗斯应

减少在乌克兰附近的军事存在，以便为会谈
创造合适的环境。西方媒体报道，乌克兰东

部地区的乌克兰政府军已遭遇密集的小规

模炮击。
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唐弗里德同日证实，美国准备讨论俄罗斯
提交的安全保证草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呼吁北约与俄罗斯理事会新年过后尽
快开会。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则表示，如果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及其盟国“极不可
能”出兵干预。

然而，路透社 21日披露，美国正考虑对
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出口管制。消息人士

称，这些举措可能限制俄罗斯进口智能手
机、飞机和汽车关键零部件以及其他材料，

将对俄罗斯特定行业运转产生重要影响。

欧洲依赖能源
但是，欧洲在能源上也依赖俄罗斯。从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亚马尔-欧洲天

然气管道 21日改变输气方向，加上法国多
座核电站停运、欧洲天然气库存不足和寒冬

等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被推上新高。
亚马尔-欧洲管道全长超过 4000公里，

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北部延伸至德国东部，

途经白俄罗斯和波兰，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
天然气的主要管道之一。

德国卡德天然气运输公司数据显示，亚
马尔-欧洲管道内的天然气量 18日起开始

减少，21日停止输气后调转方向。
本报记者 杨一帆

美批准紧急使用
首款新冠口服药

    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22日电 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 22日批准首款可紧急用于治
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口服药物，用于治疗患新

冠轻症至中症的成人和 12岁及以上儿童，以
及具有较高重症风险的人群。

美国药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辉瑞
公司生产的这款口服药物名为 Paxlovid，由

两种抗病毒药物组成，患者须在确诊新冠后

尽快服用，在出现新冠症状后 5天内开始服
用，连续使用时间不能超过 5天。

声明说，经过对所有可用科学依据的评
估，美国药管局认为 Paxlovid可能对治疗新

冠轻症至中症患者有效，已知和潜在益处超
过已知和潜在风险，常见副作用可能包括味

觉受损、腹泻、高血压和肌肉酸痛等。
美国药管局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卡

瓦佐尼表示，随着新变异毒株的出现，新冠疫
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紧急授权使用这款口

服药物为抗击新冠病毒提供了新的工具。

以拟为部分人群
接种第四针疫苗

    新华社上午电 为遏制新冠病毒变异株

奥密克戎传播，以色列政府下属应对新冠疫
情卫生专家小组 21日建议，为 60岁及以上

人群、医护人员等群体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
专家小组建议，60岁及以上群体、医护

人员以及其他有较高感染风险的群体在接种
完第三针加强针至少 4个月后，接种第四针。

这一建议尚待以色列卫生部总干事阿什最终

批准，一旦获得批准，以色列有望成为世界首
个为部分人群接种第四针疫苗的国家。

以色列去年 12月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今年 7月开始为患有癌症或做过器官移

植手术等免疫系统受损的成年人接种第三
针，7月底为 6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三针，8月

24日又把接种范围扩展到 30岁以上人群。
《以色列时报》数据显示，以色列 930万人口

中已有超过 400万人接种第三针疫苗。

■ 驻日美军在营地内训练 图 GJ

■ 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管道 图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