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总统普京实现了第 13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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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西方对俄孤立 “期待”制约中国有新牌

安倍欲对中国打“俄罗斯牌”？
在黑海之滨的俄罗斯旅游胜地索

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总统普京
实现了第 13次会晤（远超与奥巴马
的 7次）。 此次会谈，话题很多，最绕
不开的是延续几十年的领土问题。 这
是安倍追求的终极目标。 但没有人认
为， 日俄能在领土问题上迅速取得突
破，俄官方事先也打了预防针。对于安
倍来访，俄罗斯方面无疑非常欢迎，毕
竟，在整个西方“不待见”俄罗斯的背
景下，G7之一的日本领导人“登门拜
访”， 普京可以借此证明自己并不孤
独。 对于日本一方，由于“老大哥”美
国要求小伙伴们与其保持一致， 此前
奥巴马还要求安倍推迟访俄， 有媒体
称安倍此次“冒险”有点“堂吉诃德
式味道”。 但安倍对此次会面谋求已
久，访俄能增加他的政治资本，在国际
层面特别是面对中国时， 也被认为能
多一张牌。对此，一名俄罗斯学者泼了
冷水：“俄中关系在这个三角里占主
导地位， 日本没有太多理由有什么期
待。 ”

安倍：与普京关系“如同索
契的气候一样温暖”

当地时间 6日下午， 在俄罗斯南
部城市索契， 俄总统普京与来访的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会谈。 据俄新
社报道，普京在会谈中表示：“日本是
俄罗斯的重要伙伴。 在政治和经济领
域我们都有需要关注的问题。 ”安倍
对与普京接触给予高度评价，“今天
希望与您就双边政策， 包括签署和平
条约和迫切的国际问题公开交换意
见。 ”安倍还称，他相信他与普京的关
系如同索契的气候一样温暖。

俄罗斯是安倍 5月 1日开始的欧
洲之旅的最后一站。 在从伦敦赶往俄
罗斯前的记者会上，安倍表示，希望此
次日俄首脑会谈中在北方四岛 (俄称
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上获得突破。据
共同社 6日报道， 安倍有意在会谈中
讨论包括如何展开俄远东西伯利亚开
发等经济合作在内的广泛领域问题，
希望引起俄方兴趣。 两人预计还将就
乌克兰局势、 朝鲜核与导弹研发问题
交换意见。

对于这次首脑会谈， 日媒早早进

行报道，并
称 成 为 正
式 会 谈 的
可 能 性 很
高。 但据日
本 电 视 台
报道，俄总
统 助 理 在
安 倍 到 访
前夕表示，
此 次 会 谈
是 非 正 式
会谈。 报道
还称，安倍
一 心 希 望
在 领 土 问
题 上 能 够
让 俄 罗 斯
以积极态度来谈判，但俄方的兴趣是
经济合作。

据日媒报道， 此次安倍以非正式
访问的形式赴俄， 背景因素是力争
“2014年内实现”的普京访日依然没
有眉目。 2013年 4月，安倍成为日本
10年里首位访俄的首相，后来商定普
京在 2014年 11月访问日本， 但乌克
兰危机爆发后， 安倍政府追随美国对
俄制裁，普京访日由此遥遥无期。而此
次安倍未等普京回访日本， 却趁出访
欧洲之机到索契见普京， 也被一些媒
体看做无视外交惯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称，日俄
高官接下来将迎来密集互访。 据俄媒
报道， 普京将在会谈上邀请安倍出席
9月 2日、3日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
济论坛; 俄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和
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将分别于
6月和 10月至 11月间访问日本;负责
俄远东开发计划的俄副总理特鲁特涅
夫定于本月中访问日本。 此外，关于普
京访日，普京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已
做好准备”，等待日本提出具体日期。

社科院日本所对外关系研究室主
任吕耀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安
倍来讲，就是想解决领土问题。但这是
一厢情愿的事情，难度比较大。这次双
方能谈到领土问题， 已经是不错的进
展。 至于谈经济合作， 谈开发西伯利
亚，是日本想给俄“一个甜头”。 过去

“政经不分离”， 现在安倍有所改变，
无论安倍采取什么形式， 最终目的都
是谈领土问题。他还认为，这次如果能
够促成普京访日， 将是日本对俄外交
一大突破。

“日本是一个在自家后院
无依无靠的国家”

记者注意到， 俄各界对安倍来访
十分欢迎，他们清楚，普京的真实意图
是借日本这个杠杆撬动僵硬的俄美关
系。与此同时，俄希望日本能在远东经
济开发的“伟大事业”中扮演关键角
色。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俄罗斯渴
望借助日本的投资， 而日本方面恰好
对俄远东开发极其热心。

法新社 6日称， 尽管莫斯科希望
这次会面能为双边关系“营造出建设
性氛围”， 但最近日俄关系中紧张的
一面仍持续出现。 日本在乌克兰问题
上通过制裁给了俄罗斯一击， 俄方则
反过来在两个争议岛屿上修建工事，
去年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登岛， 这些都
令日本愤怒。
“东京希望要回千岛群岛， 为此

甚至与北约保持距离。 俄罗斯欢迎安
倍， 这是西方制裁以来 G7国家首脑
首次访俄”，德国《青年世界报》称，
俄罗斯的外交目标很微妙———“给日
本的复仇主义多点糖， 让东京处于西
方的边缘， 但最终不会在领土上做太

大让步。 ”
彭博社称， 安倍和普京会面标志

着莫斯科在打破孤立圈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这是奥巴马孤立(俄罗斯)
政策失败的又一个象征”， 俄国家杜
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普什科夫说。
俄智库学者包诺夫认为， 回避俄罗斯
对日本不会有好处。 安倍希望促进日
本在俄罗斯的投资和信贷业务， 以淡
化中国的角色，“日本是一个在自家
后院无依无靠的国家， 所以与俄保持
关系至关重要。 ”美国天普大学副教
授詹姆斯·布朗则表示：“这个时候对
俄罗斯心软再糟糕不过了， 安倍在冒
很大风险。 ”

俄罗斯《生意人报》称，俄专家认
为， 安倍访俄的动机是出于对国内政
治局势和对外优先方向考虑。 在与美
国和西方伙伴关系中增加日本的分
量， 同时遏制中国成为日本迫切的任
务。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系主任
斯特列里佐夫说， 日本国内局势表面
稳定，实际上对安倍来说并不轻松。国
内经济形势恶化， 反对党宣称有机会
在秋季议会选举中获胜。 在这一严峻
形势下，安倍需要取得一些成绩，包括
对外政策。
“德国之声”称，这场会晤对日本

一方来说有些棘手， 因为美国总统奥
巴马呼吁安倍不要访俄。传统上，东京
的外交是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实施，但
安倍解决同俄领土争端的决心使得日
本政府无视华盛顿的反对。 分析人士
预计， 此次会晤能让安倍得以评估普
京达成妥协的意愿， 但取得突破的可
能性值得怀疑。
“随着美国收紧对莫斯科的惩

罚， 其最亲密盟友之一巴结普京的
做法似乎有点 ‘堂吉诃德式味
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
安倍正努力实现的“平衡举动”，问
题是，在讨好普京的同时，安倍也把
自己扔进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外
交漩涡。 而乌克兰总统早在 4 月就
向安倍喊话称，“日本肯定不会让我
们失望。 ”安倍挑的见面时机也很微
妙。 因为 5 月 26 日 -27 日，他要在
日本伊势志摩设宴款待奥巴马等 G7
国家领导人。

对中国打“俄罗斯牌”？
日俄首脑会晤，“中国话题”频频

被提。 俄《生意人报》称，安倍此行试
图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利用“俄罗斯这
张牌”，想让俄在亚洲实施平衡政策。
报道称，与 20世纪所不同的是，现在
日本官员头脑中的头号威胁不是俄罗
斯，而是朝鲜和中国。

据俄罗斯卫星网 6日报道， 俄科
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帕夫利亚
坚科表示，不应夸大安倍访俄的意义，
此次会晤不会令俄日中三国关系出现
更加激烈的竞争，“从政治角度说，俄
中关系在这个三角里占主导地位。 日
本没有太多理由有什么期待。 ”报道
称，当今日本媒体正积极营造这样一
种说法，即安倍访俄将有助于平衡俄
日关系， 因为向中国倾斜对俄方不
利。 “这是定向宣传，已经鼓吹了很
久，不仅媒体，专家在圆桌会等会议
上也经常重复说，中国不仅仅是竞争
对手，还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对待的
主体，因为其目的和计划破坏地区稳
定。 ”

安倍访俄被解说成旨在“平衡
俄日中三方关系”， 这种说法在日本
有一定市场。《日本经济新闻》日前刊
登该报副主编池田元博的文章称，
“如果俄罗斯希望改变对中国的过度
依赖，进而奉行均衡的亚洲外交，将对
日俄关系改善形成助力。 ”

有分析称， 在北京与东京关系紧
张的背景下， 俄日关系改善必然会在
一定程度上对俄中关系产生微妙影
响。俄方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不把会面
安排在首都而是度假地， 暗示接待的
非正式性， 也显现出俄中关系与俄日
关系的不同。
“谈俄中日三角关系的平衡与制

衡，为时尚早。 ”吕耀东对记者说，安
倍这次是非正式访问， 没到莫斯科，
日俄到现在都没签和平条约，他们的
关系不可能有大突破。安倍采取外交
主动，更多是为促成一拖再拖的普京
访日问题，是为和平条约谈判。
“我们从来不反对日本努力营造

改善同俄罗斯等国关系的氛围， 但如
果改善一国的关系抱有压制与另一国
关系的想法， 毫无疑问是冷战时代对
抗性外交的思维模式。 ”外交学院学
者周永生对记者说， 中日俄同处东北
亚，搅局式的外交关系处理，会给整个
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带来损
害。

（嘉波 李珍 丽美 国川等）

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中，有
7000多个家庭遇难。 为纪念唐山抗震
救灾 40周年，提高全社会的防震减灾
意识， 提升以家庭为主体的防震减灾
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 中国地震局统
一组织，在唐山、包头、大连、长春、济
南、西安六城市开展“纪念唐山抗震
40周年城市防震减灾知识家庭竞赛”
活动，并将在长春市、唐山市举办全国
决赛和总决赛。 按照中国地震局统一
安排，济南市将于 2016年 5月至 6月
举办“纪念唐山抗震 40周年济南市
防震减灾知识家庭竞赛”， 请符合条
件的市民家庭积极参加。

一、活动目的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做好个

人和家庭的防震减灾准备是社会防震
减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竞赛旨在
进一步拓展市县地震系统社会服务平
台，切实提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能力；
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 将科普触角向
家庭延伸， 推动更多的家庭自觉掌握
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主动学习应急避
震技能， 积极提高防震减灾自救互救
能力。

二、活动组织和资料
本次活动由济南市地震局、 济南

市教育局、济南市科协、济南电视台联
合主办，各县（市）区、高新区地震局、
教育局、科协共同承办。本次竞赛活动
以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地震应急避险
技能、震后应急救护知识、《防震减灾
法》为主要内容，设比赛题库。

三、活动安排
活动分为预赛、决赛两个阶段。预

赛时间为 5月下旬，由各县（市）区根

据属地管理原则自行组织本辖区家庭
竞赛，市地震局负责市直部门参赛家
庭初选工作，参赛选手以家庭为单位
报名。 决赛时间为 6月中旬，参赛家
庭由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预选赛
产生，每赛区 1 个家庭；在济南电视
台举办决赛，现场录制，并在济南商
务频道播出。 全市决赛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6名。 决赛一等奖获得者家庭被推荐
参加长春市和唐山市举办的全国决
赛和总决赛。

四、参赛选手要求和报名
参赛家庭必须是真实家庭，由

父母、子女 3 人组成。其中儿童年龄
为 9-12 岁。请参赛家庭登陆济南市
地震局门户网站下载专区 http:
//www.eqjn.cn/index.asp 下载竞赛
题库和报名回执， 在居住地报名参
赛， 参赛时携带户口本进行身份验
证。 报名时间截止为 2016 年5月 20
日。

济南市防震减灾知识家庭竞赛报
名联系方式：
济南市地震局：66608815；
章丘市地震局：83212537；
平阴县地震局：87895081；
济阳县地震局：84235727；
商河县地震局：84881936；
历下区科技局：88151019；
市中区科技区：82078338；
槐荫区科技局：87589192；
天桥区科技局：85596367；
历城区科技局：88115169；
长清区科技局：87221772；
高新区国土规划局：88871647。

争创科学防震小家庭
共建平安和谐大社会
———“纪念唐山抗震 40周年济南市防震减灾知识家庭竞赛”参赛通知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5 月 1 日访
问泰国，在谈及南海问题时表示，针
对中国在南海等海洋进出问题，东
盟各国“有必要统一予以应对”，他
还希望泰国发挥积极作用。 岸田文
雄此番言行是在其刚刚结束访问中
国后做出的， 足见中国一番善意不
足以让日本领情。 事实上，日本对华
外交已不止于两面三刀， 而是单刀
直入， 中日关系也许将面临更加微
妙的前景。

“破冰”之旅的角力
岸田文雄 4 月 30 日访问中国，

可谓中日关系在接近触底时具有突
破意义的访问，这不仅是日本外相时
隔 4年半后首次来华，而且是日方三
番五次“求约”并被中国外长拒绝后
达成的“破冰”之旅。 岸田文雄在北
京期间受到中方高度重视，如愿以偿
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
及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标志着中日关
系已翻过 2012年钓鱼岛“购岛”风
波后最为困难的阶段，至少表明中方
愿意真诚与日方当面交流沟通，避免
关系继续“自由落体”。

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报道，
岸田文雄此次建议构筑“新时代的
日中关系”，以便应对因中国的“大
国化”而导致日中实力变化，劝说中
国深化在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同时
对包括东海和南海在内的一些悬而
未决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王毅外长在会见岸田文雄时重
申“听其言，观其行”的一贯立场，敦
促日方把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诉诸
行动，希望中日合作建立在合作而非
对抗的基础上。 但是，从岸田文雄带

到北京会谈桌上的南海议题，及其随
后访问东南亚四国时的固执表态看，
日方至少保持了逻辑的一致性，即坚
持介入南海问题，坚持在南海问题上
与中国掰腕子，即便同时追求双方高
层的“常来常往”。 王毅曾以“两面
人” 公开形容日本领导人在处理中
日关系上的表现，这个说法可以被解
读为两层意思， 即日方嘴上说一套，
实际做一套；当面说一套，背后说一
套。

如果说，岸田文雄访问中国及东
南亚四国期间的涉及南海言论已明
确显示日本的不妥协，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 5月 2日启动欧洲 5 国行将更
加证明南海议题已被日本纳入全球
外交的框架。《朝日新闻》称，安倍访
欧期间，将要求到访国家在东海和南
海问题上支持日方立场，并促成即将
召开的 G7峰会，对中国施加更大压
力。

发力“南海外交”
不仅如此，日本在“南海外交”

全球化的同时，继续加强武装南海争
端国家，确保其有更多手段和装备与
中国抗衡。日本《读卖新闻》称，日本
5 月 2 日就向菲律宾提供海上自卫
队 TC-90训练机达成协议。 如果协
议得到落实，将是日本首次向其他国
家转移自卫队飞机。 共同社评论称，
“安倍希望帮助菲律宾提高海洋警
备能力，牵制在南海推进军事基地化
的中国海洋活动”。 据悉，该机型续
航距离为 1900公里， 相当于目前菲
律宾飞机能力的 1.7倍。

这一轮的日本表现，从言论到行
动都超越了“两面人”特征，呈现为

赤裸裸的“不客气”。可以大致判断，
从伊势志摩 G7 外长会议到即将召
开的 G7峰会，日本已基本成功推动
南海问题从中日关系的“痛点”变成
“老生常谈”， 从偷偷摸摸鼓动争端
国家与中方对抗到公开武装对方与中
方角力， 从中日关系非传统议题到打
包为一揽子中日关系常设议题， 给中
日关系增添非常麻烦的因素， 也使日
本掌握了制约中国的新抓手、新撬棍。

南海原有的“六国七方”格局
已非常不利于中国维护合法权益，
因为中国强行很难打破既有态势。
美日通过强大军事和外交形成的
“拉偏架”使相关国家有恃无恐，必
然趁火打劫， 谋求既得利益最大化
和合法化。 同时，美国推动、日本主
导、 菲越打冲锋的所谓南海争端国
际诉讼，其结果无论中方是否接受，
都必然在国际舆论层面形成不利于
己的局面。 中国未来将在南海面临
美、日、欧和地区争端国家甚至东盟
的多面夹击，也将承受来自外交、军
事和舆论的三重压力，陷入有史以来
最为被动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许需要一
整套解决全域外交危机的方案，而不
是局限于中日关系解决对日问题，局
限于海洋问题解决东海南海争端，局
限于中美关系解决大国博弈，甚至不
是局限于外交或军事维权而寻求和
平崛起之路。 至少，从对日认知的层
面看， 中国的传统视角也许需要调
整，既定策略需要变化，不能刻舟求
剑以不变应万变，而是得找到下活一
盘棋的完整思路。

（国际问题学者 、 博联社总裁
马晓霖）

日对华外交不止“两面三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