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美國《華爾街日報》及新華社24日報道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24日下午啟程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
，並計劃於當地時間26日下午就領土問題發表演說，謀求與
會者對日方對釣魚島（日稱 「尖閣諸島」 ）和獨島（日稱
「竹島」 ）立場的理解。新華社發表英文評論稱，野田此行
是藉聯大舞台，擺出 「受害者」 姿態，混淆國際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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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24日刊登日前在首相官邸對野田的
專訪文章，其中大篇幅論及中日近期的釣魚島爭端。野
田在訪問中稱，他計劃在聯大會上發表演講，強調法律
在解決國際爭端過程中的重要性。

不直接點名批中韓
野田佳彥說，他不會指出具體國家的名字。他說：

我認為一位領導人長篇大論、事無巨細地談論個別問題
的做法並不恰當。隨後，野田24日在出發赴紐約前接受
訪問表示，在演講中將傳達如下觀點，即有時國家間會
發生問題，但重要的是根據 「法律統治」的思考方式，
謀求預防紛爭、和平解決問題。在演講中，野田試圖強
調在日本在領土領海問題上將遵循國際法的方針，謀求
與會者對日方在釣魚島及獨島問題上的立場的理解。

對此，新華社24日發表英文評論稱，中國在釣魚島
上主權毫無爭議，野田企圖操控或混淆世界視聽，為日
本政府在海上爭端上採取的措施正名。右傾的日本政府
公然侵犯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卻企圖藉聯大舞台，擺
出 「受害者」姿態。這種企圖荒謬可笑，並將注定失敗
，因為聯合國自1945年成立之時，便是為免除後代遭受
戰禍、維護戰後爭議和平與世界安全而設計。

籲華勿經濟制裁
此外，野田在專訪中還聲稱，中國對兩國領

土爭議的激烈反應──包括暴力抗議活動和非正
式貿易制裁──可能會嚇跑外國投資者，從而進
一步削弱中國本已脆弱的經濟。野田稱，希望中
國政府冷靜考慮目前的日中關係，不要對
日本採取經濟制裁，他說： 「這樣做，會
給兩國關係和地區以及世界經濟帶來負面
影響。」

野田稱，雖然反日示威活動逐漸平息
，但貿易活動出現延誤的新情況表明，反
日抗議活動的經濟影響仍有可能擴大。根
據日本政府的統計，去年日本企業以外商
直接投資的形式向中國注資120億美元。

日本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而中國是日本的最大貿易
夥伴。

爆軍事衝突可能性小
有分析人士預期，中國對日經濟制裁的可能性不是

很大，中日兩國之間保持合作的關係對雙方更有利。新
華社24日發表評論指出，中日經貿關係正面臨巨大風險
。一旦經貿合作受損，雖然受影響程度不同，但雙
方企業和消費者都是受害者，這是任何真正關
心中日關係發展的有識之士都不願意看
到的。

與此同時，日本的反對黨議員呼籲
對爭議島嶼加強防禦，但野田佳彥
說，他認為沒有必要調集日本海
上自衛隊，並且他認為日中
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
。這位55歲的日本
首相說，討論
悲觀假設不是
件好事。

【本報訊】據新華社東京
24 日消息：日本《朝日新聞》
24 日刊登的一項民調顯示，半
數以上受訪者認為所謂的 「國
有化」無助於解決中日釣魚島
爭端。
《朝日新聞》在中日邦交正常

化40周年之際於近期進行了這項調
查。針對日本政府對 「尖閣諸島」
（即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國有化」是否有助於問題的解決，

53%的受訪者認為 「國有化」將 「延
遲」問題的解決。同時，72%的人認

為應 「盡快」解決釣魚島爭端。
對於中日關係整體發展的判斷，

90%的受訪者 「不認為中日關係發展
順利」。而《朝日新聞》在中日邦交
正常化 30 周年之際進行的同樣調查
顯示，有四成以上認為兩國關係進展
順利。

對於今後的中日關係，49%的受
訪者認為 「應該深化兩國關係」，而
有40%認為 「最好保持距離」。20歲
左右的年輕人中，56%認為應該深化
兩國關係。

【本報訊】綜
合日本新聞網及彭
博社24日報道：日
本首相野田佳彥24

日確定了改組執政的民
主黨中央領導班子和內
閣的基本方案。日本財
務大臣安住淳將辭去現

有職務，在執政的民主黨內
出任要職。備受關注的日本政
壇鷹派人物、前外務大臣前原
誠司將再度入閣，有可能擔任
財務大臣或經濟產業大臣。

這將是日本在3年內第5次
撤換財相。目前擔任民主黨
政策調查會長的前原誠司，
是野田首相的盟友，也是野

田在松下政經塾的 「後
輩校友」 。他在2010年
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日

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
的事件前後，
擔任主管海上

保安廳的國土交通大
臣和外務大臣，被認
為是對中強硬派的代
表人物。

當天，野田宣布
任命環境大臣細野豪
志接替前原，擔任民
主黨政策調查會長，並確
定前原入閣。目前在紐約
準備參加聯合國大會的野
田，將於28日對內閣實行
改造，重新安排前原擔任
內閣要職。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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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共同社24
日消息：日中經濟協會24日
決定，原定25日派往北京的
訪華團行程延後，原因是與
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單獨會談
現在難以舉行。中方向在北
京開展準備工作的日中經濟
協會有關人士表示
，延期是出於工
作日程安排問題
，並非受目前日中關係影響，
有意繼續交流。但實際情況則
是前景堪憂。

作為兩國經濟交流的中堅力量，日中經
濟協會自 1975 年起每年派團訪華，今年將
是第 38 次。如果年內協調未果，則將成為
該活動 37 年來首度停辦。日中經濟協會發
表的消息說，由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
倉弘昌和日中經濟協會會長張富士夫（豐田
汽車公司董事長）為首的日本經濟界訪中團
，原計劃於 25 日至 27 日訪問北京，但是，
由於中國方面通知無法安排溫家寶總理和其
他部長的會見，因此決定臨時取消原定訪華
計劃。

事實上，米倉弘昌在 21 日至 23 日期間
，曾以住友化學公司董事長的身份 「潛入」
上海，目的是親眼看看當地的氣氛，切身感

受與日中關係友好完全相反的危機狀態。
日中經濟協會稱，將繼續與中方溝通，力爭年內

派出訪華團，希望藉此恢復因釣魚島問題而面臨危機的
兩國經濟交流。協會幹部表示：「將盡最大努力尋找細微
突破口。」

消息說，雖然訪中團延遲了中國之行，但是，米
倉弘昌會長和張富士夫會長將依然會前往北京，並預
定於27日與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唐家璇舉行會談，就當
前的日中關係問題交換意見。日本方面希望屆時尋求
修復兩國關係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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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在首爾，韓國一名示威者
手持塗改過的野田佳彥畫像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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