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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使：「日本是小偷」深入華民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

道，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近
日臨時回國述職。與7月份因
「失言」被召回國時的沉默不
同，丹羽20日回到母校名古屋大
學發表了演講。據共同社報道，
在提及日中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
的對立時，丹羽警告說，這次對
立的層次與以往「完全不同，日
方有必要加強認識」。他稱自己
非常擔憂，在最壞情況下，日中
邦交正常化40年來的成果將毀於
一旦。

丹羽稱，「北京的氣氛非常緊
張，日本政府和國民均未感受到
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到11
月中國最高領導層完成換屆後，
兩國關係也難以很快好轉。丹羽
在講演中還介紹說，日本政府宣
佈將釣魚島「國有化」後，他在
北京乘車外出時遭到中國人敵
視，「日本是小偷這種想法已植
根於中國的年輕人心中，這非常
令人憂慮」。在演講的最後，丹
羽表示日本今後有必要為改善日
中關係踏實地付出努力。

台日下月重啟漁業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

《每日新聞》報道，日本與
中國台灣將於11月重新啟動
關於釣魚島海域漁業權協商
談判。該談判曾於2009年2
月中斷。

日擬分化兩岸
據報道，日本政府在9月

初曾提議重啟與台灣地區的
釣魚島漁業權談判，而台灣
方面則同意11月重啟談判。
有分析指出，日本是為了阻
斷台灣與大陸攜手應對釣魚
島問題而同意與台灣展開漁
業權協商的。

日本「購島」鬧劇引發
中日關係風波後，10月5
日，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
突然表態稱，希望早日重
啟日本和中國台灣關於台
灣漁船在釣魚島周邊捕魚
的漁業協議談判。《朝日
新聞》稱，這是日本外相
向台灣發出的「愛之呼
喚」。《讀賣新聞》分析
稱，日本外相對沒有外交
關係的台灣發出呼籲「實
在是異常特例」，此舉的目
的應該是為了「防止中國
大陸和台灣聯手在釣魚島
問題上對抗日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實習記者 邢麗娜 北京報道）

隨 中日釣魚島問題逐步升級，影響最終波及到了經濟領域。
日本財務省於22日公佈的數據表示，9月份貿易赤字為5,586億
日圓（約542億港元），創歷史最高紀錄。其中因釣魚島爭端致
使中日關係惡化，對華出口下降14.1%。

汽車出口中國急降44%
這組數據還顯示，9月份出口額為53,598億日圓（約5,203億

港元），比去年同期減少10.3%。對華汽車出口下降幅度較大，
為44.5%。另外，受歐債危機影響對歐盟的出口減少了21.1%。
日本對華9月份進口額為59,183億日圓（約5,745億港元），增加
了4.1%。主要是因為停止核電，擴大了對火力發電燃料液化天
然氣（LNG）和原油的進口。
受中日經濟摩擦影響最大的是日

本汽車製造業，豐田的子公司豐田
汽車九州目前正面臨減產。該子公
司每天主要生產雷克薩斯等約1300
輛汽車。因中國區銷量下滑，工廠
將減產雷克薩斯海外專用轎車「ES」
和小型混合動力車（HV）「CT200h」
等車型。日產量將減少20%至1,000
輛左右。

與華交惡或致日長期貿赤
有分析指出，在中日關係改善進

展不暢的情況下，10月日本對華出
口額將進一步減少。受歐債危機影
響，日本對歐出口額也無望在短期
內恢復。報道總結稱，除中國經濟
發展減速外，因釣魚島問題而惡化
的中日關係尚無改善跡象，日本的
貿易逆差很可能將長期持續。

這篇題為《日本必須承擔背信棄義的嚴重
後果——五論釣魚島問題真相》的文章

指出，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締結
和平友好條約談判過程中，兩國老一輩領導人
眼大局，就「釣魚島問題放一放，留待以後

解決」達成重要諒解和共識。文章特別強調，
在1972年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政
府明確承諾「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
的立場」，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
施」。而《開羅宣言》的條件就是日本必須歸
還竊自中國的所有領土。

釣島局勢不可能回到過去
文章亦指出，日本政府製造「購島」鬧劇，

妄想一筆勾銷雙方就釣魚島問題達成的共識，

結果適得其反，在日本內外激起了對日方無恥
抵賴進行舉證揭批的浪潮，可謂搬起石頭砸了
自己的腳。而日本外相在歐洲的游說更是滑稽
可笑，其在往訪國遭受冷遇和尷尬毫不奇怪。
文章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來，日方在

釣魚島問題上時有小動作，中方從兩國友好合
作關係出發，始終恪守雙方達成的共識，保持
了相當大的克制，然而日方卻一意孤行。今年
以來，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先後「命名」、
「登島」、「視察」、「慰靈」並最終完成宣佈
所謂「國有化」。文章鄭重警告日本，是可
忍，孰不可忍！
對於日本的挑釁行為，文章稱，中國政府順應

民意，果斷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維護和伸張中
國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文章並強調，日方非法

「購島」行徑已徹底葬送了雙方達成的共識，改
變了釣魚島問題的現狀，釣魚島局勢不可能再回
到過去。文章最後嚴肅正告日方，不要再心存幻
想和僥倖，不要企圖敷衍了事、蒙混過關，中國
政府和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意志和決心是堅
定的，是任何力量也動搖不了的！

外交部籲談判解決爭議
另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副首相岡田克也21

日稱，釣魚島不存在領土問題，但存在「爭論」
確是事實。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22
日回應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
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
權。中方一貫主張雙方通過對話談判妥善解決
和管控釣魚島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日釣
島之爭持續趨緊之際，美
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
（見圖）率美國多位前高
官，將於今日（23日）訪
問北京。昨日，阿米蒂奇
一行到訪日本，分別與日

本首相野田佳彥和外相玄葉光一郎會晤，就釣魚
島等問題交換意見。阿米蒂奇要求日方冷靜應對
釣魚島爭議，以平息事態。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洪磊則表示，這個由美國前高官組成的代表團不
存在所謂的「調停」和「斡旋」職能。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知日派人士、美國前副國

務卿阿米蒂奇22日在日本外務省會晤了日本外相

玄葉光一郎，雙方就因釣魚島問題而持續對立的
日中關係交換了意見。阿米蒂奇要求日方冷靜應
對，以平息事態。

與野田會談內容秘而不宣
隨後，阿米蒂奇等人與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官

邸舉行了會談，就釣魚島等問題交換意見。會談
後，日本政府沒有透露會談內容，而美方也只是
對外強調美國大選結果不會影響美日關係。

中方：代表團並無調停職能
阿米蒂奇一行昨日在結束訪日行程後轉往中國

訪問。據報道，阿米蒂奇一行將於今日在北京拜
會中國領導人。外電消息說，他們將會與中國國
務委員戴秉國會面。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這個由美國前高官組成的代表團不存在所謂
的「調停」和「斡旋」職能。他指出，該代表團
是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到中國訪問，成員包
括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德利等前政
要，中方跟代表團會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話
題交換意見。

4海監船連續三天釣島巡航
此外，中國4艘海監船組成的巡航編隊，連續

第三日駛入釣魚島海域航行執法。日本海上保安
廳昨日指，這四艘海監船昨晚駛離後，今早又駛
入釣魚島毗連區航行約25分鐘。
據了解，這4艘海監船分別是「海監51」、「海

監66」、「海監75」、「海監8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美國

派出前高官代表團先後訪問日本和中國，是

否真能起到其所謂的調停作用呢？對此，國

際問題專家認為，中日圍繞釣魚島的博弈下

一步怎麼發展，關鍵不在於美國怎麼調解，

而在於日本的立場和行動。在美國缺乏公正

性、中立性的立場下，無論是退休官員還是

現任官員，試圖起到調解的作用，效果都不

理想。

對於美方此番所謂的調停，中國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楊

伯江向媒體指出，在繼伯恩斯副國務卿訪問東亞之後，

美國再次派出了前高官代表團訪問日本進行所謂的調

解，結合美國最近和日本共同採取了一些顯示緩和的措

施，比如取消雙方的奪島聯合軍演等，這是它試圖發揮

調解作用的又一次努力。

但楊伯江指出，中日圍繞釣魚島的博弈下一步怎麼發

展，關鍵不在於美國怎麼調解。如果美國真正要發揮一

些建設性作用，應該進一步明確它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政

策，包括對近來通過聯合軍演和所謂的釣魚島適用於

《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這樣的發言的糾正，顯示出真

正公正、中立的立場。

楊伯江批評，1895年，日本非法佔有釣魚島；戰後50

年代，美國擅自擴大了對於沖繩地區的托管範圍，把釣

魚島也囊括進去；1972年，美國把非法納入托管範圍的

釣魚島連同沖繩一起非法歸還了日本。

楊伯江強調，美國要真的想為中日關係的緩解、為釣

魚島問題的公正解決做點貢獻，應該反思，應該正視它

在釣魚島問題的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從美

國自身的地區戰略利益和新一輪的地區戰略佈局來看，

顯然美國不會這樣做。」

美製造釣島問題 難有公正立場

當年對印對越開戰前夕曾用同一語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實習記者 王微妹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

日報》發表自日本將釣魚島所謂「國有化」以來最強硬講話。昨日發表的署名評論

員文章稱，日方非法「購島」行徑已徹底葬送了雙方達成的共識，改變了釣魚島問

題的現狀，釣魚島局勢不可能再回到過去。文章並警告日本，「是可忍，孰不可

忍！」而在1962年中印自衛反擊戰和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打響前夕，《人民日報》

都曾發表過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

美代表團促日冷靜應對釣島爭議「購島」影響
日對華出口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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