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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日爭議島嶼示意圖

爭議島嶼：
俄稱南千島群島，
日稱北方四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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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日因南千島群島主權爭議長期交惡，是兩國至今仍未簽署和約的
主因之一。普京昨甫開始會談便單刀直入，向安倍表示希望就

「和平條約及亞太地域等廣泛議題交換意見」。安倍讚揚日俄關係在普
京執政13年間的發展，認為日俄加強合作對亞太地區和國際社會繁榮
有重要貢獻。

「未簽和約不正常」

普京和安倍在聯合聲明中均認同，「兩國在二戰結束至今67年仍未
締結和平條約實屬異常」，同意授權外長加快談判進程，盡快找到兩國
皆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同意藉實現元首或外長定期互訪、外長和防長
之間「2+2」會議等途徑，強化雙邊政治對話。安倍表示，雙方同意就
簽署和約尋求解決方案，是今次會談一大成果，並感到自己與普京成
功建立互信。

然而日本時事通信社指出，日方目前基本方針是「先解決四島歸屬問
題後締結和平條約」，對何時和以何等形式歸還持彈性態度。然而，普
京立場是把1956年簽署的《日蘇共同宣言》視為底線，即拒絕在「歸還
群島中的齒舞群島及色丹島」以外作任何讓步，反映兩國立場分歧嚴
重。分析認為，領土談判雖重啟，但達成共識的門檻仍然高不可攀。

強化日俄經濟合作

強化日俄經濟合作亦是安倍此行重點。去年日俄貿易額僅為320億美
元（約2,484億港元），俄國在日本貿易夥伴中僅排第15，被普京此前批
評「明顯配不上俄日當前地位」。俄日同意擴大兩國在石油、天然氣等
合作，並將為共同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東部展開磋商。

安倍今日將轉到沙特阿拉伯訪問，其後到訪阿聯酋及土耳其，相信將
談及能源合作議題。■俄羅斯新聞網/法新社/路透社/共同社/時事通信社

據報安倍晉三今次訪俄為普京準備2,000億日圓（約159億港元）投資
援助資金，被認為是希望藉俄國經濟放緩之際，以銀彈策略軟化俄方
態度。同時40多家日本跨國企業負責人組成的經濟代表團隨安倍訪
俄，相信是希望擴大日俄在礦山和能源開發領域的經濟合作。

垂涎東西伯利亞輸氣管工程

分析指，日本有意參與興建連接西伯利亞東部氣田與海參崴儲存庫
的輸送管道，期望能詳談合作細節。日本目前是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
進口國，日方相信會視俄方為戰略合作夥伴，以圖壓低福島核事故以
來大幅飆升的能源進口成本。

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RDIF）總經理德米特里耶夫透露，安倍此行
亦包括為創建俄日投資平台簽署協議。據悉平台絕大部分將由有意對
俄投資的日企構成，RDIF和日本國際投資銀行將各自撥出5億美元

（約39億港元)投資俄日企業，兩國銀行亦會為公司提供長期貸款，促進
日本資金投資俄國經濟。

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世耕弘成指，安倍此行是希望向俄方「述說與
日維持長期友好關係會帶來的利益」，以打開解決領土爭議的大門。然
而克里姆林宮重申，解決領土爭端並非兩國增進貿易的先決條件，暗
示日方應 重經濟合作，不要過分執 島嶼議題。

■路透社/日本新聞網/俄羅斯新聞網

千島群島最南方的4個主要島嶼國後、擇捉、齒舞及色丹，俄羅斯

稱之為南千島群島，日方則稱為「北方四島」。其中齒舞島群與北海

道僅距數公里。過去60年來是俄日領土爭議的焦點，因此二戰後一

直未簽署正式和約。

日本以1855年與沙俄政府簽訂的《日俄和親通好條約》，指稱俄

方承認日本對島嶼的主權，作為領土主張根據。二戰前島上有1.7萬

日籍居民，蘇聯停戰前佔領南千島群島，其後驅逐全部日籍居民。

蘇聯拒絕簽署1956年的《舊金山和約》，未能解決爭議。蘇方曾主

動歸還兩個最南的島嶼，但日本以僅佔爭議領土7%為由拒絕。

至今島上俄籍人口達3萬人，擇捉島有俄軍駐守。俄政府2006年

斥資170億盧布(約42.6億港元)建設各島基建，加深實際佔有理據。

普京亦重提歸還最南兩島，但無意全面退讓。南千島群島亦發現蘊

藏石油、天然氣及稀有的錸礦，使談判更為複雜。

■英國廣播公司/俄羅斯新聞網

主權爭議60年 俄日未締二戰後和約

專家認為，俄日目前在經貿領域互有所求，使安
倍晉三希望能以經濟牌軟化俄方對領土談判的態
度。俄政治學者波夫特指，俄方在領土問題決不讓
步的立場堅定，不可能從俄方身上尋找突破。

俄總理梅德韋傑夫去年7月再登上南千島群島(日
稱「北方四島」)，令俄日關係跌至谷底。俄羅斯
科學院日本研究中心學者貝奇科夫指，日本保守派
早已意識領土談判陷入僵局，唯有期待普京上台後
可帶來突破。

普京「柔道賽」喻領土談判

分析指，安倍由120人經濟代表團陪同訪俄，經
濟牌意圖明顯。有學者稱，日本需要俄國能源和龐
大市場的同時，俄國亦需要日方資金和技術，兩國

經貿互惠互利。
然而輿論認為，普京早前會晤日本特使森喜朗

時，曾將俄日領土談判喻為「柔道比賽」，意指雙
方距離需更加靠近才有望展開，否則應一直保持無
分勝負的狀態。貝奇科夫相信，安倍深明俄方含
意，認為今次訪問是以「重啟領土談判」為名，打
破俄日外交困境為實。

貝奇科夫表示，安倍主要希望達成兩個外交目
標：一是重啟領土談判，並包裝成「俄方承認領土
爭議」，向日本社會宣稱是「強硬外交獲勝」；二
是企圖說服俄方在部分制華議題上支持日本。不過
貝奇科夫認為安倍無法分裂中俄合作，俄方堅決反
對在兩國合作協議附加任何反華意義。

■中新社/中央社

俄學者：領土問題俄不會讓步
安倍晉三去年12月上台以來，多

次向俄羅斯發出改善關係的訊號，
今年2月更安排前首相森喜朗以特使
身份訪俄，反映安倍有意扭轉東亞
外交困境。然而分析指，近日多名
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安倍否認
日本對亞洲鄰國的侵略史，顯示日
本外交策略自相矛盾，最終恐落得
失道寡助。

分析稱，安倍赴俄除希望加強與俄
關係，減輕日本政府右傾所受到的外
交壓力外，亦有拉攏俄方聯合牽制中
國的意圖。有學者表示，對務實主義
的普京而言，中俄關係短期內是合作
大於競爭，但中國近年軍事和經濟急
速崛起，長遠將是俄方潛在勁敵，可
能促使俄日愈走愈近。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俄羅斯
研究所所長馮玉軍認為，俄方在亞
太實行多元平衡外交戰略，絕不可
能把反華作為俄日關係基點，故安
倍意圖難以得逞。上海交通大學日
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指，領土爭
議使俄日關係長期處於低潮，加上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牽動東北亞
戰略格局，增添俄日利益糾葛。

分析認為，安倍2006年首次拜相
時，將中國列為首個出訪國並提出戰
略互惠關係。時至今日，他對華態度
強硬，試圖拉攏亞洲國家圍堵中國，
反映他已把中國視為極大威脅。

安倍出發訪俄前，出席日政府舉
辦的所謂「主權恢復日」紀念活
動，高唱民族主義，軍國主義色彩
濃烈，日本內外批評聲音四起。

■綜合報道

韓國國會昨通過譴責日本內閣及部
分政客早前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否認侵略史實的言論。
決議指，安倍內閣妄言及妄動是一種
外交挑釁，極不理性，不利韓日關係
發展及維持東北亞和平穩定。

促徹底反省 向鄰國人民賠罪

決議要求日方為日本及亞洲的未來
想，不要再參拜靖國神社，停止發

表否認歷史罪行的不當言論，應徹底

反省，並向當年受害周邊國家的人民
誠心賠罪。決議敦促韓政府以外交手
段果斷回應日本蠢蠢欲動的軍國主義
勢力，呼籲亞洲各國及國際社會意識
到問題嚴重。

日本168名國會議員日前集體參拜
靖國神社，安倍為議員辯護稱「理所
當然」，又指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
不一定等同「侵略行為」，引起中韓
兩國強烈抗議。

■韓聯社

日拜鬼否認史實

韓譴責妄言妄動
韓國統一部發言人金炯錫昨稱，韓方已向朝鮮

發出通知，計劃讓開城工業園最後50名韓國人在
昨日下午5時返國，但朝方未作回應。據悉由於
韓國計劃完全撤出，朝鮮提出多項工作問題。統
一部其後稱當中43人獲准離開，餘下7人由於需
與朝方處理資金結算問題，暫時要留下。

韓總統朴槿惠表示，政府將對撤離開城的韓
企及人員提供最大支持，又指媒體播出韓方大

包小包撤出、甚至車頂亦載滿貨物（見圖）

的畫面，反映朝韓合作協議已成泡影，反問
「哪個國家願再去投資？」

朝鮮月初單方面宣布關閉園區後，雙方一
直未能就重開園區取得共識。經園區企業協
會統計，123家進駐韓企中，103家損失最少
2.8萬億韓圜(約196億港元)。

朝擬建「世界之窗」

英國《獨立報》昨報道，朝鮮正在首都平壤
大興土木，建設新的大型主題公園，設施包括
英國大笨鐘、巴黎艾菲爾鐵塔等著名地標複製
品，猶如小型版「世界之窗」。《中國日報》
月前曾報道，朝鮮正在平壤綾羅人民遊樂園加
建小型高球場。 ■《獨立報》/韓聯社

7韓民滯留開城 朴槿惠：無人願往投資

安倍訪俄 聯合聲明同意重啟領土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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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繼續在俄羅斯訪問，到克里姆林宮與

總統普京會談，會後發表兩國10年來首份聯合聲明。雙方同

意重啟並加速有關領土爭端與和約的談判。然而，日本傳媒

指日俄在島嶼爭議上仍存重大分歧，普京堅持只歸還南千島

群島（日稱「北方四島」）其中兩島的底線並沒退讓，雙方

難以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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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普京 保兩島

攜159億投資赴俄

冀銀彈軟化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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