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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是安倍前年12月再次拜相以來，首次在國會
演講中明確談及集體自衛權。安倍稱行使集體

自衛權和針對自衛隊赴海外展開行動，是為推行
「積極和平主義」，並會繼續以日美同盟關係為主
導。就透過釋憲解禁集體自衛權一事，安倍稱會待4
月有關報告出爐後再研究。

批評東海防空區 稱強行改變現狀
安倍又點名批評中國劃設防空識別區，是企圖強

行改變現狀的行為，日本絕不接受。他形容中日之
間是「無法切割的關係」，希望回到兩國戰略互惠

關係的原點，呼籲舉行不設任何條件的首腦會談，
努力改善關係。

日外交渠道向中美解釋
安倍周三接受西方媒體訪問時，稱當前日中關係

惡化令人想起一戰前英國和德國的關係，被認為是
暗示中日難免爆發戰爭。日政府表示，將通過外交
渠道向中國和美國解釋。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同日就外交政策發表講話，表
示會繼承村山談話等過去內閣的歷史認識，承認殖
民統治和侵略歷史，稱日本「將堅持走和平國家道

路」，就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一事尋求中韓兩國的理
解。

欲宣示島嶼主權 韓：一派胡言
岸田亦提到致力加強日韓合作，並會向韓方「切
實表達」獨島(日稱竹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主張。言
論引起韓方強烈不滿，韓外交部昨召見日駐韓大使
館政務公使小林賢一提出抗議，並批評岸田的發言
是一派胡言，形容言論是對韓國領土主權的挑釁，
指日本不能用欺騙和歪曲來掩飾歷史事實。

■法新社/共同社/日本新聞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展開外交攻勢，今日起對印
度展開為期三天訪問，與印總理辛格會晤。報道稱，
安倍此行將簽訂日本40年來首份海外軍售協議，同
時向印度提供2,100億日圓(約158億港元)超低息貸
款，協助印方建設鐵路和推動節能計劃。分析指，安
倍施展銀彈攻勢，意在拉攏印度抗衡中國。
印度是全球最大武器市場，據報安倍的訪問團包

括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等大企業。日本計劃向印出售
新明和工業的US-2i水上飛機，但不配備武器而作

民用，故不違反日本武器出口禁令。分析指，該飛機
提升印空軍實力，可能會引起中國的注意。

投資鐵路 助日企簽能源合約
除了軍售，日企還有份注資擴建印度新德里的鐵

路系統，但來自韓國和歐洲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故
安倍欲協助日企改善營商環境，助它們贏得合同。在
2,100億日圓的貸款中，600億日圓(約45億港元)將
用來協助日企在印度發展計劃系統，與負責再生能源

項目的印企聯手，建設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站。

兩國空軍增聯合軍演
有印度國防部官員透露，日印空軍今年將舉行更

多聯合軍演，安倍希望參與印度和美國年度軍演。美
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奧斯林表示，日本正致力在亞洲東
北以外地區尋找合作夥伴，日印加強雙方關係，很大
程度是因應中國崛起。

■法新社/路透社

《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官員
指，美方已私下要求日方，保證安
倍晉三不再參拜靖國神社，以免惹
怒鄰國，並打算要求安倍重申東京
此前就二戰所作出的正式道歉，以
緩解東亞地區緊張局勢。美方亦敦
促日本採取措施，解決長期以來在
慰安婦問題上的分歧，但沒透露若
日方不遵從，美國會採取何種行
動。

日記者批荒謬誤國
安倍晉三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上，為參拜靖國神社辯護，連在場
日本記者都看不過眼。《人民日
報》報道指，有日本記者直斥安倍
的言論「一塌糊塗」和「荒謬」，
並指很多日本人都反對安倍參拜，
不明白安倍為何要拖累全日本背負
國際輿論壓力。

報道指，東京電視台世界經濟報
道首席新聞主播小谷真生子表示，
日媒原以為安倍會借助論壇為自己
的行為解釋，「但他的回答一塌糊
塗，連我們日本人聽了都感到費
解！」小谷表示，知道安倍參拜傷
害中韓民眾，希望告訴他們參拜靖
國決非日本民意，並要求安倍給國
民合理解釋。
■《人民日報》/《華爾街日報》

因應2020年東京奧運，日本相關建
造工程將急增，建造業人手恐進一步
短缺。政府昨日在首相官邸召開內閣
會議，研究擴大引進外籍勞工，希望
在3月底前決定緊急對策，從明年開
始招募海外建築工人到日本參與建設
工程。安倍政府昨向新一屆國會提交
新預算案，公共項目費和國防費連續
兩年增長。
安倍內閣考慮調整外籍人士技能實

習制度，延長目前最長3年的居留期
限，並考慮擴大企業可引進的名額，
其他措施包括增加薪酬、改善外勞生
活環境等。

預算案社保開支突破30萬億圓
日政府昨提交2014年度預算案和

2013年度補充預算案，總額逾100萬
億日圓(約7.5萬億港元)，並力爭預算
案早日通過，應對4月提高消費稅後
的經濟下滑，以及擺脫通縮。由於政
府把特別預算轉入一般預算，2014年
度預算案總額創歷史新高。隨着社會
老齡化，養老金、醫療等社保費用將
首次突破30萬億日圓(約2.3萬億港
元)。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安倍出訪頻針對中國
去年
■7月出訪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企圖拉攏
東南亞國家，配合美國「重返亞太」政策。
■10月月初訪問印尼，之後出席在文萊舉行的東
盟峰會，揚言要東盟各國緊密聯繫，共同牽制中
國。月底訪問土耳其，據報游說土國政府不要購買
中國的導彈系統。
■11月 出訪柬埔寨、老撾，加強政治和安保對
話、投資和經濟合作。
■12月在東京舉辦日本－東盟特別峰會，斥巨資
援助東盟國家發展，構築「對華包圍圈」。
今年1月
■9日至15日出訪非洲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亞和
莫桑比克3國以及中東，向當地提供發展資金，抗
衡中國在當地影響力。
■22日 出席達沃斯論壇，暗批中國「軍事擴
張」。
■今日 對印度展開為期三天訪問，料商談軍售，
並宣布提供 20 億美元貸款，拉攏印度遏華。

■綜合報道

美私下促安倍勿再拜鬼

放
寬
引
進
外
勞

國
防
費
連
增
兩
年

今訪印售武 安倍銀彈遏華

安
倍
猙
獰
畢
露

安
倍
猙
獰
畢
露

施
政
演
講
首
提
修
憲

施
政
演
講
首
提
修
憲
解
禁
集
體
自
衛
權

解
禁
集
體
自
衛
權

日本國會昨日復會日本國會昨日復會，，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施政講話時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施政講話時，，首次表明首次表明

將修改憲法將修改憲法，，為行使集體自衛權解禁為行使集體自衛權解禁，，又點名批評中國通過劃設又點名批評中國通過劃設

東海防空識別區東海防空識別區，，謀求獲得更多權益謀求獲得更多權益。。共同社指出共同社指出，，安倍安倍

此言表明其已不再掩飾此言表明其已不再掩飾「「安倍色彩安倍色彩」，」，而他試圖而他試圖

允許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允許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意味要對安意味要對安

保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保政策作出重大調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在例行記者會稱，中方
一貫主張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本着正視歷
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發展中日關係。中
方希望日本以誠實的態度，為中日關係改善作實實
在在的努力，而不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說一套
做一套。秦剛表示，安倍晉三給華人最好的春節賀
詞，莫過於說「我將懸崖勒馬，馬上認錯，馬上就
改，再也不去參拜靖國神社了。」

駐日參贊︰倒行逆施難阻時代潮流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新聞參贊楊宇昨批評，安倍不
顧中方事先反覆規勸和強烈反對，執意參拜靖國神
社，在兩國務實交流合作呈現恢復跡象時，一手關
閉同中方對話的大門。他強調，安倍倒行逆施可能
得手一時，但不可阻擋睦鄰友好的時代潮流。

■中國外交部網站/共同社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
張力奮表示，安倍晉三在達沃斯世
界經濟論壇演講中，反覆強調日本
不會再發起戰爭，這似乎是把中日
緊張關係的皮球踢給中國。然而安
倍又用一戰前英德關係比喻當今中
日關係，似在暗示這歷史上也是有
先例，故無法排除軍事衝突的可
能，這給人留下了很多想像的空
間，反映安倍自己也有矛盾。
張力奮引述他一位同事表示，安倍
說這句話時是頗隨意，意思是當時英
德之間有很好的貿易關係，但經濟上
的共同利益沒讓兩國避免戰爭。安倍

沒在這一點上多談，表達的意思就是
現在也要警惕。

言論煽動令人不寒而慄
英國《金融時報》在題為「中日

應停止導向戰爭之舉」的社評中，
批評安倍身為首相，居然容許自己
將眼下的情況與1914年歐洲相比，
令人不寒而慄、並且極為煽動。社
評說，對目前的僵局，安倍難逃其
咎。
社評指，在近一年內，安倍任由

極右情緒主導自己的行為，最近聲
言修憲也非常不恰當。至於他在達

沃斯論壇上，指責中國軍費開支是
地區不穩的主要根源，這也無助於
中日事態良性發展。

■英國《金融時報》

英媒批安倍卸責
「一戰論」自相矛盾

中方︰安倍賀詞
應是「馬上認錯」

■印度民眾舉行反核示威，促安倍滾回日本。
美聯社

■■陸上自衛隊去年陸上自衛隊去年1010月舉行檢閱儀式月舉行檢閱儀式。。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倍參拜靖國惹起國際公憤。
資料圖片

■■安倍不再掩飾安倍不再掩飾「「安倍安倍
色彩色彩」，」，曝露軍國主義曝露軍國主義
真面目真面目。。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安倍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講。 彭博通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