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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oshi Kondo，日本四國島上的一個

農民。

在他美麗寧靜的家鄉，有一塊屬於自己

的小小的水稻田。在耕種這塊稻田之余，他

的身份還是針對日本農戶開展業務的銀行職

員。在過去的多年裡，HiToshi Kondo都

是日本全國農業協會的雇員，曾經管理過農

協的超市，銷售過農戶的保險。如今

HiToshi正在為農協的銀行工作。對於日本

的220萬農戶來說，農協的銀行系統是他們

的第一金融選擇。

由於日本多年來農戶數量和勞動力的減

少，團體性組織參與到農業領域的程度已經

非常高。日本全國農業協會便是其中的代

表。生產指導、組織流通、信用服務、互助

共濟……無論是插秧種植、割稻賣糧，還是

農民的生老病死，農協都一攬子包幹，其在

日本農村的觸角無所不在。日本的農民也在

類似於農協等合作組織的精心保護下，長期

享受著日本農業政策所帶來的優越。

然而，這些以農協所代表的日本農民群

體，最近卻感受到了些許焦慮。

3月15日，安倍政府宣布準備加入TPP

協議談判的決定，似乎讓他們覺得好日子快

要到頭了。

“如果美國或澳大利亞生產的農產品進

入到我們的市場，我們無法和他們競爭。”

HiToshi Kondo面帶慮色地說，“農民們將

大量失業，環境也將受到破壞。我們的生活

方式將遭遇改變。”

顯然，安倍政府的決定如同投入平靜湖

水中的一塊石頭，正在將日本農民寧靜的生

活狀態打破。

農業成障礙

TPP ，全稱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

議”，其前身是2005年由文萊、智利、新西

蘭、新加坡四國發起的經貿協議。2008年

美國加入該協議談判之後，開始主導這一協

議並提出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的計劃。截

止到2012年末，TPP已經有11個成員國，

並分布於環太平洋的各大洲。

然而，在一系列的成員國名單中，卻一

直沒有日本的名字。不遺余力推廣TPP的

美國，則一直呼吁“美日聯盟”的另一方能

夠早日加入到TPP的談判桌上。

其實早在2011年，日本前任首相野田

佳彥便曾高調宣布過加入TPP協議談判，

在當時遭受多方反對後，最終不了了之。安

倍政府此次重提加入TPP協議談判，一方

面是“老調重彈”，另一方面卻也體現出日

本政府長久以來的“TPP”情結。

對於日本政府來說，“TPP”具有著充

分吸引力。TPP的建立會加強亞太地區的

經濟貿易，促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

對於急需提高國內經濟活力的日本政府，加

入TPP顯然是一劑不錯的藥方。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是TPP的主導者

和推廣者。如果加入TPP 构建的框架之

中，日本和美國的關系將進一步得到提升。

日本不僅在經濟上會獲得豐厚回報，在政治

層面上也會獲得美國更加穩固的信任，由此

帶來更為穩固的地區安全感。

日本政府顯然充分意識到這些好處。在

3月13日TPP對策委員會向安倍晉三提交的

決議案上，委員們強調了日本加入TPP的

積極作用，稱不加入談判就無法參與亞太地

區的經濟發展。

“很多人擔憂，不加入其中就無法確保

日本的國際地位。”議案同時督促安倍晉

三，“希望基於對國家百年大計的考量作出

重大決斷。”

安倍晉三在決定作出之後的新聞發布會

上也宣稱，這是日本加入TPP並參與規則

制定的最後機會。如果日本仍然自我封閉，

就意味著可能喪失促進經濟增長的機會。

不過，對於日本政府來說，無論是野田

政權還是安倍政權，國內的農業問題都成為

加入TPP的主要障礙。

日本是一個農業資源十分有限的國家。

受自然條件限制，其農產品長久以來高度依

賴進口。從1984年起，日本便成為世界最

大的食品進口國；1990年，日本農產品純進

口額達275億美元而首次居於世界首位。在

特殊的國情下，日本成為世界上對於本國農

業保護力度最大的國家之一。以1994年日

本加入“WTO”為界線，之前的40年時間

裡，日本政府直接管制農產品的內外貿易，

對本國農產品的流通實施了一系列的支持保

護政策。即使是加入“WTO”之後，日本政

府也通過“綠箱”和“黃箱”政策，通過制

訂差別農業品關稅、國家財政補貼、提高進

口產品加價或提高國內產品批發價等手段，

為日本的農業提供盡可能的保護。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統計，日本

農民農產品的收入的一半，來自於日本政府

的補貼和價格支持。在歐洲，這一數值的比

例隻有五分之一。在美國，這一數值的比例

隻有十分之一。像HiToshi Kondo一樣的

日本農民，雖然其數量佔據日本勞動力總人

口數不到4%，實際上卻是世界上最受國家

保護的農民群體。

TPP的模式，是打造一個更加“自由”

與“公平”的經濟貿易框架。這一框架相比

“WTO”這樣的組織更加激進，任何對於本

國產品進行關稅保護的做法，都是違背了

TPP模式的初衷。顯然，如果日本嚴格按照

TPP的原則加入其中，對於日本農業是一個

嚴重的打擊。長期生活在國家庇護下的日本

農民群體，自然無法忍受可能帶來的傷害。

雖然，安倍政府一直強調，如果不對日

本的農產品進行適當的保護，日本就不考慮

加入TPP，但是此前日美聯合聲明中所表

述的“TPP的交涉將涵蓋所有產品”，還是

引起了日本農業界的擔憂。3月12日，日本

農協的8個團體及4000余名民眾便聚集在東

京日比谷公園，抗議日本加入TPP談判的

意願。

野田佳彥2011年加入TPP談判的決定

最終被否決，很重要的一點，日本國內農業

部門當時認為2010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的新

農業補貼政策不足以彌補日本農業加入TPP

可能遭受的損失。如今，農業問題又成為橫

跨在安倍晉三推動日本加入TPP道路上的

最大障礙。

背後的政治風險

自去年12月26日當選為日本新任首相

後，安倍在政壇表現一直春風得意。致力於

改變日本低迷的經濟現狀的他，目前仍然正

處在與日本民眾的“蜜月期”中。

在處理加入TPP協議談判這一棘手的

問題上，安倍晉三及其幕僚已經表現出了

足夠的謹慎和保守。TPP對策委員會向安

倍晉三提交的決議案上，特別列舉了大

米、小麥、牛肉、乳制品、白糖這五個農

業領域的重要品種，作為適當關稅保護的

對象。委員們建議安倍晉三，“在談判時

要優先確保這些重點項目，無法確保這些

項目時要不惜退出談判。”安倍晉三也再

次對民眾承諾，將保護國內的農場和農產

品。

即便如此，TPP這一關鍵詞仍然大有

把安倍政府暴露於政治風險之中的態勢。

日本參議院的選舉將在今年7 月份舉

行。在去年12月份的眾議院大選中，安倍

晉三率領的自民黨獲得了過半數的議席，

但是在參議院的席位中，自民黨卻沒有獲

得足夠多的席位而保證安倍政府的“政令

通暢”。在目前的日本國會格局下，安倍

政府的決議能夠通過眾議院的批準，卻不

能夠保証參議院的通過。自民黨隻有在 7

月份參議院大選中獲得足夠的票數，才能

夠扭轉這一奇怪的局面。

3月17日，在自民黨的例會上，安倍晉

三便表示，要對接下來7月份參議院的選舉

做好充分的準備。“日本民眾剛開始感受到

自民黨比民主黨更好，我們不能輸掉在參議

院中的選舉，我們需要重振日本的自尊心。”

然而，安倍政府推動TPP談判的決定，

卻正在動搖著其部分政治基礎。一直以來較

為支持自民黨的日本農業界，正在考慮是否

還會繼續在參議院選舉中支持自民黨。日本

農業界一直都是日本政黨爭奪票數的重要陣

地，他們的支持對於安倍政府非常重要。

或許在接下來的日子裡，H iT o s h i

Kondo 和安倍晉三，兩個不同階層的日本

人，因為TPP都將走上人生的十字路口。

不久前，日美在東京召開太空合作會議，聲稱要共同監

視在東海及亞太海域日益活躍的中國軍艦。有媒體稱，這正

是日本最希望看到的結果。由於這兩年中國海軍在東海和西

太平洋的活動區域逐漸擴大，在西太平洋演習的頻率已經從

幾年前的每年兩三次，上升到如今的一年近十次，這些都讓

日本越來越緊張。

近年來，日本竭力發展高端衛星，軍事目的十分明顯。

日本接連發射光學衛星和雷達衛星，這兩種衛星相互搭配，

技術非常先進。光學衛星受天氣狀況影響嚴重，而雷達衛星

不受天氣影響，能夠穿透樹葉、偽裝網等，把掩體下的物體

看得一清二楚。例如“光學四號”屬於日本的第三代偵察衛

星，分辨率高達0.6米，是目前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成像衛

星。眾所周知的是，日本衛星監測的重點主要放在以其本土

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和東海海域。

目前，日本已擁有專門監視朝鮮導彈發射的情報搜集衛

星，但仍計劃再發生6顆衛星。計劃發射的6顆新衛星是為

了進一步提高日本的情報搜集能力，提前執行构築新衛星系

統的計劃。據悉，由於受到日本國會1969年通過的“宇宙和

平利用決議”限制，日本偵察衛星的圖像識別能力限定在1

米，而美國的軍事偵察衛星圖像識別能力是15厘米。

加上未來的6顆衛星，日本可用於監視偵察的間諜衛星

將達到10顆。如此一來，日本對亞太海域的監控能力將如虎

添翼，將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太空監視網絡。對於日本打造高

性能衛星偵察體系的目的，《產經新聞》曾分析稱，朝鮮發

射的彈道導彈和衛星是對日本的重大威脅，朝鮮的核設施和

導彈自然是日本衛星緊盯的目標。近年來，日本最新出台的

一系列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均把中國列為重點關注對象，

加強對華情報搜集成為日本自衛隊的長期性任務。

3月15日，在日本首都東京，集會者手持標語高呼口號進行抗議。當日，約40

人在日本眾議員會館前進行抗議，反對日本政府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伙伴協定》（TPP）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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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異鄉不要一人煩惱，讓我們做您的好朋友

                     分擔您的憂愁、分享您的快樂

★ 適應異國生活的相談
★ 國際結婚後溝通的煩惱
★ 各種應急語言的電話翻譯
★ 留學進修研修及探親等簽証的相談
★ 有關各種保險及年金介護問題的相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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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守秘密

中國語相談電話
免費為您服務

每星期一、三、五：10:00∼ 17:00 ( 節日、假日休息 )
林媽媽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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