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EW POINT
第946期 32013年4月11日（星期四） 平成6年3月4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http://www.chubun.com/

■ 申 文

近來，美韓軍演不斷，朝鮮挑舋升級，半

島局勢正在走向朝鮮戰爭停戰近60年來最危急

的時刻。

自3月底以來，半島局勢陡轉直下：朝鮮

官方從單方面撕毀停戰協議、宣布將在戰時狀

態下處理朝韓關系，發展到高調亮相打擊美國

太平洋軍事基地乃至本土的無情作戰計劃；從

宣布重啟寧邊核設施，讓六國會談成果徹底破

產，嚴重挑舋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發展到明確通報外國駐朝使館和國際

機构，建議考慮撤離，聲稱一旦半島“有事”將不負責安全。朝鮮半島的戰

爭火燄走到了一觸即燃的邊緣。按照朝鮮官方話語來說，“目前不是朝鮮半

島是否爆發戰爭，而是何時爆發戰爭。”

如果相關的國際社會和利益國家不認真應對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強硬喊

話，或依然譏笑為一貫外強中幹的訛詐表現，或依然籠統呼吁各方冷靜克制來

敷衍了事，那麼朝鮮半島再次成為世界火藥庫，爆發一場影響亞太波及全球的

世紀戰爭的可能性絕非聳人聽聞，而是近在眼前。曾經導演並親歷1962年古巴

導彈危機的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雖然引退已久，卻對孫子輩的金正恩

看得比誰都清楚。他特意撰文指出當前朝鮮半島危機是“令人難以置信和沒有

理性的”，是人類面臨核戰爭的“最危險時刻之一”；他同時警告稱戰爭會讓

民眾面臨“極大的犧牲”，“誰也不能獲益”，並會影響到全球70%的人口。

日前，朝鮮方面擅自宣布重啟寧邊核設施，這是對2003年啟動的致力於

半島無核化的六方會談機制的無情嘲弄，也是對碩果僅存的六方會談成果的

徹底顛覆。事實表明，任何沒有約束力的外交合約或協議，對於朝鮮來說都

是可以逆轉的。十余年來，國際社會磨破了嘴皮，卻縱容朝鮮脫離核不擴散

條約、重啟核反應堆、多次發射短程中程彈道導彈、毫無顧忌地實施核試

驗，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現在，已經變成一隻“憤怒的小鳥”的金正恩有恃

無恐地叫囂核戰爭，意欲何為？他迫不及待的憤怒咆哮，究竟是一種紙老虎

的生存策略，還是為開動戰爭機器的最後通牒，值得仔細考量。事到如今，

世界需要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推測金正恩統治下的朝鮮的所作所為，才可能

預測到事態發展的最終底線何在。

中國盡管與朝鮮擁有鮮血鑄成的傳統友誼，但在朝核問題上卻立場兩

難：一方面，朝鮮現政權若崩潰，中國必有唇亡齒寒之感受；另一方面，若

朝鮮肆意而為發展成擁核國家，中國也難脫養虎為患的威脅。自六方會談迄

今，朝核問題膨脹惡化十年，既是美朝鬥法的十年，也是中國對朝外交患得

患失的十年。朝鮮如今名義上持有核武，直接受到訛詐的當然是美國，但感

到威脅的卻是中日韓近鄰，中國絕不是局外人。如今，半島局勢惡化的速度

和程度出人意料，朝鮮戰爭似乎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即使朝鮮已

經有了與世界同歸於盡的覺悟，那麼誰有義務作陪呢？是美國，還是中國，

抑或是韓國、日本？

從歷史來看，因一個小國的魯莽逞強之舉而引發地區戰爭，甚至擴散並殃

及到全世界的慘痛例子，並不鮮見。今天的朝鮮所處的地理位置、具有的戰爭

能力，完全可能把世界重新拖入一片火海。過去，美國太平洋盟軍司令麥克阿

瑟元帥曾經這樣評價發動戰爭的日本：“日本人盡管有著很長的歷史，卻還處

於需要指導的階段。從近代文明的基準來看，與美國的45歲相對，日本還是12

歲的少年。”今天，朝鮮國家及其領導人的精神年齡，可能正如當年的日本一

樣，還是12歲的少年。如果聽任這個少年可以肆無忌憚地恐嚇地區、為害世

界，那麼放棄了指導責任的國際社會終究也是難辭其咎的。

一直以來，國際社會都把中國視為唯一能夠影響朝鮮的國家。無論中國

事實上是否具有這種能力，中國在朝核危機和朝鮮戰爭中永遠不是局外人，必須為緩解局

勢、遏制戰爭而有所作為。在歷史上，中國為了維護朝鮮而經歷過不少血戰。舉其要者：

1、中日白江口決戰。公元663年，唐朝為馳援朝鮮半島上的新羅，與百濟搬來的日本軍

隊展開決戰。在中日第一場戰爭中，唐軍以少勝多，擊潰日軍；2、萬歷朝鮮戰爭。明朝分

別在1592年和1597年兩次出兵援助朝鮮，幫助朝鮮取得了對豐臣秀吉之戰的勝利，也成功阻

止了豐臣秀吉入侵中國的野心。3、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清軍助朝平叛，日本出兵侵入

朝鮮，引發甲午戰爭，最終以清朝全面戰敗割地賠款而告終；4、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

朝鮮南北戰爭爆發。中、美分別支持朝鮮與韓國而卷入戰爭。中國人民志愿軍應朝鮮請求赴

朝，對抗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參戰各方最後在1953年7月27日簽署《朝鮮停戰協定》。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著眼，朝鮮之於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中國為了朝鮮所受的歷

史傷害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中國歷史上的多起對外戰爭，都因朝鮮而起，屬被迫卷入。尤其

是近代以來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在客觀上拖延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也惡

化了發展所需要的國際環境，讓中國受害不淺。

如今，在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節骨眼上，身邊的朝鮮又掀起核武騷動並叫囂全面戰爭，中

國面臨著再次被綁架而影響到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困境，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習近平主席在博

鰲論壇上指出：和平是人民的永恆期望。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

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這是中國在付出沉重代價、總結歷史經驗後的肺腑之言。所以，

兩害相較取其輕。為了自身利益和地區利益，中國在呼吁各方保持冷靜與克制的同時，不僅要

壓低戰爭叫囂，更須盡力消解戰爭沖動，阻止任何戰爭性行為，為爭取和平而付出最大努力。

■ 劉 迪

月4日，恰值安倍擔任

首相100天。這三個月

來，安倍政績究竟如

何？盡管前次大選自民

黨獲壓倒性勝利，但自

民黨也承認，那並非意味日本國民認同自

民黨的政治綱領，而隻是“敵失”，即國民

對民主黨政治投了反對票。那麼這三個月

來，安倍民調一直維持高位，原因何在？

這種高位究竟將維持到何時？這些都值得

思考。

回顧過去的100天，安倍對記者說，

“我們剛奪回政權時，災區復興沒有進展、

通貨長期緊縮、日元高企、日美關系冷

卻，國家狀態如同鐘表停止”。他接著

說，“這100天以來，我全力以赴。如果國

民認為政策的時鐘已經開始轉動，這就是

對我的鼓勵。為實現我們的目標，今後我

要更加努力”。

有人說，自上次首相辭職後，安倍隨

身攜帶一個小本子，上面記錄他對在任中

的政策反省以及此後的施政綱要。這個本

子的內容，即使對其夫人也秘不開示。上

任後他的政策，都是這幾年精心設計的內

容。

安倍當政後，給日本國民印象最深的

就是“拼經濟”。上任伊始，安倍即推行

“安倍經濟學”（Abenomics）。這個概念是

安倍晉三好友中川秀直的“發明”，具體說

這個概念有三個核心方向，安倍稱為“三

隻箭”，即“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

財政政策”以及“積極促進民間投資”。迄

今為止，這三支箭中炒得最熱的還是第一

支箭，即“大膽的貨幣政策”。今年年初，

安倍內閣設立了“日本經濟再生本部”，統

轄推進經濟政策實施。同時在這個本部

下，更設立了“經濟財政咨詢會議”、“產

業競爭力會議”等，凝聚產業界、知識界

的精英，以推進安倍經濟政策的實施。

本來，一個國家的央行應根據自己的

判斷決定其貨幣發行政策，但目前的日本

銀行政策與日本政府，其密切關系引人矚

目。剛剛上任的日本銀行總裁黑川宣布，

將實行量化寬鬆政策的總動員，這與安倍

經濟學完全彼此呼應。4月4日，日本銀行

宣布，為實現今年初日本政府提出的２％

的新通脹目標，兩年內將日本基礎貨幣量

擴大一倍，同時擴大購買更長期限的國債

和風險資產。

從理論來看，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日

元貶值有利於制造業的出口，也對吸引外

國觀光者有利。但是，這一政策也存在風

險，即如果制造業的對外出口增加無法惠

及其它產業，以及日元貶值導致的通膨嚴

重影響到國民生活，那麼政治家要承擔巨

大責任。

這些年來，並非沒有人企圖嘗試寬鬆

的貨幣政策，但是這個政策無疑是一招險

棋，其它人輕易不敢使用。為何安倍敢

試，這裡存在國內國際環境的問題，也與

安倍同財界的信任關系有關。按理說，安

倍並非那種“卡裡斯瑪型”領袖，在性格

上缺乏獨裁者的強烈執著。他之所以能夠

重新當選，除上述民主黨的治國無方外，

還與國際形勢、美國的支持不無關系。這

幾年，民主黨內部搞了一場政治大革命，

讓官僚靠邊站，以民粹主義方法統治。在

外部看，美國對民主黨的親華政策十分警

惕與排斥，則成為安倍重返首相寶座的

“外援”。民主黨的政治溝通的失敗，導

致政治家與官僚疏離，經濟上隻重視分配

而忽視增長導致民主黨與財界疏離。這些

因素，都為自民黨重新上台搭起台階。此

外，媒體不斷煽動“危機”讓日本大眾普遍

不安，則是安倍重返政權的輿論環境。

從政治思想角度看，安倍的各項政策

中透露出新自由主義與共同體主義兩種因

素。一方面，他在經濟利益上代表大企

業，同時他也帶有傳統右派的那種“俠義”

以及對“傳統日本”的鄉愁。6年前，安倍

曾出版一本小冊子《給美麗的日本》，闡述

其政治綱領。今年1月，該書再版。安倍

增補一章，改名為《給新的日本》。在新增

補的“最終章：給新的日本”中，他寫道：

“我認為，在我們這個瑞穗國中，應存在一

個符合瑞穗國的資本主義。”所謂“瑞

穗”，在日語指豐潤的稻穗，“瑞穗國”，

也是日本的美稱。

什麼是“瑞穗資本主義”？他解釋說，

這種資本主義“既重視自由競爭與開放經

濟，同時與那種自華爾街席卷全球的以貪

欲為動力的資本主義截然不同”。安倍認

為，“在瑞穗國中，存在一種注重道義、

了解富裕真諦，符合瑞穗國的市場主義形

式”。

這種“瑞穗資本主義”的构想，其實反

映出安倍個人以及自民黨統治階層保守主

義的矛盾。自民黨保守層對全球化無法抵

抗，但卻力圖樹立一個日本的“傳統文

化”，以凝聚國民。在《給新的日本》增

補版最後一章中安倍說，“我要在市場經

濟中，尋找重視傳統、文化、地域的、符

合瑞穗國的經濟理想。”

“瑞穗資本主義”是安倍對“美麗的日

本”另外一種表述。在其思想中，新自由

主義並非理想的東西，但是面對這種潮

流，日本獨自無法抵抗，因此搬出重視

“傳統”的共同體主義。安倍的各項政策，

代表了大企業利益。但他也深知，美國的

新自由主義方式，可能破壞共同體的和諧

與安寧。

在外交領域，人們看到安倍在“賭外

交”。在不同場合安倍強調日本的外交政

策是要與相同價值觀的國家建立聯盟，這

就是安倍的“價值觀外交”。為此，在100

天中，安倍跑了東南亞、美國、蒙古等眾

多地域，急於构築中國包圍網。其實，安

倍提倡的基本人權、市場經濟、言論自由

等價值觀、理念，是人類普遍價值，因此

不應由某個國家單獨壟斷。另外除了西方

的“普遍價值觀”外，亞洲國家還存在一種

天然的價值聯系，這是安倍“價值觀外交”

無法涵蓋的領域。同時，安倍推行的“價

值觀外交”，還存在一種道德矛盾的問

題。我們知道安倍明確否定慰安婦存在，

對歷史問題持有強硬態度。這表明安倍在

對待基本人權問題上持有雙重標準，這種

道德的矛盾讓包括歐美在內的國際輿論懷

疑其在價值觀問題上是否真誠。

安倍執政剛剛100天，對他來說，最

近的一個考驗是夏天的參院選舉。他的眾

多政策措施都是圍繞這個目標實施的。但

是，離參院選還有100天，有人說安倍的

三板斧已經砍下，下面已經沒有後勁兒，

這的確是安倍內閣的問題。我們不知道，

安倍隨身攜帶的那個小本子，是否還有今

後施政的錦囊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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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一些政界要員、經濟學

家和市場分析人士認為靠通脹實現經濟復

蘇，隻是一個“幻想”。

首先，日本政府負債余額已超過其

GDP總量的百分之兩百，是發達國家中最

高的。新政策大膽的量化寬鬆，將進一步加

重日本國債負擔，而日本央行又沒有具體消

化這些國債的日程表和措施，這將進一步加

大民眾的擔憂。

其次，安倍上台後提出的中長期經濟發

展戰略仍未面世，缺少了切實可行的配套措

施支撐的增長政策，目前對日本經濟來說也

僅僅是“畫餅充饑”。

第三，當前的經濟形勢仍不樂觀。從國

際上看，安倍的“日元貶值政策”可能加速

全球貨幣競相貶值並助推新一輪國際貿易

戰，惡化國際經濟形勢。從日本國內看，嚴

峻的就業形勢、持續下滑的工資收入和低迷

的經濟增長預期等經濟數據表明，在沒有改

善民眾收入的前提下，無論日本央行提出什

麼政策，都無法從根本上使民眾的購買力和

物價實現預期的那種飛躍。

此外，有分析認為，日本要想實現2%

的通脹目標，經濟增速要連續兩年保持在

4%的水平。雖然日本政府預計始於4月1日

的 2 0 1 3 新財年，日本經濟增速將達到

2.5%，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結果卻是

日本經濟在2013年難有增長，而2014財年

可能還將萎縮0.4%。

國際評級機构惠譽稱，日本央行的做法

可以緩解公共財政壓力，並有望在中短期內

給經濟產出帶來提振，從而為日本爭取更多

時間來解決長期經濟及財政結构問題。然

而，如果不採取措施應對這些深層問題的

話，那麼該舉措帶來的益處可能隻會是暫時

的。從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中可以看

出，實施定量寬鬆措施本身並非解決經濟困

境的靈丹妙藥。

雖然面對諸多變數，從當前情形看，安

倍和央行依然決定開始這一冒險之旅。目前

的關鍵是，安倍在央行宣布新政之後，能否

盡快射出他的第二支和第三支箭，用財政手

段力保中短期增長，用重大的結构性改革激

活長久生命力，使財稅收入跑贏債務堆積的

速度，使整個經濟改革的邏輯鏈條不出現嚴

重的斷裂和脫節。否則，整個戰略布局、市

場情緒乃至日本經濟本身都將面臨急轉直下

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