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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宁

　　近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2022年度经

济财政运营及改革基本方针（俗称“骨太方

针”）。与数日前公布的方针草案相比，正式版

本增加了许多关于增加防卫费、强化防卫力

的内容，并且首次以注释的形式将“强调台湾

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述夹带其中。分析

人士指出，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及个别政客屡

次炒作台湾议题，挑起事端，并与美联手，在

亚太地区渲染紧张，煽动对立，对日本破坏和

平稳定的小动作，必须提高警惕。

提高军费成为方针重点

　　“骨太方针”体现的是日本政府当前的工

作重点，是编制次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

重要依据，因此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次是岸

田内阁执政以来首次发布“骨太方针”，提高

军费成为方针的最大重点。

　　本次“骨太方针”明确提出，日本将在5年内

实现防卫力的根本性强化。此外，方针的正文中

还载入了北约国家计划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2%的内容，以此方法为日

本增加防卫预算的规模提出了参照标准。

　　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年内将修订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防卫计划大纲》，并

制订新的五年《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2023

年是开局之年，日本右翼政客强烈要求政府

确保军费预算充足。

　　日本首相岸田7日在政府的经济财政咨询

会议上表示，下一步将就防卫预算的内容、金

额及财源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研讨，推进落实。

　　对于“骨太方针”过分突出提高防卫费的

情况，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立宪民主党

代表泉健太认为，“骨太方针”只是突出了防

卫费的增加，对教育及生育缺乏具体政策。日

本共同社的报道也指出，“骨太方针”明确提

出强化防卫力，但对分配政策改革却无具体

措施，之前制定的财政目标也出现了实质性

的倒退。

　　庆应大学财政社会学教授井手英策撰文

指出，依靠借款提高防卫预算是民主主义的

倒退，炒作危机，恫吓民众，鼓噪扩军，日本正

在向“右”崩塌。

右翼施压夹带涉台表述

　　除过度强调提高军费，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骨太方针”

在日本右翼政客的施压和操弄下，首次加入了涉台言论。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曾

提出，“骨太方针”草案只重视防卫而忽视了外交，要求加入有

关台湾的表述，以突出日本调整安保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尽管考虑到“没有先例”，且担心过度刺激中方，日本政府

这次没有在“骨太方针”正文中写入台湾，但还是经与自民党

协商，最终决定以注释的方式提及台湾。即便如此，在6月6日

的自民党政调会议上，仍然有7名议员要求将日本加强与台湾

合作写入正文。

　　除了涉台表述是在自民党右翼政客的施压下写入“骨太

方针”之外，有关提高防卫费的内容也是在自民党右翼政客的

压力下增加的。据日本媒体报道，“骨太方针”草案中原先没有

强化防卫力的5年的时间期限，正文中也未提及北约提高防卫

费的情况，但由于自民党最大派系领袖安倍的强烈要求，政府

对“骨太方针”进行了重大修改，不但明确了提高防卫预算的

规模和期限，还采取了专门措施确保防卫预算充足到位。

　　另外，自民党还要求政府对“骨太方针”草案中涉及政府

开发援助(ODA)的表述进行修改，将“充实”一词改为“扩充”，

进一步明确了将增加对ODA的预算支出。据日本《产经新闻》

报道，为推进印太战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日本急

需强化与东盟为首的亚洲各国的关系，因此，增加ODA预算

就不仅仅是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问题，而是为日本的安全保

障创造有利环境的重要课题。

警惕日本破坏和平稳定

　　日本媒体指出，与历年相比本次“骨太方针”提升了外交

及安全保障政策的优先级别，不但为今后大规模增加防卫预

算铺平了道路，而且着眼所谓“台湾有事”，将涉台言论载入其

中。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事务局长木原稔表示，在“骨太方针”中

载入台湾相关表述是从未有过的“异例”。

　　分析人士指出，“岸田版”“骨太方针”突出提高防卫费、夹

带涉台言论绝非偶然现象。事实上，自去年年底以来，日本政

府及个别政客就小动作不断，破坏亚洲地区和平和中日友好。

　　去年11月，日本设首相辅佐官专门处理所谓“人权问题”，此

举被指针对中国；去年12月，安倍参加台湾智库活动大放厥词

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今年2月，安倍借俄乌局势之机鼓动

日本探讨所谓“核共享”政策，日本政府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

原则”运用指针进一步突破自卫队行动区域限制；3月，岸田在

自民党代表大会上表态称要尽早实现修宪目标，将自卫队纳入

宪法；4月，自民党向岸田提交建议书，要求政府将防卫预算从

现行的占GDP约1%提升至2%以上，日本政府发表《外交蓝皮书》

渲染“中国军事威胁”；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期间，日本更是

紧随美国，鼓吹军事延伸威慑，筹办“印太经济框架”，强化“四

边机制”，积极参与编织扼华排华小圈子，甘心充当美印太战略

的急先锋。

　　需要指出的是，截至目前日本在亚洲挑起事端、破坏和平、

制造分裂的行动并没有停步的迹象。就在近日又有消息传出，日

本政府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向台湾派驻防卫省现役官员。另外，

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近期还将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及北约峰

会，为应对中国而寻求国际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由于近代军国主义侵略殖民这一

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关注。日本已连续十年增加国防预算，还动辄拿周边邻国说

事，为扩张军力寻找借口，不得不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

本安全政策产生强烈质疑。

　　事实证明，日本政府在部分右翼势力的主导下，仍未真正

吸取二战失败的历史教训，不愿抛弃以邻为敌的错误思维，对

此，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 本报记者 吴琼

　　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

加剧等全球环境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

6月8日第十四个“世界海洋日”和6月5日世界环境

日相继到来之际，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地球这个

人类共同家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加凸显。

　　正如中国驻瑞典大使崔爱民不久前率代表

团出席“斯德哥尔摩+50”国际环境会议时所说，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包

括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在内的发展议题，受到国

际社会积极响应。中国愿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

携手呵护地球家园，共享美丽世界和繁荣未来。

作出大国表率

　　近年来，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以身

作则，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向世界发出的环保呼

声，成为国际社会的表率。

　　作为一个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多

人口的大国，中国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领域作

出的努力，其影响必然是世界性的：全球从2000年

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

国，中方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2016

年至2020年，中国整治修复海岸线1200公里、滨海

湿地34.5万亩；过去十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总量稳居第

一；海水水质整体持续改善、空气主要污染物浓

度全面下降，实实在在的成绩为美丽中国写下了

生动注脚，更为美丽世界树立了“绿色样板”，这

些都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020年，中国正式宣布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

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还将碳达峰碳中和

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确保“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中方逐步构建“1+N”政策体系，加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顶层制度设计，为低碳发展道路、实现

“双碳”目标作出了顶层谋划和整体部署。中国还

出台包括《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能源绿色

转型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交通运输绿色

低碳行动、循环经济降碳行动等一系列领域和行

业实施方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如今，诸多新能源项目落地开工、绿色低碳技术

广泛应用、减碳场景随处可见。

　　此外，中方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2021

年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中国一系列

深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自觉行动，体现了大国

担当，作出了大国表率。

凝聚合作共识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展现出深度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担当，而且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领域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

际公约，为全球合作凝聚共识。

　　近年来，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推动建立“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

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国积

极参与环境领域国际合作，并为全球提供公共产

品，增强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环境问题的信心。

　　此外，中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

效、实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2014—2020年）》，为推动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环

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第七十六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

会关注包括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在内的发展议

题，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中方还在全球发展

倡议框架下同各方加强务实合作，动员国际发展

资源，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加快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凝聚合力。

　　同时，中国积极深化南南合作，打造绿色发

展合作平台，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同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促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

同体，为全球绿色转型带来新机遇。

　　此外，中国还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宝

贵经验。北京冬奥会采用的绿色技术、库布其治

沙折射的“绿富同兴”发展思路……数不胜数的

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为面临生态环境挑战的国家

和地区提供了方法和启示。

携手呵护地球

　　在6月初举行的“斯德哥尔摩+50”国际环境

会议上，中方表态称愿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携

手呵护地球家园，共享美丽世界和繁荣未来。

　　一直以来，中方加强南南合作以及同周边国

家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

技术支持，帮助其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共同呵护

地球家园。

　　从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中国—东

盟环境合作中心，到中非环境合作中心、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年，再到中

欧、中俄、中日韩等生态保护双多边合作，中国近

年来广泛开展合作交流，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凝

聚起更大力量。

　　仅以中国—中东欧国家生态环境合作为例，

2021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以“绿色发展和环境保

护年”为契机，在清洁能源、林业经济发展、绿色

人文交流和产业对接等领域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取得丰硕成果。

　　此外，中国成为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捐资国，有力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全

球环境治理；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实施“一

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还尽己所能地帮助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非洲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减少气候变化带

来的不利影响。秉持授人以渔理念，中方为近120

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约2000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中国还推动发起、建立了“基

础四国”部长级会议和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等多

边磋商机制，积极协调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

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国际

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金砖国家会议等框架

下的气候议题磋商谈判，调动并发挥多渠道协同

效应，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持续向前。

　　中方与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呵护地球家园的

行动一刻未曾停歇。5月22日至26日，中国气候变化

事务特使解振华与德国、瑞士等多国政要及欧盟

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会谈，围绕气候政策行动、双多

边气候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在第三次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环境部长会5月底在乌兹别克斯坦首

都塔什干举行期间，中方呼吁上合组织成员国深

化生态环保合作。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从应对气候变化

到防治污染，再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以实际

行动表明，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参与全球生

态环境治理，为保护地球家园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绘就全球绿色发展新图景。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当地时间8日，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危机应对

小组（GCRG）发布第二份关于粮食、能源和金融

系统的最新报告，称在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中，

全球居民正面临着一代人都未曾经历的生活成

本危机。俄乌冲突三个多月以来，全球食品、能源

和化肥市场遭受的价格冲击正不断升级。

　　事实上，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全

球粮食危机的担忧越来越多，而美西方则趁机将

矛头指向俄罗斯。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追根溯源，国际粮价飙

升等问题与美西方的不当政策和做法有关，在这

一问题上西方难辞其咎。

俄批美西方试图推卸责任

　　毫无疑问，粮食危机成为国际社会近一段时

期关注的焦点。在美西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时，

俄罗斯政府作出了明确的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在俄黑海海滨城市索契会

晤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随

后接受俄罗斯媒体电视专访，驳斥了西方国家关于

俄罗斯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指责。普京说，西方国

家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制裁影响化肥交易、导

致食品价格飞涨，这只会加剧全球粮食危机。

　　普京在接受采访中更是直言，俄没有干扰乌

克兰出口谷物，是西方国家试图推卸责任。

　　其实，全球粮食危机的苗头，在2020年2月应

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时就已经有所体现。

　　普京认为，粮食危机加剧，根源在于美国疫

情期间的财政政策以及欧洲国家过度依赖可再

生能源、签订短期天然气供应合同。他解释说，对

传统能源投入不足导致天然气价格飞涨，高气价

导致许多化肥生产商因无法盈利而停产，进而影

响化肥供应，从而推高食品价格。

　　俄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针对所谓俄

罗斯干扰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说法，普京强调，事

实上有多种办法把谷物运出乌克兰。

　　普京还说，乌克兰谷物经白俄罗斯运至全球

各地是成本最低、最便捷的方式。不过，这样做的

前提是西方国家解除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也重申

了俄方的立场，即当前全球粮食危机是西方制裁

等因素所造成的。她说，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多轮

制裁，涉及金融、能源、航运等诸多领域，造成俄

商家在获取外汇收入、海运物流等方面困难重

重。一些买家因害怕受制裁而不敢订购俄商品，

一些银行不愿为俄商品贸易提供融资，也导致俄

农产品出口面临一定困难。

历次危机背后都有它的影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全球粮食价格在

今年3月就已攀升至历史新高，预计对俄制裁等

因素将持续推高全球粮价。俄乌冲突使作为全球

重要粮食出口国的俄罗斯、乌克兰几乎退出全球

粮贸体系，而美西方对俄制裁导致俄罗斯粮食和

化肥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更使局面雪上加霜。

　　粮价每上涨一分，脆弱地区和国家的粮食可

及性就降低一分，全球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就增

加一分。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西方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就已经为全球粮食危机埋下祸根。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历次全球粮食

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等少数国家操纵

全球粮食贸易体系，构建起粮食霸权，牢牢操控

国际粮价，屡屡通过炒作粮食安全问题渲染粮食

紧张局势，谋取巨额利润。美方一边指责他国囤

积粮食，要求别人开仓放粮，而自己的粮食、能源

的消耗却丝毫没有减少。同时美方又借此助推粮

价高企谋取私利，这种做法十分不负责任。

　　有报道尖锐指出，美国在疫情暴发后实施大

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开启“超级放水”模

式，祭出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导致全球通胀

飙升，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无底线单边制

裁造成的影响扩散至全球农业生产和贸易网络，进

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贸易中的物流不畅、保护主义

等问题，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断粮”风险。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与8日到访的俄外长

拉夫罗夫会晤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土方认为俄

罗斯要求出口农产品合理合法。俄乌冲突升级以

来，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多项制裁，俄罗斯农产

品出口因此受限。

应为化解危机创造和平环境

　　据统计，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20多个

国家已出台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各国还积极寻

找替代资源以求“自保”。一些严重依赖俄乌粮

食进口的欠发达国家，主要是非洲、亚洲和中东

地区的国家，不仅被迫承受高企的粮价，甚至面

临“断粮”风险。

　　一些国际援助和慈善组织表示，受俄乌冲

突、干旱、洪水等因素影响，西非地区正面临十年

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目前有超过2700万人面临

饥荒，这一数字到6月份可能再增加1100万人。世

界粮食计划署也发出警告，2022年将是灾难性的

饥饿之年，38个国家约4400万人在饥荒边缘徘徊。

　　萨勒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严重影响非洲粮

食安全，非盟将向西方呼吁解决这一问题。他说，

尽管非洲在地理上远离俄乌冲突地区，但却深受

冲突外溢的影响。因乌克兰问题及西方对俄制

裁，非洲已无法获取来自俄罗斯的谷物和化肥，

这对非洲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面对粮食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已要

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和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格里菲斯协调两个工作组，以

允许“通过黑海安全可靠地出口乌克兰生产的食

品”，并确保“俄罗斯食品和化肥不受阻碍地进入全

球市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当前形势下国际社

会应共同努力，劝和促谈，尽快恢复和平，为化解

粮食危机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拱火浇油、滥施

制裁，无益于地区局势降温，只会加剧粮食危机，

酿成更大人道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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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全球粮食危机的幕后推手

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呵护地球家园

　　图为5月19日拍摄的长江巫山段曲尺乡一带景色（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图为农民

在俄罗斯列宁

格勒州一农场

内播种春小麦。

新华社发

莫京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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