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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陈润泽 文/图

　　

　　进入2023年以来，中斯共建项目蹄疾步稳。4月23

日，在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缪建民、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

戚振宏的见证下，“一带一路”旗舰项目——— 斯里兰卡

汉班托塔港举行了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十年来，从科伦

坡港口城到汉班托塔港、从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到莲花电

视塔……中斯共建“一带一路”结出一个个硕果，留下一

座座合作丰碑，成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不可或

缺的助力。

举行集中签约

　　斯里兰卡是最早欢迎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

家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国在斯里兰卡

的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民生合作项目不仅给斯里兰卡

经济带来一抹亮色，也给斯里兰卡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

　　进入2023年以来，中斯共同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

建设，发挥汉班托塔港、科伦坡港口城等旗舰项目效

应，助力斯里兰卡经济发展。

　　4月23日，“一带一路”旗舰项目——— 汉班托塔港举

行了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9家企业与汉班托塔港签

署合作协议，这些企业涉及仓储物流、免税店、海事服

务、石油化工等领域。

　　马尔代夫海马游艇总监麦迪称：“我们认为，在中

国‘一带一路’项目汉港园区内投资更有安全保障，这

是一个值得投资客户信任的平台。”

　　中国企业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不断添砖加瓦。就

在汉班托塔港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的两天前，

即4月21日，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斯里兰卡港

务局和当地一企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正式签署南

亚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协议，共建南亚区域现代化多功

能物流中心。斯里兰卡港口、航运和航空部长德席尔瓦

及缪建民出席了签约仪式。

　　据悉，这一项目总投资3.92亿美元，不仅能大幅提

高当地物流服务水平，同时将为科伦坡港吸引更多业

务和吞吐量，巩固科伦坡港在南亚地区的枢纽港地位。

斯里兰卡主流媒体《周日早报》指出：“这笔3.92亿美元

的投资是斯里兰卡因债务违约陷入经济困境后获得的

第一笔大额外国投资……该项目将为斯里兰卡经济复

苏发挥巨大作用。”

助力经济复苏

　　包括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帕利塔·科霍纳在内的

多位斯里兰卡政界人士都曾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使斯里兰卡获益良多。十年来，在中斯两国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力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大

背景下，斯里兰卡启动了一系列发展项目，对基础设施

进行了大规模升级改造，提高了斯里兰卡民众的生活

水平，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了经济发展。斯方愿与

中方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5月7日，中斯共建“一带一路”的另一旗舰项目、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 科伦坡港口城，举办

文化基石揭幕仪式。斯里兰卡议长阿贝瓦德纳在出席揭

幕仪式时发表讲话，阐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直接投

资对斯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希望科伦坡港口城成为

斯里兰卡吸引外资的窗口和经济转型的新动能。

　　科伦坡港口城是“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项目，通过

填海造地的方式建造的一座高端产业新城，项目于2014

年9月在中斯领导人见证下开工。同时，它也是中企在

海外开发运营的首个“经济特区”，由中交集团所属中

国港湾投资建设运营，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影

响未来的五座新城”之一。

　　根据管理咨询公司普华永道评估，科伦坡港口城

项目在一级开发、二级开发和城市运营三个阶段中，将

为斯里兰卡吸引超过97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该项目

为斯政府增加超过5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并将持续为当

地创造共计超过40万个优质就业岗位，为斯里兰卡人民

的就业与生活提供了保障。

　　帕利塔·科霍纳近日表示，作为斯中共建“一带一

路”重要项目，科伦坡港口城和汉班托塔港将促进斯里

兰卡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助推斯现代化进程。他同时

期待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成果，助力斯里兰

卡经济复苏。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项目不断“开花结果”，在斯

里兰卡这个远在印度洋上的美丽岛国，从城市到乡村、从

商界到医疗界，都受惠于“一带一路”项目，并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积极变化。

显著改善民生

　　帕利塔·科霍纳曾感叹道：“斯里兰卡发生的很多

巨变都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3月15日，作为

“一带一路”项目的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该项目是斯里兰卡发展规划中第一条收费高速路，连

接首都科伦坡到南部汉班托塔港，是斯里兰卡最知名、

最重要的一条干线公路。帕利塔·科霍纳就此指出，斯

里兰卡将旅游业视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而斯里兰

卡的主要旅游景点都在南部海岸。有了南部高速，从机

场出发去主要景点只需大约1个小时，而以前在路上就

要花费半天。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造福了斯里

兰卡。

　　不仅如此，2020年2月，斯里兰卡南部高速的延长线

正式通车。生活在该地区哈斯珀如瓦村的村民古纳拉

特纳称，“因为这条高速公路，我当天就能把蔬果卖到

科伦坡，这条路让我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一带一路”对斯里兰卡交通状况的改善还不止于

此。相较于旅游业集中的南部等地，贾夫纳、瓦武尼亚

等斯北部地区相对较为落后，乡村道路大多泥泞不堪，

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下，由“中国建筑”承建的道路改造工程为当地居

民带来了“家门口的柏油马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为此，《法治日报》记者曾远赴斯里兰卡北部地区，

实地探访了这一惠及当地民众的“村村通”工程。在采

访中，《法治日报》记者感受到了中斯两国守望相助、合

作发展的强大力量，更赞叹共建“一带一路”给斯里兰

卡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除了有效改善斯当地交通情况，“一带一路”项目

还极大改善了斯里兰卡的医疗卫生情况。当地时间4月

25日，由中铁二十五局承建的援斯国家医院门诊楼项目

正式移交。该项目位于科伦坡市中心，总规划用地1.49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项目于2017年8月开

工建设，去年6月以“优良”综合评价通过竣工验收。据

了解，待正式投用后，这座该国最大公立医院每天最大

接诊人数可提高3倍，达6000人，将极大缓解当地医疗资

源紧张状况，促进斯里兰卡医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为该

国医疗卫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斯里兰卡卫生部长拉姆布克维拉在移交仪式上致

辞时表示，中国援斯国家医院门诊楼是斯中发展合作

迄今建成的最大成套援助项目。自《米胶协定》签署实

施以来，中国对斯始终真诚相助，不求回报。中方此次

援建的国家医院门诊楼是斯卫生领域真正需要的项

目，相信斯医务工作者将充分利用好这一设施，服务当

地民众。拉姆布克维拉代表斯政府和人民，感谢中方长

期以来给予斯里兰卡的帮助，期待国家医院门诊楼成

为斯中友谊又一重要见证。

　　中国和斯里兰卡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平等互信

的好朋友、互利共赢的好伙伴。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10周年。相信中斯双方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不

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两国互利共赢、永续

发展。

□ 本报记者 苏宁

　　

　　5月3日是日本和平宪法纪念日，当天约2.5万名

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有明防灾公园的广场上举行守

护和平宪法集会。然而，就在同一天，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却给另外一场主张修宪的小规模会议发去视频

讲话，强调当前“更需要继续‘挑战’宪法”，再次公开

表达修宪意愿。

　　分析人士指出，近来岸田连续多次表达修宪意

愿，强调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前实现修宪的

目标未变，并积极推动国会宪法审查会的修宪讨论。

鉴于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谋求“军事强国”步伐明显

加快，不能完全排除今后岸田内阁凭借数量优势寻

机强推修宪国民投票的可能，对此必须保持高度

警惕。

鼓动挑战和平宪法

　　2022年以来，日本修宪势力蠢蠢欲动企图寻机强

推修宪。进入2023年，修宪势力更是不顾日本国内爱

好和平人士的反对，多次鼓动“挑战”和平宪法。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5月3日，岸田以自民党

总裁的名义向保守势力在东京都举行的修宪集会发

送了视频讲话。岸田在视频讲话中声称，“虽然实现

修宪并不容易，但更需要继续‘挑战’”。

　　岸田还大肆为修宪造势，声称“日本面临战后

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因此在宪法中明确自卫

队的地位极为重要”，并称他期待国会众参两院的

宪法审查会“继续加强修宪讨论，进一步营造修宪

的氛围”。

　　除岸田发送视频讲话外，自民党、公明党、日本

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等各修宪派政党还派员参加了3

日的修宪集会，并发言鼓动修宪。

　　关于自民党主张的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第九

条问题，公明党宪法调查会事务局长浜地雅一提出，

如果以“自卫队是文官统治的对象”的表述形式将自

卫队明确写入宪法，或许更能取得国民的理解。有分

析人士指出，此言论说明，公明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接受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

　　日本维新会政调会长音喜多骏甚至声称，“只是

反复讨论完全没有意义，希望向国民投票迈出实际

步伐”。日本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则明确主张

“今年秋天临时国会时制定新宪法条文草案，明年提

交国会表决”。

　　分析人士指出，以自民党为首的日本各修宪派

政党目前的动向十分危险，其若无视日本国内爱好

和平的民意呼声，一意孤行，很可能将日本推入“重

返战争”的深渊。

岸田言论受到批判

　　连日来，右翼保守势力的修宪言论受到日本社

会广泛的反对和批判。5月3日当天，日本市民团体及

爱好和平人士在全日多地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

宪法，反对强军扩武。

　　约有25000人参加了护宪市民团体在东京举行

的“拒绝重回战前！守护和平守护生命守护生

活——— 2023宪法大集会”。

　　室兰工业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末爱砂参加集会时

批判日本政府发展“反击能力”、大幅增加防卫预算

是“无视宪法”。包括清末爱砂在内的参会人士均表

示反对修宪扩军，并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日本共产党、立宪民主党、社民党等在野党领导

人也参加了此次护宪集会。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

和夫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时称，抛弃（和平宪法）第9条

和专守防卫原则，把日本变成一个攻击别国领土的

战争国家，这才是（修宪的）真面目。他呼吁“各党应

求同存异，加强团结，掀起国民运动，共同制止岸田

政权破坏和平、破坏生活的政策”。

　　在日本九州地区鹿儿岛县举行的护宪集会上，

名古屋学院大学宪法学教授饭岛滋明发表演讲，呼

吁守护和平宪法，并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军

事防卫能力。

　　在日本山口县，从1981年起每年5月都会举行守

护和平宪法的集会。今年，宪法学者、广岛市立大学

教授河上晓弘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日本加速

修宪和扩军加剧了战争的危险。

　　在日本富山县护宪集会活动上，参与者高呼口

号，反对扩军、反对修宪，警告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

法将使日本变成“战争之国”。

　　在大阪，约5000人参加了护宪集会。会上，市民团

体干事长丹羽徹强烈反对修宪，并批判日本政府发

展“反击能力”破坏了国民的安宁生活。

警惕寻机强推修宪

　　2022年以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炒作战争危机，

借机推动修宪。岸田更是多次表态称，会将深化宪法

审查会讨论和促进国民理解作为推进修宪的“两个

车轮”。近日来，随着支持率的恢复，岸田内阁又在寻

机强推修宪，这引起日本国内外爱好和平人士的广

泛警惕。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岸田近日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自民党提出的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第九

条等4项具体修宪主张都是‘时代的紧要课题’”，还

主张尽早实施修宪国民投票。

　　根据日本《国民投票法》，修宪议案首先要经过

国会的投票表决，需要在参众两院分别取得超过三

分之二的支持。国会表决通过后，要在60至180天内举

行国民投票，需要获得超过半数国民的支持，修宪议

案方能最终成立。因此，岸田如要实现在自民党总裁

任期内修宪的目标，就必须在明年国会召开后提出

修宪议案。

　　据自民党相关人士透露，自民党计划于年内开

始就修宪议案的具体文本与各党展开协商。

　　今年3月以来，日本国会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以每

周一次的频率频繁开会讨论。自民党将修改宪法第

九条、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作为宪法审查会讨论

的重点议题。4月27日，自民党代理政调会长新藤义孝

还在宪法审查会上分发了由他撰写的《对宪法第九

条修改意见的整理》，鼓动就修改宪法第九条“得出

结论”。

　　日本宪法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石川健治就此认

为，日本国会宪法审查会近来似乎想凭借数量优势

仓促发起修宪国民投票，尽管这无异于“掷色子”，结

果难料，但国际社会仍需密切关注日本修宪动向，敦

促日本秉持和平宪法精神。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多年来一直

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特别是修改宪法第九条，为扩军

松绑。近年来，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安保法案、

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在右倾道

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也与和平发展道路日益背道而

驰。对于岸田内阁寻机强推修宪的可能，国际社会和

亚洲邻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中斯共建项目蹄疾步稳

岸田再提修宪 日本多地举行护宪集会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当地时间5月7日至8日，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访问韩国。此访距离韩国总统尹锡

悦访日仅隔52天。然而，备受尹锡悦政府

重视的岸田访韩之旅却在韩引发多场“反

日抗议集会”。分析人士指出，虽然韩日首

脑互访的“穿梭外交”时隔12年后重新启

动，但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经贸摩擦等诸

多因素横亘在两国之间，日韩间深层矛盾

仍然难解，两国关系真正回暖仍面临诸多

挑战。

民众并不买账

　　近来，尹锡悦政府对日不断妥协，并

将此番韩日重启“穿梭外交”视为一大“功

绩”。尹锡悦表示，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时隔

不到两个月，“这体现出崭新启程的韩日

关系加速发展的势头”。他由此认定韩日

关系呈现“显著的全面好转趋势”，并称

“我们（指两国关系）要更上一层楼”“我对

此具有责任感”。尹锡悦还对外宣称，他将

应岸田文雄的邀请于19日访问日本广岛，

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尹锡悦和岸田

文雄还商定一同前往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参谒韩籍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慰灵碑。

　　尽管尹锡悦本人乃至韩国执政党国

民力量党都对韩日关系“自我感觉良好”，

但韩国民众对此却并不买账。

　　针对岸田文雄访韩，首尔多处发生抗

议示威，韩国警方为此将警卫水平提升到

最高级，防止出现“万一事态”。韩国大学生

团体7日上午11时到总统办公室前举行示

威，指出2015年韩日达成所谓“慰安妇”赔

偿协议时，岸田文雄是日本外相，岸田至今

没有对日方战争犯罪进行认真反省；韩国

市民团体“为了和平与统一的人们”7日12

时在总统办公室前示威，将此次韩日首脑

会谈称作“这是给予一贯歪曲历史和否定

责任的岸田政权免罪符的屈辱外交”。

　　此外，“争议记忆连带”“民族问题研究

所”等多个韩国社会团体7日下午14时在总统办公室

前举行抗议示威，高喊“日本政府必须对非法殖民统

治谢罪”“要求废除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口号，

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时期强征劳工进行谢罪和赔

偿，同时要求日本政府撤回福岛核污水排海决定。

日方诚意有限

　　韩国民众连日来抗议不断，这与尹锡悦对韩日

关系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

　　尹锡悦自我评价称，与他刚就职的一年前相

比，“没有哪个领域比外交安全领域发生

了更大变化”，还自得于“韩日首脑会谈最

大成果莫过于让前政府时期陷入最坏局

面的韩日关系完全恢复正常”。然而，事实

真的如此吗？

　　超过半数民众认为韩日间实则矛盾

重重，并谴责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等横亘

在韩日间的诸多问题态度不够诚恳、道歉

诚意不足。

　　韩联社及旗下电视台委托民调机构

“Metri X”于本月6日至7日面向1000名韩

国民众实施“韩日关系方向”调查。9日发

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55.4%的受访者

认为，为改善两国关系，日方应先就历史

遗留问题进行富有诚意的道歉。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对韩日

首脑会谈的结果及岸田文雄访韩之旅也

进行了猛烈批判。该党国会议员尹昊重表

示，韩日首脑会谈“华而不实”，外表好看、

内里空虚。该党国会议员李元旭则表示，

岸田文雄此次对历史问题没有表明前瞻

性的态度，所以国内才出现谴责尹锡悦政

府对日“屈辱外交”的声音。

诸多问题待解

　　长期以来，“二战强征劳工赔偿”等历

史问题一直是影响韩日关系的关键因素。

3月6日，韩国政府不顾国内民意，宣布由

韩国方面筹措资金，替被告日企代付赔偿

金。这一决定随即引发韩国舆论强烈

不满。

　　令韩国民众更为失望和愤懑的是，此

次岸田文雄访韩前虽宣称要与尹锡悦进

行“坦诚交流”，但从结果来看，岸田仍未

就历史问题作出实质性让步。

　　韩国《中央日报》就此评论称，要想进

一步改善韩日关系，需要日方采取有诚意

的措施。

　　细细数来，除了悬而未决的“二战强

征劳工赔偿”“慰安妇”等历史问题，韩日

间还存在领土争端、经贸摩擦等现实

问题。

　　除此之外，目前核污水排放问题也成

为韩日分歧之一。韩国圣公会大学日本学

科教授梁基浩不无担忧地表示，虽然日本决定接受

韩国考察团访日，但其7月以后向大海排放福岛核

污水的计划并未改变。他担忧韩国考察团可能被日

本政府利用，以逃避谴责和反对。

　　诸多矛盾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始终横亘于

两国之间。正因如此，当前韩日关系改善的基础较

为脆弱，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两国就难以彻底做

到“握手言和”。难怪《韩民族新闻》等多家韩国媒体

均在评论中指出，“穿梭外交”难掩韩日分歧，不能

正确认识历史的韩日关系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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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观察

　 图为4月23日举行

的汉班托塔港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

　　5月3日，民众

在日本东京有明防

灾公园的广场上举

行守护宪法集会。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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