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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日将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据报道，双方将大幅升级《日美安保条
约》，从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深化日美
同盟，谋求两国所谓“全球伙伴”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岸田此次高调访问
美国，不仅要加强日美军事合作，进一步
为日本军事松绑，还要与美国一道拉拢
部分亚太国家搞“小圈子”，意在制造紧
张对抗谋取战略利益，势必破坏地区和
平与稳定。

访问美国求刷政绩

岸田8日傍晚从东京出发前往美
国。他在出发前对媒体表示，日美在国
际问题上发挥“共同引领”作用，日美关
系更加“坚如磐石”，此访是向世界发出
这一信号的重要机会。

日本舆论认为，岸田此次高调访美，
有通过获取外交成果提振支持率之意。

日本多家媒体民调显示，岸田内阁
支持率已连续数月维持在20%至30%区
间，处于“超低空飞行”的危险水平。日本
广播协会8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岸田
内阁支持率仅为23%，与去年12月的历
史最低水平持平。近来日本执政党自民
党内多个派阀的政治黑金丑闻让岸田焦
头烂额，国内物价上涨、经济疲软也成为
民众不支持岸田的重要因素。

岸田今年9月将迎来自民党总裁选
举，为胜选连任，他急需取得政绩以提升
当前低迷的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渲染
外部威胁、加强日美同盟是日本执政者提
升支持率的惯常手段，此次高调访美自然
成为岸田在外交上刷政绩的良机。

军事松绑再迈一步

据报道，在岸田此访期间，日美双方
将强化同盟关系，对《日美安保条约》进
行“60余年来最大规模升级”。两国领
导人将在会晤期间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
令部，配合日本拟于2024年度末设立的
旨在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司
令部”，以加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协同
合作。

此外，双方预计还将就防卫装备合
作达成一系列协议，包括新设磋商机制
探讨防卫装备的共同研发和生产，以及
允许美国大型舰艇在日本进行维修等。
日本共同社称，“建设日美低轨道卫星
网、拦截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强化日
美澳在无人僚机上的技术合作”等内容

将被写入日美联合声明。
分析人士指出，日美上述举动有利

于日本自卫队进一步加强其指挥控制及
与美军联合作战的能力，有利于日本提
升防卫产业和打击能力，将成为日本军
事松绑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

日本自民党长期以来希望摆脱战后
制约本国军力发展的和平宪法第九条，
通过小步推进方式不断突破相关限制。
日方近来在军事领域动作频频，包括大
幅增加军费、强化针对敌方基地的所谓

“反击能力”等。就在3月下旬，日本政
府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
施方针，这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再次发
生重大转变，其直接向第三国出口武器
的大门正式被打开。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日
前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
日本不向其他国家出口武器的政策“已
变得不合时宜”，日本安保政策正迎来转
折点。

美国出于其自身战略利益也支持日
本军事松绑。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
拜登将在此次日美首脑会晤中对日本近
期的军事动向予以“充分肯定和赞扬”。
显然，日本正是利用美国的支持，在军事
松绑的道路上狂奔。

制造紧张破坏稳定

据日媒报道，岸田在访问期间将与

拜登明确，日美作为“全球伙伴”将加强
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包括研发人工智能
和量子计算等尖端技术，增强半导体供
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领域合作。

此外，岸田还将与拜登和菲律宾总
统马科斯于11日举行会晤。据日本共
同社报道，会晤联合声明中将纳入有关
美日英澳菲五国安全保障合作关系等内
容。8日，美英澳三国防长发表联合声
明，称正考虑同日本就美英澳“三边安全
伙伴关系”框架第二支柱的先进能力技
术项目进行合作。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
东指出，日本在多方面配合美国的全球
战略，在军事上将双方同盟关系的覆盖
范围从东亚扩展至全球，在经济上配合
美国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

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
手，并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印太战略”，
拉拢地区国家搞“小圈子”，以阵营对抗
方式从多方面对华遏制打压，而日本正
是美国推行该战略的最重要盟友。日本
驻美大使山田重夫8日在华盛顿公开表
示，日美两国领导人在涉及对华关系的
整体理念上观点一致。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前驻白宫
记者威廉·琼斯表示，拜登试图借岸田访
美和美日菲三边会晤巩固所谓“华盛
顿-东京-马尼拉轴心”，其中对美国最

“忠诚”的是日本。 据新华社

2023年11月23日，日本冲绳县民众在县首府那霸市举行大型反战和平集会，强烈
反对日本政府和美军将冲绳打造成军事要塞的企图，呼吁通过对话开启和平之路。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岸田文雄高调访美“刷政绩”
分析人士：日本安保政策在危险道路上“暴走”

美国一名中学生开枪打死4名同
学，他的父母9日分别被判处10至15年
监禁。按照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多人
死伤校园枪击案行凶学生的家长首次被
判刑。

当天，在密歇根州奥克兰县一法庭
上，几名受害者家长发表陈述后，法官对
被告人珍妮弗·克伦布利和詹姆斯·克伦
布利宣布判刑。一名受害者母亲哭诉：

“杀死我女儿的凶手不止是你儿子，你们
两人也是。”

珍妮弗在法庭上表达了“最深切的
悲痛”，詹姆斯对受害者家长说：“我为我
儿子的所作所为给你们带来的损失感到
抱歉。”

2021年11月30日，时年15岁的伊
森·克伦布利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
的牛津镇中学开枪打死4名同学，打伤6
名同学和一名老师。他于2022年承认4

项一级谋杀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
得假释。

伊森使用的手枪是案发前4天父亲
买给他的礼物。伊森获得手枪的第二
天，母亲带着他去射击场练习射击。

检方说，案发当天早上，老师发现伊
森的数学作业本上有“让人不安的”图画
和文字。伊森画了枪、子弹和一名流血
男子，写着：“这些想法止不住。救救
我。这个世界死了。我的生活没有意
义。”校方把伊森的父母叫到学校，要求
他们给伊森提供心理辅导，带他回家。
但伊森的父母拒绝领他回家，也没有检
查他的书包或询问关于枪的问题。

稍后，伊森从书包里掏出枪，向老师
和同学射击。

伊森曾在日记中写道，父母对他发
出的求助置之不理。“我的心理问题完全
没有人帮助。这使我要在学校开枪。”

巡回法院法官谢丽尔·马修斯在宣
判时说，詹姆斯要对他的儿子“不受限制
地接触”枪支负责，而珍妮弗则美化了枪
支。这对失职父母忽略儿子的心理问
题，导致悲剧发生。

检方表示，克伦布利夫妇送给儿子
一支枪作为礼物，却忽视了他心理健康
恶化的迹象和他的暴力倾向，这是刑事
过失。

美国枪支泛滥，总人口约3.3亿，而
民间枪支保有量逾4亿支，涉枪暴力是
美国社会生活常态。据美国“枪支暴力
档案”网站统计，美国 2023 年发生逾
650起造成除枪手以外至少4人伤亡的
群体性枪击事件。

各类校园枪击在美国也屡见不鲜。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近年的校园枪击事
件中，约四分之三的枪手所用枪支来自
家里。 据新华社

美国首例 校园枪击案凶手父母获刑

又一“吹哨人”浮现
波音再陷调查

美国联邦航空局9日证实，已就美
国波音公司质量工程师萨姆·萨莱普
尔在波音飞机制造上指出的问题展开
调查。

萨莱普尔任职于华盛顿州埃弗里
特市的波音工厂。据他反映，波音在飞
机制造上存在不当做法，导致目前在役
的大量787型和777型飞机存在材料
过早疲劳等风险。

萨莱普尔在波音工作超过10年，
成为继约翰·巴尼特之后又一名波音内
部“吹哨人”。巴尼特为波音工作32
年，曾担任质控经理，曝光波音存在质
量控制问题，于今年3月被发现疑似死
于自杀，而他原定近期就一桩针对波音
的诉讼提供证词。

美国《纽约时报》9日报道了萨莱
普尔对波音质量控制的担忧。萨莱普
尔说，波音在787型飞机机身组装上存
在“走捷径”的情况。这一组装涉及把
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大块机身部件装配
到一起，而波音员工会以强力推挤完成
组装，造成机身复合材料变形。

萨莱普尔称，他多次在波音内部反
映情况，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遭报
复、排挤和人身威胁。他后来被调到
777型飞机项目，又在这一机型的组装
中发现没对齐的问题被用蛮力修正。
比如，他亲眼看到有人站在飞机部件上
跳动，以实现对齐。

美国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
尔的办公室说，布卢门撒尔所在的一个
国会调查委员会将于本月17日举行听
证会，萨莱普尔将出席并提供证词。据
这一委员会说法，联邦航空局2月以来
就在调查萨莱普尔指出的问题。

波音公司发表声明说，公司对787
型客机“充满信心”，萨莱普尔说法“不
准确”，不能反映波音为确保飞机质量
与长期安全所做的大量工作。另外，波
音严厉禁止针对举报的报复行为。

据新华社

“中立国”瑞士加入
“欧洲天空之盾倡议”

瑞士联邦委员会10日批准本国加
入“欧洲天空之盾倡议”防空系统项
目。此举被批评者质疑违背瑞士的“中
立”传统。

联邦委员会是瑞士国家最高行政
机构，由7名委员组成。联邦委员会在
声明中说：“即使在签署加入声明后，瑞
士仍可自由决定其计划在何地、以何种
程度参与‘欧洲天空之盾倡议’项目，以
及计划采购哪些地对空防卫系统。”

乌克兰危机2022年升级后，德国
提出“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旨在增强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成员国的防空能
力，特别是在缺乏拦截无人机和导弹能
力的地区。倡议提出，参与国将联合采
购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防御系统，包
括德制“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
(Iris-T)、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及
以色列“箭-3”系统。

德国、英国、芬兰等十几个欧洲国
家已宣布加入这一防空项目。去年7
月，奥地利和瑞士也签署了加入该项目
的意向声明，当时就被批评与两国所持

“军事中立”立场不相符。
据路透社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

以来，瑞士面临来自其周边欧洲国家
的施压，要求这一“中立国”在军事上
对乌克兰提供支持、允许瑞士制造的武
器被用于“再出口”，即“非中立国”可
将从瑞士购入的武器转运给乌克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