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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美名
以国务卿身份首次访问越南的

克里 16 日与越南外交部部长范平
明会谈。在两人会后出席的联合新
闻发布会上，克里宣布了对越援助
的消息。

克里说，1800万美元的资金援
助用于越南海岸巡逻建设，将使越
南海岸巡逻部队在救灾方面具备更
快速的搜寻和援救能力。他说，这
笔钱还将用于让越南在 2014 年购
买5艘“快速”巡逻艇。

克里否认这一援助与南海问题
之间存在关联。“这一宣布与任何其

他国家最近的一次宣布没有任何关
系。”克里说，“这是我们一直在寻求
的一个渐进扩大计划的一部分，这
确实是政策的延续，而不是快速的
反应行动。”

克里还给这次援助起了好听的
名字叫“海事安全援助”。

克里说，在未来两年内，美国对
这一地区的“海事安全援助”资金将
超过1.56亿美元。

显意图
尽管克里在新闻发布会上的

讲话闪烁其词，但美国近期在东
南 亚 一 系 列 动 作 的意图相当明
显。按照路透社说法，克里此行总
共向几个东南亚 国 家 扔 了 将 近
3250 万 美 元 的 援 助 款 ，意 图 明
显。美联社则称，美国对越援助
直接针对中国。

“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对美国而
言具有最优先权。”克里说，“没有哪
个地区的安全可以在缺乏有效执法
力量的情况下得到保证。”

克里当天还对东海问题指手画
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日中关
系，呼吁双方“加强对话和外交努
力”解决东海相关分歧。

今年 8 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
毅在与范平明会谈时明确表示，处

理好南海问题对维护和促进中越关
系十分重要。中越应当加紧落实两
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进南
海问题妥善解决，从挑战中寻找机
遇，把摩擦转化为合作，防止干扰两
国关系大局。范平明当时也表示，
越方愿与中方一道，落实关于指导
解决两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妥善处理好海上问题。

再“撒钱”
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

里17日宣布，美国将在今后3年向
菲律宾提供 4000 万美元，用于加
强菲律宾的“海洋安全”，提升其预
警能力。

克里当天下午在与菲外长德尔
罗萨里奥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称，
美国致力于协同菲律宾“应对最为
紧要的安全挑战”。他还为美国近
来着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安
全合作辩解，说这些都是“正常的”
举措。

菲美两国外长在当天的会谈中
讨论了扩大美国在菲军事存在的框
架协议问题。今年 8 月起，两国外
交和防务官员就签署该框架协议进
行过数轮磋商，双方计划在今年年
底前完成相关谈判。

（综合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1800万美元援助资金用于越南海岸巡逻建设，4000万美
元用于菲律宾的“海洋安全”

克里“撒钱”越南菲律宾

据新华社专电 美国首都华盛顿联邦法庭法官 16 日认
定，国家安全局在国内的大规模电话监听项目可能违宪。曝
光监听项目的前防务承包商雇员、仍在俄临时避难的爱德华·
斯诺登随即对裁决表示欢迎。

斯诺登6月曝光国安局秘密监听项目以来，多个民间组
织对奥巴马政府提起诉讼，此次是原告方首次胜诉。

华盛顿联邦法庭法官理查德·利昂在68页的裁决意见书
中陈述，原告方展示了国安局国内电话监听项目违犯美国宪
法第四修正案的“重大可能性”。他批准原告方请求，下令政
府停止这一监听项目并销毁现存记录。不过，利昂也以事关
重大国家安全利益和涉及宪法为由，并未宣布立即执行命令，
而须留待被告方奥巴马政府上诉。

利昂在裁决意见书中写道，国安局这一系统性、高科技情
报监听项目在未经司法授权情况下，以怀疑和分析为目的搜
集并存储几乎每个美国公民的私人记录，他难以想象还有比
这种做法对公民自由更为肆意专横的侵犯。

《纽约时报》报道，斯诺登已通过记者格林沃尔德发表声
明，欢迎上述裁决。斯诺登在声明中说，他相信国安局监听违
宪，美国公民有权看到公开法庭对这类项目进行审理和裁决。

分析人士预计，由于本次裁决还远非针对电话监听项目
的最后裁决，官司恐怕将一路打至最高法院。

美法官认定
电话监听可能违宪
这是原告方首次获胜
斯诺登发表声明表示欢迎

默克尔
再次连任德国总理

12月17日，在德国柏林国会
大厦，默克尔（中）接受鲜花。

德国联邦议院当天举行总理
选举投票表决，默克尔再次连任
新一届联邦政府总理。

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新华社平壤12月17日电（记者 张利 杜白羽）据朝鲜
中央电视台17日报道，朝鲜当天在平壤体育馆举行中央追悼
大会，纪念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两周年。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出席。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内阁总理
朴凤柱、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
等党政军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坐。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洪才等驻
朝使节应邀出席。

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己男主持追悼大会。全体人员在哀乐
声中起立，向主席台上方的巨幅金正日画像默哀。

金永南在致辞中回顾了金正日的一生，对金正日为党、国
家和军队建设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号召全体军民紧
密团结在以金正恩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随后，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国家科学院院长张
哲、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玄尚柱分别代表人民
军、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发言。

当天，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及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到安放
金日成、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拜谒。

金正日于2011年12月17日因病逝世。

朝鲜举行中央追悼大会

纪念金正日逝世两周年

美国国务卿约翰·
克里 16 日宣布向越南
提供 1800 万美元的援
助资金，用于加强越南
的海岸巡逻。但克里又
称，这一援助与南海问
题无关。

克里17日宣布，美
国将在今后3年向菲律
宾提供 4000 万美元，用
于加强菲律宾的“海洋安
全”，提升其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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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在 17 日内
阁会议上通过了国家安全
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
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
备计划》3 份有关安保政
策的重要文件。国家安全
保障战略和新防卫大纲以
夸张臆想的“环境变化”为
借口，实质性折转二战后
日本的安保政策，扩张兵
力和战斗力，为意欲复活

“军国主义”的安倍政策煽
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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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外衣搞动作
月初，日本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

议”，不到两个星期，首套安保战略出
台。安保战略与新防卫大纲煞有介事
地把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划设东海防空
识别区称作是“周边安保环境日益严
峻”，以此为借口，披上“积极和平主义”
的外衣，大搞名堂。

美联社17日指出，3份文件无一例
外地把中国设定为假想敌，反映了安倍
的“军事野心”。在未来5年内，日本防
务支出将增加 5%，购买新式战斗机和
驱逐舰，前所未有地购置无人侦察机。

日本“竖靶子”的目的无非是为走
上兵力扩充乃至抛弃和平宪法之路。

美联社评价，日本一系列动作表明
了安倍政权的“防务优先”理念。

有野心变国策
3份文件凸显日本保卫“领土领海”

的强硬姿态，明确日本政府打算修改
“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野心。日本共同
社 17 日分析，这一套文件的出台表明
安倍政权“正在为改变国策做准备”。

共同社说，虽然2份文件没有明言，
但安倍政权计划在明年春季之后正式启
动有关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讨论。另
外，安倍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

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日本关

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时，虽不是
对日本的直接攻击，但日本可动用武力
进行反击的权利。日本政府现行的宪
法解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只允许行
使个别自卫权，即在本国受到攻击时行
使武力。而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
放弃发动战争”，因此获称“和平宪法”。

如今安倍政权正在为修改这两条
最关键条款蠢蠢欲动。共同社判断，

“这一系列动作可以说可能大大改变战
后日本一直坚持的基本国策”。

说和平梦军国
就日本防卫新动向，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提醒日本不要把和平仅仅
挂在口头，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实实
在在的行动中。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
和认真反省历史，顺应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尊重地区国家正当合
理的安全关切，走和平发展道路。

华春莹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
政策事关日本国家发展走向，影响地区

安全环境，一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联系到日本国内在历史问
题上不断出现的各种消极动向，包括中
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不能不对
日本的有关动向予以高度重视和警惕。

日本新防卫大纲在强调日美同盟
军事遏制力仍需强化的同时，表示将加
强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等在亚太地
区的安保合作。但韩国 17 日回应，日
本不应损害地区稳定，应尊重和平宪法
的理念和专守防卫的原则。

另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永17
日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主张独
岛（日本称竹岛）为领土主权争议地区、
暗示通过国际法院解决独岛问题予以
谴责，要求日方立即撤回有关主张，正
视历史。

走歪路反民意
在日本国内，一些专家和分析师认

为，安倍的野心或许会被现实的支持率
所击倒，虽然眼下形势尚不明朗，但民

众更加关心的是日本低迷的经济何时
逆转。相比叫醒军国主义，民众更加在
乎何时能叫醒日本经济。

上个月，安倍的国内支持率超过
60%，这在近年来的日本政坛并不多
见。但仅仅一个月内，最新民意显示，
他的支持率已降至50%。路透社分析，
他近期接二连三推出的“密保法”和“国
家安全保障会议”让一部分日本人意识
到，安倍的真实意图是“回到战时的独
裁政权”，是“封堵媒体的嘴”。

曾担任自民党副干事长、曾在自民
党政府中担任财务副大臣的现议员村
上诚一郎批评安倍说，推出一连串有争
议的安保政策是一种冒险，只要经济一
滑坡，这些争议就会转变为拖垮安倍支
持率的滞后力。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内阁通过新防卫大纲等3份安保文件

安倍继续“走远”令人警惕

新华社记者 马研 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