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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合作利于两国更利于世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德国进

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中德

建交 ４５ 年来， 双边关系总体保持持续

发展的势头。 如今， 中德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水平， 双方既紧密合作又良性竞

争， 在新时期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

双边关系局面大好

近年来， 中德两国高层互访频繁，
双边关系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德国总理

默克尔任内已 １０ 次访华， 创下西方在

任领导人访华次数之最。
２００４ 年 ， 双方宣布在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

伙伴关系 ； ２０１０ 年 ， 两国关系提升为

战略伙伴关系 ； ２０１４ 年 ， 两国关系进

一步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认为， 中德

关系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是因为

双方能切实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 这是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两国经济高度互补 ， 彼此欣赏 对 方 文

化。 史明德说， 双方能够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把握大局， 求同存异。 中德两

国都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在重大国

际问题上有共同立场， 相互借重、 相互

依赖。
两国已建立中德政府磋商等 ７０ 多

对双边磋商与合作机制。 双方的对话机

制覆盖外交、 安全、 经济、 人权、 媒体

和法治等领域 。 中德双方在经 济 、 科

技、 教育、 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合作项

目也进展顺利。 德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最大域外出资国， 也是 “一带一

路” 重要项目———中欧班列在欧洲最重

要的终点之一。 两国在基础科学和应用

科学领域合作紧密。 两国政府在四川省

建立了中德创新产业合作平台。 两国为

对接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和德国 “工业

４．０” 建立了合作机制 ， 还在半导体照

明技术、 “清洁水”、 “未来城市” 和

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搭建起新的合作

平台。

未来合作空间广阔

中德两国在 各 领 域 紧 密 合 作 的 同

时，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
近年来， 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稳

步提升， 产业升级加速， 在高端装备制

造等领域进步显著 。 德国一些 人 士 担

心， 中国会在德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与其

展开竞争， 并挤占德国的传统市场。
史明德认为， 应该理性看待这一趋

势。 他指出， 中德发展水平不在同一个

层次。 就算中德在某些领域差距有所缩

小， 但只要是良性竞争， 并不一定是坏

事， 反倒有利于激励双方企业更加注重

创新。 史明德说， 中德未来合作潜力非

常大。 在第三方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共同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金融领域

和在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合作等方面， 双

方都有广阔合作空间。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

杰告诉新华社记者， 在高科技和高端制

造业领域， 中国与德国仍有较大差距，
互补性很强。 他认为， 在现有良好双边

关系基础上， 中德应进一步加强政治互

信， 拓宽合作空间。
今年年初， 中国家电制造商美的集

团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公司库卡， 这成

为 “中 国 制 造 ２０２５” 和 德 国 “ 工 业

４．０” 紧密对接的一个生动案例 。 库卡

首席执行官罗天励说， 库卡 ２０１６ 年销

售额增长了 ２０％。 美的可以帮助 库 卡

打开中国市场， 而库卡可以提高美的的

生产效率， 并且双方都有新领域可以开

拓。 因此， 这次收购对两家公司和两国

来说都是双赢。

携手推动全球治理

今年下半年， 中国和德国都将迎来

各自国内的重要政治议程， 两国关系正

站在新的起点上。
与此同时 ， 全 球 格 局 正 在 深 刻 演

变。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一些国家保护

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汹涌， 欧洲一体化

进程遭受挫折。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

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中国深知，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承担起 这 一 责

任， 面对挑战， 各国必须携手合作。
在此背景下， 未来中德关系重要性

将进一步凸显。
德国全球与地区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帕斯卡尔·阿布告诉新华社记者， 德中

两国清楚认识到自己是过去几十年全球

治理体系中的利益攸关者， 两国均对气

候变化和自由贸易理念作出承诺， 并支

持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机制。
去年和今年， 中德先后举办二十国

集团峰会， 在推动全球治理、 推行多边

机制、 力主自由贸易和坚持气候变化承

诺等方面协调立场 ， 相互支持 。 阿 布

说， 当这些理念现在被一些国家质疑甚

至放弃时， “德中的共同立场显得尤为

难得和让世界放心 。 这不仅有 利 于 两

国， 也有利于国际社会”。 赵俊杰认为，
中德合作将为世界提供一个值得信赖的

“稳定器”。
新华社记者 任珂 严锋

（新华社柏林 ７ 月 ２ 日电）

摩苏尔之战或波及东南亚恐情

6 月 29 日，伊拉克政府军控制了摩

苏尔的地标性建筑———被“伊斯兰国”21
日炸毁的努里清真寺。此役象征“伊斯兰

国”在伊境的行政实体瓦解殆尽。攻克摩

城， 敉平恐患， 势将推进叙利亚战场对

“伊斯兰国”老巢拉卡形成合围，进而对

中东恐怖势力构成致命打击， 于国际反

恐而言，亦有重要战略意义。
2016 年 10 月 17 日，由伊拉克政府

军、什叶派“人民志愿军”及库尔德武装

“自由斗士”组成的反恐联军，受助于美

军空中支援，打响“解放尼尼微”战役。在
这近九个月的时间里，恶战不退，血战不

缩，虽师老兵疲，但破阵克敌，战火雄威，
前线捷音联，城头战旗妍；一雪前耻，换

了人间。
三年前的 2014 年 6 月 29 日，“伊斯

兰国” 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

在努里清真寺宣布“建国”，摩苏尔遂成

“伊斯兰国”在伊政治中心、军事前指、经
济重镇、 走私枢纽乃至国际恐怖势力的

战略支点。 可笑蚂蚁缘槐夸大国———弹

指一挥间，该“国”巢倾卵破，只能以毁寺

的“切腹”动作，变相承认军事败北。
伊军收复摩苏尔，击溃“伊斯兰国”，

光复大部分被占领土， 致使巴格达迪扬

言构建横贯伊叙的“建国”构想成南柯一

梦。 摩城失陷，部分头目沦为丧家犬，或
宵遁、或流窜，惶惶不可终日。 但扫帚不

到， 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有证据显示，
该 “国” 残部正重新集结， 部署资源，
向中东以外地区流窜。 国际社会对 “伊
斯兰国” 垂而不死的危险性， 以及与之

斗争的长期性应充分认识， 切勿刀枪入

库， 马放南山。
部分西方及中东国家的反恐部门认

为，随着“伊斯兰国”伊叙大本营的沦陷，
该组织将愈发依赖其袭击目标国本土的

恐怖分子 （如英国 “6·3”伦 敦 桥 恐 袭 与

“5·22”曼彻斯特恐袭案犯）。 为此，该组

织将有计划、 有步骤地安排外国成员分

不同路线回窜，隐姓埋名，蛰伏沉睡，择

机作案。
近两年来，每逢斋月，“伊斯兰国”便

在欧亚主要城市频频发动暴恐袭击，以

开辟“第二战场”，配合“国土守卫”，并藉

“血与火”的洗礼，实现从“建政立国”向

就地“圣战”的战略转变。 巴黎、伦敦、达
卡、雅加达、马拉维、阿拉木图、比什凯克

等地恐情反弹，均有“伊斯兰国”变形、转
进、作案的背景。

2016 年 7 月 2 日，孟加拉国首都达

卡发生的恐袭大案被“伊斯兰国”认领。
因孟加拉国位于“伊斯兰国”从中东向南

亚和东南亚扩散的重要地理枢纽， 在其

勾画的“国土”版图中，孟加拉国已成其

中东之外的重要“省份”及建立海外基地

的首要目标。其策动恐袭，即企图加强与

南亚、东南亚恐怖组织联营扩张。
从西亚、北非回窜的“伊斯兰国”分

子为开辟新阵地， 联手菲律宾南部的恐

怖组织，沿袭中东的战术，攻占棉兰老岛

的马拉维市，与政府军激战已近一月。美
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就此

认为，“马拉维事件” 给印-太地区所有

国家敲响了警钟———“伊斯兰国”武装分

子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
菲南局势吃紧，毗邻的印尼、大马边

境因之耸动。 因三国的边境地区是传统

边贸、旅游路线，恐怖分子从马拉维潜入

印尼与大马易如反掌。此外，菲西南部的

苏禄海与马六甲海峡相邻， 连接马来西

亚沙巴州的锡布图水道恐情严峻， 海盗

猖獗，易为赴马拉维参战的西亚、北非等

国恐怖分子所乘。
更严重的是， 印尼军方担心， 国内

“几乎所有省份都存在‘伊斯兰国’的蛰

伏细胞”。马拉维一战，如菲军获胜，恐怖

分子将亡命印尼，激活蛰伏组织。如菲军

落败，棉兰老岛或成“伊斯兰国”的东南

亚落脚点。著名反恐专家罗汉·古纳拉特

纳曾撰文指出，“伊斯兰国” 最有可能在

菲或印尼建立战略支点， 从而对亚洲稳

定与繁荣带来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东南亚国家边陲耸动，恐

情严峻。 有安全专家将今年英法发生的

连环恐袭定性为 “中东欧洲复 合 型 危

机”。照此逻辑，东南亚国家恐情恶化，堪
称“中东亚洲复合型危机”。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 国际社会希望亚洲国家高度警

惕、严防死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携手

应对、推进合作，勿蹈欧洲恐袭覆辙。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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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竭力为武器研究松绑

最近， 日本明显加快了与各国防
卫合作的步伐。 近日在东京举行的日
本国防科技展览上， 一位防务官员表
示， 日方希望能够增加对东南亚地区
的军事销售 。 与此同时 ， 三菱重工 、
川崎重工与新明和工业株式会社等至
少 16 家企业推出独立展台 ， 展示新
型导弹驱逐舰、 两栖登陆舰等模型。

加大力度推进军民两用
技术研发

一个国家欲发展防卫产业， 相关
企业的研发当然很重要， 但一条腿走
路显然会事倍功半， 因此还必须动员
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 但出于对
二战期间众多学术机构为虎作伥的深
刻反省， 战后不久的 1950 年 ， 日本
学术会议 （类似中国科学院） 就发表
声明明确表示： 为维护科学家的操守，
绝不参与任何以战争为目的的科研活
动。 但当时一些医学家和科学家也提
出不同意见： 如果发生战争， 科学家
应与国家合作。 1967 年 10 月， 在美
国扩大越南战争的背景下， 该会议又
发表声明： 不开展与军事有关的科研
项目。 日本各学术机构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基本遵循了这一声明的精神。

如何打破这一禁令呢？ 日本官方
当然也有对策： 你反对纯军用技术研
发， 那我请你研发军民两用技术总可
以吧？ 原先， 在民用科技和军用科技
之间， 日本是有明确分工的， 即前者
由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负责， 后
者由防卫省担当。 但由安倍领衔的日
本科技决策最高机构 “综合科技·创新
会议” 此前开始推动民用科技与军事
技术的结合 。 于是 ， 防卫省于 2015
年 7 月制定了 “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
进制度”， 公开大学和科研机构及企业
招标相关科研项目。 该项目的经费前
年为 3 亿日元， 去年为 6 亿日元， 今
年却猛增至 110 亿日元， 由此可见其
推动力度之大。 前两年还只是每项课
题最 长 可 持 续 三 年 ， 经 费 最 高 只 有
9000 万日元 ， 但今年的课题最长可
持续五年， 经费则可多达数亿乃至数
十亿日元。

防卫装备厅在前年共招标 28 项
科研课题 （例如研发可使飞机速度达

到 5 马赫的发动机等 ）， 结果全国有
109 家科研机构 （包括 16 所高校 ）
参与投标， 防卫装备厅从中遴选了 9
家 ， 其中包括东京工业大学和 NEC、
富士通及松下公司的科研机构， 2016
年又确认了 10 家。

但在日本各大学中处于顶端的东
京大学， 早在前年这一动向刚露头之
际， 广大教师就举行了集会并发表声
明 ， 明 确表示反对参与军事科研 项
目。 此外， 法政大学、 关西大学和明
治大学等也明确表示， 拒绝任何军事
科研项目。

科技界主流意见对此仍
极为慎重

在日本政府的诱惑和压力下， 日
本学术会议开始出现松动， 表示要顺
应时代的变化， 重新探讨军事和学术
之间的关系， 并于 2016 年 5 月专门
设立了一个机构探讨这一关系。 但在
今年 2 月 4 日于东京举行的公开研讨
会上， 很多学者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
因为在过去的对外侵略战争中， 日本

政府就曾发动广大科研人员投身于军
事科研。 这一血的教训不能轻易淡忘。
大多数学者支持在该机构的中期报告
中重申以往两次声明的立场， 呼吁科
研人员不参加防卫省的相关科研活动。

即便日本科技界的主流意见对此
仍极为慎重， 但在科研经费日益拮据
的当下， 防卫省充裕的科研资金显然
是具有吸引力的， 很难保证不会出现
“饥不择食” 的局面。 今后很大程度上
将取决于各大学和科研人员自己是否
能拒绝诱惑， 保持定力。

近日日本媒体还披露， 其实在这
一领域美国军方比日本政府捷足先登，
早在 20 年前就开始向日本科研机构
提供赞助， 资助其开展科研项目， 并
在 “9·11 事件” 后加大了资助力度。
仅在 2008 年至 2016 年期间就至少
资助了 135 个项目 ， 金额达到 8.8
亿日元。 接受资助的有大学、 非营利
机构、 风险企业和各类学会等。 虽然
这些科研项目看上去均为民用项目 ，
项目名称和成果也都是公开的。 但美
军并非慈善家， 其目的是毫不掩饰的，

即始终保持在全球的军事领先地位。
从美军的战略目的来看， 很多民

用科技项目都是可以转用于军事领域
的， 诸如计算机、 激光和全球定位系
统等技术， 均来自基础物理学的科研
成果。 在美国军方看来， 资助外国的
科研项目是一条成本低而见效快的捷
径， 其资助日本的科研项目以 “人与
机器的互动 ” 和 “网络技术 ” 为主 。
进一步追溯的话 ， 美军更早在 1967
年就资助日本物理学会召开国际会议。
虽然日本学术会议随即发表声明不从
事任何军事研究， 日本物理学会也马
上表态： 不接受任何来自军方的资助，
也不与军方建立任何合作关系。 但到
1995 年 ， 日本学术会议还是改变了
其态度： 除了武器这类明确的军事项
目以外， 其他科研项目完全自由。

综上所述， 日本各科研机构逐步
放宽对防卫研究的限制将是大势所趋，
这将加快日本防卫产业的发展， 这不
能不引发国际社会的忧虑。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
息所原所长）

德国南部发生
一起严重车祸

至少31人重伤
17人情况不明

新华社柏林 ７ 月 ３ 日电 （记者张
毅荣 朱晟） 德国警方 ３ 日说， 德国南

部巴伐利亚州一高速公路当天上午发

生一起严重车祸， 目前已造成至少 ３１
人受重伤。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表示，
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根据警方声明， 事故发生在上午

７ 时左右， 一辆载有 ４６ 名乘客和两名

司机的旅游大巴在 Ａ９ 高速公路上与一

辆货车相撞后起火。
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发旅游大巴

原定由德国东南部萨克森州劳西茨前

往巴伐利亚州纽伦堡。
目前， 发生事故的 Ａ９ 高速公路部

分路段已被完全封锁。 警方说， 仍有

１７ 人情况不明 ， 警方已出动消防车 、
直升机等参与救援。

美联航客机着陆起火幸无人伤亡
新华社洛杉矶 ７ 月 ２ 日电 （记者

黄恒 ） 美 国 联 合 航 空 公 司 （美 联 航 ）
运营 的 一 架 支线客机 ２ 日下午在科罗

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着陆后起火， 幸亏

机场应急部门反应迅速， 机上 ６３ 人无

人伤亡。
这架客机航班号为天西航空 ５８６９，

由美联航旗下专门执行地区间短途飞行

的联翔公司承运， 事发时刚刚从科罗拉

多州的阿斯彭飞抵该州首府丹佛， 两地

相距大约 ３５０ 公里。
事发后， 乘客在社交网站上发出的

现场照片显示， 一架尾翼涂有美联航标

识的庞巴迪 ＣＲＪ７００ 客机左引擎正在燃

烧， 与此同时， 从飞机上滴落的液体点

燃了一大片混凝土跑道， 一名头戴棒球

帽 、 穿着粉色上衣的女士一 边 逃 离 现

场， 一边扭头看身后飞机的状况。
近年来， 美联航多种安全和服务事

故频发。 今年 ４ 月， 美联航因使用暴力

驱逐已登机乘客的 “逐客门” 事件引发

众怒 。 ２０１３ 年 ， 该公司旗下的联翔公

司还发生过更令人惊愕的事件： 机组人

员在抵达目的地机场后直到锁上舱门并

离开飞机， 都没有发现一名熟睡的乘客

被落在飞机上。

日本议员2016年收入报告公布
人均收入2412万日元，较前一年有所增加

日本国会议员 ２０１６ 年收入报告 ３
日 公 布 ， 人 均 收 入 超 过 ２４００ 万 日 元

（约合 １４５ 万元人民币）， 比前一年有所

增 加 。 三 名 议 员 收 入 超 过 １ 亿 日 元

（６０２ 万元人民币）， 都是执政党自民党

议员； 党首安倍晋三的收入在八个政党

领导人中排第二。
按照日本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 日

本众参两院议员每年必须公布过去一年

的收入。
共 ６６１ 名议员按规定公开收入， 人

均 ２４１２ 万日元， 比 ２０１５ 年增加 １４３ 万

日元 （８.６ 万元人民币）。
三名自民党议员去年年收入超过 １

亿日元， 比前年多两人。 参议员武见敬

三收入最多， 达到 ４.７ 亿日元 （２８００ 万

元人民币）， 主要来自出售房地产所得；
众议员赤枝恒雄靠妇产科医生的职业收

入及不动产所得排名第二， 达 ２.４ 亿日

元 （１４４０ 万元人民币）； 排名第三的众

议员左藤章也主要因出售不动产收入近

１.４ 亿日元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八个执政和在野党的领导人中， 自

由党党首小泽 一 郎 虽 然 收 入 减 少 大 约

１５００ 万 日 元 （９０ 万 元 人 民 币 ）， 仍 以

４４７１ 万日元 （２６９ 万元人民币） 居首；

安倍收入 ３８５５ 万日元 （２３２ 万元人民

币）， 排名第二， 比上一年增收 ８５ 万日

元 （５ 万元人民币 ）， 主要源自房地产

所得。 除小泽和安倍， 其他六个政党领

导人收入都低于议员平均收入。
受 “加计学园” 事件影响， 议员的

“副业” 收入， 特别是在教育界的兼职

收入受到关注。
安倍是否给相关部门打招呼、 帮助

加计学园理事长家计孝太郎新设兽医学

院目前尚未查清。 不过， 安倍承认， 他

１９９３ 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后 ， 在加计学

园当过校董并领取薪酬。 安倍的亲信、
官房副长官萩生田光一也被曝出落选议

员期间曾在加计学园设立的一所大学担

任客座教授， 而后担任名誉客座教授至

今， 不过不领取薪水。
日本时事社根据 ３ 日公开的相关报

告统计 ， 截至 ４ 月 １ 日 ， ３８ 名议员在

大学等教育机构兼任客座教授、 理事等

职位， 其中自民党议员最多， 有 ２３ 人。
这些兼职议员中， 有人一年只在校讲课

一次、 几乎没有从事实质性工作， 从中

获得的年薪却超过 １００ 万日元 （６ 万元

人民币）。
惠晓霜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文在寅再试“体育外交”缓和朝韩关系

请国际奥委会主席促成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

韩国总统文在寅 ３ 日在首尔会见国

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时， 请后者

帮忙促成朝鲜参加 ２０１８ 年韩国平昌冬

季奥运会， 因为这将有利于推动 “地区

和世界和平”。
文在寅上台后一直尝试通过 “体育

外交” 方式缓和朝韩关系， 一再表态希

望朝韩共同组队参加平昌冬奥会， 最新

表态更将意义上升到 “全人类 ” 的 高

度。 “朝鲜能够参赛的话， 不仅有利于

弘扬奥运精神， 也有助于促进地区与世

界和平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 青

瓦台一位发言人援引文在寅在会晤中的

话说。
文在寅还说： “我希望平昌奥运会

将成为一届和平奥运会， 能够抚慰朝韩

人民因分离而受伤的心灵。”
发言人说， 巴赫赞赏文在寅的提议

“符合奥运精神”， 并承诺会尽力促成此

事。 但巴赫未提及具体将如何促成。 目

前， 没有朝鲜运动员具备参加平昌冬奥

会比赛的资格， 但如果作为朝韩联合组

队的成员， 则有机会参赛。
韩国文化体育部长官都钟焕此前提

议， 韩朝女子冰球队可共同组队参加平

昌冬奥会， 朝鲜的马息岭滑雪场也可作

为冬奥会滑雪项目比赛场地。
不过， 国际奥委会朝鲜籍委员张雄

此前曾表示， 鉴于距离平昌冬奥会开幕

仅 ７ 个月时间， 而目前朝韩关系紧张，
恐怕双方难就联合组队达成协议。

沈敏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陈鸿斌

首架由日本组装的 F-35Ａ 战斗机在三菱重工工厂亮相， 这是美日军工研发合作的重要成果。 视觉中国

搜救人员在车祸现场工作， 旅游大巴起火燃烧后只剩下铁架子。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