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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工地

载人电梯百米高空

坠落已致 1 9 人死亡

新华社武汉 9月 13日电 13日 13时许，武汉

一在建工地发生一起载人电梯从百米高空坠落事

故，目前已造成 19人死亡。

据武汉市委宣传部介绍，事故发生在武汉市东

湖风景区“东湖景园”在建楼 C 区 7-1 号楼建筑工

地。 一台施工升降机在升至 100 米处时发生坠落，

造成梯内准备进场作业的施工人员随升降机坠落。

截至 17时，已发现 19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

生等领导先后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及善后处理工作。

一厢情愿 一意孤行

———三问日本“购买”钓鱼岛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陈玉明 徐松 毛一竹

一边是日本方面一厢情愿地把钓鱼岛“收归国有”，一边是中国方面公布钓鱼岛的领海基线。

钓鱼岛，再次聚焦了全球的目光。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他人岂能买卖？ 日方为霸占钓鱼岛编出的种种说辞，为何站不住

脚？ 钓鱼岛事件升温，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日本挑起“购岛”闹剧居心何在？

“购岛”闹剧是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

上采取的最严重的单边行动， 严重损害了中

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分析人士认为，日方上演

“购岛”闹剧，不仅出于其国内政治、经济利益

方面的考虑，更蕴含着中日国力此消彼长、日

本对二战清算不力等深层次原因。

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表面上看是政府

出钱购买私人土地，以维持钓鱼岛现状，实际

上是企图通过显示其对钓鱼岛的所谓“有效控

制”，达到向国际社会“宣示主权”的目的。

“窃岛后，日本可能进而要求 200 海里的

专属经济区， 并以钓鱼岛为基础与中国分划

东海大陆架， 企图进一步攫取相应油气资

源。”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张海文告诉“新华视点”记者。

此外，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岛具有巨大战

略和军事价值。钓鱼岛位于台湾和冲绳之间，

处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一线， 是外海进入中

国的跳板。“如果日本控制了该海域，无异于

扼住了中国向太平洋纵深地区进出的咽喉。”

张海文说。

近年来，日本政坛混乱不堪，首相因政局

动荡更迭不断。 以野田为首的日本内阁已遭

到众议院多次问责， 执政的民主党和在野的

自民党的民意支持率都很低， 出现日本政局

右倾、地方右翼势力集结，逐步形成“第三极”

的新动向。

“野田政权出于挽救民主党颓势地位的

考虑， 欲借购岛之举在未来的大选中获得中

间选民和右翼势力的支持， 并试图将日本民

众对经济下滑的不满情绪外引。”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说。

刘友法认为，当前，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

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中国经济总

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一事实，使

得许多日本人难以接受并陷入焦虑， 担心解

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时不我待”，不惜在钓

鱼岛问题上放手一搏。

从深层次看， 战后日本始终没有对二战

战争罪行真心悔悟、彻底清算，这也直接导致

了其国内右翼思潮的膨胀和军国主义思潮的

死灰复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

认为， 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保守派政客正在

借助深化日美同盟之机， 通过类似钓鱼岛这

样的问题与邻国不断制造摩擦， 意图挟美国

之力摆脱战后体制， 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

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一步步接近其“普通

国家论”所诠释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目标。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 可谓背

信弃义之举。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

还值得相信？ ”高洪说。

日方种种说辞为何站不住脚？

无论从历史还是法理看，钓鱼岛都是中国

的固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为将钓鱼岛

据为己有，日本政府苦心孤诣，编造出毫无道

理的种种说辞。

———说辞之一：钓鱼岛是“无主地”，按照

“先占”原则，谁先占了就是谁的。

钓鱼岛是“无主地”吗？ 当然不是。 中国社

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说，钓鱼

岛环境险恶，长期无人居住，但“无人岛”不等

于是“无主地”。 事实上，钓鱼岛列岛从明朝时

起便已不是“无主地”，而已由中国明朝政府作

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

1561 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驻防东南沿

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与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

《筹海图编》一书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

海山沙图”，纳入明朝的海防范围内。 清朝沿袭

了明朝的做法， 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

海防范围内。 1871年编写的《重纂福建通志》确

定钓鱼岛隶属于台湾噶玛兰厅（即今宜兰县）。

———说辞之二：《波茨坦公告》未涉及钓鱼

岛问题。

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国强等专家指出，二

战结束时，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宣示

“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 各项规定之义

务”。 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附属协议———

《联合国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 677号》明确规

定了日本的版图，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

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

30 度以北的琉球诸岛的约 1000 个邻近小岛”。

这里面并不包括钓鱼岛列岛（钓鱼岛列岛最北

的黄尾屿的坐标为北纬 25 度 56 分，在北纬 30

度以南）。

———说辞之三：《旧金山和约》规定把钓鱼岛

交美国托管，日本是从美方手中接过管辖权的。

李国强说，首先，1951 年的《旧金山和约》

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

订，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 其次，《旧

金山和约》也并未明确提及钓鱼岛。 1953 年琉

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布《琉球列岛的地理界

限》（第 2 7 号布告），擅自扩大美国的托管范围，

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裹挟其中。 美国的这一做法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既然美国托管钓鱼

岛本身就没有法律依据，1971 年美国将钓鱼岛

的“施政权”“归还”日本自然也没有法律依据。

事实上，美国方面也承认，“美国在钓鱼岛最终

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 ”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方提出搁置争议，

当时日方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是达成了

一种默契和共识。 从法理上说，这是有法律效

力的。 现在日方不承认这种共识，是对当初立

场的一种背叛。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龚

迎春说。

日本欲将中日关系引向何方？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钓鱼岛事

件不断升温，中日关系将面临严峻考

验。 日本作出这样的极端决定，将使

中日关系陷入低潮，日方必将为自己

的错误付出代价。 ”李国强说。

面积不到 5平方公里的钓鱼岛，

近代以来所遭受的风风雨雨，足以映

射出整个中国的百年沧桑。

在日方挑起“购岛”闹剧后，中国

政府随即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的领海基线。

李国强说，1992 年中国就公布

了领海法，但一直没有公布钓鱼岛的

领海基线。“遗憾的是，中方的克制并

未换来日方的尊重，相反，日方在钓

鱼岛问题上动作频频， 挑战中国主

权。 ”

钓鱼岛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

“如果日方一而再、 再而三地单方面

破坏共识，采取行动，中方也就没有

义务继续保持克制。 ”龚迎春说。

龚迎春等专家认为，随着中日外

交关系陷入僵局，中日政治和经济关

系都将受到影响。“中国是日本最大

的出口市场，而日本仅是中国第三大

出口市场， 日本对华贸易长期顺差；

如果中日经贸关系遇冷，日本经济受

到的影响比中国更大。 ”

事实上，近期由于日本抓捕中国

保钓人士、搞“购岛”闹剧，中国国内

民众对日本的评价急剧下降，“双方

经贸关系难以避免会受到负面影

响。 ”龚迎春认为。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

方面，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卿说，日本

应该改变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思维，

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应从中日关系

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增加互信；如果

日本一意孤行，中国会进一步采取相

应的反制措施，最终是给日本自身带

来损失。

中日双边关系修好不容易，变坏

很简单。

李国强认为，目前我国出动海监

船、渔政船的频率高了，这种和平执

法方式显示了大国风范。但值得注意

的是，日本是以海上自卫队作为执法

力量。 我国也应加强海警执法，保卫

国家领土不受侵犯；同时，要完善海

洋立法工作，尽快形成长远的海洋战

略。

（新华社北京 9月 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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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日，救援人员在现场搜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