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2日，北京，抗议人士在日本驻华使馆外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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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主权是两岸共同责任
台湾地区已将钓鱼岛海域可能爆发的冲突列入“作战计划”

就日本政府确定钓鱼岛“国有化”方针，在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的同时，台湾地区也与
大陆做出了同样反应。

12日上午，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表示，维护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维护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

统一口径不承认日本“购岛”
就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举动， 台湾

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行政院长” 陈冲和台
“外交部”统一口径，以“一概不承认”回应。

陈冲表示，从历史上、法理上讲，钓鱼
岛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属岛，基本上它是
中国的国有财产。 国有财产有任何人在做
买卖，是“一概不会承认它的效力”。

台“外交部”也表示，日本的行为毫无
历史与法理依据， 并呼吁日本政府应自我
克制， 正视钓鱼岛列屿争议存在的事实，并
与相关各方共同搁置争议， 以理性对话方
式，合作开发东海资源，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 12日上午回
应，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的固有领土， 两岸同胞对这一事实有着
共同认知和主张， 对日本近期策动的“购
岛”闹剧同感愤慨，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台湾地区已经备好应变方案
7日， 马英九登上距离钓鱼岛140公里

的彭佳屿后发表演讲， 重申“东海和平倡
议”。他首度呼吁采取“从三组双边对话，到
一组三边协商”模式，在承认争议前提下，
由台湾与日本、中国大陆与日本、两岸共同
协议解决。目前马英九已接连召开数场“国
安” 会议， 聚焦钓鱼岛最新情势并研究对
策。

据悉， 台湾已将钓鱼岛海域可能爆发
的冲突列入“作战计划”，同时还备妥多项
应变方案。 马英九提到， 若钓鱼岛冲突升
温，可能无法避免发生冲突，甚至战争。

对于马英九所采取的行动， 范丽青给
予一个肯定回答，“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兄
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两岸各自采取的维
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举措都会得到全体
中华儿女的坚决支持。”

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李家泉表示，台湾这一表态
实际上与中国大陆在钓鱼岛问题
上的态度是一致的。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
国深则表示， 面对外部和内部的压
力， 台湾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立
场。其次，在中日钓鱼岛事件中，台
湾不能缺席。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中
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发布声明可
以强化台湾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中
的存在。

李家泉表示，台湾采取的一系
列动作表示了台湾维护领土主权
的决心。 钓鱼岛问题一旦发生冲
突， 两岸可能会就此问题进行合
作。他说，两岸之间的分歧是内部
矛盾，属于中国内政问题；而中日
钓鱼岛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民族矛盾。中日民族矛盾
越深化， 两岸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台湾退让，民众不答应，舆论
不答应。

■据法制晚报、新闻晚报

《环球时报》12日发表评论文章
称， 中日重新成为两个相互仇视的
民族大概很难避免，中日关系必将
进入一个大摩擦期。

我们一直致力于睦邻友好政
策， 但钓鱼岛问题使中日变成很难
化解的对手。我们以往很不习惯有
一个对手在身边， 但今后我们也许
要让自己的心理更强大， 接受这一
新挑战。

日本被美国占领后的表现以及
它的对俄表现都显示， 这是个欺软
怕硬的国家。 美俄都在战场上击败
过它，余威尚在。中国已无法重复美
俄的对日历史， 但中国也必须以某
种形式给日本一次完整的教训，彻
底扭转它自明治维新以来对中国
的蔑视。

中国在快速发展中， 我们需要
把力量攒足， 并在某个冲突点上充
分对日展示出来， 重塑它对中华力
量的敬畏。只有这之后的日本才会
认真改变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那
时的中日友好或许才能重新开始。

睦邻友好是好政策， 但它不是
求出来、哄出来、让出来的。把日本
当对手，比对它讲“一衣带水”更有
利于让它清醒。对中国来说，这也是
对民意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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