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放保钓者，日本打小算盘 

2012年08月21日 00:35 来源：美国《侨报》 作者： 罗欢欣  

 

中国民间保钓人士一行14人15日抵达钓鱼岛宣示主权，尽管日方随将他们“逮捕”，但

17日便释放。相对2010年9月7日的钓鱼岛撞船事件，此次日本放人堪称迅速。那次，14

名中国船员被日方非法扣押6天，船长詹其雄则被扣押了17天。故而，这次也被称作“日本

处理类似事件中放人时间最短的一次”。 

如果只是孤立地看事件本身，放人结果的实现，中国官方的迅速反应是首要原因。“扣

人”事件后，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抗议，要求日本保证人员安全并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驻

日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也迅速抵达冲绳县，进行探视和交涉。 

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海监船15日当晚就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可以说，中国政

府对此次事件的回应和处理不仅停留在口头上，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及时与坚定。从这个意

义上说，中国政府对保钓人员的外交保护及支持，也是一种“保钓”，此次事件算得上是中

国官方与民间联合互动的一个较好案例。 

然而，如果综合日本今年以来的系列举动，这一次的相对“妥协”是日本审时度势，有

软硬、有进退之外交策略的体现，更是为继续推进其“国有化”等更进一步计划积累资粮。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于前些日子达到高潮。上月，日本从东京都知事到外相和首相，

都在“购岛”与“国有化”问题上频频表态。日本首相更明确提出已开始着手筹措预算，要在

明年4月前将钓鱼岛“国有化”，甚至提出可能“根据需要动用自卫队”。 

中国的保钓行动尽管已常态化，但8月15日的特别安排不能说与日本近期的强硬无关，

因为这一天是日本于67年前战败投降的日子。日本近期的挑衅行为已唤起中国各界强烈的

民族情绪，两岸联手保钓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种民族情绪刺激了中国政府对日本行为的

积极应对，甚至马英九也提出“东海和平倡议”的五点意见。尽管日本不接受，但倡议内容



与大陆立场的殊途同归，日本不可能不觉察和重视。 

所以，日本的谨慎在于，它不会忽视中国的反应，尤其是强势反应。近代史上，日本

侵略中国时，曾提到，中国满清政府“以理服难，以力服易”，因而对中国展开了军事侵略

之路。现在，日本的前期作为，仿佛一种类似的试探。因此，当中国展示“肌肉”时，日本

自然就只能“软”一下了。毕竟，日本还不至于冒进到孤注一掷，忽视当前中国团结一致的

强盛民意和也有可能的军事强硬。当然，此次日本的态度软化，并不代表它对钓鱼岛的图

谋之心软化，而只是其外交策略显出更深沉一面。 

保钓人士虽很快被释放，但日本还是将他们扣押了两天。从日本方面来讲，只要他们

以官方名义实施了阻挠、抗议与抓扣，其所谓“保卫日本领土”的目的已实现，关押时间长

短其实并不重要。更需重视的是，有了这次的“缓和”，日本为采取下一步强硬措施又积累

了资本，譬如，利用日本国内有关对中国太“软弱”的声音等。 

客观地看，日本除目前对钓鱼岛有“实际控制”外，在历史、地理、地质及国际法各方

面都没有充分理由否定中国的主权，所谓“邪不胜正”，其有关钓鱼岛的任何强硬举动注定

要付出代价。因此，不管日本如何用心深沉，它的主权图谋注定是纠结的、也是冒险的。

中国如能及时亮出“硬牌”，也许能让“躁动”的日本不至于走得太远。（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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