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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

男搭乘飞机从空中视察日本主张拥有主

权的“北方四岛”。视察结束后，他还访问

离“北方四岛”最近的根室市，与岛民和当

地政府官员举行会谈。

俄罗斯外交部19日就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枝野幸男空中视察“北方四岛”(俄罗

斯称“南千岛群岛”)发表声明说，枝野幸男

的声明“自相矛盾”，希望日方抛弃“两面

做法”，做出“坚定和明确”的选择。

俄外交部声明说，枝野幸男关于愿与

俄方就和平条约问题进行冷静与实质性

对话的声明与其呼吁日本社会舆论更多

关注所谓“北方领土”问题的说法显然是

“自相矛盾”的。

声明说，俄方希望，在俄日互利合作

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东京方面终应抛弃

类似的只能淆惑舆论视听的两面性做法，

能够做出坚定和明确的选择，以便双方切

实在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不与单方面历

史纠葛挂钩、没有表演性公关举动的情况

下讨论和平条约问题”。

回应 俄罗斯希望日方抛弃“两面做法”

两国政府立场强硬，民间的情绪也高

涨。在苏联和俄罗斯，很多民众认为，不管

以前历史如何，北方四岛是苏联将士用鲜

血换来的。200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89%的受访者认为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

步。而在日本，不仅大部分民众认为政府

应该收回主权，并为此成立了一些专门的

民间组织。

不过，四岛上的居民是什么态度？四

岛经济落后，人烟稀少。二战结束后，前苏

联曾大批驱赶岛上日本人，这些人多跑到

北海道生活。随后大批苏联居民被移居至

此，最高峰时，这里人口曾达1.5万人，但土

著居民虾夷人就非常少。由于岛上经济不

佳、基础设施落后、政府投资不足，加之偶

有自然灾害，所以很多人又移出岛外。有

报道称，1998年之后人口只剩下约8000人，

半数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日本共同社最近报道说，四岛岛民的

归属心态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剧烈变化。

这种变化又是和经济紧密相连的。

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混乱和1994年北

海道东北近海地震，造成居民大量迁往大

陆。当时提供大量人道救援物资的不是俄

罗斯政府而是日本，因此岛民曾期待“如果

成为日本领土可以获得金钱补偿”。在上

世纪90年代末的舆论调查中，有超过半数

的岛民赞成将国后岛归还日本，日方也采

取过“砸钱”策略。

不过，如今情况又不一样了。当地报

纸的记者表示，“90%以上”的岛民反对把国

后岛归还日本。这是因为随着俄罗斯国力

逐渐恢复，岛上基础设施建设在进入21世

纪以后得到加强。 星报综合

日本高官“空中视察”争议岛屿

日俄百年争岛背后的战略利益

千岛群岛位于西太平洋北部，处于俄

罗斯堪察加半岛南端洛帕特卡角与日本

北海道东北的纳沙布角之间，北扼鄂霍次

克海，南临太平洋，总面积约1万5600平

方公里，南北绵延达1200余公里，形成了

太平洋与鄂霍次克海的天然分界线。

俄日存在领土争端的则是齿舞、色

丹、国后和择捉岛等岛屿。日俄早在17世

纪后期就开始了对这些岛屿的争夺，迄今

长达300多年。

二战结束后，日俄对北方四岛的归属

权，签订了数项条约，但都未能解决归属

问题。反而从去年开始，两国围绕四岛的

争夺愈演愈烈。

2000年，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

并没有在归还四岛的问题上有所妥协。

2009年9月他在与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

会谈中虽然承认俄日关系中存在领土问

题，但表示归还四岛为时过早。

日本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说，北方四

岛是日本的领土，对于俄罗斯为什么不一

并归还北方四岛，日本感到不可理解。日

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指出，1945年8

月北方四岛上的1.7万多名日本居民被赶

回日本是历史事实。日本政府要求全部

归还北方四岛的立场至今未变。

北方四岛面积不大，俄日两国为何为

它争夺数百年，至今不休？最主要原因是

北方四岛的战略地位对俄日两国来说都至

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两国谁都输不起。

俄罗斯人认为，占俄领土0.029%的南

千岛群岛关系着俄罗斯的兴衰。千岛群岛

是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海与太平洋的天然分

割线，如果归还了北方四岛，俄罗斯的太平

洋出口将被封死。如果这一战略要地被它

国控制，鄂霍次克海就成了“死海”，俄远东

地区面向世界的大门将被堵死。

北方四岛的战略价值对日本来说同样

也是毋庸置疑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

称，北方四岛实际上是屏护日本北端北海

道安全的重要保障。日本国土面积狭小，

缺乏战略屏障，如果能收回北方四岛，则能

在北海道北面筑起一道天然防御屏障，对

日本本土起到战略防御作用，另外还能平

衡俄罗斯在远东与北太平洋的影响力。

除了重要的战略利益，收回北方领土

也是日本摆脱战后历史阴影，进而跻身世

界政治大国行列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日本

矢志不渝，为夺回北方四岛而不懈努力的

重要原因。

对日俄两国最近几个月来围绕争议岛

屿的外交战日益升级，分析称这与两国国

内局势，领导人的政治需求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

《联合早报》引述分析家的话说，日俄

领袖高调争岛，实际上与国内政局有关。

梅德韦杰夫高调登岛与俄罗斯的国内政局

有关。俄罗斯今年将举行议会选举，明年

则是总统大选年。

曾担任日本外交部国际情报署署长的

孙崎享接受《亚洲时报》访问时就指出：“俄

罗斯人要一个强人领袖，他(梅德韦杰夫)试

图在关键选举之前提升自身的公众形象。”

而日本人同样需要利用北方四岛问题

增强国民凝聚力，提高政府支持率。日本

经济欲振乏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已被中国取代；政府拿不出政绩，民意支持

率更是节节下跌。

相关链接
岛上居民心态围绕经济左右摇摆

历史 争岛长达数百年现在愈演愈烈

原因 战略意义政治需要两国都输不起

据《新京报》报

道 17 日，全副武

装的俄罗斯警察接

到内政部指令，突

袭了该国第一富婆

的 地 产 公 司 办 公

室，以确认该公司

是否骗取了莫斯科

银行4.4亿美元的巨

额贷款。该富婆名为莲娜·巴图林娜，是莫

斯科前市长卢日科夫的妻子。

在得知办公室被搜查后，巴图林娜向

媒体发出声明，称警方的行为并不能证明

自己骗贷，只能说明他们有“政治目的”。

目前，巴图林娜身家有11亿美元。

当富婆、前市长、地产和4亿多美元贷

款等元素组合在一起，足以激发外界的想

象和追问：是卢日科夫当初的市长之职描

绘了巴图林娜的地产财富路线图？难道真

如巴图林娜所言，警察突袭办公室的背后

有“政治目的”？

《莫斯科时报》刊文《调查人员将巴图

林娜与4.4亿美元联系在一起》称，当前，巴

图林娜与卢日科夫身在奥地利，后者任莫

斯科市长时，曾批准一笔超过5亿美元的市

政资金转移至莫斯科银行。调查人员说，

在巴图林娜的私人账户上发现了从莫斯科

银行非法获得的4.4亿美元资金。一名审

计人员称，即将于3月结束的调查可能表明

巴图林娜地产公司从莫斯科银行非法获得

的资金远远超过4.4亿美元。分析人士认

为，警方的行动旨在迫使巴图林娜卖掉她

的地产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在她丈夫担任

市长期间生意兴隆。有人预测与克里姆林

宫关系甚好的俄铝业大亨奥列格·德里帕

斯卡是买家之一。

英国《卫报》刊文《俄警察突袭莫斯科

前市长妻子办公室》称，巴图林娜地产公司

曾是莫斯科基建和房地产市场上无可争议

的“冠军”，不过卢日科夫则称他与这家公

司的成功并无关系。近日，拉脱维亚拒绝

给予卢日科夫永久居住许可。有观察人士

早就预料到，卢日科夫一倒台，巴图林娜就

会变得无助。俄警察在17日行动时，将巴

图林娜地产公司的职员们锁在一间屋子

内，禁止他们利用手机进行录音和录像。

俄内政部调查委员会称，此次突袭是一项

犯罪调查的一部分。当前，莫斯科现任市

长索比亚宁正在审查卢日科夫担任市长18

年期间签署的数千份合同。

关于巴图林娜地产公司的涉案金额，

版本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当巴图林

娜的财富史与卢日科夫的权力史在时间段

上接近重合时，外界就怀疑这财富背后其实

展现的是权力的野蛮和霸道。还有一点似

乎值得推敲，为何非要等到卢日科夫下台，

才有调查人员敢查巴图林娜的账本？这是

否意味着，其实只要卢日科夫善于处理一些

复杂的关系，确保自己不下台，巴图林娜就

能将腰缠万贯和高枕无忧进行到底？

俄罗斯第一富婆幕后权力猜测
涉嫌骗取巨额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