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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驳斥了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有关中方对钓鱼岛
主权主张不成立的说法，称其用断章取义的材
料试图支撑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完全
是强盗逻辑”。

有记者问，玄叶光一郎 10 日在记者会上
说，中方在上世纪70年代前从未提出过对钓鱼
岛的主权主张，1895年日方调查确认钓鱼岛不
属于中国后编入日本领土，日方以1920年中国
驻长崎领事所发信以及1933年、1960年中国发
行的地图等为依据，认为中方对钓鱼岛的主权
主张不成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玄叶外相已不是第一次拿出断章
取义的材料来试图支撑日方的立场。在涉及国
家领土主权如此重大严肃的问题上，用一些支
离破碎的材料来佐证自己的立场，只能证明日
本从未合法拥有过对钓鱼岛的主权。

他说，关于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
的历史经纬，中日两国学者都作过翔实严谨的
论述，日本自己的官方史料也可以构成明白无
误的旁证，“日方对此视而不见、避而不提，反而
为日本在历史上通过战争手段进行侵略扩张张
目，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洪磊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方关于希望尽早平
息事态，避免影响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表态。如
果日方能言行一致，就应切实认识到挑衅性行动
和言论的错误，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日前，《人民日报》刊登题为《改革开放，永
葆探索创新的朝气》文章，指出没有科学发展观
的指导，没有不计毁誉的心理素质，没有坚不可
摧的创新意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

文章说，到今天，改革开放已走过 1/3个世
纪。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倒拨时钟，回到这部
壮阔史诗的卷首，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
依然撼人心魄，改革先行者勇往直前的足音仍
旧清晰可闻。

从辽宁到广东，切掉胆囊的任仲夷“浑身
是胆”，一心要杀出一条血路。“不要人夸颜色
好”的项南勇闯雷区，支持包产到户，为企业
家松绑撑腰。“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蛇口工
业区奠基人袁庚无惧非议，誓作“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自费改革”、“拎着乌纱帽往前冲”，
改革先锋们以燃烧的激情开辟出一段闪光的
岁月。他们身上展现的改革创新精神，熔铸成
时代精神的核心。

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国，改革有了更坚实的
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遇到的新情况、新
问题和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正因如此，党中
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
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更加奋发有为、兢
兢业业地工作，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信心百倍
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文章强调，改革越往前走，人们对它的期待
越高，遇到的困难也越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
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过去普调一级工资、粮价上涨几分钱，老百姓就
欢天喜地；现在搞医保社保，成百上千亿地投
入，却仍有人抱怨是“太平洋里磕鸡蛋——这哪
算做蛋汤”。过去建一个工厂带动就业、增加税
收，大家无条件欢迎；现在则要面对种种质疑：
会不会挤占耕地，会不会破坏环境？在这样的
环境中搞改革，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没有不
计毁誉的心理素质，没有坚不可摧的创新意志，
我们就会寸步难行。

更为复杂的挑战在于，随着改革走向深入，
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社
会多元带来的利益分化，时常令改革者面对“不
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的两
难。当分歧的根本不在于“是非”而在于“取

舍”，当矛盾的化解很难再靠觉悟、靠动员，改革
就从“理当如此”的抉择变为一种你来我往的博
弈。面对转型期社会这些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
征，我们既要有大刀阔斧的果敢决断，又要有如
烹小鲜的灵活细致、周密安排。

文章还说，继续深化改革，一个显著的不同
在于：前辈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置之死地
而后生。今天，我们的财力增强了，实力提高
了，对规律的认识加深了，方方面面的条件与当
年不可同日而语。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
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能不能继续保持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有没有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
是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着我们事
业的兴衰成败。 据《人民日报》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0日公布，取
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

国务院决定取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
业资格认定，商品粮基地水利工程年度投资计
划审批，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审

批等171项行政审批项目；调整143项行政审批
项目，包括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等 117
项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地方粮库划
转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审批等 9项减少审
批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以及亏损补贴事项审
批等17项合并的行政审批项目。

《决定》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
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
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
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
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以部门规章、文
件等形式违反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的行政许

可，要限期改正。积极推进行政审批规范化建
设，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组织管理改
革，进一步健全行政审批服务体系，深入推进行
政审批领域防治腐败工作，把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与投资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

若不能不计毁誉改革将寸步难行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

凡公民可自决的，政府应退出

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称，4
艘中国海监船10日早晨驶入钓鱼岛海域毗连
区。这是中国海监船船只连续第10天在钓鱼
岛海域毗连区内航行。

日本海上保安部一线人员“尽显疲惫”
消息称，4艘海监船分别是“海监51”、“海

监66”、“海监75”和“海监83”。
日方称，上述4艘海监船从8日起多次进出

钓鱼岛毗连区。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鉴于中国船只在钓鱼
岛附近海域航行已成常态，日本海上保安部在
全国范围内动员巡逻船及工作人员维持警戒态
势，据有关人员介绍：“目前工作在第一线的人
员已极度疲劳。”

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不知道事态何时才能平息，易对常规的
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约有1.26万名工作人员
及121艘巡逻船，全国共分11个管区，各设有海

上保安总部，负责海上救助、取缔偷渡及进行海
洋污染调查等。

报道称，负责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第11管区
拥有9艘巡逻船，因仅此远远不够，已从全国各
地调集船只，现有约30艘巡逻船集中力量。

日对华出口货物通关遭“拖延”不属实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经向主管部门了解，日本媒体有关受钓鱼
岛问题影响，日本企业对华出口货物通关检查

遭到“拖延”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他说：“目前中国海关办理日本企业在华通

关手续均按照规定程序，实施正常例行检查。”
在回答有关日本外相就钓鱼岛问题与日中

经贸关系发表言论的问题时，洪磊说，当前中日
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是日方在钓鱼
岛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造成的，中方在领土主
权问题上是讲原则的，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侵
犯。当前中日经贸关系受到影响的责任完全在
日方。 综合新华社、中新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