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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戰 遜「兩會」
「小記者」顯身手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15日電】今天
是十七大召開首日，大批中外記者早早就
守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儘管如此，「記
者戰」卻不似以往全國「兩會」激烈。不
少記者在門口守候甚久，卻等不到想採訪
的代表。在昨天召開的十七大預備會議
上，不少媒體關注的「重頭人物」都已入
選主席團。按照會議安排，主席團成員不
從正門進入，這讓眾多守在正門準備圍堵
的記者都空等一場。
即使門口的記者戰不夠「熱烈」，但在二

樓記者席上卻很激烈。在歷次的全國兩會
中，人民大會堂僅在三樓對記者開放，但今
次黨代會卻安排記者在二樓採訪，使記者能
跟代表距離更「親近」。不少記者也把握難
得的機會留影紀念。短短一個小時，本報記
者已幫助近20位同行在二樓記者區內拍照。

最小記者年方9歲
在今年的「記者戰」中，也出現很多小

記者身影，他們來自中國少年報等媒體，
大多是初中和小學生。記者在現場看到
「小記者」都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動，表示自
己異常激動。其中，最小的記者吳梓曼年
方9歲，是中國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在大
會開幕前，她攔住了一名遼寧團的代表，
並告訴他自己是最小的記者。該名代表代
表耐心地回答她的問題，並祝福她大會期
間採訪順利。

中國越來越開放
發展影響全世界

謀和諧重反腐遏「台獨」獲好評

法新社：中共緩慢謹慎推政改

孫海平：劉翔奧運後或訪港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15日電】中共十七大昨日

上午在京隆重開幕，這一巨大的新聞盛會吸引了

上千名境外記者蜂擁採訪。境外記者普遍對十六

大以來五年間中國的發展予以高度評價，紛紛讚

揚近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

高，發生了巨大變化。

彭博新聞社記者鄭天任認為，近年中國最大的成就就是一
直堅持了改革開放道路，沒有發生改變，這「很不簡單」。
只要中國繼續堅持改革開放道路，就會越來越好。他說，過
去五年間，中國變得越來越開放。特別是2003年非典之後，
中國進一步與世界接軌，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令中外媒
體可以獲取更多政府信息。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製片人蒙毅群期望，未來中國能夠繼續

保持平穩發展。她說，正如胡總在十七大報告中所言，「中
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中國的
發展不僅對自身重要，也影響 世界其它國家。蒙毅群認
為，近年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增長令人難以置信，人
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同時也面臨 環保、收入差距及腐
敗等問題。她說：「中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
不小的挑戰。」
談及中共領導人，首次參加中共黨代會報道的俄羅斯勞動

報記者沙巴洛夫說，過去一年在中國的採訪中他發現，中國
百姓非常喜歡胡總書記，令他感到胡總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很
高威望。
葡萄牙新聞社北京分社社長鮑威達表示，過去五年，葡萄

牙人對中國越來越關注，對胡總書記也很感興趣。大家發現
他為人低調、含蓄，從他五年來執政情況看，發現他是一個
技術型領袖，學識素養好，他提出的和諧社會體現了他的長
遠眼光和寬闊視野。

基層代表助解執政思路
來自荷蘭《忠誠報》的記者葆思圍 河南的一位小學教師

代表問了很多問題。從選舉過程到參會的目的，都令這位洋
記者感興趣。葆思說自己更喜歡採訪這些基層代表，從他們
身上可以看到中國過去五年的變化，也有助於讀懂中共領導
人的執政思路。
已連續採訪了三屆中共黨代會的日本亞洲通訊社中國經濟

新聞社社長徐靜波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帶領13多億人民進行
偉大的創舉，西方經濟學家還無法詮釋這種制度，如果成

功的話，將對人類做出巨大貢獻，可謂中國第五大發明。他
認為，十七大後的中國領導人的執政理念，將把中國全面推
向世界，對於中國與世界接軌將會做得更好。

三大通訊社報道內容
西方三大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和法新

社昨日均大量報道十七大開幕，據不完全
統計，三大通訊社一天內共發出最少28篇
報道(同一題目經修改補充的不算)，以下
為其中部分報道的題目︰

美聯社

■北京建議與台灣協商達致和平，反對
「台獨」

■胡錦濤承諾經濟改革之餘推動環保

■胡錦濤承諾推行溫和改革，同時加強
共產黨管治

■胡錦濤說中國要加速軍事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為制度改革定下藍圖

法新社

■胡錦濤講話摘要

■胡錦濤在會議開幕上承諾改革

■胡錦濤：經濟增長代價太高

■胡錦濤呼籲與台灣達和平協議

■胡錦濤為中國定下新經濟增長目標

■胡錦濤呼籲加快發展高科技軍事

■胡錦濤︰中國要環保

■胡錦濤︰中國會「逐步」令人民幣自
由兌換

■胡錦濤推政治改革

■胡錦濤︰中國提升食物安全，控制疫
病

■胡錦濤︰貪污威脅共產黨生存

■胡錦濤大權在握，暗示政治改革

路透社

■胡錦濤令自己更問責

■溫家寶以軟性手段處理困難

■中國共產黨計劃更問責

■胡錦濤︰中國要辦好奧運會

■胡錦濤提出與台灣談判達和議

【本報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上表示願意推
行政治改革，法新社的報道指，胡錦濤應該會緩慢而謹慎地
推行改革。
美國學者里滕貝里表示︰「他們會很小心，確保他們所做

的一切有效，同時不會惹來麻煩。他們知道需要這樣做，透
過實驗找出應該如何做，他們在不同地區進行很多實驗。但
中國隨時可能出現麻煩，有很多失業人口，有很多人由農村
移居城市，這個趨勢要很小心處理。」

傳遞中央聲音
雖然前領導人鄧小平及江澤民都曾經提及中國式的民主改

革，但有分析認為胡錦濤打開了進一步探討此問題之門。中
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孫應帥表示︰「講辭大大強調民主，
如果沒有良好的政治制度支持，經濟便不可能快速增長。」
不過胡錦濤所講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改變，而是需要，幾代

人的時間，美國西北大學中國政治專家希瓦認為，雖然如
此，胡錦濤的講話仍是意義重大，向基層的官員傳遞中央是
容許進行實驗的訊息，「很多地方官員都熱衷於嘗試推行政
治改革，不過他們很猶豫，因為他們不肯定中央的態度」。
美國《華盛頓郵報》以《胡錦濤在黨大會舉行之時為中國

勾劃目標》為題報道稱，胡錦濤的講辭反映他未來5年任期

的施政方針會跟過去5年相似，將謹慎推行經濟改革，同時
堅定維持中共的管治權。

《華郵》︰胡錦濤重民生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認為，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

將在十七大中被載入黨章，顯示黨認同胡錦濤的理念——不
僅要調控增長過快的經濟，更要解決各種社會問題，諸如保
護環境和確保窮人獲得教育與醫療服務。
更重要的是，胡錦濤亦因而一躍成為參與塑造馬克思主義

的共產黨重量級人物，在中共眼中，胡錦濤將加入馬克思、
列寧、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之列。

在台灣問題上，胡錦濤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提出
「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報道認為這難以吸引力主
「台獨」的台灣「總統」陳水扁，似乎是向較靈活、明年有
望再掌權的國民黨傳話。

和諧社會消除內部壓力
英國《衛報》以《規劃中國的未來》為題報道，雖然西方

認為國家富強會帶來更多的民主，但預料十七大不會達致任
何重大的政治改革。
報道認為，即使有政治改革，很可能只局限於「黨內民主」

的擴充，即只有共產黨員才有更多機會投票。報道又指，中
國最新規定國營企業要向政府繳交部分盈利，是「新資本主
義」的一大倒退。
彭博通訊社的報道認為，胡錦濤希望在十七大上鞏固統治

權力，加強「政治遺產」。胡錦濤嘗試令中共採納其「和諧
社會」主張，美國密歇根大學的教授利伯弗表示︰「和諧社
會是胡錦濤努力達致的，在中國快速增長的同時，消除中國
社會的內部壓力。」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北京15日電】「奧運會之後，我們可
能會再去香港」，十七大代表、「飛人」劉翔的教練孫海平
昨天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希望能在奧運會時再破紀錄回饋
本港粉絲的熱情。
孫海平透露，得知他當選十七大黨代表後，劉翔第一時間

向師父表示了祝賀。而在孫海平離滬時，親自送行的劉翔還
反過來「叮囑」起師父：「在北京，要開好會，也要注意身
體。」而孫海平送給劉翔的，則是8天的「自習功課」。

預料08年可破紀錄
對於即將在北京舉辦的2008年奧運會，劉翔師徒心裡都有

期待。孫海平坦誠，全國都在期待北京奧運，「我們也很想
在家門口贏比賽」。他說，今年劉翔的狀態一直是比較不錯

的，訓練量也不是很大，比較合理。如果到時發揮得好，
「可能會破紀錄」。

但孫還補充道，破紀錄與天氣、場地、狀態等各方面因素
有關，可謂「可遇不可求」。孫海平表示，師徒二人的想
法，是把奧運作為新的目標「從頭來過」，而非抱 「守住
紀錄」的想法參戰，以此減輕心理負擔。
另一方面，孫海平也很自信地表示，劉翔目前的狀態非常

好，除了08北京奧運，還打算參加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
當被本報記者問及，劉翔何時會再度到港，讓市民一睹

「飛人」風采時，孫海平表示，由於2008年北京奧運迫近，
劉翔今明兩年日程都非常繁忙，「近期恐怕沒機會到香
港」。但透露，在北京奧運會結束之後，「可能會再去香
港」。

■路透社記者戴維在天安門廣場工作。
新華社

■這是中央電視台少兒頻道的小記者季家
希（左）在採訪代表。 新華社

■孫海平參加十七大前已給劉翔留「功課」。
本報北京傳真

■外國記者在大會會場交流。 新華社

■中外傳媒齊聚人民大會堂，追訪十七大的開幕式。
本報記者 攝

■俄羅斯一家電視媒體的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作現場報道。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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