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之父」：載人登月不應晚於2030年

美參聯會主席參觀華潛艇部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 北京報道）加

拿大聯邦移民及難民局12日決定，遠華走私案
涉嫌主犯賴昌星暫准有條件釋放。
目前賴昌星正在等候聯邦法院7月21日開庭

審理他提出延緩遣返的要求。如果要求被拒，
賴昌星最快將於7月25日被遣返回中國。
據《環球華報》報道，賴昌星的獲釋條件包

括：交付7萬加元保釋金；每星期四需要向邊
境服務處報到；在加拿大邊境服務處要求的時
間和地點出現，包括接受遣返遞解；不能與黃
曉燕 ( X i a o Y a n H u a n g，音譯 )、丁欣華
(TingYanWah，音譯)和譚國俊(TamKwokChung，
音譯)接觸等。
賴昌星上周四在溫哥華市中心住所內，被加

拿大邊境服務處官員逮捕。相關官員透露，他
們發現賴昌星在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與當地
華人黑幫分子過從甚密，且涉嫌利用賭場洗錢
和變換住址，這些因素使其被認為有可能於最
後裁決前潛逃。

分析指遣返存變數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賴昌星最終被遣返的概

率很大。然而也有律師指出，加拿大司法程序
存在一定漏洞，如果賴昌星在「申請-行政決定-
不服上訴」這一司法程序上再來幾個回合，他
繼續滯留加拿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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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原書記韓哲一逝世
胡錦濤江澤民送花圈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上海市委原書記、上海市

原副市長韓哲一因病醫治無效，於7月7日在上海
逝世，享年98歲。韓哲一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
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
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等中央領
導人，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據東方衛視《時事新聞》顯示，13日在上海龍

華殯儀館舉行的韓哲一告別儀式現場，擺放 胡
錦濤、江澤民等分別送的花圈。

據中新社13日電 7月13日，正在澳門訪問的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在外交部駐澳門特派

員公署與澳門50多名各界人士座談。傅瑩指出，儘管幾十年來中國的人權事業一直在

發展進步，但一些人在此話題上偷換了概念。中方願與西方國家討論人權

問題，但必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事實。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名小販與警察
的口角引發了一場席捲突尼斯全國的反政府
抗議浪潮，28天內從一個邊緣小城發展到首
都，統治突尼斯23年的總統本．阿里倉皇出
走。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群眾抗議浪潮從突尼斯蔓延到埃及、也門、利比
亞、敘利亞和巴林。統治埃及30年的總統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利比亞的
反政府示威遊行發展成內戰，美國為首的北約借口「保護平民」進行軍
事干涉，戰火燃燒至今；也門的群眾抗議演變為部落武裝衝突，總統薩
利赫在衝突中受傷，赴沙特療傷，國家前途未卜；敘利亞的反政府示威
幾經政府嚴厲鎮壓迄未平息；巴林的反政府抗議浪潮雖遭壓制，但矛盾
並未解決。
發生在突尼斯一個小鎮的一顆小小的火星竟然點燃了中東地區的一場

熊熊大火。原因何在？
中東地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屬於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一戰結束，大

部分國家又淪為戰勝國英、法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東大多數國家名義上獲得了獨立，但仍受西

方殖民主義的控制和影響。1952年，以納賽爾為首的一批埃及年輕軍官
發動政變，推翻了親英的法魯克王朝，建立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個共和
國。納賽爾來自埃及社會底層，深知民眾疾苦，又胸懷強烈愛國主義情

懷，執政不久就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不僅深得埃及人民擁戴，而且
成為許多阿拉伯國家知識青年效仿的榜樣和偶像。1950-60年代，在伊拉
克、敘利亞、也門和利比亞先後發生了青年軍官發動政變推翻舊王朝的
歷史事件，中東地區出現了一批軍人統治的共和國。

中東民眾不滿積蓄已久
60年代的軍人統治期間，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發生五次戰爭，阿

拉伯人屢戰屢敗；冷戰結束，阿拉伯國家失去了蘇聯的支持，多數選擇
依附美國。經濟長期停滯，民生凋敝。2005年阿拉伯國家總體失業率高
達14.4%，遠高於同期全球6.3%的平均水平。貧困率居高不下，黎巴嫩和
敘利亞的貧困率為28.6%-30%之間，埃及為41%、也門高達59.9%。據此
推算，大約有6,500萬阿拉伯人生活在貧窮中。
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非和薩利赫等昔日奮發有為的青年軍人已成

過去。今天的他們和後代只顧謀求家族的私利，他們統治的國家經濟發展
停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被邊緣化，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斷沉淪。民眾的
不滿蓄壓已久。腐敗的強人、老人和家族統治已走到歷史的盡頭。

國情不一 應自主解決
從中國人的視角看，目前發生在阿拉伯國家社會動盪是阿拉伯各國人

民探索自我振興的道路上經歷的痛苦過程。中東各國有 特殊的歷史文

化背景和地緣政治條件，各國各自的情況又千差萬別。不可能有「舶來」
的統一的模式。這些國家有權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尋求適合自己
國情的發展道路，儘管他們可能還要為此付出更多的代價。
中國是阿拉伯國家的朋友，在中東地區也有重大的經濟利益。中國尊

重阿拉伯各國人民的選擇，並堅持認為阿拉伯各國的事情應由阿拉伯人
民自己解決，反對外部勢力的干涉，尤其反對使用武力。中國對待利比
亞局勢的態度和立場最具典型意義。
安理會就利比亞局勢通過決議的目的是制止暴力，保護平民。如果軍

事行動殃及無辜平民，造成更大人道主義危機，則違背了安理會決議的
初衷。
中國一貫主張，每個國家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都應當受到

尊重，不贊成在國際事務中使用武力。歷史經驗一再證明，武力解決不
了問題，只能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對話等和平手段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
出路。
最近一些國家和地區組織為解決利比亞危機提出了不乏建設性的主張

和建議，這些主張和建議應得到積極的回應，給和平以機會，這符合各
方共同利益。一切有利於緩解當前利比亞緊張局勢的政治努力都應該得
到支持。利比亞有關各方應該立即停火，尋求和平解決問題，避免更多
平民傷亡，使局勢盡快恢復穩定。任何外來干涉，尤其是武力手段和偏
袒一方，只會火上澆油，加劇利比亞和中東局勢的動盪。

中東熊熊大火誰點燃？
寬葉

：中國人權問題被偷換概念
訪澳門了解「一國兩制」 指中西方須相互尊重

座談會由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盧樹民特派員
主持。今天的傅瑩一頭銀髮一絲不亂，一身裝束落
落大方。這位被稱為「氣質美女」的副部長開門見
山地說：「這次訪問澳門，一方面是實地了解澳門
『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和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
面也希望與澳門各界廣泛接觸，充分聽取大家對中
國外交的意見和建議。」

支持澳建世界旅遊中心
對「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施，傅瑩侃侃而談：

「實踐證明，『一國兩制』下，香港、澳門經濟、
社會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發展成就前所未有，抵禦
風險能力更強。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構
想，就是充分考慮到港澳的特點，充分信任港澳人
民的智慧。我們對『一國兩制』，對港澳的未來充
滿信心。」
傅瑩指出，港澳在中西方交往中長期發揮橋樑作

用，為內地改革開放之初擴大對外貿易發揮了重要
作用。「十二五」規劃綱要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
休閑中心，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
平台，為澳門確定了新的發展方向和目標。

西方不關心廣大中國人利益
談到人權問題時，傅瑩說，中國與歐洲、中國與

西方發展合作關係時，並非沒有問題。例如，「中
國人權問題」就成了一個總是扣在中國頭上的「高
帽子」。儘管幾十年來中國的人權事業一直在發展
進步，但一些人在此話題上偷換了概念。他們似乎
並不很關心廣大中國人民的權益，也看不到中國在
這方面的成就，而似乎更加關心個別人顛覆和改變
中國政治制度的權利。中方願與西方國家討論人權
問題，但必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事實。
此外，傅瑩還就內地與港澳地區合作、教育等話

題與澳門各界人士進行了交流互動。

副外長
傅瑩

據中新社13日電 中國載
人登月何時「圓夢」向來
是輿論焦點。中國探月工
程專家、曾任嫦娥一號衛
星總指揮兼總設計師葉培
建院士(見圖)13日表示，中
國已具備物質基礎，實現
載人登月不應晚於2030
年，「比2030年晚就沒意
思了」。

「我們現在有能力了，就一定要去，如果今天我們
不去，等別人站穩腳跟了，我們就想去也去不了！」
「嫦娥一號之父」葉培建13日訪問香港理工大學並發表
公開講座。他表示，聯合國的《月球公約》指出，月
球是全人類的，誰開發，誰利用，必須搶佔先機。
「中國作為大國，中華民族也是聰明的民族，載人

登月不能比2030年再晚，比2030年再晚沒意思。」 葉
培建說。印度已公開宣佈要在2020年實現載人登月，
後來更將「時間表」提早到2018年。「印度拿我們做
目標，希望趕在我們前頭，成為『亞洲老大』，這是他
們的雄心壯志。」
2020年，中國太空站將建立起來。葉培建認為這意

味 實現多方面技術突破，比如宇航員長期生存、生
活用品補給問題、落地問題，他個人認為，這加起來
已具備載人登月條件。
火星探測方面，葉培建認為中國「只欠東風」。他希

望中國在2013年能搞一次火星探測，最遲也應該在
2015年實現火星探測。

「太空種子」解決「吃飯難」
另外，葉培建亦透露中國發射的「種子衛星」帶回

2,000多顆非常奇特的「太空種子」，栽培出巨型蔬果，

相信有效解決中國人多地少、「吃飯難」問題。
「你們見過最大的南瓜有多大，10斤、20斤、50

斤？『太空種子』種的南瓜，200斤！」葉培建在公開
講座上講述的「科學見聞」，讓聽眾嘖嘖稱奇。他指，
中國在若干年前發射了一顆返回式衛星——「種子衛
星」，搭載重200多公斤的逾2,000種植物種子到太空，
小麥、甜瓜、豆角、西紅柿、花卉等蔬果種子「環遊」
太空後，回到地面，經過科學家精心選擇和栽培，長
出非常奇特的植物。
葉培建表示，科學家希望通過這條路，「解決中國

人的吃飯問題」。他指出：「不管載人航天、深空探測
怎麼發展，最重要的是應用衛星的發展，這才是國民
經濟所需要的！」「太空種子」現正在中國各地的試驗
場進行栽培，為了推廣太空種子，中國還發動科學家
參與研究，又在甘肅、河南、江蘇設了三個研究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周三（13日）
上午參觀訪問位於杭州附近的中國潛艇部隊。這是馬倫上將
自擔任美國參聯會主席以來的首次訪華及訪問中國海軍基地
和潛艇部隊。

觀摩南京軍區反恐演習
周二上午，馬倫在解放軍副總長馬曉天陪同下參觀了濟南

軍區空軍航空兵某部的一處場站。馬倫還於當天下午在杭州
附近觀摩了南京軍區某部舉行的反恐演習，並參觀了該部隊
的合成指揮部和控制系統。
陪同馬倫參訪的中國國防部官員表示，這是對中國總長陳

炳德5月訪美時被安排參訪美軍第三機步師和反恐實戰演習
的對等安排，同時也體現了中美兩軍在反恐問題上的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
道，近期，在獲得美國官員的支
持後，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態
度咄咄逼人。菲外長羅薩里奧日
前在訪問中國時，提議將中菲南

海爭端提交至國際法庭進行裁
決，但遭到中方的拒絕。羅薩里
奧仍不甘放棄，在13日竟宣稱，
中國拒絕將南海問題訴諸國際法
庭表明中國的立場「站不住腳」。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的計秋
楓教授則指出，菲律賓無權讓中國
同意將問題帶入國際法庭。而且，
中國明確主張根據公認的國際法，
通過當事國之間的直接談判來解決
爭議。中國不會支持通過國際法庭
這種極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科技部《十二五規劃》
力提升創新力

中新社北京13日電 未來5年，中國欲將國家
綜合創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目前第21位上升至前18
位，科技進步貢獻率力爭達到55%。中國科技部
13日發布《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
劃》，提出上述目標。
《規劃》提出，「十二五」科技發展總體目標

是：自主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競爭力和國際
影響力顯著增強，重點領域核心關鍵技術取得重
大突破，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有力支
撐，基本建成功能明確、結構合理、良性互動、
運行高效的國家創新體系。
《規劃》對未來5年中國科技發展和自主創新

的戰略任務進行了部署，突出七項重點：一是加
快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二是大力培育和發展
戰略性新興產業，三是推進重點領域核心關鍵技
術突破，四是前瞻部署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
究，五是加強科技創新基地和平台建設，六是大
力培養造就創新型科技人才，七是提升科技開放
與合作水平。
針對當前科技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規劃》

從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兩方面提出了措施。一是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全面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
設。二是強化科技政策制定和落實，充分發揮市
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強化政府對科技創新
活動的服務和對科技創新需求的引導，優化全社
會創新環境。

菲外長聲稱 中國南海立場「站不住腳」

■馬倫周二下午在杭州附近觀摩南京軍區某
部舉行的反恐演習。 美聯社

■在澳門進
行訪問的外
交部副部長
傅瑩昨日與
澳門各界人
士50多人舉
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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