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據中國載
人航天工程新聞發言人透露，中國首個空間實驗室天
宮一號預計將於14日晚間與神舟八號飛船將進行第二
次交會對接。專家表示，第二次交會對接將面臨強光
干擾等更多考驗。
據《新民晚報》報道，交會對接大型地面試驗系統

原負責人、上海宇航系統工程研究所技術顧問、研究
員陶建中表示，要按計劃完成第二次「太空擁吻」，神
舟八號與天宮一號的組合體將先經歷「小別」。按計
劃，14日晚，重達16噸多的組合體將先分離，退到相
聚140米的停泊點上稍作停留後再度交會對接。據陶建
中介紹，兩個飛行器分離最短約需3分多鐘。

幾套預案 確保分離
完成兩次「太空擁吻」的天宮一號和神八將在2天後

最終「道別」－天宮一號會將軌道升高至430公里，回
到它原來的軌道獨自繼續總長達2年的旅程，而神舟八
號則會降至200公里軌道上準備返回地球。隨神八一同
歸來的，還有返回艙中兩位身 艙內宇航服的假人。

「如果兩個飛行器無法安全分離，就可能導致無法
返航。」神舟飛船推進艙原主任設計師、上海宇航系
統工程研究所研究員劉宗映說，因此設計了好幾套分
離預案。劉宗映表示，今後航天器載人飛行時，一旦
發生自動分離失敗的情況，航天員可操作設備手動分
離。而這一次萬一分不開，神舟八號和天宮一號的電
爆解鎖系統會接到指令，5分鐘內就能讓「抱緊」在一
起高速飛行的天宮和神八分離。
此外，第二次對接將面臨的一大挑戰是陽光。首次

交會對接是在陰影區進行，而第二次則是在光照區。
相對導航測量設備受到強光干擾，可能會產生一些狀
況，對交會對接的穩定性也是極大的挑戰。

恆溫23℃ 天宮「宜居」
據介紹，天宮一號已在太空飛行了43天，至今一切

順利、工作正常。在與神八對接後，組合體成功建立
了載人環境，艙內溫度始終保持在23℃左右，相對濕
度21%左右，非常「宜居」。
據悉，10日晚8時至11日凌晨，組合體進行了併網供

電試驗，並取得成功。神八由其自身供電切換為兩飛
行器共同為其供電，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組合體關鍵
技術，驗證未來載人空間站多艙段併網供電可行性。
另據了解，為加強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在軌運營管

理工作，確保其安全穩定運行、順利完成交會對接任
務，並為中國未來載人空間站運營管理積累經驗，天
宮一號運營管理委員會近日成立。
另據中新社報道，13日20時55分，神舟八號主 陸

場區圓滿完成系統最後一次綜合演練。結果表明，主
陸場區參試設備狀態良好，物資器材保障到位，各

項工作準備就緒，具備了執行任務的能力。通過這次
演練，進一步檢驗了回收方案的可靠性和系統協同配
合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10月中旬，紐約州民主黨
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和猶他州的共和黨參議
員邁克．李提出了一項聯合提案，提案稱，
向那些花50萬美元在美國買房的外國人發放
居留簽證，以刺激美國低迷的房地產市場，
進而可以拉動其他產業，以此來促使美國經
濟恢復的步伐加快。股神巴菲特已經對此表
示了贊同。
不過提案裡也設置了一些條件。50萬美元

必須全部為現金；購房者獲得只是居留簽
證，不是工作簽證，不能隨便在美國工作；
不能享受到美國各種福利措施。這份據說是
面向全世界外國人的提案，實際上卻被認為
是主要針對中國人。
據北京《新京報》報道，一直關注美國問

題的中國學者張博對記者介紹，簡而言之，
美國人缺錢，希望全世界給他輸血，特別是
中國。美國人不可能突然大方起來，一切都
是國家利益使然。
北京華美諮詢公司的房產顧問邵世偉表

示，所謂的50萬美元獲得3年居留權的這個
政策，其實就是為了讓中國人大筆花錢。對
這個政策有期待的國人還是應該量力而行，
購房也要因人而異。

美投資移民 中國人佔七成
申請者4年翻10倍 多為億萬富翁

專家：前三季節能減排未達標

A12 責任編輯：許藝雄 2011年11月14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美國移民服務局日前發佈最新數據顯示，在

全球富豪申請投資移民美國的浪潮中，中國

人是最大的申請人群。今年投資移民美國的

申請人中，中國人佔了逾七成，是2007年申

請人數的10倍 。另有媒體稱，近日有美國參

議員提交的在美國購買50萬美元房產可獲得

綠卡的議案，主要針對的就是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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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法制晚報》報道， 2011年中國的申請者和獲批
者較過去幾年大幅增長。根據美國移民服務局的報
告，2011年共有2,969名中國公民申請了投資移民的EB
－5簽證，其中有934人獲批准。在EB－5簽證總申請人
數中，中國人佔75%。而2007年只有270位中國公民申
請，161人獲得批准，僅佔申請和獲批總數的約三分之
一。

移民劇增 人才錢財外流
對於中國申請人數大幅增加的原因，有分析認為，

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中國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持
續增多。在財產超過1億元人民幣的中國富豪中，想要
移民到美國的人最多（40%），其次為加拿大（37%）、
新加坡（14%）和歐洲（11%）。當有錢人越來越多
時，流向海外的人才與錢財也越來越多。業內人士透
露，近3年來至少有170億元資金流向國外。
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資訊公司聯合進行的一份調查

稱，中國約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1,000

萬元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不是在考慮投資
移民，就是已經快完成移民手續了。

美救經濟 綠卡引誘購房
根據美國EB－5計劃，外國投資者必須在美投資50萬

或100萬美元，並創造至少十個全職工作機會。這些投
資者必須通過背景調查，提供財富來源證明，創造並
保持十個全職就業職位。如果他們滿足上述要求，5年

後他們及家人即符合入籍資格。
近期，由於經濟復甦乏力，美國的政客們開始動起

國際購房者的主意。美國議員提出議案稱，投資50萬
美元在美國購買房產就可以得到每3年更新一次的居留
簽證綠卡。這一議案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人。消息一
出，立即引發美中兩國熱議。專家認為這項議案預示
了美國或許在未來會進一步鼓勵投資移民，刺激疲軟
的美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13日在
「日本的啟示」國際研討會間隙向本報記者指
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一定成果，但產業結
構的調整未有取得顯著進展。全國人大常委、中

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主任委員陳佳貴
也表示，高耗能產業的增長速度有
所加快，由此造成節能減排指標三
季度沒有完成。
工信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三

季度，國內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同
比僅僅下降2.56%，未完成3.4%的既
定目標。馮飛認為，最重要的是設
立能源消費總量指標，並進一步完
善能源價格形成機制。這樣才能進
行更有效的引導，令企業不再被動
的節能減排。
另外，陳佳貴認為，收入分配結

構調整的進展也不明顯。他建議，在調控手段
上，要改變過去偏重需求方調控的局面，可盡量
減少行政性方法，多運用經濟、法律的辦法。陳
佳貴認為，某些行政性的辦法表面看見效快，實
際上掩蓋矛盾，會帶來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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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網13日電 中國首次發佈的《中國會議藍皮
書》指出，目前中國每年舉辦各種會議多達幾千萬
個，涵蓋公司會議、政府會議、事業單位會議和社團
會議四大類，會議經濟產值近萬億元。
《中國會議藍皮書》統計表明，中國每年舉辦會議

高達幾千萬個，參加會議人數上億之多，年均增長
20%。首度推出的《中國會議藍皮書》匯集了全國18
個省和直轄市、39個城市的近百個會議型酒店的8270
個會議信息。
根據國際會議和大型會議協會的統計報告，世界上

大多數國家只有兩種主要會議，即社團會議和公司會
議，其比例為8：2。由於中國目前126萬個事業單
位，為全國41萬個社團組織的3倍，因此形成重要而
獨特的事業單位會議市場。同時，中國各級政府和各
類政府機構的會議形成龐大的政府會議市場。
中國旅遊飯店協會秘書長許京生表示，希望《中國

會議藍皮書》統計分析，成為今後各級政府決策時的
重要依據。

香港文匯報訊　繼印度與中國大陸恢復軍事交

流後，兩國有意明年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這將是

兩國第3次聯合軍演，也是4年來的頭一遭。另

外，中印將在近期內展開新一回合邊界談判。

印亞新聞社引述印度陸軍高階官員報道，兩國

12月中旬將展開年度國防諮商會談，檢討雙邊交

流互動，屆時將 手規劃聯合軍演。若雙方展開

聯合軍演，將是4年來的頭一遭，也是兩國2007年

在大陸昆明首度聯合軍演以來的第3次。

去年中方拒發簽證給負責印度查摩與克什米爾

省防務的陸軍北部地區司令部總司令賈斯瓦爾中

將，雙方國防交流中斷，第3次聯合軍演遲未舉

行。

4月13日，前往大陸海南省三亞巿參加金磚國家

領導人第3次會晤的印度總理曼莫漢與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場邊會談，雙方決定重啟高階國防交

流。

年度國防諮商會談進行前，中印將在新德里舉

行新1回合邊界談判。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梅農與中

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將分別率團展開談判。

印中第3次軍演擬明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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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北京眾多市民來到中國國際展覽中心，參觀
「第六屆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第八展廳
的航天展台，進入「天宮一號」太空模擬倉，模擬駕馭

「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的太空對接。 中新社

■近期，由於經濟復甦乏力，有美國參議員提交在美國購買50萬美元房產可獲得綠卡的議案，主要針對的就
是中國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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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太空再吻 面臨強光考驗
■天宮一號與神八對接。設計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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