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責任編輯：余小雨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1年11月18日(星期五)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外交專家和學者認為，種種跡象表

明美國和菲律賓兩國在東亞峰會將就南

海問題向中國施壓。北京大學亞太研究

中心副主任楊保筠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美國插

手將使南海及東亞地區問題越來越複雜化和國際

化。儘管美國表面上稱樂見中國發展，但美國視中

國為潛在敵人，拉攏其他國家抗衡中國發展的意圖

已經再明顯不過。

楊保筠指出，美國對南海問題的主張和種種做

法，完全是美國將重心向亞洲地區轉移的戰略使

然。美國要落實其亞洲戰略，就需要一些「小兄弟」

的幫助和追隨，而其他小的國家也需要通過美國的

幫助以達到各自的目的。

楊保筠提到，在當前這種複雜的形勢之下，中國

政府應該冷靜看待，並且要根據新的形勢研究新的

政策，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楊保筠認為，總體上

還是應該把握一個原則，就是既要維護自己國家的

利益，又要避免矛盾激化，不要讓南海問題成為新

的衝突點，要避免東亞地區的不穩定。

楊保筠指出，在當前世界經濟持續動盪的局勢

下，東亞地區被視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被

外界寄予厚望。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都不希望該地

區發生衝突，美國也只是嘴上強硬，他們並不希望

該地區發生衝突。南海和東亞問題越來越複雜，各

國都應該冷靜對待。

具體到東亞峰會會否就南海問題出台新的措施，

楊保筠認為，在本屆東亞峰會，菲律賓會提出自己

的主張，但是其他國家會否同意其主張是個問題，

目前已經有東盟一些國家明確表示不會支持菲律賓

主張。為此，菲律賓就南海問題的主張會否得逞尚

且再議。

美視華為潛在敵人

11月17日，溫家寶總理將
應邀出席在印尼巴厘島舉行
的第14次中國—東盟（10+1）
領導人會議暨中國—東盟建
立對話夥伴關係20周年紀念
峰會、第14次東盟與中日韓

（10+3）領導人會議，以及第六屆東亞峰會。在印尼
期間，溫家寶總理還將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晤。

四大看點
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年年辦，今年尤為引人矚目。

看點一：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歐洲債務危機又給
全球經濟復甦蒙上一層陰影，人們對世界經濟的發
展前景充滿疑問。相形之下，亞洲則「風景獨好」，
近年來保持穩定發展勢頭，被認為是拉動世界經濟
增長的希望所在。人們期待會議成功舉行，為促進

本地區經濟發展、提振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
看點二：今年，美國和俄羅斯正式加入東亞峰

會。美國總統奧巴馬將首次出席峰會。擴大後的東
亞峰會將走向何方？對現有的以東盟為中心的東亞
合作架構將造成何種影響？奧巴馬總統與會將給東
亞帶來更多的對話與合作，還是更多的爭吵與麻
煩？各方都在拭目以待。

看點三：去年以來，南海問題熱度不減，一些別
有用心的國家和人士熱衷炒作南海問題。有跡象表
明南海問題有可能成為此次會議的熱點問題之一。
如何妥善處理這一問題，使會議圍繞促進區域合
作、實現共同發展的主題展開，需要各方 眼大
局、本 友好合作的精神做出積極努力。

看點四：今年是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夥伴關係20
周年。20年來，中國與東盟政治關係不斷提升，建
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互利合作持續深化，建成了中

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人員往來日益密切，人民之
間的友誼更加牢固。中國與東盟國家於2002年簽署
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今年7月就落實《宣言》
後續行動的指導方針達成一致，充分證明中國與東
盟國家有意願、有能力維護南海和平與穩定。中國
與東盟關係走過了輝煌的發展歷程，即將舉行的中
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20周年紀念峰會，如何規劃
雙方關係未來，描繪更加絢麗的藍圖，將是此次會
議最大看點。

三個期待
中國是東亞合作的積極倡導者和參與者。人們對

此次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有三個期待：

一是「團結的大會」。希望會議本 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互利共贏、尊重彼此關切和舒適度等精
神，在對話與交流中增進互信、凝聚共識，維護東
亞地區和平穩定的大局。

二是「合作的大會」。希望會議針對當前國際經濟
形勢，就深入推進務實合作，妥善應對自然災害、
能源與糧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戰，實現東亞地區可持

續發展取得可喜成果。
三是「共識的大會」。希望東盟主導、循序漸

進、開放包容等東亞合作行之有效的原則能夠得到
更多認同，東亞峰會作為「領導人引領」的戰略論
壇性質繼續保持，東盟、10+1、10+3、中日韓、東
亞峰會等機制並行發展、優勢互補的局面進一步鞏
固。
溫總理此次將本 增進互信、深化合作、促進共

贏的精神與會，重申中國對東盟睦鄰友好的政策立
場，就深化雙方政治、經貿、互聯互通、社會人文
等領域合作提出倡議；積極評價10+3合作進程，就
深化10+3財金、自貿區建設、糧食安全等領域合作
提出具體建議；將就東亞峰會未來發展、地區和國
際形勢與各方深入交換意見，推動峰會在教育、金
融、能源、公共衛生、災害管理等重點領域的合
作。中方還期待 就中日韓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地區
和國際問題與日、韓深入探討。
有理由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此次東亞領導

人系列會議一定會取得積極成果，推動東亞合作朝
互利共贏的方向進一步發展，造福各國人民。

香港文匯報訊　在南海問題上，英國路透社
援引分析人士的話說，隨 中國日益變得自信
以及軍力的發展，中國沒有理由讓步。英國皇
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亞洲項目負責人凱瑞．布朗
說：「(中國)現在表現非常突出，非常強大，
為什麼現在要退讓呢?」布朗指出：「當你想想
中國的戰略、能源需求規模以及南海能夠實現
這些需求的可能性時，如果中國退讓了反倒顯
得奇怪。」

美報告指華推進「領土支配戰略」
另據共同社報道，美國國會的跨黨派對華政

策諮詢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16
日發佈了一份報告稱，中國軍隊正在推進旨在
掌握日本、菲律賓等西太平洋地區支配權的

「領土支配戰略」。
報告指出，中國軍隊的戰略已從以往的「阻

止美軍靠近」方針擴大為保護東海、南海的
「領土」，中國可能會通過獨佔海底油氣田等海
洋資源和封鎖海上通路對周邊國家施壓，強調
美國有必要考慮相應對策。報告中寫道，中國
軍隊正通過提升潛艇和彈道導彈等軍備力量及
增強網絡戰能力等方式，提高與美軍相對抗

「突襲攻擊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媒體報道，日
本政府下令沖繩縣等地方政府，今
年內對日本經濟專屬海域內49個無
人小島命名。據日本媒體分析指，
命名行動是為顯示日方擁有島嶼的
領土權，通過管制無人島以對抗中
國的海洋戰略。

日本圖命名49無人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網消息， 第19屆東盟峰會17日

上午在印尼巴厘島努沙杜阿會議中心開幕。印尼總統蘇西洛主持
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來自東盟10國的首腦、高級官員、東盟秘
書素林以及部分國際組織機構代表逾千人出席了當天的開幕式。
峰會通過了《在全球國家共同體中的東盟共同體巴厘宣言》，強

調東盟在加快共同體建設的同時，將加強與外部世界互動與融
合，提升東盟作為地區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本次峰會通過
的巴厘宣言又稱《巴厘第三協約宣言》。

《巴厘第三協約宣言》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東亞領導人系列峰會尚未正式揭幕，南

海又是山雨欲來。南海問題早已因美國和菲律賓的不斷發難，而被炒得沸沸揚

揚。美菲意圖在峰會上拉攏東盟其他國家，使南海爭端國際化、複雜化。對

此，中國外交部強調，中方不會接受有損中國主權和權益的做法。

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主持例行記者會。
對於東盟峰會上出現了呼籲討論南海問題的聲

音，劉為民說：「中方一貫主張南海爭議應由當事國通過
直接談判協商加以解決。東盟作為一個整體，不是南海爭
議的當事方，我們不希望把南海問題放到多邊場合來討
論。」

批希拉里「西菲律賓海」指代南海
對於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使用「西菲律賓海」指代南海，

劉為民表示，南海是國際社會通用地名，中國在南海問題
上的立場是明確和一貫的，中菲兩國就有關問題一直保持
溝通與交流，雙方也有意願繼續加強磋商。「我們認為

南海爭議應該由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引入外部
勢力無助於這一目標，反而使問題複雜化。對有損中國主
權和權益的做法，中方不會接受。」
儘管東亞領導人峰會是討論經濟發展與合作的論壇，南

海問題與峰會沒有任何關係，但美國和菲律賓卻頻頻炒作
南海話題，並意圖在峰會上拉攏東盟國家，就這一問題向
中國發難，使南海爭端國際化、複雜化。　
美國總統奧巴馬17日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講演時稱，

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亞太地區是美國未來的戰略重
點地區，並將為此傾注力量。奧巴馬將於周六出席在巴
厘島舉行的東亞峰會。隨同出訪的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
羅茲向媒體表示，奧巴馬有權在峰會上提出有關南海的
領土爭端問題。當被問及華盛頓是否支持菲律賓的提議
時，羅茲說：「我們支持所有國家在東亞峰會上表達各

自的關切。」在峰會前到訪菲律賓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也表示，美國希望各方將會在峰會上坦誠地討論海上爭
議。同時，美方還承諾，將向菲提供第2艘軍艦應對南海
爭議。外電分析認為，這將使得東南亞國家更敢於對抗
中國。

美承諾供菲軍艦 助長抗華趨勢
華盛頓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主任鮑爾認

為，奧巴馬在東亞峰會時將會在南海議題上做出進一步表
態，這是美國總統首度出席東亞峰會的主因之一。鮑爾
稱，在東亞峰會上，美國將希望在自由航行權議題上獲得
非常明確的訊息。「美國不會介意南海議題被提出，不是
以挑釁中國的方式，只是想確保區域其他國家相信美國人
對南海自由航行的承諾，拉攏其他國家。」

美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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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17
日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當地時間17日下
午乘專機抵達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努拉萊伊
國際機場，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印
尼政府高級官員和中國駐印尼大使章啟月
等到機場迎接。
陪同溫家寶出訪的有：外交部部長楊潔

篪，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財政部部長謝
旭人，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國務院研究室
主任謝伏瞻，國務院副秘書長王學軍，國
務院副秘書長、溫家寶總理辦公室主任項
兆倫，外交部部長助理劉振民等。
溫家寶當日同印尼總統蘇西洛舉行會

談。溫家寶表示，中方願同印尼一道，
積極落實達成的各項共識。中方高度重
視參與印尼六大經濟走廊的基礎設施建
設和產業發展，中國政府鼓勵中國金融
機構提供融資支持。兩國能源領域合作
潛力巨大，要進一步加強油氣、煤炭、

電力等傳統領域以及新能源、可再生能
源領域的合作。雙方要盡早啟動中國—
印尼海上合作委員會，利用海上合作基
金加強務實合作。
另據媒體報道，溫家寶在會上提出，中

方準備成立一個30億元人民幣的發展基
金，同東盟開展航運合作。

訪文萊將簽能源合作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20日至2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應邀對
文萊進行正式訪問。據介紹，訪問期間，
溫家寶將同蘇丹哈桑納爾陛下舉行會談，
會見文萊王室成員，就深化雙方各領域友
好合作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雙方將簽署涵蓋能源、林業、衛生等領域
的一系列合作文件。
溫家寶總理此次訪問文萊，是兩國1991

年建交以來中國總理首次正式訪問文萊。

中方強調非當事國勿插手

秋風

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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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見 印 尼
總 統 蘇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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