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大湄公河經合
專家：中方會前發佈報告 旨在加強各國合作

越邊界建河堤 蠶食中國國土

河北27人遊韓遭軟禁 返國討說法帶傷在韓出庭 華船長否認「殺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

報》報道，韓國仁川法院15日
對扣押的9名中國船員發佈拘
捕令。中國船長程大偉的罪名
是「殺人」，但程大偉否認
「殺人事實」。

臉擦傷 眼瘀青
15日下午，被抓的中國船長

程大偉及另外8名船員在仁川
地方法院接受調查。韓國媒體
拍攝的照片顯示，程大偉戴
白色口罩，在警察押送下進入

法庭，他太陽穴附近有擦傷，
眼部一大塊瘀青非常明顯。其
他中國船員都身披黃色馬甲，
戴 手銬。
韓國YTN電視台報道稱，程

大偉一直否認「殺人事實」，
但韓國國家科學搜查院的檢驗
結果足以證明他「殺人」。韓
聯社報道，仁川地方法院15日
晚作出裁定，對9名中國船員
發佈拘捕令，程大偉的罪名是
「殺人」，其餘8名船員的罪名
是「妨礙特殊公務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
橫》報道，河北省邢台的27名遊客赴韓
國旅遊，12日下午15時乘郵輪抵達韓國
仁川後，被限制行動超過12個小時。經
多方積極斡旋後，13日下午2時，遊客
開始返國。記者獲悉，以程先生為代表
的27名遊客決定通過法律途徑維護他們
的合法權益，目前，相關律師已經介
入。

被指有移民傾向
據遊客反映的情況，韓國警方說，有

旅行社舉報27名遊客有移民傾向。遊客

程先生表示，「12日到了韓國海關，北
京源豐通國際旅行社的導遊就失蹤了。
於是，海關就把我們關進了拘禁室。我
們就強烈抗議，你說我們那個滯留，有
什麼動向，他們也拿不出證據。最後韓
國警方把我們押解到一個船上的小房間
裡。」經多方積極斡旋後，被韓國警方
限制自由12小時後，這27名遊客於15日
凌晨回到天津港。
據河北邢台錦繡太行旅行社經理梅映

紅表示，27名遊客來自邢台市南和縣一
家農資公司，按照簽訂的協議，每位旅
客的報團價為1,850元，計劃為6天。

據華社南寧17日電 隨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建設不斷深化，跨境經濟合作成為中越兩國經貿合
作的新模式。擁有1,020公里邊境線的廣西正在積極
建設廣西憑祥－越南同登、廣西東興－越南芒街、
廣西龍邦－越南茶嶺跨境經濟合作區，為中越經貿
合作探索新模式。

兩落實一籌建
「建設跨境經濟合作區是廣西在深化中越兩國經

貿合作中的新探索、新嘗試。」廣西壯族自治區商
務廳副廳長曹坤華在出席16日開幕的中越國際商貿
旅遊博覽會時介紹說，在中越廣西邊境，中國東興
－越南芒街跨境經濟合作區協議於去年9月簽署；作
為跨境經濟合作區中方區域的廣西憑祥綜合保稅區
一期工程已於今年9月30日正式封關運營。此外，中
國龍邦－越南茶嶺跨境經濟合作區的籌建工作也正
在積極推進。

桂打造3跨境經合區
探索中越合作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美國洛杉磯警方
於12月16日透露，槍擊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的槍手
是一名來自上海的67歲華裔男子，目前已被指控犯
有故意謀殺罪。

與保安爭執後動武
據法新社報道，據洛杉磯警方透露，該名槍手名

為張寶亮(音譯，英文名為傑夫)，67歲，來自上海。
15日早晨，槍手與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外的一名保
安發生爭執，稍後坐在汽車上朝領事館連開9槍，子
彈擊中領事館建築，但無人中槍。涉事保安說，自
己在整理制服時聽見槍聲，最初以為是爆竹，當看
到有人在領事館外開槍時，他慌張倒地，並拿起一
本電話簿保護自己的頭。

疑犯被控故意謀殺
「槍手獨自一人向中國領事館連開數槍，然後駕
自己的車離開。」洛杉磯警察局在一份聲明中

說。案發3小時後，槍手在附近警局投案自首，警察
收繳了他一支9毫米口徑的手槍，並起訴他犯下「故
意謀殺罪」。報道還稱，張寶亮目前居住在洛杉磯，
即將獲得「自然歸化」的美國國籍。

駐美領館槍擊案
華裔疑犯來自滬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觀察網報道，越南在中越邊界
南溪河牛頭灣興建河堤，並將渣土方往界河中堆放，間
接令雲南河口邊境國土流失，國界線移位。
16日上午9時，雲南省紅河州河口縣，滇越鐵路側，

中國和越南以河心為國界的界河之一的南溪河牛頭灣，
以河心為界。記者親眼目擊到，隔河可望見的越南境
內，正在興建河堤，並將渣土方往界河中堆放。

越方填河造土 擴大國土面積
河口縣常務副縣長鄧洪彬表示，縣政府對上述情況已

經知悉，「我們非常 急！」越南方面的做法意味 ，
越南正在自己的國境範圍內填河造土，擴大國土面積。
因中國方面暫時沒有隔河同步興建堤壩，故此，國境線
正在悄悄移動。河口地處雲南東南，北迴歸線以內，雨
水充沛，雨季河水猛漲，經常沖刷河岸，故此，暫未興
建河堤的中國沿河田地將被河水淹沒。甚至中國的國土
將因河水沖刷而流失。

資金尚未到位 中方國土流失
鄧洪彬表示，今年，縣裡規劃是要在南溪河界河沿岸

興建河堤1.2公里，但中央、雲南省、紅河州的財政撥款
尚未到位，導致未能如期完成計劃。鄧洪彬介紹稱，中
方早於1992年就開始興建界河河堤，但修了20年，才修
了7.134公里，為界河全長的9.77%；而越南方面的界河
河堤於2002年才開始興建，不到10年，便修了13公里以
上，為河界全長的15.25%。包括記者目睹到的南溪河界
河越南境內的施工現狀在內，越南正計劃再修8.6公里的
河堤，而河口縣的「十二五」規劃則是修完8.1公里的河

堤。
河口縣水利局副局長楊衛兵告訴記者，修完縣「十二

五」規劃中的8.1公里河堤大約需要資金1.8億元，但整
個河口縣2010年全縣財政收入才1.03億元。
記者還獲悉，越南方面利用施工改變中越界河河道，

興建堤壩並非首次。早在2006年，越南在中越紅河界河
沿線開挖公路的過程中，就有過用棄土改變中越紅河河
界的事實。

這份約1.4萬字的報告由中國國家發
改委、外交部、財政部、科技部

聯合發佈。中國上次發佈該報告是在
2008年3月。16日最新發佈的報告指
出，自2008年第3次GMS領導人會議，
特別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以來，中
國與GMS國家之間雙邊貿易結構進一
步改善，雙邊投資額也有了較快增長。

會議周一舉行 確定10年合作框架
由於19日召開的GMS第4次領導人會

議，將審議確定GMS未來10年合作戰
略框架。GMS中方部長、財政部部長
謝旭人透露，戰略框架為未來10年合作
制定了三大戰略目標：第一，推動次區
域一體化進程，促進繁榮、公平的發
展；第二，在完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
基礎上，為跨境貿易、投資、旅遊等合
作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第三，關注自
然環境和社會因素，促進次區域可持續
發展。
為實現這3個目標，戰略框架提出了8

大優先合作領域，即推動GMS經濟走
廊發展；繼續加強公路、鐵路等交通基
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強能源合作；完善
成員國電信網絡聯通；推動本地區成為
單一旅遊目的地；促進農業領域可持續
發展；加強環境領域合作以及繼續推進

人力資源開發合作。
對於中國參與下一階段GMS合作的

設想，報告指出，中國將在公路、水
運、鐵路、民航諸方面進一步推進與
GMS各國的合作，盡快形成覆蓋GMS
國家的公路網絡，並積極開展包括瀾滄
江－湄公河在內的國際航運合作。在電
力方面，中國願與GMS各國共同致力
於推進電力項目的開發建設；在旅遊方
面，將積極研究GMS旅遊單一簽證制
度(見附表)。

構想實現與否 專家稱視乎政治因素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東南亞學研究

中心副主任楊保筠教授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中方在會前發表報告，有助於梳理
並評價近年來中國同湄公河流域國家合
作的成果。11項設想突顯中國對同湄公
河流域的合作與開發的重視，加強互利
共融。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杜繼峰則表示，有關設想短時間內能否
實現，將取決於雙邊關係中政治因素的
干擾程度。
GMS機制於1992年正式啟動。目前，

GMS合作範圍包括中國(雲南省和廣西
壯族自治區)、柬埔寨、老撾、緬甸、
泰國、越南，總面積256.86萬平方公
里，總人口約3.26億。

中方11項合作設想概要
項目 內容

(一) 交通 積極開展包括瀾滄江－湄公河在內的國際航運合作；繼續積極參與泛亞鐵路項目的
國際合作；積極探索多邊民航合作框架。

(二)電力 致力構建大湄公河電力貿易協調中心；中國願以其較強的電力技術、資金、人才實
力和較豐富的電力規劃、建設、運營和管理經驗為GMS國家提供廣泛支持與服務。

(三)信息通信 中國將致力於和各國共同在包括網絡運營維護、跨境段使用資費的設定和信息化應
用項目等方面開展廣泛合作。

(四)農業 加快統一農產品檢驗檢疫規則，消除農業投資和貿易障礙；未來3年，中國將再為
GMS國家在華培訓300名農業人才，並派出100名農業專家和技術人員赴GMS國家
實地指導。

(五)環境 開展生態恢復與扶貧、森林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環境公約履約合作，
促進GMS可持續發展。

(六)人力資源開發 繼續為GMS國家婦女組織和機構開展性別平等、參與社會發展和女領導人能力建設
培訓；每年為GMS5國培訓約150名青年幹部。

(七)衛生 繼續增進和加強與GMS國家在傳染病疫情信息交流與共享機制建設方面的合作，並
將合作領域擴大到婦幼衛生、慢性非傳染病等領域。

(八)旅遊 積極打造GMS統一旅遊目的地；推進GMS旅行便利化，積極研究GMS旅遊單一簽
證制度。

（九)貿易和投資 爭取在口岸協調管理、完善檢驗檢疫體制、制定區域貿易物流戰略、強化國家和區
域貿易便利化機制等重點領域取得務實成果。

(十)禁毒與替代種植 加強對替代種植的資金和政策支持，為推動本區域罌粟替代種植工作持續健康全面
發展、減少非法罌粟種植發揮積極作用。

(十一)科技 支持雲南建立國際技術轉移中心，在清潔能源、提高能效、健康和農業等領域提升
向ＧＭＳ國家的技術轉移能力。

資料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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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 對於

中國為什麼選擇在這

一時間段發表《中國參

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

作國家報告》，北京大學國

際關係學院東南亞學研究

中心副主任楊保筠教授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在當前國際形勢下，

中國注重大湄公河次區域的開發計

劃具有其現實意義。這一報告的發

表亦是側面對美國在湄公河流域所

出的制約中國「招數」的回應。

美國近期高調「重返亞洲」，頻

頻插手湄公河地區事務，並承諾向

湄公河下游地區提供1.87億美元的

資金，以支持該地區的發展，其中

包括了改善該地區的教育、衛生、

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該地區的環境。

楊保筠指出，面對大湄公河次區域

經濟合作發展出現一些新的情況，

如出現多個合作機制，和美國在湄

公河流域所出的制約中國的「招

數」，中國選擇在這一時機發表該

《報告》或有「反擊」意味。

美從中攪局 圖制衡中國
另有不願具名的國際問題專家亦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國不應被美

國所謂「重返」嚇住。他指出，新

形勢下中國在周邊面臨的一些問

題，與一些域外大國的攪局有很大

關係。隨 中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快速上升，一些域外大國企圖通過

干擾和介入，給中國發展製造麻

煩，牽制和抵銷中國在地區的影

響。

該位國際問題專家認為，近來關

於美國「重返亞太」的討論熱度很

高。美國之所以急於將戰略重心轉

向亞太，從根本上看是對中國亞太

外交取得重大進展作出的反應。正

是由於中國在亞太和周邊地區影響

不斷上升，外交越來越有成效，才

會招致美國反彈，美國「重返亞太」

的急迫心理恰恰反襯了中國周邊外

交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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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李茜婷

北京報道)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GMS)第4次領導人會議將於本月19

日至20日在緬甸內比都舉行，國務委

員戴秉國將代表中國政府出席這次會

議。中方在會前發佈《中國參與大湄

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家報告》(簡

稱《報告》)，提出中國參與下一階

段GMS國家在交通、電力、信息通

信等11個領域合作設想。專家指出，

報告提出加強合作設想，旨在推動中

國同大湄公河流域國家全方位、深層

次、戰略性合作，加強互利交融。

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中國提11項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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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明顯的傷痕。

法新社

■越南在中
越邊界南溪
河牛頭灣興
建河堤，間
接令雲南河
口邊境國土
流失，國界
線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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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提出11項構想，以便拓展大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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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緬貿易最大的陸路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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