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王曉雪、凱雷）早
在1993年，中國即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
GDP比例要達到4%，對此全社會關注與期待近二十
年。國家教育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杜玉波4日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政府承諾的教育投入達到GDP4%
的目標，今年實現絕無問題。教育部現在考慮的是
「好鋼如何用在刀刃上」，我們將做到「四個傾斜」，
錢一定要用到薄弱環節和關鍵領域，要向農村地
區、貧困地區和民族地區傾斜，向職業教育、學前
教育、農村義務教育傾斜，向特困學生和建設高水

平教師隊伍傾斜。

異地高考改革將快出文件
兩會前夕，隨遷子女家長發起《取消高考戶籍限制

呼籲書》簽名活動，籲委員代表能推動異地高考隨
遷子女異地高考。杜玉波對此表示，目前教育部正
在積極解決，進行有條件准入，根據父母在當地居
住時間、就業情況等條件和隨遷子女在當地實際就
學等情況綜合考慮，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和常住人口
情況，制定相應的准入條件。
杜玉波說，異地高考改革國家層面很快將出文件，

在今年年底前，31省市將因地制宜提出具體政策和
操作辦法，設置「門檻」高低，把握進程節奏。教
育部將通過對隨遷子女規模較大的地區適度增加招
生計劃、調整招生來源計劃等措施，保證當地考生
入學機會不受影響。
對於目前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杜玉波指出，自主

招生是高考制度的重要補充，但不能讓自主招生成
為第二個「小高考」，高考成績、高中學業成績以
及綜合評價——「三位一體」的選拔人才方式才是
對的。杜玉波並強調，黨中央國務院和教育部對校
車安全非常重視，目前國務院正在討論制定相關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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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專訪國台辦主任 是否邀馬視條件和時機

王毅：殷盼中南部台胞多看大陸

兩會 焦聚

民進黨在台灣「總統」大選失利後，民進黨內部出
現檢討兩岸路線的聲音，尤其南部一些少壯派政

治人物主張，應與大陸互動、相互了解。日前海基會董
事長江丙坤接受訪問時表示，民進黨要調整強硬的兩岸
路線，務實與大陸打交道。

同胞多交流 利相互了解
在被問及大陸方面下一步與民進黨接觸可能性時，王

毅重申，大陸方面對與民進黨的接觸總體上持一個非常
開放的態度，「特別是對於台灣的基層民眾，尤其台灣
中南部民眾，不管他是什麼樣的政治傾向，我們都非常
歡迎他們到大陸來走一走，看一看。」
王毅強調，大陸方面尤其希望那些從來沒有到過大陸

的台灣基層民眾，到大陸來看一看大陸的發展、變化和
所取得的進步，感受一下大陸同胞對他們深厚的同胞感
情，了解一下大陸的對台政策主張，這有助於增進雙方
間的相互了解。
至於黨對黨的接觸與交流部分，王毅指出，大陸方面

的立場也非常清楚，民進黨如果仍堅持「一邊一國」的
「台獨」立場的話，是不符合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也
是違背兩岸關係發展潮流，大陸方面當然也會堅決反
對。

啟政治對話 兩岸凝共識
事實上，大陸方面近年來一直重申，只要民進黨改變

「台獨」立場，大陸方面與民進黨交往的大門是敞開
的。大陸方面多次強調，凡是贊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台灣各界人士，包括民進黨基層人士，大陸都歡迎他們
以適當身份來大陸走走看看。
那麼，未來北京方面有沒有可能邀請馬英九訪問大陸

呢？對此，王毅向本報回應稱，要看條件和時機等決
定。他說，三年前就有人問過他這一問題，他記得他當
時講了八個字：順其自然，水到渠成。
在被問及兩岸啟動政治對話、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

達成和平協議的時機和條件時，王毅向本報表示，大陸
方面早就重申過，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和前提下，兩岸什
麼問題都是可以談的。至於兩岸最終將如何實現統一問
題，王毅說，大家都關心兩岸關係的未來和前途，是件
好事情，希望關心兩岸關係的未來和前途的人越來越
多，這樣大家就可以逐漸形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葛沖、海巖）

未來北京會否邀請馬英九訪問大陸？大陸與民

進黨接觸需要怎樣基礎？昨日，中共中央台

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在京列席第十一屆全

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式前向本報表示，是否邀

請馬英九訪大陸要視條件和時機等而定，要

「順其自然，水到渠成。」至於與民進黨的接

觸交流，大陸持非常開放態度，也非常歡迎民

進黨的基層人士，以適當身份到訪大陸，增進

了解，但若民進黨仍堅持「一邊一國」的「台

獨」立場，大陸也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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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委員倡恢復國防科工委

本報專訪杜玉波：教育經費「四傾斜」

福建省長：兩岸科學家園 平潭不平凡

香港文匯

報訊（兩會

報道組　葛

沖）全國政協委員陳昊蘇是
開國元帥陳毅的長子，也是
中國「民間外交」的踐行
者。去年九月，他從中國人
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職位上
榮休。談及過往最大感受，
陳昊蘇對本報記者表示，
「如果說過去這幾年有遺憾，

那就是我們國家的發展還不
盡如人意，但卻並沒有什麼
可失望的。說實話，發展是
要付出時間代價的，我們國
家這麼多年已經有長足進
展，雖然有些方面還不夠
快，但這並不應該失望，認
識到不夠的地方，恰恰增加
了對未來的希望。」此次是
陳昊蘇作為本屆政協委員任
內最後一次參加全體會議。

陳昊蘇：對國家未來有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葉臻瑜）3
月6日，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
福建代表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開放
日活動，福建省省長蘇樹林表示，平潭
作為對台先行先試區，不能複製內地任
何一個地區或城市的模式，必須開創出
屬於福建的平潭符號和平潭特色。
蘇樹林表示，溫總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及海西發展，但海西離不開平潭，而平
潭最突出的就是對台。他直言，福建對
平潭投資逐年增長，由2010年的100億
（人民幣，下同），到2011年的303億，
「十二五」期間更將達到2,500個億的規
模。「現在許多企業家和台灣同胞都對
平潭表示出極大興趣，中央也為平潭發

展給予了7大政策支持。平潭不平凡，平
凡了就不是平潭。」2011年11月18日，
國務院正式批准《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
發展規劃》，明確提出把平潭建設成為
「兩岸同胞合作建設、先行先試、科學發
展的共同家園」。

赴台閩企已達29家
此外，他還透露，作為目前大陸到台

灣本島最快航線「海峽號」客貨滾裝航
線，已於去年成功首航，這條航線受到
了兩岸民眾熱捧。「據我所知，現在4月
的船票都不好定了。」
他強調，福建除了面積達18平方公里

的兩岸區域金融中心，將引入一部分有

實力的金融企業，在此設立總部和區域
中心外，還將重點培養石化、汽車、電
子、精密製造等10家年銷售收入超百億
的台資企業，並打造閩台合作石化、信
息產業超千億產業集群。
同時，他還提到，福建在ECFA之下受

惠良多，去年閩台貿易已達到12.9億美
元，後續亦將加大產品出口規模，並爭
取在ECFA後續商談中有更多惠及福建的
利好。
蘇樹林表示，自台灣開放陸資入台投

資以來，大陸企業表現出濃厚興趣，目
前福建已有29家企業在台設立企業和分
支機構，協議投資額達7,958萬美元，福
建下一步將繼續鼓勵陸資赴台。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江鑫嫻）國
家海洋局公佈中國釣魚島及其部分附屬島嶼
標準名稱後，這一話題成為今年兩會一大熱
點。全國政協委員左宗申為此建議，在中央
電視台新聞聯播天氣預報節目中，增加釣魚
島。左宗申表示，在新聞聯播天氣預報中，
增加釣魚島一地，就是要讓全世界人民明
白，對於釣魚島，中國擁有絕對的主權。

氣象局長：有能力預報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回

應時稱，從技術層面上講，中國氣象部門有
能力預報釣魚島的天氣。從氣象服務層面上
講，中國氣象部門也有必要發佈釣魚島及周
邊海域的天氣預報。這不僅僅因為釣魚島及
周邊海域是中國國家氣象中心（世界氣象組
織區域專業氣象中心之一）的預報責任區，
更重要的是在這片海域有許多漁民常年作
業，有許多航運船隻往返。
鄭國光表示，釣魚島及周邊地區已建有氣象

觀測站和海洋浮標觀測站，其觀測資料也與全
球共享。釣魚島及周邊地區上空有多顆中國
風雲氣象衛星連續不斷地進行氣象觀測能夠
滿足預報釣魚島及周邊海域天氣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劉凝哲） 多位
從事國防科技行業的全國政協委員昨日提出，
希望國家能進一步加強對國防工業的規劃領
導，加強民眾國防意識的教育，並建議將國防
科工局恢復為國防科工委，以統籌軍工行業發
展。「國防強則國家強」，全國政協委員、中
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江澤慧說。
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將原國家國防科工

委（正部級）撤銷，重組國防科工局（副部級）
併入工業與信息化部。「委變局」的機構改

革，發生在由原國防科工委統籌領導的首顆探
月衛星嫦娥一號發射圓滿成功之後不久，這亦
曾引發坊間及網絡輿論的憂慮。部分網民認
為，這將削弱國家對國防工業的控制和領導能
力，從而導致軍工行業發展速度放緩。
在全國政協會議昨日的小組討論上，多位委

員提出希望國防科工局能夠重新升格為國防科
工委，以加強對國防工業領導和支持力度。全
國政協委員欒恩傑坦言，「級別高一點當然是
好，但國家也有自己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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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長蘇樹林就平潭綜合實

驗區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平

潭不平凡，也不平淡」。 中新社

■國家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王

曉雪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凱雷 攝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何凡）國家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6日出席中國新聞
文化促進會研討聯誼活動時向本報指出，
香港是國際化的大都市，香港文化有自身
特色，多元文化共生，而且是傳播中華民
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柳斌傑表示，香港與
內地文化互動在「十二五」期間將發生巨
大變化。
柳斌傑指出，肩負傳播中華民族文化的

重任，香港文化發展大有可為。他又說，
在「十二五」期間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背
景下，香港與內地文化交流將更加密切。
他透露，「雙方正制定文化交流合作的政
策，涵蓋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演
藝、文物保護、國際文化交流等，這些領
域的互動有望出現全面突破。」
柳斌傑還指出，新聞編輯等領域將會對

港澳開放，年內可能率先突破。內地開放
新聞出版業時，港澳獲得「先行先試」的
機會。對於下一步有可能開放的內容編輯
方面，柳斌傑透露，港澳將獲優先機會合
作。他表示，將要進一步開放領域，「編
輯、策劃領域很快就會開放，而且沒有條
件限制，預計今年內會有突破。」
此外，柳斌傑表示，今年年底前還有望出

台扶持民營書店發展的減稅、減房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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