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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

道）《人民日報》12日發表署名文章
《華盛頓應克制民主說教的衝動》，反擊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借讚美民主影射中
國，指出那些照搬美式民主體制的亞洲
國家注定會失敗。
7月9日，希拉里訪問蒙古時稱讚該國

是亞洲的民主模範，與某些國家形成鮮
明對比。她在言談間雖沒有明指中國，
但暗含部分針對中國之意。《人民日報》
12日發表文章反擊希拉里借「表揚」某
些國家來影射中國，再次扮演了一個
「人權說教者」的角色，並指出華盛頓
要調整好心態，克制住總想當「民主說
教者」的衝動。
文章發問道：「是誰給了美國人如此傲

慢評點亞洲民主的地位？」與西方國家
飽受經濟危機困擾不同的是，目前亞洲
國家蓬勃發展，評論稱亞洲人有能力
「找到一條與西方不同、適合各自國情
的政治制度構建的道路」。
文章寫道，「美國不是亞洲和世界民

主和人權的評判者。世界上更沒有放之
四海而皆準的民主模式。實踐證明，恰
恰是某些亞洲國家『照貓畫虎』地照搬
了美式民主體制，才帶來了政治體制的
嚴重『水土不服』，造成了發展滯後，
有的甚至到今天也沒有緩過勁來。」
文章並指出，美國推動亞洲民主進程

是別有用心。「實質上，高舉民主、人
權大旗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
所在。」(全文刊A16論壇版)

官媒斥美傲慢評點亞洲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 海南省人大
常委會將審議「成立三沙市第
一屆人代會籌備組」議案。
據新華網報道，11日召開的

海南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40次
主任會議決定，海南省四屆人

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將於
7月16日至17日在海口召開。
此次會議議程共有10項，除

了審議《海南省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關於成立三沙市第
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籌備組的決

定（草案）》，還有審議《海南
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規
定（修訂草案）》、聽取和審議
海南省人民政府關於海南省本
級2011年財政決算的報告、審
議任免案等事項。

海南擬籌組三沙市首屆人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愛靜 三亞報道）

三沙市的成立鼓舞了海南漁民出海捕魚的
信心。昨日上午，在鞭炮聲中，海南的30
艘漁船從三亞出發前往南沙開展捕撈生產
活動。據介紹，該航次作業時間約20天，
捕撈地點在北緯10°永暑礁附近海域。
此次捕撈生產由漁業合作社和漁業企業

統一組織協調，採取編隊分組的方式進行
捕撈作業。三沙海域巡邏漁政執法船、岸
台和其他相關部門已做好保障準備，及時
處置突發情況。海南省海洋監測部門負責
全程海洋氣象預報工作，及時發佈海上風
浪等預警信息。
據悉，此次前往南沙捕撈的30艘漁船組

成了2個編隊6個小組，其中，有1艘3,000
噸的綜合補給船，為捕撈船隊提供油、
水、冰、魚獲收購等服務，兼負指揮船職
能；其餘29艘均為140噸以上的鋼質船。
這是海南省歷年來最大規模的捕撈活動之
一。
有關資料顯示，三沙漁業資源的潛在捕

獲量約為500萬噸，每年的可持續捕獲量
在200萬噸，而目前海南每年的捕獲量僅
為8萬噸左右，開發前景巨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外電報道）

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出席東盟論壇系列外長
會議的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昨日與美國國
務卿希拉里會晤。楊潔篪指出，中美在亞

太應構建合作共贏良性互動模式，希望美
國尊重包括中方在內本地區國家的利益和
關切。希拉里表示，美方希望有關國家通
過外交方式解決爭端。

據新華社報道，楊潔篪在會晤時表示，
中方願與美方共同努力，繼續認真落實兩
國元首共識，保持和加強在雙邊、亞太、
全球各層面的對話、協調、合作，不斷擴
大共同點，相互尊重，妥善處理分歧和敏
感問題，將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精神體現
在兩國關係的方方面面，推動中美關係健
康穩定向前發展。

中美9月磋商亞太事務
楊潔篪說，亞太是中美利益交織最密

集、互動最頻繁的地區。中美在亞太應構
建合作共贏的良性互動模式。希望美國尊
重包括中方在內本地區國家的利益和關
切。中方願與美方繼續通過戰略與經濟對
話、亞太事務磋商等渠道就亞太事務保持

密切溝通，推進在本地區的合作，推動地
區各合作機制健康發展。
希拉里說，美國致力於發展積極、合

作、全面的美中關係。美中關係非常重
要，良好的雙邊關係不僅符合美中兩國的
利益，而且還有利於整個地區。美方讚賞
中方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發揮的建設
性作用，願進一步加強與中方的溝通協
調。雙方同意今年9、10月在中國舉行第四
次亞太事務磋商。
而據路透社報道，希拉里昨日在東盟論

壇開幕式上則呼籲對南海有主權訴求的相
關國家一起舉行會談：「我們認為，這一
地區的國家應進行合作，通過外交方式解
決爭端，不應通過壓迫、恐嚇、威脅或武
力。」

楊潔篪昨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東亞
峰會外長會上表示，作為領導人引領的戰
略論壇，東亞峰會應關注本地區最普遍、
最重大的關切，突出戰略性和前瞻性，以
便對涉及本地區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重
大問題切實起到有效的引領作用。
楊潔篪說，中方主張從以下三方面入

手，推動東亞峰會合作持續健康發展。第
一，聚焦發展這一主題，把共同利益的蛋
糕做大，讓發展的紅利惠及地區各國人
民。第二，重點推進合作，我們應當堅持
以東盟主導、循序漸進、協商一致、照顧
各方舒適度等為特徵的東亞合作方式，推
動地區合作不斷向前邁進，中方積極參與
峰會確定的六大重點領域合作。第三，共
同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

■12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右四）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出席東盟地區論壇系列外長會

期間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左四）。 新華社

楊潔篪：冀美尊重華在亞太利益

楊潔篪外長東盟闡明南海、黃岩島立場

菲推「南海準則」
多國反對 華拒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就菲

律賓本次外長會再打

「南海行為準則」牌，中

國社科院東南亞問題專

家杜繼峰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目前來看，東盟

內部也並沒有就行為準

則達成統一，柬埔寨作為輪值

主席國，有義務就分歧提出意

見，這也是基於中柬、中國與

東盟良好關係的考量。

杜繼峰表示，南海行為準則

主要針對中國和越南、菲律賓

等國在南海的島礁衝突提出，

柬埔寨兼顧雙邊利益，不好完

全聽菲律賓的，就某些分歧提

出意見，也符合其輪值主席國

的身份，是維護東盟內部團結

的需要。

準則內容更重要
「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

東盟內部並沒有達成一致意

見。預計，此次中國與東盟外

長會期間，不會就南海行為準

則達成實質成果。」他說。

11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

瑩及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為民

分別就「南海行為準則」作出

回應，稱討論將在成熟時機考

慮啟動。杜繼峰告訴本報記

者，何時時機成熟值得探討，

即便是南海各方都遵守了《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也比較籠

統，很難給出具體的時間點。

杜繼峰說：「南海行為準則

關鍵在於內容究竟是什麼，與什

麼人談，是雙邊、多邊的談判，

還是中國與東盟的談判，甚至美

國都參與進來。這一點，目前來

看，沒有明確的說法。」

杜繼峰表示，一旦南海行為準

則出爐，不是單獨針對某個國

家，比如中國，而是要求南海周

邊參與的國家都必須遵守。

專家表示，南海問題持續升

溫，長此以往，在世界經濟緩

慢復甦的局勢下，地區長期動

盪的局面令人不安。各國應立

足長遠利益考量，擱置分歧，

促合作才是根本利益所在。

「南海行為準則」應立足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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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篪指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
附近海域的主權有著充分的歷史

和法理依據。《南海宣言》中一條重要
的原則是，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
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他們
的領土和管轄權爭議。各方並同意在協
商一致的基礎上，朝著最終制定「南海
行為準則」而努力。中方對在《宣言》
得到各方切實遵守的基礎上啟動關於
「南海行為準則」的討論持開放態度。
關鍵是各方要切實按照《宣言》精神保
持自我克制，不採取使爭議擴大化、複
雜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行動。希望各
方多做增進互信、促進合作的事，為
「準則」的制訂創造必要條件。

《公約》不成裁判主權依據
楊潔篪說，中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的締約國，重視維護《公約》的原
則宗旨。《公約》開宗明義宣佈，要在
「妥為顧及所有國家主權的情形下，為
海洋建立一種法律秩序」，這表明《公
約》並沒有賦予自身變更國家領土主權
的職能，也不可能成為裁判國家間領土
主權爭議的依據。當事國應當在解決南
沙領土主權爭議的基礎上，依據包括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
解決南海海域劃界問題。
在11日舉行的東盟10+1外長會談中，

中國拒絕接受菲提出的「南海行為準
則」。中方官員表示，當初的《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是各方共同簽署的，如果
有國家不遵守宣言，就很難向「南海行
為準則」的方向繼續走下去。另據，菲
律賓媒體報道，東盟輪值主席國柬埔寨

就此與菲律賓發生激烈爭執。
當天晚些時候，力推「南海行為準則」

受挫的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在金邊
感歎經歷「艱難的一天」，並公開抨擊
中國「日益咄咄逼人」。

菲動武力 中國強烈不滿
針對個別國家在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

上提及黃岩島事件，中國外交部長楊潔
篪12日指出，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不存在爭議。黃岩島事件的經緯也是非
常清楚的。此次發生黃岩島事件，令中
國人感到震驚和意外。菲律賓方面動用
軍艦在中國領土上傷害中國漁民，在中
國引發廣泛的關注和民眾的強烈不滿。
中方希望菲方正視事實，不要再製造事
端。

《宣言》尚未遵守 何談「準則」
中國前駐越南大使齊建國指出，雖然

在「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指導方
針」中，有「應在有關各方共識的基礎
上決定實施《宣言》的具體措施或活
動，並邁向最終制訂『南海行為準則』」
一項，但一些東盟國家並未切實落實
《宣言》內容。而某些國家「不利於和
平穩定」的舉動更是進一步破壞了啟動
「南海行為準則」談判的基礎。

齊建國補充道，「南海行為準則」內
容的補充和修訂需要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
參與，在條件成熟時，中國願意啟動「南
海行為準則」談判。但需要注意的是，
菲律賓建議的「更具約束力」的「準則」
的指向應是多方的。因為維護南海的和
平與穩定，需要各國的共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菲律賓攪亂南海局勢之心不

死，中國與東盟10+1外長會上，菲律賓力推「南海行為準則」，妄圖把

本國的意圖貼上「整個東盟」的標籤，並實現「罩住中國」企圖。事

與願違，東盟多國並不贊同。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12日下午在柬埔寨

金邊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上闡述了中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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