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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國友協、中日友協負責人昨日表

示，鑒於當前形勢，中方決定將紀念中日

邦交正常化40周年招待會調整到適當時候

舉行。日本竊佔釣魚島，動搖中日友好關

係的政治基礎，中方推遲兩國關係正常化

40周年慶典，是向日方發出明確信息，令

日方勿以為中方為維持中日友好關係，可

以向日方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讓步。40年

來，日本從中日關係的良好發展中獲得巨

大利益，如今日本竊佔釣魚島嚴重衝擊中

日關係，必將付出慘重代價。日方須立即

停止一切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以實

際行動思悔改過，修復對華關係。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前

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時，中日雙邊貿易額

只有10億美元，人員往來也僅有1萬人次。

如今，中日互為重要經濟貿易夥伴，中國

成為日本最大出口市場，雙邊貿易額達到

3400多億美元，增長約340倍；兩國人員往

來達到500多萬人次，上升了500倍。中日

關係的發展給兩國特別是日本帶來重大利

益。隨 中日經濟合作、人員交流日益密

切，日本對中國經濟的依賴越來越大，中

國已成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國，2011年日

本對華出口已佔其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

但是，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時

候，日方破壞在釣魚島問題上擱置爭議的

默契，造成兩國關係倒退的責任完全在日

方。中日友好是以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基

礎，日本非法竊佔釣魚島，令兩國關係的

基礎受到嚴重衝擊。日本挑戰中國領土主

權，實在是不明智的舉動。日本執政民主

黨的最高顧問、前財務大臣藤井裕久表

示，日本應該尊重中國已故領導人周恩來

及鄧小平擱置釣魚島爭議的主張；另一位

日本政壇元老、前內閣官房長官野中廣務

指責「買島」鬧劇破壞中日兩國在釣魚島

問題上長達數十年的默契，並就事件向中

國人民致歉。日本政壇有識之士的諫言是

對日本政府的當頭棒喝，日本政府必須從

中日友好關係的大局出發，拿出務實坦誠

的行動，盡早終止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

為，不要以為中國為了維持中日友好關係

會放棄對釣魚島主權。日本若錯估中國維

護領土主權的決心和能力，必將付出慘重

代價。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赴京訪問之前，被問到

新界東北發展引起爭議時表示，本港有需要開拓

更多土地，因為市區的發展已達飽和，假如要求

政府停止或延遲開拓土地，並不符合香港目前的

需要。回歸以來，香港每一個發展規劃都會引起

爭議，但相比起來，新界東北發展引起的爭議是

被過度政治化了。事實上，新界東北發展是在市

區發展已經飽和、樓價不斷飆升的情況下，開發

土地滿足市民的房屋需求，而非像一些反對者上

綱上線為「割地賣港」。既然符合絕大多數港人

利益，政府就應進一步完善和落實計劃，而不能

在極少數反對聲音下考慮撤回。

香港過去50年都是透過開拓新界的新市鎮來滿

足房屋和配套的要求。香港新巿鎮計劃在60年代

開始策劃，70年代初正式展開建設工程。荃灣、

沙田和屯門屬於第一代新巿鎮，大埔、粉嶺/上

水和元朗地區屬於第二代新巿鎮，將軍澳、天水

圍和東涌屬第三代新巿鎮計劃。香港9個新市鎮

約有460萬人居住其中，佔香港六成人口。如果

當年不發展新市鎮，現在如何安置這麼多人口

呢？因此，在市區和第三代新巿鎮均已飽和的情

況下，要求政府停止或延遲新界東北發展，並不

符合香港目前的需要。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已被港

府納入發展策略，在2007年施政報告中被列入

十大基建之一，也是香港未來主要的土地來

源，三個階段的公眾諮詢至今歷時4年。這個在

過去並沒有多少人反對的計劃，目前突然被

「妖魔化」，被扣上「割地賣港」、「富豪雙非

城」、「深圳後花園」、「香港被規劃」等大帽

子，手法與妖魔化國民教育如出一轍。由於國

民教育與緊迫的經濟民生關係不是很密切，所

以政府可以取消3年開展期後必須推行科目的死

線，但新界東北發展卻不能停止或延遲，因為

香港土地供應不足問題已經火燒眉毛，若因計

劃被政治化而撤回或延遲，受害的是絕大多數

市民的利益。

新界東北發展引起爭議，包括受影響居民爭取

賠償及安置，還有村民希望繼續農耕生活，這些

都可以繼續討論以完善計劃。但是，有些人根本

是為反對而反對，將計劃政治化，不惜撕裂社

會，製造分化，挑動兩地對立，相信絕大多數市

民對這種做法不會認同。政府應根據絕大多數市

民的利益堅持落實計劃，不能因為少數人的反對

而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

(相關新聞刊A5版)

中國不會為維持中日友好放棄主權 新界東北發展符合大多數市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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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近

期中日關係因釣

魚島爭議而惡化，

日本執政民主黨最高

顧問、前財相藤井裕久

昨日接受《日本放送協會》訪問時表示，日本應該擱置

釣魚島爭議。前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局長孫崎享則指出，

日本不願意承認中日之間早已存有擱置釣魚島爭議的共

識，因為日美同盟要借助爭議擴充軍備。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在日本民主黨內具影響力的藤井接受《日本放送協會》訪問時
稱，日本應該尊重中國已故領導人周恩來及鄧小平擱置釣魚

島爭議的主張。對於中韓認為日本沒有深刻反省侵略戰爭歷史，藤
井表示，日本年輕人應該多去學習過去的歷史。歷史上日本確實對
韓國進行了殖民統治，也對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這些史實發生
過，也有必要讓日本年輕人了解。
現年80歲的藤井，是民主黨內資深政治家，在日本政壇舉足輕

重，兩度出任財相，擁有豐富的財政管理經驗，而最近的民主黨黨
魁選舉中，他便擔任首相野田佳彥陣營的選舉顧問。

野田政府欲擴充日軍備
同樣主張擱置釣魚島爭議的前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局長孫崎享接受

中央電視台訪問時說，從他接觸過的外交情報來看，對於釣魚島問
題，中日之間確實有擱置爭議的共識，只是現時日本政府不承認。
他認為1972年時，周恩來總理和田中角榮首相；1978年時，時任副
總理的鄧小平和園田外相，都曾達成在釣魚島問題上，擱置爭議的
共識。
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第三次首腦會談中，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

角榮，主動向周恩來總理提出釣魚島問題，周恩來建議暫時擱置，
得到田中角榮贊同。孫崎享認為，日本政府不承認中日雙方曾有共
識，是因為日美同盟企圖藉釣魚島問題，來擴充日本軍備。他又批
評部分日本政客，利用民族主義情緒，炒作領土問題，以達到個人
政治目的。
另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公明黨代表山口那津男22日在記者會上透

露，已向政府傳達願意為修復因釣魚島「國有化」而趨於緊張的日
中關係出力。山口指出：「作為一個國家首先要團結，而日中恢復
邦交正常化之際，公明黨曾在兩國政府間牽線搭橋，建立了溝通渠
道，希望能夠為解決目前的問題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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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懸賞緝拿20打砸者

穗數千人抗議日警非法登島

台灣大遊行 盼兩岸聯手保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見習記者 李薇 深圳

報道) 深圳福田警方在微博公布一系列通過視頻抓拍到
的20名涉嫌在「保釣遊行」中破壞公私財物者的圖片，
督促他們盡快自首，並呼籲市民舉報，舉報有獎。
據福田警方相關部門民警介紹，在此前的保釣遊行

活動中，很多人出現過激行為，特別是在9月16日的活
動中，有些人員圍攏在深南大道部分路段，有的人撿

起石塊砸向維持秩序人員，有的人隨意打砸路邊車
輛，有的人將圍欄推倒，有的人直接推打執勤人員，
情緒非常激動，行為非常不理智。
目前警方已掌握確鑿視頻證據，現在是希望有相關

打砸行為者盡快到警方處說明情況，特別是這些被公
布照片的人，應該盡快自首，否則被抓獲後將受到更
加嚴厲的懲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廣州花都
區昨日上午有數千人舉行反日示威遊行，抗議日本警
察登陸釣魚島，途中不斷有人加入，遊行的目的地是
花都區日產汽車基地。現場目擊者稱，最高峰時有近
3,000人，有大批警察到場戒備，但現場秩序良好未發
生打砸搶事件。至下午2時許，遊行者陸續散去，在
場的警察也隨後撤離。
遊行抗議活動從9時許開始，民眾首先在花都廣場

聚集，並沿廣場附近的公益路等主幹道遊行，期間不
斷有人加入，隊伍規模越來越大，民眾並高舉五星紅
旗，及拉起「勿忘國恥，振興中華」、「抵制日貨，
光復釣魚島」等橫幅標語，並呼喊「打倒日本」、
「還我釣魚島」等口號。

在遊行過程中，花都廣場周邊交通也受影響，許多
道路封閉。由於本月16日及18日，廣州市區出現逾萬
人的大規模反日遊行，一些日系汽車遭打砸，昨日有

網民擔憂遊行再度演變為打砸搶，紛紛在網上呼籲日
系車不要隨便靠近花都廣場。但昨日的遊行人士全程
表現理性，未出現打砸搶事件。

據中新社23日電 台灣多個民間和政治團體23日聯
合發起「9．23保釣大遊行」，有逾千保釣人士和民眾
參加，遊行隊伍最後到達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抗
議及遞交抗議書，並呼籲兩岸攜起手來，共同捍衛釣
魚島主權。
人人保釣大聯盟發起的「9．23保釣大遊行」，下午2

時於台北國父紀念館仁愛路側大門集合出發，沿仁愛
路、光復南路、忠孝東路遊行到長春路、慶城街口，
至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表達訴求。遊行隊伍一路
高喊「釣魚島是我們的」、「兩岸聯手，保衛釣魚島」
的口號。
在遊行的隊伍中，包括了中國統一聯盟、中華民族

團結協會、勞動黨、新同盟會、中華黃埔四海同心
會、中華保釣協會、人人保釣大聯盟、新黨、親民黨
等民間和政治團體。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台灣
勞動黨主席吳榮元表示，這次民間保釣大遊行最根本
的意義，是要彰顯包括台灣民眾在內的海峽兩岸中國

人都有 願意為捍衛釣魚島、維護領土主權完整而站
出來的堅強決心和勇氣。
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紀欣表示，「9．23保釣大遊行」

所要表達的訴求之一，是希望兩岸聯手保釣、共同捍
衛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宜蘭漁民今出海護漁權
另外，中央社報道，宜蘭漁民發起「為生存、護漁

權」活動，至少有60艘漁船將在24日出港，並在25日
繞行釣魚島，向日本抗議釣魚島「國有化」。
釣魚島維護漁權籌備委員會主委陳春生說，釣魚島

海域是台灣漁民的傳統漁場，日本早前將釣魚島列嶼
「國有化」，當地海域可能在我們這一代被斷送，因此
才有這次漁民自發性的「為生存、護漁權」活動。中
華保釣協會秘書長黃錫麟則表示，非常支持宜蘭漁民
保釣行動，但保釣人士若加入是次活動將會「複雜
化」，他希望10月時再前往。

■台灣保釣人士昨日舉行大遊行，抗議日本「購買」釣魚島。 中央社

■廣州花都數千民眾反日遊行，數百警力維護秩序。

■1972年，日本

首相田中角榮訪

華，並達成《中日

聯合聲明》。圖為

周恩來(左)和田中

角榮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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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崎享指

出，日本不

願意承認中

日之間早已

存有擱置釣

魚島爭議的

共識。

■藤井裕

久表示，

日本應該

擱置釣魚

島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