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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第五輪中
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於美國當地時間10日至11日在
華盛頓舉行。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介紹說，中
美將主要討論包括「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在內三
大議題。

美國當地時間10日至11日，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
濟對話將在華盛頓舉行。對話將由習近平主席特別

代表、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和國務委員楊潔篪，同奧
巴馬總統特別代表、國務卿約翰．克里和財政部長
雅各布．盧共同主持。

戰略經濟對話 成落實共識平台

據介紹，在戰略對話框架下，雙方將就如何構建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形成中美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
格局、推進各領域對話與合作等問題廣泛深入交換
意見。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介紹說，本次會談經濟
對話的主題將是「推進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全面
互利中美經濟夥伴關係。」朱光耀稱，圍繞這一主
題，中美將主要討論三大議題，分別是：一是擴大
貿易和投資合作；二是促進結構性改革和可持續平
衡發展；三是金融市場穩定與改革，其中包括中美
金融監管改革和加強兩國金融跨境監管合作等議
題。

這是一個月前中美領導人在安納伯格莊園舉行會
晤後兩國間的第一輪對話。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

研究員陶文釗認為，「莊園會晤」指明了兩國新型
大國關係的方向，而戰略與經濟對話就是要把兩國
領導人確定的議程落到實處，為兩國關係的發展規
劃出可操作的路線圖。

汪洋美媒撰文 質疑美對華政策

而在對話開始前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8日
在美媒《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深化中美關係的
絕佳契機》的文章，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發出質疑。
文章借用「一些中國人」的質疑表達自己看法，質
問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不公平性。文章最後指出，
中國未來5年發展，將為美國和世界創造更多商
機，中美經濟合作與貿易前景極好，呼籲兩國為互
信友好的雙邊關係努力。

此前，美國主導在太平洋地區推動跨太平洋戰略
夥伴關係(TPP)，中國至今尚未加入談判。美國彼得
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中美問題專家羅迪和該研究所另
一位貿易問題專家肖特都認為，中國加入TPP並非
易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韓國外交部
發言人趙泰永昨日發表聲明，對日本政府在
昨日發佈的2013年《防衛白皮書》中宣稱對
獨島(日本稱「竹島」)擁有主權表示強烈抗
議。同日，韓國外交部召見日本駐韓大使館
公使倉井高志，表達強烈抗議。

據韓國KBS電視台報道，趙泰永表示，韓
方嚴正敦促日方刪除這部分內容，並杜絕類
似事件再次發生。他說，基於歷史、地理和
國際法等證據，獨島都是韓國固有領土。韓
國政府已多次要求日方對其不當主張進行反
省。韓國政府絕不允許日本主張對獨島的任
何主權。

韓國外交部東北亞局局長朴俊勇9日上午召

見日本駐韓大使館公使倉井高志，對日本的
這一行為表示了強烈抗議。

韓正製作視頻 詳述獨島立場

另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外交部正在製作一
段10分鐘的視頻，詳細闡述韓國在獨島問題
上的立場。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9日上午召開
內閣會議，審議並通過了2013年《防衛白皮
書》。《防衛白皮書》稱，「日本固有領土—
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和竹島的
領土問題仍未解決」。這已是日本自2005年以
來，連續9年在《防衛白皮書》中宣稱對獨島
擁有主權。

獨島位於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由兩個島嶼
和礁岩群組成。獨島從1954年開始由韓國實
際管轄。2012年8月，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登
上獨島，宣示主權。他也成為首位登上獨島
的韓國國家元首。

中美今對話 鎖定三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報
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日決定，將
從本月25日起出訪東南亞三國。這三
個國家分別是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
加坡。訪問時間為3天。據悉，安倍
的此次菲律賓之行，將很可能與菲律
賓簽署一份涉及安全保障的軍事合作
協定。

此次出訪是安倍擔任首相半年多來
第三次出訪東南亞國家。今年1月，
安倍上任後不久就訪問了越南、泰國
和印尼。5月份又訪問了緬甸。

報道稱，安倍7日在參加NHK電視
節目中強調，日本要聯合東南亞國

家，一起來改變中國改變南海現狀的
「企圖」。

據消息人士透露，安倍此次訪問的
重點是菲律賓。菲律賓因為與中國的
島嶼領土之爭，成為南海問題的「急
先鋒」。而日本已經決定向菲律賓出
口二手海上巡視船，並從2012年開
始，幫助菲律賓訓練海岸警衛部隊。
安倍的此次菲律賓之行，將很可能與
菲律賓簽署一份涉及安全保障的軍事
合作協定，這一份協定將涉及菲律賓
向日本海上自衛隊和航空自衛隊提供
港灣停靠補給和南海空域防禦等合作
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7日至8

日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調研時指出，為

了國家統一和藏區發展穩定，必須旗幟鮮

明地深入開展對達賴集團鬥爭。

北京觀察人士稱，這是去秋中共十八大

以來，俞正聲再次談及達賴問題。

批評達賴提法 與憲法完全對立

俞正聲表示，十四世達賴長期從事分裂

祖國的活動，既違背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

同利益，也背離了藏傳佛教的傳統，他提

出的以「大藏區高度自治」為目標的「中

間道路」，是同中國憲法、中國民族區域自

治制度完全對立的。

俞正聲說，要教育引導藏傳佛教界人士

在政治上劃清同十四世達賴的界限，堅決

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破壞黨的領導和社會

主義制度的行為。中央對十四世達賴本人

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達賴只有公開

聲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放棄「西藏獨立」的立場，停止分

裂祖國的活動，才談得上改善與中央的關

係。

此行甘南是俞正聲在中共十八大後第二

次赴藏區。6個月前，1月6日至7日，他在

新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州—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調研時曾指出，要繼續深入

開展對達賴集團鬥爭，為經濟發展、民生

改善創造有利的社會政治環境。

《日本新聞網》透露，白皮書內
容涉及美國、朝鮮、中國、

俄羅斯、東南亞、南亞、澳洲和歐洲等8
個國家和地區的防衛情況。當中有三分
之一的內容是分析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
以及擴張主義，企圖霸佔釣魚島，控制
南海航行權的野心。

討論自衛隊攻擊別國

白皮書還闡述了日本如何強化獨自的
軍力，而不完全依靠美國的力量，站在

「守衛領土、領海、領空」的最前沿保衛
日本。比如，日本正在研究加強遏制與
應對彈道導彈威脅的能力、離島防衛的
機動能力與運輸能力，日本國會正在討
論自衛隊擁有攻擊敵國基地能力和新建
海軍陸戰隊等問題。

《日本新聞網》稱，有猜測認為，日
本政府此次通過新

版白

皮書對中國部分闡述和批判的內容，語
詞激烈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的白皮
書，必將引起中國政府的反彈。日本防
衛省幹部亦稱，雖然該白皮書批判中國
的語詞比較激烈，但是事先已經徵得安
倍首相的過目和贊同。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
在主持例行記者會上明確表示，近期，
日方不斷渲染「中國威脅」，人為製造緊
張對立，聯繫到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和政
客借此鼓噪強軍備戰，不能不令國際社
會對日本的發展走向感到擔憂。

中促日停止惡意炒作

華春瑩強調，中國根據國際法和相關
國內法規開展正常的海洋活動無可非
議，中方一貫主張並致力於通過對話磋
商解決領土海洋爭端，同時決不允許任
何國家侵犯中國領土主權。華春瑩希
望，日方能端正態度，多做有利於增進

國家間政治安全互信和地區和
平穩定的事。

至於上述白皮書亦稱，中方否認曾用軍
艦火控雷達照射日本艦機的說法與事實
不符。華春瑩強調，所謂中國軍艦用火
控雷達照射日本艦機的說法，中國外交
部和國防部早已發表聲明嚴正
駁斥了日方不實指責。華
春瑩說，有關事實是清楚
的，希望日方停止這
種倒打一耙的不負
責 任 的 惡 意 炒
作。

製造緊張對立
日防衛白皮書渲染「中國威脅」 鼓吹軍力獨立保前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

日本政府昨日批准的2013年度《防衛白皮書》強調中國海洋發展

戰略對日本的威脅，聲稱中國

試圖用「力量對抗」改變釣魚

島現狀，日本要在強化日美軍

事 同 盟 的 同 時 ， 強 化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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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
韓國海軍參謀總
長崔潤喜昨日抵
達北京會見中國
海軍司令員吳勝
利，就進一步加
強兩國軍事合作
與交流的方案進
行商討。

崔潤喜將在席間表示中國漁船在西海
北方界線(NLL，韓朝 海上界線)附近海域
進行非法捕撈可能會引發韓朝之間的海
上衝突，並呼籲中方嚴厲打擊各種非法

捕撈行為。
崔潤喜將於12日前往青島訪問中國海

軍北海艦隊司令部，會見北海艦隊司令
員田中，就韓國海軍第二艦隊和中國海
軍北海艦隊之間的交流進行商討。

據悉，中方決定向崔潤喜公開潛水
艇、護衛艦等中國最尖端的艦艇。這是
中國軍方首次向韓國公開本國的潛水
艇。

韓國海軍表示，崔潤喜還將會見中國
國防部長常萬全，就地區安全局勢和兩
國軍事領域合作等事宜進行討論。希望
他的此次訪華之行進一步鞏固兩國軍事
合作。

捍衛獨島主權 韓召日使抗議

華批日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汪洋

美國國務卿
克里

韓海軍參謀總長抵京
擬觀中方最尖端艦艇

安倍月底訪馬菲星
或與菲簽軍合協定

■韓國海軍參謀總

長崔潤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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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俞正聲來到拉卜楞寺看望宗教界

人士。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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