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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總理今晤 聚焦能源合作

「你喜歡吃中國菜嗎？」、「你怎

麼看美聯盟對中國的圍堵？」、「中

俄有無航天方面的具體合作計劃？」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尚未抵京，已

吸引大量中國網民關注。22日下午，

他將在新華網與中國網民進行在線交

流互動，回答中國網民問題。其間，

他還將在現場挑選他最喜歡的問題，

向提問網民送出簽名禮物。

新華網昨日在首頁突出位置開設專區徵集問題，

吸引了眾多網民踴躍參與，截至昨晚記者發稿時

止，網民的提問已有115頁，近1,800個問題，內容涉

及中俄經貿、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等方方面面。

首位註冊微博俄領導
此次已不是梅氏首次利用新媒體與中國網民互

動。早在2007年2月2日，時任俄第一副總理的梅氏

就曾作客人民網。當時訪談在北京時間晚上6時至7

時30分進行，正值下班及晚飯時間，但仍有15萬人

同時在線瀏覽，有的網民家裡網線出了故障，甚至

跑到網吧看訪談。

梅德韋傑夫是個「新科技迷」和資深網民。除了

在俄最大的社交網站VKontakte上擁有個人帳戶，他

還在美國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站「臉譜」上註冊了自

己的帳號。同時，他還是第一位註冊微博帳戶的俄

羅斯領導人。梅氏經常更新他的微博信息，非常喜

歡用i-pad閱讀文學和歷史書籍。

「普京連線」堅持了11年
俄羅斯總統普京更是一個與時俱進，善用新媒體

的領導人。今年4月25日，普京通過電話、新媒體與

公眾連線，共回答了300多萬個問題中的85個，時間

長達4個多小時，這是他第11次與公眾連線。在歷次

普京連線中，他回答從有無情人、私生子，到腐

敗、對斯大林的評價等多類尖銳問題，被譽為「問

不倒」的「克宮強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日本首
相官邸昨日舉行「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懇談會」，
明確將強化日美同盟，並將中國影響力的擴大
作為今後安保的主要課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出席該懇談會時表示，針對中國的海洋擴張

行動，要強化應對措施。
而就在此前一天，有日本
媒體稱，安倍已同意可擊
落「侵犯日本領空」的外
國無人機，並指出中國軍
方無人機曾進入「日本防
空識別圈」。對此，中國國
防部曾堅決回應稱，日方
說法意在蓄意挑釁，製造
緊張空氣。
據日本媒體報道，懇談

會提出了一份有關日本中
長期安全保障戰略指針的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報告。該報告明確將強化
日美同盟、深化「價值觀外交」作為日本開展
國際安全保障工作的兩大核心，同時還將中國
影響力的擴大、朝鮮的核武器與導彈開發作為
今後安保的主要課題。

據悉，「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將在年內正式
定稿。這份戰略計劃將作為今後日本國家安全
保障會議的行動指南，同時也將作為新防衛大
綱的指導方針。

安倍准擊落無人機 中方：純屬臆造　

此外，日本共同社還透露，有日本政府相關
人士在20日接受採訪時稱，安倍已認可針對
「侵犯日本領空」的外國無人機應對方針，如果
其無視日方警告，日方將採取與有人駕駛飛機
同樣的強制措施，可將其擊落。報道還指，
2013年9月一架中國軍方無人機曾進入「日本防
空識別圈」，還一度飛臨釣魚島附近空域。
針對日方所宣稱的將考慮擊落中國無人機的

說法，中國國防部曾堅決回應強調，日方說法
的前提是臆造的，意在蓄意挑釁，製造緊張空
氣。中國軍隊飛機不會侵犯他國領空，但也絕
不允許別國的飛機侵犯中國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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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1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日方如對歷史問題不思
反省，日本同亞洲鄰國的關係就沒有
未來。
有記者提問，儘管中韓等國反對，

但今年秋季大祭期間，仍有多名日本
內閣成員和約160名國會議員參拜靖
國神社，創下「冷戰」結束以來秋季
大祭國會議員參拜人數的新紀錄。另
據報道，安倍稱，對上一任期未能參
拜感到「悔恨之極」。日本自民黨總
裁特別助理也稱，安倍首相可能於今
年年底前參拜靖國神社。中方對此有
何評論？
華春瑩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對

靖國神社問題的態度和立場。靖國
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
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日本領導
人參拜問題事關日方如何認識和對
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統治歷
史。日本能否正確認識和真誠反省
二戰侵略和殖民統治歷史，不僅事
關日本自身發展走向，也事關日本
同亞洲鄰國的未來，以及東北亞的
和平穩定。
華春瑩說，日方如對歷史問題不思

反省，反而死死抱 軍國主義陰魂不
放，日本同亞洲鄰國的關係就沒有未
來。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恪守在歷史問
題上作出的表態和承諾，以實際行動
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報道，近日，南京軍區
第1集團軍組織了一場遠程火箭炮極近距離極限
射擊實彈演練，實現遠程火箭炮及近程火炮與戰
略導彈的無縫對接。

演練開始後，射擊效果通過偵校雷達和無
人機組成的信息偵察網及時採集並同步傳輸
到一體化指揮平台，並引導各裝甲攻擊群進攻
方案。
極限距離射擊分為極近、極遠兩種射擊模

式，目的就是要拓展新型遠程火箭炮的打擊
範圍，而極近距離射擊訓練炮彈因飛行時間
短、空中姿態調整困難，加上海上氣象條件
複雜，射擊難度大大增加。為了保證射擊成
績的穩定性，部隊採取火炮自主定向和特技
分隊定向相結合的方式提高火炮射擊精度，
加固地面設施，減少鬆軟地面對火炮的影
響，確保射擊精度和火炮反應時間。

這次演練是遠程火箭炮首次對海上極限距離目
標進行實彈射擊，探索了火炮在預定距離外的火
力打擊能力，實現了與普通火炮對海上目標攻擊
距離上的無縫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

聞 南京報道）網絡作為最快
捷、方便的「第四媒體」，在
社會上的影響和作用越來越
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在繼承史實宣
傳傳統方法的基礎上充分利
用網絡媒體的新優勢，開拓
歷史、展覽、宣教的新陣
地，已經初具效果。近日，
紀念館網站全面改版上線。
紀念館早在1996年12月就建

立了網站。今次新版網站由史
料區、信息區、學術區、功能
區和服務區組成，共有10個板
塊和50個欄目，包括紀念館網
站多年來積累發佈的16,000餘
篇的新聞報道等，在紀念館與
網民之間架設了快速、便捷的
溝通橋樑。

21日，由瀋陽軍區第16集團軍主要兵力參加的「聯合——2013」實兵演

習進入實兵戰術階段，上萬兵力完全機動至臨時指定地域，展開了多兵

種、全要素的陸空聯合訓練。圖為陸軍架設起浮橋，在空軍的掩護下強渡

江河。 中新社

上萬兵力陸空聯訓

■遠程火箭炮進行實彈射擊，打擊海上極限距離目

標。 視頻截圖

■梅氏將在新華網與中國網民進行在線交流互動，新華網昨日在首頁

開設專區徵集問題。 網上圖片

將簽署逾40合作項目 雙方油企敲定聯合採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將於今明兩天訪問中國，並同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舉行第18次中俄總理定期會晤，這將是李克強履新後首次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兩

國總理會晤也帶起中俄能源合作熱潮。外電報道，中石油與俄羅斯石油公司（俄油）簽署了聯

合開發東西伯利亞石油資源諒解備忘錄，俄TVEL核燃料公司也與中國簽署10億美元合同，向

位於江蘇連雲港的田灣核電站供應核燃料。

此次中俄兩國總理會晤將簽署40多個合作項目。
早在上月，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和俄羅斯經

濟發展部長烏柳卡耶夫共同商定了40多個合作項目的
項目清單，以供兩國總理此次會晤簽署。據悉兩國部
長 重討論了促進雙邊貿易增長、機電產品及現代化
領域合作、相互投資合作、邊境和地方間經貿合作、
木材深加工合作，以及妥善處理貿易摩擦等問題。

核能開發獲進展 簽10億美元合同

針對梅德韋傑夫訪華，中國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
希望通過此次總理會晤，進一步挖掘兩國合作的巨大
潛力，重點推動雙方在經貿、投資、能源、高科技、
航空航天、人文等領域的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
伴隨梅德韋傑夫抵華，兩國間的能源合作再次成為

關注焦點。俄油公司稱與中國石油集團簽署了聯合開
發石油資源的諒解備忘錄，擬聯合開發東西伯利亞石
油資源，這是中國石油與俄羅斯企業簽署的首個此類
協議。報道指，雙方將成立合資公司，由俄油和中石
油分別持股51%及49%。 據中石油一名高管稱，雙方

現在可能開始談判條款，不過最終能否達成正式協議
還將取決於商業條款。
另據俄新網報道，中俄兩國在核能源開發利用領域

也取得合作進展。俄羅斯TVEL核燃料公司與中國多
家公司簽署了向田灣核電站第三和第四機組供應核燃
料的合同，合同總額超過10億美元。

將與網民交流 參觀安徽創新中心

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也將向中國核能源企業供應
燃料和配件。俄方將在2025年前向宜賓燃料廠供應最
新出廠的TBC-2M燃料和配件。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
司同時還簽署了2014年3月向中國快中子反應堆供應新
一批燃料的合同，合同金額高達6,000萬美元。
梅德韋傑夫此行除了與李克強總理會晤之外，還將

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其他中方領導人舉行會談。
梅德韋傑夫預定今日（22日）將在新華網與中國網民
在線交流。此外，他還會訪問李克強家鄉安徽省，參
觀位於合肥的中國科學創新中心，並與中國科技大學
師生交流。

■梅德韋傑夫將於今明兩天訪問中國，並同李克強舉行第18次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圖為去年4月27日李克強訪俄時，與時

任總統的梅氏會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新網報道，俄羅
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訪華前夕，大多數專
家在接受俄新社採訪時指出，俄中關係
的特點是高水平的互信，兩國立場相近
也有利於敘利亞危機的解決，但儘管如
此，不能說兩國組建聯盟，實際上只是
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伙伴關係。
這些專家還指出，從能源到投資領

域，俄中關係在各個領域仍存在大量未
解決的問題。一名專家表示，俄總理訪
華能夠「從死點位置」推動其中一些問
題解決。

利益吻合 互為搭檔

俄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東北亞
與上合組織戰略問題中心主任謝爾蓋．
盧賈寧認為，「從全球和地區意義上
看，目前的俄中關係取得足夠進展，雙
方的立場吻合或者相近，最主要的是近
年來在制止和緩解地區危機局勢方面成
為搭檔」。
大多數接受採訪的專家均同意，俄羅

斯與中國的確在解決眾多國際問題和維
護地區穩定方面起 重要作用。但他們
還表示，不能說兩國成為搭檔，北京和

莫斯科也不是盟友關係，僅僅是兩國的
利益相互吻合。
遠東聯邦大學地區和國際研究學院副

院長、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專家阿爾
喬姆．盧金表示，「的確，俄中兩國有
深厚和全面的戰略伙伴關係，但這是

一種伙伴關係，而不是聯盟或者同
盟」。
盧金認為，這表現在很多方面。比

如，在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獨立的
問題上，中國拒絕支持俄羅斯。他說：
「俄羅斯則沒有在中國與日本以及東南
亞多個國家的領土爭端問題上支持中
方。」
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東南

亞、澳大利亞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德
米特里．莫夏科夫舉例說，當俄羅斯公
司打算開發中國南海大陸架的時候，這
引發了中國方面否定和非常情緒化的反
應。他說：「這些都歸為伙伴關係，合
作雙方都在考慮自己本國的利益。」
專家還指出，在上合組織、金磚國

家以及與聯合開放能源、發展電力和
探索太空有關項目的框架內俄中兩國
的協作取得了積極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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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氏善用新媒體互動

日本安保戰略 以對付中國為主 外交部：
日不正視歷史 睦鄰無未來　

■日方指，9月一架中國無人機曾進入「日本防空識別圈」。

網上圖片

軍方遠程火箭炮 首擊海上極限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