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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
凱強調，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兩
國元首共識，但批評美國有人對中方
無理指責，並不是建設性態度。
據中新社報道，崔天凱美國華盛
頓時間20日在華盛頓智庫美國進步
中心出席《中美關係：邁向新型大
國關係》研究報告發佈式，現場致
辭時作出上述表示。崔天凱強調，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關鍵是雙方
都要有建設性態度。一些美方人士
在重大敏感問題上發表不負責任言
論，使用脅迫性語言，聲稱「不選
邊站隊」卻對中方連篇累牘地無端

指責，對自己並未加入的國際公約
擅作曲解，還要強加於人，都不是
建設性態度。
他指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是兩國元首共識，符合雙方共同利
益。只要雙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共同努力，不斷拓展和深化在各領
域的務實合作，以建設性態度管控
好分歧和敏感問題，這一目標就一
定能夠實現。

董建華稱互信利亞太和平
在一場合，全國政協副主席、香

港中美交流基金會主席董建華指

出，研究報告包含5個重點範疇的
分析，包括兩國在經貿、能源和
氣候上的合作。他表示，中美兩
國需在軍事上加強互信及在亞太
地區建立新型關係，加強在區內
貿易及投資的合作，提升安全，
才能為整個亞太地區帶來長久的
和平及繁榮。
此外，董建華回應在場人士提問

東海領土爭端時表示，日本將釣魚
島「國有化」，單方面改變現狀造
就今日的局面，日本必須面對釣魚
島是爭議領土的歷史，雙方才能重
啟對話。

美無理指責
非建設性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
美聯社報道，菲律賓
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包
斯蒂塔20日在接受該
社採訪時大談中菲在
南海的領土主權爭
議。包斯蒂塔稱，
「只要看一看地圖，
就會知道中國聲稱擁
有南海島礁的主權是
廢話」。
包蒂斯塔在接受採

訪時還揚言，「若菲
律賓漁民受到中國海
軍艦艇威嚇，菲律賓
軍隊一定會保衛他
們」。對於菲律賓方
面類似言論，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曾多次表
示，中國在南海問題
上的立場是一貫和明
確的，中國對南海諸
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
無可爭辯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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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

道）美方無視中方堅決反對，安排奧

巴馬總統會見達賴喇嘛。昨天，奧巴

馬在白宮「非正式」會見達賴。這是

奧巴馬就任總統以來第三次會見達

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此前指

出，美方此舉嚴重干涉中國內政，損

害中美關係，中方嚴重關切，並已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無視中方堅決反對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奧巴馬見達賴
中方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
軍委委員、總參謀長房峰輝昨日下午
在八一大樓會見美國陸軍參謀長雷蒙
德·奧迪爾諾時表示，中美要認清和
防止可能發生衝突的各種風險，共同
做地區和平穩定的守護者和推動者。
房峰輝說，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
統就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達成重要
共識，提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
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內

涵。要將兩國元首關於構建新型大國
關係的共識轉化為兩國軍隊的具體行
動，認清和防止可能發生衝突的各種
風險，共同做地區和平穩定的守護者
和推動者。着眼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
係，保持高層交往，加強戰略溝通，
加快健全機制，深化務實合作，拓寬
交流領域，推動兩軍關係不斷向更高
層次發展。
奧迪爾諾說，作為美中新型大國關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軍關係的健康
發展和正確走向至關重要。美國陸軍
願與中國陸軍進一步加強交流，建立
強勁關係，深化合作機制，減少誤判
風險，為推進兩國兩軍關係穩定發展
奠定堅實基礎。雙方應共同努力，促
使地區各國通過對話解決相關問題。
雙方還就有關地區重點問題交換了

看法。

房峰輝語美陸軍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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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軼瑋北京報道）中美
兩國目前正致力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然而奧巴
馬總統不顧中方反對會見達賴，會對兩國關係
造成怎樣的衝擊？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向本報表示，此舉將影
響到中美雙方的政治互信，是否會影響三月底
海牙國際核安全峰會兩國元首會晤有待觀察，
但金燦榮強調，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仍是
一個大方向，這種關係的構建就需要雙方面對
分歧，中美兩國關係大的基本原則仍然是「鬥
而不破」。

中國外交出色 白宮倍感壓力
金燦榮認為，奧巴馬選擇在總統任期內第3
次會見達賴，除了出於11月份即將到來的美國
中期選舉拉選票考慮外，還有近期中國外交表
現出色讓美國倍感壓力，需要重振「衰落的達
賴集團」。因為美國始終認為，在達賴問題上
可以掣肘中國，讓中國不太好反擊。
在金燦榮看來，奧巴馬會見達賴對中美關係

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但這正說明美國在中美
關係中的兩面性，既有通過合作規範中國的一
面，也有防範、刺激中國的一面。
金燦榮亦認為，中國的外交原則是就事論

事，在達賴問題上，中國不僅會批評美國，也
會想辦法反制美國。金燦榮說，「某種意義上
說，這是中美關係多年來的特點，即使是決心
搞合作的時候，也總是要制約你一下。但從中
國總體利益上講，兩國關係大的
基本原則還是鬥而不破，新興大
國關係的建構還是一個大方
向。」

消息指，奧巴馬於當地時間21日見達賴。
奧巴馬選擇此時與達賴接觸出乎外界預

料，原因在於這距離美國國務卿克里結束訪華
之行還不到一周。但與此類似的是，2010年奧
巴馬與達賴的見面，同樣安排在奧巴馬結束訪
華之行後不久。

淡化政治意圖 擇地圖室見面
外電報道稱，奧巴馬此次在位於白宮一層的
「地圖室」與達賴見面，而不是在他以往用於
會見外國政要的橢圓形辦公室。美國國家安全
委員會發言人凱特琳·海登亦公開表示，奧巴
馬會見達賴意在表示對保護西藏人權的支持，
並非支持「西藏獨立」。
儘管美方刻意淡化此次會見的政治意義，但
美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
奧巴馬當選總統後，曾於2010年和2011年不
顧中方反對兩度會見達賴，令中美關係嚴重受
損。
中國外交部昨天在奧巴馬會見前作出反應，
發言人華春瑩昨日稱，中方已就美方上述決定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安
排奧巴馬總統會見達賴的錯誤決定。華春瑩指
出，達賴是長期打着宗教旗號從事反華分裂活
動的政治流亡者。美方安排領導人會見達賴，
將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嚴重違反國際關
係準則，也將嚴重損害中美關係。中方對此堅
決反對。

美持雙重標準 危及自身安全
日前，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前
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發文警告
說，美國總統奧巴馬見達賴既無理又無利。美
國所持的「雙重標準」並不總是只給美國帶來
利益。由美國支持創建的「基地」組織後來給
美國帶來一個「9·11」，在「阿拉伯之春」中
對一些國家反政府武裝中的極端勢力網開一
面，予以保護和利用，但這些力量壯大起來以
後，已經並將繼續給美國的安全造成新的傷
害。同樣，美國早晚會明白，「雙重標準」保
護下的達賴集團、「東突」勢力終將是其國家
利益的負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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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挑釁華底線 西方自嘗惡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近年來，西方國家元首屢次不顧中
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反對會見達賴，引
發了一系列雙邊不愉快，對雙邊關係造
成負面影響。

德法英武斷 政經俱損
早在2007年9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總
理府會以「私人名義」會見到訪的達賴，
引起中方強烈不滿，致使中德關係跌入低
谷，兩國經貿大受影響，同時默克爾此舉

也在德國執政黨內也產生巨大分歧。原本
定於2007年12月時任德國財長施泰因布
呂克的訪華的計劃也被迫取消。
2008年12月，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不

顧中國政府的嚴重警告和民眾強烈發
對，會見達賴，引發中國方面的強烈譴
責和猛烈批評，致使中法關係一度陷入
「冰凍期」。而這次會見達賴，直接導
致當時懷揣着170億歐元巨額採購清單
的中國貿易投資促進團繞開法國赴歐採
購，讓法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2012年5月，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副首
相克萊格亦不顧中方多次交涉，執意安
排會見達賴，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引發
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不滿，時任中國
外交部副部長宋濤緊急約見了英國駐華
大使吳思田，提出嚴正交涉，並要求英
方認真對待中方立場和關切，充分認識
其嚴重後果。卡梅倫見達賴，同樣導致
中英關係陷入停滯，致使中英關係持續
脆弱，給英國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
失。

歷屆美國總統會見達賴事件簿(部分)
日 期 會面情況 中方反應
2014年2月 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室「低調」見達賴 中方嚴重關切並提出嚴正交涉
2011年7月 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室「低調」見達賴 中方向美方提出抗議及交涉
2010年2月 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室「低調」見達賴 中方召見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
2007年10月 小布什出席達賴獲「頒贈」國會金章

儀式，係公開場合見達賴的美國首位 中方召見駐華大使提出強烈抗議
在任總統

2003年9月 小布什在白宮見達賴 中方提出嚴正交涉
2001年5月 小布什在白宮見達賴 中方提出嚴正交涉
2000年6月 克林頓在白宮見達賴 中方提出嚴正交涉
1998年11月 克林頓在白宮地圖室以「順道會見」 中方堅決反對和絕對不能接受

方式見準備拜訪太太希拉里的達賴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中心

■崔天凱

■■華春瑩指出華春瑩指出，，西藏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西藏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任何外國
無權干涉無權干涉。。圖為身穿盛裝的拉薩學生圖為身穿盛裝的拉薩學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奧巴馬任內第三度會見達賴。圖為2010年兩人會面時的
照片。 資料圖片

■2008年，薩科齊會見達
賴，直接導致中國貿易投資
促進團繞開法國赴歐採購。
圖為中國採購團與德國企業
簽約。 資料圖片

■中央軍委委員、
總參謀長房峰輝

■美國陸軍參謀長
雷蒙德·奧迪爾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