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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中國、俄羅斯兩國的人
員往來進入「快車道」。俄羅斯駐華大使館日前向媒體透露，從昨
日（26日）起，中國和俄羅斯公務護照持有者赴對方國家旅行將享
受30天的免簽待遇。同時，俄方大幅削減了兩國各界公民相互往來
時辦理簽證所需的手續；至於參與國家之間合作項目的人員，則可
獲得有效期長達兩年的多次往返簽證。

簡化兩國公民簽證手續
新華社報道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期間，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便
利公民往來的協議》。這一協議於4月26日正式生效。此外，2000
年2月29日簽署的《中俄關於互免團體旅遊簽證的協定》也已生
效。
俄羅斯駐華大使館方面介紹，協議規定，為兩國公務護照持有者

引入長達30天的往來免簽制度，作為對現有的外交護照持有者免簽
制度的補充。同時，大幅削減了兩國各界公民相互往來時辦理簽證
所需的手續，其中主要簡化了基於「需由對方國家的權威機構、法
人、企業和組織等發出直接邀請函」的簽證辦理手續。

旨在深化雙方民間交流
俄駐華使館提供的數據顯示，2012年至2013年，中俄兩國互辦
「旅遊年」活動對於增加雙邊的旅遊客流量產生了巨大作用。去
年，俄使館領事處共發放了67,681個簽證，其中超過半數是旅遊簽
證。
俄駐華大使館相關人士表示，近幾年來，俄羅斯與中國的全面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符合兩國發展的利益，
也有利於加強兩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鑒於此，新協議旨在為深
化和發展兩國公民之間的交流，尤其是商業界代表，以及科學、文
化和體育等領域的活動家，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昨日在中南海會
見了日本東京都知事舛添要一。汪洋表示，
中方主張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本着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推動中日
關係向前發展。中國有能力應對任何挑釁，
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
在中日關係十分敏感的背景下，新當選的
東京都知事舛添將首次外訪選在北京，這也
是東京都知事時隔18年來再次對北京進行
正式訪問。
昨日的會見中，汪洋表示，日方應妥善

處理歷史等敏感問題，為兩國關係改善作出

努力。中國政府支持兩國地方開展友好交
往，希望北京和東京不斷深化互利合作。
舛添說，日中兩國應友好相處，願通過推

進地方友城合作，為改善日中關係發揮積極
作用。
舛添在返回日本前的發佈會上表示，希望

能在自己東京都知事的職權範圍內為日中關
係的改善做出貢獻。他還說，2008年北京
成功舉辦奧運會，為6年後東京舉辦奧運會
提供了寶貴經驗。
另外，舛添還提到東京與北京將加強務實

合作，攜手解決北京PM2.5、交通擁堵等城
市問題。

汪洋會見東京都知事
強調有能力應對挑釁

崔天凱在當地時間 25
日於哈佛大學發表演

講。他表示，中國政府在釣
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歷來是一
貫和明確的。釣魚島及其附
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這
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上世紀70年代初，
美國將釣魚島的所謂「行政管轄權」移
交給日本，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錯誤的。

美將陷入一片「未知的情況」
崔天凱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雙
方擱置了釣魚島的主權爭議，成為之後數十
年間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但
是，由於日本政府方面2012年單方面宣佈
「購買」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才
挑起了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島等問題所引發的
緊張局勢。
崔天凱說，美國聲稱《美日安保條約》適
用釣魚島，從法理上就是站不住的。兩國間
的安全保障條約怎麼能涵蓋第三國的領土
呢？他反問美國這樣做是否就給了日本一張
「空白支票」，令美國支持日本為所欲為？
崔天凱進一步指出，美國這樣做將使自身陷
入一片「未知的情況」中，這樣是否對美國
自身利益有利？
崔天凱說，美國官方曾一直對外表示，在
釣魚島問題上「不會選邊站」。但他覺得美

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是有「一定選擇性」的，
而且「很可能選擇了錯誤的一邊」。

亞太劃分對立集團不合潮流
崔天凱表示，「中國捍衛核心利益的決心

不容低估，同時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輕易顛覆
中國和平發展的進程」。崔天凱告誡美國應
謹慎行事。
在闡述有關亞太政策時指出，崔天凱坦

言，將亞太地區劃分為對立的集團或同盟不
符合時代潮流，不是建設性的行為。中國與
亞太國家日益成為命運共同體，這種聯繫比
落後於時代的同盟關係更持久、更強勁、更
堅韌。中國無需向亞太「轉向」或「再平
衡」，因為亞太「本來就是我們的家園和安
身立命之所」，中國的重心從未離開過。
崔天凱表示，亞太地區當前局勢總體穩

定，地區一體化進程不斷取得進展。另一方
面，冷戰思維和熱點問題仍存在，「有關國
家否認戰爭罪行的趨勢令人不安」。崔天凱
說，「面對複雜廣泛的安全威脅，沒有哪個
軍事同盟能加以應對，各方需秉承共同、全
面、合作的安全觀。」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需正能量
「亞太應成為中美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

起點和試驗田」，崔天凱說，中美的新型大
國摒棄以往大國間的「零和」關係，尋求在
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互利共贏。這種關係
並非一方給予另一方的恩惠，也不是文字遊
戲。它需要雙方的正能量，需要雙方以實際
行動來證明對這一關係的堅定承諾。美方能
否有積極的政治意願同中方共同努力，中國
拭目以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綜合

報道）美日日前發表聯合聲明，明確將釣魚島納入《美日

安保條約》，引發中方反彈。繼中國外交部嚴正聲明後，中國

駐美大使崔天凱亦就此發聲。崔天凱指出，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很可能選擇了錯誤的一

邊」，並告誡美國應謹慎行事。崔天凱表示，美國聲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釣魚

島，從法理上就是站不住的。兩國間的安全保障條約怎麼能涵蓋第三國的領土呢？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外務省近日在其官方網
站上推出新一期釣魚島宣傳冊，重申日本對
釣魚島享有主權。該宣傳冊描述稱，「日本
政府於1895年將釣魚島劃入日本沖繩縣，從
此釣魚島一直被視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
並妄稱中方「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
土」的說法「沒有根據」。而環球網記者近
日從獨家渠道獲得了一批西方最早標示「釣
魚島」名稱的古地圖圖片，這些十八世紀至
二十世紀早期英、法、德等國繪製的有關釣
魚島的古地圖，使日本的謊言不攻自破。

均早於日本聲索
據環球網報道，這是一組共19張由英、
法、德、奧、美多國繪製的能夠明確表明釣
魚島為中國固有領土的古老地圖。包括一張
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標示「釣魚島」名稱
的西方古地圖。這一批有關釣魚島也是現今

市場中規模最大的一批。
中國有關釣魚島的最早文獻為明永樂年間

的《順風相送》(1403年)，稱該島為「釣魚
嶼」。其後文獻及官方輿圖沿用這一名稱。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欽命繪製的《坤嶼全
圖》使用閩南語發音標注「釣魚嶼」
(Hao-yu-su)。

多由使節或傳教士繪製
由於在十九世紀尚沒有繪製地圖的國家機

構，西方出版的東亞地圖大多由使節或傳教
士繪製。如今，這些地圖大多被收錄於國家
地理圖冊，收藏於國家級博物館、圖書館，
其權威性不容置疑。在這些古老的地圖上，
釣魚島就是使用閩南語發音標注的。另外，
許多地圖都是當時手工上色的，而釣魚島往
往塗成中國的顏色，而非日本的。這是證明
釣魚島主權屬於中國的鮮明、有力而不可磨

滅的證據。
其中出版於1752年的地圖，是由18世紀最
著名的法國地理學家和地圖學家 Jean Bap-
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 -1782)繪製
的，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標示「釣魚
島」名稱的西方古地圖，從這地圖上可以看
出，釣魚島和琉球群島當時是屬於中國的(黃
色邊界)。

19張外國古地圖標注釣島屬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家海洋局網站消息，中國海警
2401、2166船編隊昨日在中國釣魚島領海內巡航。
而日本媒體報道稱，日本海上保安廳今天中午發現，
2艘中國海警船相繼駛入釣魚島近海12海里的海域。據
稱，這2艘中國海警船昨天上午進入釣魚島毗連區，之
後駛入釣魚島近海12海里的海域。這是中國公務船今
年第9次駛入相關海域，上次是12日。
日本媒體報道稱，日本首相官邸已經成立了對策室，

收集相關情況。有關人士稱，這是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
表明「日美安保條約第5條適用於尖閣列島防衛」之
後，中國海警船第一次進入該島嶼的領海範圍，現場的
海上保安廳巡視船正在警告中國海警船離去。

奧巴馬表態後 海警船首巡釣島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共同社報道稱，

由於美國總統奧巴馬希望以寫明美國對
釣魚島的防衛義務為條件換取日本在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
判中作出讓步，日美聯合聲明推遲一天
於25日才得以發表。對於希望在首腦會
談後立即發表聯合聲明以彰顯穩固同盟
關係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來說，這無疑
是一次重大失算。
日本外務省消息人士透露，聯合聲明

的推遲發表對安倍來說無疑是「出乎意
料」，因為兩國政府在截至23日的事前

磋商中已就寫明「尖閣事項」這一最大
焦點達成了協定。由於聯合聲明中僅剩
下與TPP有關的表述尚待協調，日本政
府內部一度樂觀地認為「就等兩國首腦
在會談中敲定然後對外發佈了」。
然而，在24日的會談中，奧巴馬以美

日在TPP談判中存在分歧為由，提出推
遲發表聯合聲明。無法輕易妥協的安倍
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日本政府內有人懷疑聯合聲明中寫入

「尖閣事項」只不過是美國為在TPP談
判中獲得讓步而對日本打出的一張牌。

日媒：聲明推遲發表 安倍重大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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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釣島問題美在釣島問題選選錯錯邊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
道）美日聯合聲明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安
保條約，並歡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
美日同盟這一趨勢令外界憂心忡忡。針
對中國未來將如何應對，復旦大學國際
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吳心伯表示，第一，
中國目前對釣魚島的常態巡邏要保持，
不能後退。第二，要防止偶發摩擦和衝
突，不要給美日利用的機會。第三，要
想辦法在釣魚島問題上，找到一個中期
和近期的安排，降低局勢的緊張性。

美管控盟國能力在下降
吳心伯向媒體表示，奧巴馬針對釣魚

島問題等表態有兩個考慮，一是受到日
本的壓力，需要安撫日本。二是牽制中
國，因為美國感覺到中國不僅在釣魚島
水域保持了常態巡邏，而且也通過其他
方式迫使日本感到壓力。美國這一表態
說明，將幫助日本守住釣魚島，讓中國

不要輕舉妄動。
國際問題專家沈丁立則認為，奧巴馬

的日本之行顯示出其「亞太再平衡」政
策舉步維艱，說明美國管控世界包括管
控盟國的能力在下降。釣魚島屬於中
國。中國願意與日本就此擱置爭議，但
如果不願繼續擱置，中國只好奉陪，這
不是美國威脅所能改變的。奧巴馬在日
本所做的政策宣示，顯示的不是美國的
強大，而是美國無奈地承認它對不負責
任的盟國的失控。
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

研究員薛理泰撰文指出，目前美國
對中國政策的底線仍是「防」，還
沒有進入「抗」的階段。「防」與
「抗」之間不存在一道不可踰越的
天塹，一個不可逆轉的
重大事件就可能促使兩
國關係 從「防」滑入
「抗」。

美日同盟加強
中國不能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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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兩國間安保條約涵蓋第三國領土不符法理指兩國間安保條約涵蓋第三國領土不符法理
■■崔天凱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崔天凱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
政府學院發表演講政府學院發表演講。。 新華社新華社

■■法國地理學家法國地理學家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d'Anville (16971697––17821782))繪製的東亞地圖繪製的東亞地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汪洋會見日本東京都知事舛添要一汪洋會見日本東京都知事舛添要一。。 新華社新華社

■俄駐華使
館去年發放
了 67,681
個簽證，其
中超過半數
是 旅 遊 簽
證。圖為在
俄羅斯的中
國遊客。

資料圖片

■崔天凱表示，中國捍衛核心利
益的決心不容低估。圖為中國公
務飛機在航拍釣魚島。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