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悉，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劉建
超、日本外務審議官杉山晉輔等出席
此次對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
日表示，中日安全對話和外交當局定
期磋商機制是兩國外交、防務部門進
行溝通的重要渠道。中方希望通過此
次對話磋商就雙邊關係、各自國防安
全政策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
題交換意見。

中方關切日解禁集體自衛權
儘管重啟後的中日安全對話19日已

經結束，但截至昨晚記者發稿時，中
方尚未發佈相關具體消息，僅新華社
對外發佈了簡短的英文稿件。全國兩
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日本
大使程永華在做客人民日報時表示，
中國將在中日安全對話上就日方解禁
集體自衛權，包括武器出口調整等軍
事政策提出關切。
程永華透露，中國在安全對話中將
就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軍事政
策、安全政策作出說明，同時也會要
求日方不再去渲染、製造「中國威脅
論」。另外，中國也會對日方最近在
解禁集體自衛權，包括武器出口以及
在西南方向的防衛力量部署作出的軍
事政策調整提出關切。
「總之，中日雙方都有這個願望，

通過增進溝通、對話、磋商，增進相
互了解，同時能夠管控兩國之間的風

險。」程永華說。

商啟海上聯絡機制防衝突
日本時事通信社和日本共同社昨日

報道指，屆時，日方將在對話中立足
於安倍政權所倡導的積極和平主義之
上，就新的安全保障法的修正問題作
出進一步的說明，同時也要求中方就
中國的國防經費支出作出詳細說明。
另外，雙方也將就早日啟動中日「海
上聯絡機制」一事交換意見，以防兩
國軍隊發生意外衝突。
報道稱，中日兩國關係因釣魚島等

歷史問題仍比較緊張，日方希望借此
次對話構築兩國間的相互信賴關係。
因 2012 年 9月日本要求將釣魚島
「國有化」，中日關係陷入僵局，兩
國安保對話也因此中止。此次中日安
保對話是繼2011年北京對話後時隔4
年再次召開。日媒稱，兩國或將在安
保對話後，於19日下午展開外交部當
局之間的交流。
新加坡《聯合早報》稱，上一次安

全對話還是4年前在北京舉行，報道認
為如今這一消息，顯示緊張的中日關
係有緩解跡象。
對此，路透社援引中國外交部部長

助理劉建超的話稱，中日之間已有的
對話交流機制正在逐步恢復，中日時
隔4年再次啟動的安全對話有利於鞏固
兩國關係改善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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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日時隔四年再啟安全對話。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外交室主任呂耀東向本報指出，在今年整體東亞歷史
問題尖銳凸顯之際，重要的是日本要拿出誠意，承認軍國主義對周邊國
家造成的傷害，以實際行動改善與鄰國關係，而不能企圖通過對話粉飾
太平，僅僅做做樣子給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看。
中日重啟安全對話，日媒指發出中日關係解凍信號。但呂耀東指出，

中日重啟安全對話，是對去年APEC峰會期間中日首腦四點共識的具體
落實。去年APEC期間，中日兩國領導人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其中包括
磋商建立海上聯絡機制等。
呂耀東認為，中日此輪安全對話，更多會是表達各自的安全訴求，為

磋商建立海上聯絡機制，進行溝通與了解，但對話能否取得實質成果仍
有待觀察。
呂耀東指出，今年是二戰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

周年，在時間上是個節點，中日舉行安全對話，是為了避免衝突，防範
突發事件。但是，中日在歷史、領土等方面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呂耀東表示，美國不希望日韓關係緊張，也不願看到中日關係太過尖

銳化，因為這不符合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利益。但今年最重要的是，二
戰東部戰場的勝利成果應不應該得到維護，在這一前提下，才能談中日
關係的改善。
呂耀東說，是日本在諸如「國有化」釣魚島等一系列歷史和領土問題

上頻繁挑釁中國，導致中日關係持續緊張，不能讓中方為日本所犯下的
錯誤承擔責任。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曾在英國《金融時

報》上撰文表示，2015年東亞不會爆發戰爭。「東亞各國領導人之間有
一個了不起的共識：亞洲需要利用當前的機會之窗，把重點放在經濟發
展和增長上。戰爭是發展的最大阻礙。」
但呂耀東強調，不能因所謂政經分離，一方面在政治安

全上挑釁中國，一方面又想從經濟上搭上中國的快車道分
享紅利，這是不正常的，日本對此要端正態度，因為只有
政治穩定，才可能為經濟合作營造良好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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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據媒體
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在莫斯科會見了中共中央辦
公廳主任栗戰書。俄羅斯外交部早前表示，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將在5月9日訪問俄羅斯，參加紀念
二戰勝利70周年活動。專家分析稱，普京會見
栗戰書，顯示俄羅斯希望與中方建立更緊密的
關係；另外，栗戰書訪俄，亦是為安排今年五
月習近平訪俄相關事宜，料今年中俄的高層往
來比往年頻繁。
去年7月9日，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

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主任伊萬諾夫。習近平表
示，他同普京總統保持了密切交往，這體現了
中俄關係的特殊性。相信雙方將就進一步深化
和擴大兩國合作達成更多共識。兩國有關部門
要密切配合，確保雙方各種溝通合作機制運轉
順暢，把他和普京總統達成的各項共識落到實
處。明年中俄將共同舉辦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紀念活動，希望雙方加強配合，使這些活動
取得成功。當天，栗戰書也在人民大會堂同伊萬諾夫舉
行了會談。

專家：俄冀與華建更緊密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對本報

表示，普京會見栗戰書，顯示俄羅斯希望與中方建立更
緊密的關係。同時，栗戰書此行訪問俄羅斯的主要目的
在於安排習近平5月9日的俄羅斯之行以及緊接着的上
合組織會議的相關事宜。另外9月3日，普京也會來華
參加抗戰70周年活動。可以預料，今年中俄的高層交
往會比往年頻繁。
另據路透社19日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稱，俄羅斯可能

會推遲中俄東線輸氣管道「西伯利亞力量」的完工時
間，直到建成耗資較小的「阿爾泰」管道，後者從現有
氣田向中國西部輸氣。據悉，「西伯利亞力量」由普京
親自督辦，長達4,000公里，造價高達550億美元。該
項目協議是在去年5月簽訂的，當時被認為是俄羅斯的
一場外交勝利。對此，金燦榮認為，東線輸氣管道應該
會按時完工，推遲完工只是西方猜測。

普京晤栗戰書 商習訪俄事宜

■栗戰書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
磊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佈：博鰲亞洲
論壇2015年年會將於3月26日至29日
在海南博鰲舉行，主題是「亞洲新未
來：邁向命運共同體」。國家主席習近
平將應邀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
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據中通社報道，洪磊同時宣佈，亞美

尼亞總統薩爾基相、奧地利總統菲舍
爾、印尼總統佐科、尼泊爾總統亞達
夫、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烏干達總
統穆塞韋尼、贊比亞總統倫古、澳洲總
督科斯格羅夫、哈薩克斯坦總理馬西莫
夫、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荷蘭首相呂
特、卡塔爾首相阿蔔杜拉、瑞典首相勒
文、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泰國
副總理兼外長塔納薩等外國領導人將應
邀來華出席年會。
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亞美尼亞總

統薩爾基相、奧地利總統菲舍爾、印尼
總統佐科、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烏
干達總統穆塞韋尼、贊比亞總統倫古、
澳洲總督科斯格羅夫將在出席博鰲亞洲
論壇2015年年會前後對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哈薩克
斯坦總理馬西莫夫將在出席博鰲亞洲論
壇2015年年會前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

冀推區域經濟一體化
洪磊稱，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將

圍繞宏觀經濟、區域合作、產業轉型、
技術創新、政治安全和社會民生等領域
設置70餘場正式活動。作為東道國，中
方希望年會有助於加強亞洲國家團結合
作，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也希望
年會有助於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促進
亞洲與世界的交流、合作與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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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首次中德高級別財金對話17日在德國
柏林舉行，雙方就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德戰略性合
作、金融穩定、地區和國際經濟合作等議題進行深入探
討，達成21項共識成果。
據新華社報道，達成的21條共識中，雙方承諾加強宏

觀經濟政策協調被放在首位，一致強調要共同促進增
長，增加就業，推進結構性改革並支持開放和強勁的世
界經濟。
雙方表示，將在G20框架下加強合作。德方表示，將

積極支持中方主辦2016年G20峰會。
雙方提出加強雙邊和多邊稅收領域合作，共同應對和
打擊跨境逃避稅；中德財政部同意就預算和財政管理問

題開展交流合作。

承諾加強金融領域合作
雙方還承諾在金融領域加強合作，包括歡迎並支持法

蘭克福人民幣離岸市場和當地人民幣清算行的建設與發
展，以及德國金融機構使用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額度進入中國市場投資；雙方歡迎金融機構
在德國發行人民幣債券。雙方支持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上海清算所、中央國債公司等銀行間市場仲介機構參與
歐洲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
雙方還致力於加強中德兩國在期貨和場外衍生品市場

基礎設施、跨境支付服務等領域的跨境監管合作，加強

在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領域的聯合分析。雙方支持上海
證券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與德意志交易所集團
合作，計劃在法蘭克福建立離岸人民幣金融工具交易平
台。
此外，中方歡迎並願參與《歐洲投資計劃》和歐盟
「地平線2020」計劃。德方歡迎中方有興趣與歐投行和
歐洲戰略投資基金（EFSI）合作開展聯合項目融資或支
持建立投資平台。
雙方一致認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作為一個新的

投資性銀行，可為亞洲基礎設施融資發揮重要作用。德
國有意向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中德高級別財金對話達21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外媒報道，在中韓兩國圍繞美國擬
在韓部署「薩德系統」（THAAD，末端高空防禦系
統）問題出現不和諧音的情況下，即將於本月21日召
開的中韓外長會談格外引人注目。鑒於薩德問題已成
為兩國共同關心的熱門問題，兩國外長很有可能在此
次會談上提及該問題。
據韓聯社報道，本月16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

劉建超會見韓國外交部次官補（部長助理）李京秀，
呼籲韓方在薩德問題上重視中方的憂慮和關切。而據
預測，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也會在此次會談上表明與
劉建超類似的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7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一國在謀求自身安全時，必須顧及
別國安全利益和地區和平穩定。中方希望有關國家在
處理相關問題時要慎重行事。
薩德系統共有7套，美國政府委託美國洛克希德．
馬丁公司研製6套薩德系統，其中4套完成交付。美
國已把其中3套部署在美國本土，1套部署在關島。
雖然其餘3套的部署地點尚未確定，但日本東京和韓
國平澤被認為是最有力的候選地點。據韓國政府一位
消息人士18日透露，韓美兩國很有可能在4月中旬舉
行的韓美聯合國防協商機制（KIDD）高級別會議上
討論薩德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援引俄羅斯衛星網報道，
俄羅斯海軍前任第一副總司令卡薩托諾夫上將透露，
俄羅斯新一代領袖級核動力驅逐艦或2017年開建，該
項目將為建造新型航母奠定技術基礎。對此，俄羅斯
戰略與技術分析中心專家卡申認為，該項目也給俄中
兩國合作帶來了新的契機。
報道稱，「領袖」級一旦服役，俄羅斯將成為世界

上第一個擁有核動力驅逐艦的國家。「領袖」級將比
美國冷戰時期的核動力巡洋艦更大，排水量為1.4萬
噸。俄羅斯正在向推行積極的全球性政策過渡，並把
水面艦隊視作推行這種政策的一個手段。
報道稱，這是一個長遠計劃，需要在今後很長一段

時間裡不斷得到落實，並最終建成世界上最強大的配
備導彈火炮的軍艦。報道認為，大多數被採用的技術
也有可能在中國海軍的建設中大顯身手，例如，中國
正在為本國的軍艦研製核動力裝置，正在為確保本國
航母攻擊群的防空系統製造更強大的武器。卡申就此
指出，面對新的全球政治條件，俄中兩國如果能在海
軍建設方面最大程度地進行合作，則具有重要意義。

俄將建核動力驅逐艦
專家籲中俄加強相關合作

中韓外長明會晤
或討論薩德問題

■普京

中日安全對話
時隔四年重啟

■ 習近平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
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