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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望中美管控好分歧
克里就南海問題施壓 王毅稱維護主權堅如磐石

美施壓難改中方南海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美國國務卿克里。李克強表示，對於

中美雙方認識不盡一致的問題，要以建設性方式處理好、管控好，多做有利於增進中美互信、促進地

區合作的事。此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與克里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關於南海問題，王毅表示，中

國維護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如磐石，不容置疑。王毅並指出，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有分歧

不要緊，但不要有誤解，更不要有誤判。克里則稱，美國十分關注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地的規模速度，

呼籲中方採取行動，減少磨擦，紓緩南海地區的緊張局勢。

13
�

于
洪
君
談
主
權
爭
議
：
穩
住
周
邊

管
控
分
歧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馬
靜 北京報
道）中央
對外聯絡
部原副部
長、全國
政協外委
會委員、
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
于洪君認為，中國外交當前面臨的挑
戰主要來自於周邊地區。困擾中國與
相關鄰國關係的最大問題是歷史遺留
的領土領海主權之爭。在這些問題
上，中方既要理直氣壯地堅守原則底
線，決不含糊，決不動搖，決不妥
協；同時也要從我國安全與發展的根
本利益出發，最大限度地維護穩定，
穩住周邊，管控分歧。

承認爭議 勿急於求成
于洪君說，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

主權紛爭，大都已順利解決。但與日
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糾紛，現在
變得格外突出。他認為，要解決這些
問題，相關各方必須承認存在爭議這
一客觀現實，承認這是歷史遺留下來
的問題，然後以穩定雙邊關係、穩定
地區局勢為共同出發點，通過雙邊對
話和協商尋找解決辦法。「暫時解決
不了，不要急於求成，強行解決可能
事與願違，引起局面失控。承認分
歧，擱置爭議，在有條件並且雙方都
有意願的地方實行共同開發，目前是
最理性的辦法。」

須引導國際輿論走向
他指出，中方在周邊問題上要做好釋
疑解惑工作。對國民要正確引導，避免
不適當輿論炒作，防止非理性的極端情
緒干擾國家總體對外戰略。在國際上要
做好相關國家工作，引導國際輿論走
向，使全世界認識到中國的所作所為不
僅基於自身安全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國
際法基本精神。中國沒有挑戰國際關係
準則，更不會做有違聯合國憲章的事。
對某些勢力別有用心，藉機挑唆並詆毀
中國，要給予應有的回擊。

■于洪君

莫迪訪滬 籲中企加大對印投資

中俄海上軍演今起進演練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印度總理莫
迪於昨日完成了任內的首次中國之旅。在訪華終點站上
海，莫迪參加了「中國-印度經貿論壇」，呼籲中企加大
對印度的投資；並為上海復旦大學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
揭幕，對未來中印知識的交流表達了希冀。同時，莫迪
還與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會面，並在滬召集中國企業家座
談。

與中國企業家舉行圓桌會
印度總理莫迪昨日出席了在滬召開的中國-印度經貿論
壇，並發表主旨演講。該論壇以「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
夥伴關係」為主題，共吸引了來自中印兩國的350餘位
代表參加。
莫迪表示，印度將會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來為中印雙
方帶來利益，希望中國企業加大力度投資印度。同時，
據內地媒體報道，莫迪還在上海召集「25人中國企業家
圓桌會」，討論如何加深印度與中國的產業經濟合作。
包括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萬達集團董事局主
席王健林在內的25名中國工業商界領袖受邀參加。而據
悉，在該會結束後，莫迪還單獨與馬雲進行了較長時間
的一對一會談，這亦是莫迪與馬雲的第二次會面。而昨
日會談的內容並未對外公開。

為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揭幕
上海與印度孟買是友好城市，因此上海與印度各地交
流合作非常密切。莫迪在與韓正會面時說道，上海的發

展成就，是世界城市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奇跡，為其他發
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好的經驗。隨着中印地方論壇的舉
行，兩國不僅在國家層面加強合作，在地方層面亦可提
升往來，望雙方借此契機，共同發展。
此外，莫迪昨日下午來到復旦大學，為甘地和印度研
究中心揭幕。莫迪表示，此次能夠在復旦大學成立甘地
和印度研究中心有着非常大的意義。莫迪稱，甘地為中
印兩國的友誼貢獻巨大，非常重視中國，且他的一些思
想即使是現在都可以引用，「目前，世界面臨着氣候變
化及恐怖主義兩大主要問題，那麼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就可以運用甘地的一些思想」。同時，由於中印兩國人

口數量龐大，總人口佔了世界人口數的三分之一，莫迪
認為，中印兩國都應繼續努力，共同取得進展，向世界
展現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外媒：中印再簽220億美元協議
另據BBC中文網報道，莫迪在上海期間，見證中印兩
國再簽署總額超過220億美元的經濟合作協議。16日上
午，中國與印度在上海簽署21項協議，內容涉及可再生
能源、碼頭貿易、金融與工業園區等等範疇。
莫迪在簽字儀式上發言說：「讓我們為共同的利益進

行合作吧。」

香港文匯報訊 由導彈護衛
艦臨沂艦和濰坊艦組成的中國
海軍艦艇編隊和俄羅斯黑海艦
隊「西蒙風」號氣墊導彈護衛
艦於15日進入愛琴海。據了
解，中俄「海上聯合-2015」
演習將於5月17至21日進入積
極演練階段。
俄羅斯國防部新聞與資訊管

理局發言人伊戈爾．德加洛15
日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艦艇和俄羅斯海軍艦艇保持預
定航向，繼續向俄中「海上聯合-2015」
軍演指定區域進發。
德加洛說：「渡海期間將展開對空防

禦和水面形勢分析訓練。」

德加洛補充說，俄羅斯海軍與中國海
軍共約10艘各級軍艦將參加「海上聯
合-2015」演習，演習積極演練階段將於
5月17至21日在地中海舉行。

泰願配合中方 引渡紅通令貪官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發布的紅色通緝令
在海外引起很大關注，在這百人通緝名單
中，8人被指可能逃往泰國。泰國駐華使
館15日對媒體表示，願意配合中方工作引
渡通緝犯。
據《新京報》報道，國際刑警組織中國
國家中心局近日公布了針對100名涉嫌犯
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
案人等人員的紅色通緝令，這份名單中有
8人被指可能逃往泰國。

泰為旅遊國 易藏匿逃亡
泰國駐華大使館相關負責人向媒體表
示，現在泰國方面並沒有得到中方任何消
息說要幫忙引渡上述人員回國，如果中方
提出要求，根據泰中雙方簽署的引渡條

約，泰方樂意配合中方政府的工作。
對於為何這些疑犯可能逃往泰國，社科

院東南亞問題首席研究員許利平表示，首
先，因為泰國生活很安逸，文化寬容度比
較高，並且是旅遊大國，常有很多人員來
往，外來人員容易融入當地，再加上泰國
是國際中轉站，便於貪官在無法藏匿時逃
往其他國家。
正因為泰國是旅遊大國，且人員流動性

大，許利平認為，這也為犯罪分子逃亡和
藏匿在泰國提供了一個便利條件。他表
示，當地製造假護照現象嚴重，有地下產
業鏈，很多遊客在泰國丟失護照，被不法
分子得到後，改換照片後就可以買賣假護
照。「疑犯買到假護照後便可改變身份，
前往其他國家。」

■莫迪單獨與馬雲進行會談。 網上圖片 ■莫迪到復旦大學為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揭幕。 法新社

綜合媒體報道，李克強在會見克里
時表示，當前中美利益交融日益

深化，合作領域越來越寬。習近平主席
將於今年9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相
信會取得圓滿成功。

中方願同美在亞太包容合作
李克強稱，中方願同美方在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基礎上，加強交往和溝
通，就雙邊關係、重大國際地區問題和
應對全球性挑戰加強協調，在亞太乃至
更廣闊領域實現包容合作。對於雙方認
識不盡一致的問題，要以建設性方式處
理好、管控好，多做有利於增進中美互
信、促進地區合作的事。
李克強表示，中方願同美方加快雙邊
投資協定談判，當前特別是要建設性推
進負面清單談判，力爭達成一個高水
準、平衡的結果，努力將雙邊經濟關係
提升到更高水平。

王毅盼克里不是為吵架而來
克里表示，美中不是競爭關係，而應
是共促發展。雙方應利用好戰略與經濟
對話等機制，加強溝通協調，加快推進

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此外，王毅與克里進行會談。王毅表

示，構建中美大國新型關係有重要的意
義。王毅同時坦言，在克里來華訪問之
前，有人製造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王
毅表示，相信克里此訪是為溝通而來，
不是為吵架而來，是為合作而來，不是
為對抗而來。
王毅稱，我們應該向世界發出積極的

信號，即中美之間合作大於分歧，兩國
必將增進相互了解，促進合作。今年奧
巴馬總統邀請習近平主席訪美，這是兩
國的頭等大事，對中美兩國的雙邊關
係、全方位合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克里
此訪為此做了一些準備。

「不要有誤解 更不要有誤判」
會談後，王毅和克里共同見記者。關於

南海問題，王毅表示，中美有分歧也有共
識，都希望維護好南海的和平與穩定，都
致力於維護國際法賦予的國際航行自由，
都主張通過協商和平解決爭端。
王毅說，中國維護自身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意志堅如磐石，不容置疑。同時，
我們一貫主張，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

上，依據國際法，通過直接當事國的協
商談判，以和平特別是外交手段來尋求
妥善解決。這一立場今後也不會有任何
變化，這是我們既定的政策。
王毅強調，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的締約方，中方會履行應盡的責任
和義務。關於南沙島礁建設，這完全是
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情。對於有關各方
的關切，中國願意通過對話增進了解。
王毅並表示，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

有分歧不要緊，但不要有誤解，更不要
有誤判。
而克里則表示，美國十分關注中國在

南海填海造地的規模速度，呼籲中方採
取行動，減少磨擦，紓緩南海地區的緊
張局勢。

范長龍籲美公正看待南海問題
同日，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八一大

樓會見了克里。范長龍表示，中國對南沙
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希望美方客觀、公正看待南海問題，正確
理解中方政策意圖，恪守在領土主權爭議
問題上不選邊站隊的承諾，謹言慎行，多
做有利於中美互信和南海和平穩定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有關
消息稱，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官員日前在國會
參院聽證會上表示，克里將在昨日的訪華中表
達美國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的意志。對此，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朱鋒教授向本
報表示，克里此行除了為9月的中美首腦會晤
作出相關溝通與安排，也將會就南海問題向中
國繼續施壓，意圖改變中方立場，「而這顯然
是不現實的，南海問題屬中國主權範圍內事
宜，不會退讓，勸美國莫過分炒作。」

為9月中美首腦會晤鋪路
他認為，克里此次訪華處在一個重要的時間

節點，將為6月份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及9
月份的中美首腦會晤提前鋪路，「雙方預先要
溝通很多的議程，而克里的訪華對於溝通雙方
觀點有很重要的作用。」

美國強調和平解決爭端背後更核心的目標，是
要通過在主權問題上偏袒菲律賓、越南等國家，

同時對中國合理、正當、合法的舉措採取打

壓和軍事恐嚇的方式，妄圖使南海爭端依照美國
設定的方式解決。而克里此次訪華亦會就雙方衝
突點南海問題向中國繼續施壓，意圖改變現在的
中方立場。朱鋒指出，這是極其不現實的，「中
國在主權範圍內處理南海事宜，該立場不會退讓，
奉勸美國莫要過分炒作。」

借商談有效管控南海問題
雖然中美之間的問題不可能因克里訪華而得

到解決，但朱鋒認為，南海問題既已成為雙邊
關係的焦點，還是需通過商談得到有效管控，
以避免其成為兩國間的障礙。

朱鋒指出，中美之間不僅面臨着雙邊關係的
問題，還面臨着亞太區域範圍內爭議性攀升的
問題，雖然雙方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溝通較為頻
繁、密切，但中美關係中出現了以往未有的挑
戰和問題，若處理不好，或可能
陷入一段爭議更為劇烈的時期，
「雙邊關係可能起伏更大，甚至
面臨衝突風險上升的新時期。」

■■會談後會談後，，王毅和克里共同會見記者王毅和克里共同會見記者。。 中新社中新社 ■■李克強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克里李克強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克里。。中新社中新社

■參與中俄「海上聯合－2015（Ⅰ）」軍演的中
國海軍導彈護衛艦濰坊艦。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