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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防海空意外 簽協議增互信
規範軍事危機通報 明確空中相遇規則

外媒日前引述美中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訪美期間，兩國元首會談中將達成關於避免

空中衝突行為準則的協議，報道還稱美國內存在很強的
對華強硬論，對推進兩國軍事領域合作比較警惕，雙方
正慎重地協調如何展示成果。

利於構建新型軍事關係
對此，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副局長、國防部新聞發
言人吳謙上校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根據2013年6月習
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關於中美兩軍建立重大軍事行動
相互通報機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的共識，中美兩
國國防部就上述「兩個互信機制」建設開展了密切有效
的溝通與合作。
吳謙透露，9月18日，雙方就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
機制新增「軍事危機通報」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為
準則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簽署，這標誌着
「兩個互信機制」建設取得了新的成果。
「這是落實中美兩國元首戰略決策的務實舉措，對於
雙方增進戰略互信、避免誤解誤判和海空意外事件具有
積極意義，將為推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和與之相適

應的中美新型軍事關係作出貢獻。」吳謙說。
據介紹，「軍事危機通報」附件的宗旨是通過使用國
防部直通電話，改進和規範軍事危機信息相互通報，以
減少風險、增進互信，主要內容包括軍事危機通報機制
的目的、範圍、目標、程序和組織實施等。

中方致力維護海空安全
在被問及當前中美兩軍既有摩擦同時又保持接觸的特

殊關係，吳謙表示，近年來，在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
統的親自關心和推動下，中美兩軍關係總體發展平穩。
今年以來，兩軍高層互訪頻繁，就重大戰略性、方向性
問題保持了密切溝通，兩軍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持續

提升，取得許多重要成果，實現多個「首次」。兩軍圍
繞「不衝突不對抗」的戰略目標，在增進互信、管控風
險方面邁出了新的積極步伐。中方希望以習主席訪美為
契機，與美方共同努力，推動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健康穩
定向前發展。
此外，美五角大樓媒體秘書彼得·庫克在21日的記者

招待會上承認，9月15日，美軍一架RC-135偵察機在黃
海上空遭到中國戰鬥機攔截，雙方一度發生「危險接
近」。對此，吳謙昨日回應稱，正在核實相關情況。他
強調，中方一貫致力於根據國際法和相關規則維護海上
和空中安全，一貫致力於同他國建立軍事互信，以妥善
管控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之際，中美軍事合作取得

新進展。中國國防部昨日證實，中美國防部日

前就正式簽署「軍事危機通報」和「空中相

遇」兩份互信機制附件。其中，「軍事危機通

報」附件的宗旨是通過使用國防部直通電話，

改進和規範軍事危機信息相互通報。「空中相

遇」附件主要明確了軍用航空器空中相遇時雙

方飛行員保持安全飛行的規則，以及突發情況

現場協調規則等內容，旨在確保飛行安全，避

免發生海空意外事件。

中
方
籲
印
共
同
維
護
邊
境
和
平

中
方
籲
印
共
同
維
護
邊
境
和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對於近期在印中邊境拉達克地區，
印方部隊拆除了中方部隊之前所建的一
所簡易房屋報道，吳謙表示，印軍近期
在有關地區的舉動不符合雙方達成的有
關協議和共識精神。中方要求印軍認真
落實兩國政府達成的共識，不採取任何
影響邊境局勢的單方面行動，與中國
軍隊一道維護好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
穩定。
吳謙強調，當前中印邊境地區保持總

體和平穩定，雙方通過外交渠道和邊防
會晤機制保持着有效溝通。

南沙島礁設施多為民用
此外，上周有衛星圖像顯示，中國正
在南沙美濟礁修建飛機跑道。吳謙表
示，中國對南沙部分駐守島礁進行了相
關建設和設施維護，島礁設施的功能是
多方面的、綜合性的，除滿足必要的軍
事防衛需求外，更多的是為各類民事需
求服務，為各國的共同利益服務，這也
有利於中方履行國際責任和義務。中方
在南沙島礁的建設不影響、不針對任何
國家，有利於國際社會。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中國國防部新聞發
言人吳謙言人吳謙。。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國防部昨日證實中國國防部昨日證實，，中美國防部日前就正式簽署中美國防部日前就正式簽署
「「軍事危機通報軍事危機通報」」和和「「空中相遇空中相遇」」兩份互信機制附件兩份互信機制附件。。
圖為中國空軍航空兵某師組織飛行訓練圖為中國空軍航空兵某師組織飛行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5歐亞經濟論壇 聚焦「一帶一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2015歐亞

經濟論壇昨日在陜西西安開幕。本屆論壇以「創新合作
模式，共享絲路繁榮」為主題，旨在探討各國共同參與
建設「一帶一路」的新思路、新模式，推動實現機遇共
享、利益共享。來自全球53個國家和地區的2,000多名
政要、企業家、知名人士、專家學者出席大會。
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在致辭中表示，當前，世界經濟
復甦依然乏力，宏觀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結構調整
任務日益艱巨。隨着「一帶一路」成為歐亞各國人民的
共同願景與行動，應以互聯互通為重點，以國際產能合
作為抓手，以人文交流為紐帶，促進各國發展戰略對
接，着力創造更多利益契合點和合作增長點，打造歐亞
發展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國務委員王勇在開幕式上發表主題演講，對歐亞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與合作提出四點建議，即堅持增進政
治互信、加快推進區域合作、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促進民心相通。王勇表示，中方願與各國加強政策溝通
與協調，提升貿易投資規模和貿易便利化水平，積極開

展多領域、多方面參與的多邊合作項目。

加強合作 振興絲路
在此次歐亞經濟論壇上，亞美尼亞、尼泊爾、柬埔
寨、阿富汗等多國政要在發言時均表示願與中方一道，
共同振興絲綢之路。
亞美尼亞總理阿布拉米揚表示，復興絲綢之路對亞美
尼亞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亞美尼亞在資源、人才等
方面享有優勢，而且在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方面有許多優
惠條件，為了推進「一帶一路」項目的建設，該國也採
取了相關的措施。據介紹，目前，亞美尼亞正在開展兩
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希望能有中國企業參與其中。
作為上合組織最新的對話夥伴國，柬埔寨此次也參加

了歐亞經濟論壇。副首相賀南洪在致辭時表示，當前，
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具有不確定性，中國經濟也在放緩，
區域經濟合作顯得尤為重要。他並表示，「一帶一路」
為亞歐經濟發展設置了美好的願景，希望在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能源開發等多方面加強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心者 哈爾濱報道）由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聯
合主辦的「第5次731部隊罪行國際學術研討會」昨日在
哈爾濱召開。會議中，與會者就「731」問題展開交流。
此外，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還向記
者透露，關於731部隊的國際巡展工作正在推進當中，在
日本的展出工作也會盡全力協調。
金成民說：「這次巡展預計至少在中國的100個城市

展出，在全世界10個國家展出。」他認為，世界巡展
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讓一些對731部隊罪行認知比較片
面和匱乏的西方國家了解到這段真實的歷史。

逾200名日本代表支持
與以往不同的是，在此次研討會的與會者中，日本代

表佔大多數，共有200餘名日本各界人士參加會議。會
上，中日代表輪流就731部隊罪行從多角度展開發言。
如哈爾濱醫科大學李志平教授就「關於731細菌部隊的
人體試驗和活體解剖」進行發言；日本慶應大學名譽教
授松村高夫就「731部隊·細菌戰與日本的審判鬥爭市
民運動」展開發言；日本731部隊細菌戰資料中心理事
奈須重雄就「1932年日本的防禦研究室開設和石井次
郎進滿洲開始研究細菌戰問題」進行發言等。奈須重雄
對記者說：「如今在日本研究『731』問題的人很少，
不過今天（24日）來到此處看到這麼多關注和研究這
段史實的人，我感到很欣慰。」

「「731731」」罪證將國際巡展罪證將國際巡展 中國—拉美法律研究中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拉關係突飛
猛進，中國企業在拉美掀起投資高潮。在此背景下，由中
國法學會與上海財經大學合作建立的「中國—拉美法律
研究中心」、「中國—拉美法律培訓基地」昨日在上海
正式揭牌，旨在打造中國拉美法律智庫。同日並舉行了
「中國—拉美法律研究中心」首批研究員聘任儀式。
據商務部統計，中國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合作快速發

展，截至去年底，中國對拉美的直接投資存量989億美
元，累計在拉美工程承包實際完成營業額676億美元。
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未來10年，中國將在拉美
地區投資2,500億美元。
不過，中國和拉美在政治背景和法制規則上存在很大
差異，對於想要走進拉美的中國企業來講，最重要的就
是學會如何適應當地的法律、以及商業規則。
據透露，「中國—拉美法律培訓基地」的主要任務則

包括培養熟悉拉丁美洲各國法律制度的高端法律人才；
為拉美國家培訓中國法律高端人才等。

■2015歐亞經濟論壇昨日在西安舉行。當日，上合組織
國家商品展館內吸引了不少民眾參觀。 中新社

■■日本慶應大學日本慶應大學
名譽教授松村高名譽教授松村高
夫在會上發言夫在會上發言。。

記者王心者記者王心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
發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
案》昨日公開發佈，要求各地區各
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打通
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通道，
最大限度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創
新第一動力的巨大潛能。
方案指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
家的根本要求。黨的十八大特別是
十八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以
來，中央對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驅
動發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方案突出內容的涵蓋性、制度的
可持續性、措施的針對性和實施的
時序性，旨在更好地貫徹落實中央
的改革決策，形成系統、全面、可
持續的改革部署和工作格局。
方案明確了激發創新、問題導向、

整體推進、開放協同、落實落地的基
本原則。確定了「到2020年，在科
技體制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
得突破性成果，基本建立適應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規律和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中國
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進入創新型國家
行列」的主要目標。
方案以問題為導向，把破解制約
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作為

着力點，找準突破口，增強針對性，圍繞10個方面提
出了32項改革舉措143項政策措施。
這10個方面包括：建立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構

建更加高效的科研體系，改革人才培養、評價和激勵
機制，健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建立健全科技和
金融結合機制，構建統籌協調的創新治理機制，推動
形成深度融合的開放創新局面，營造激勵創新的良好
生態和推動區域創新改革等。
方案突出整體性，增強可操作性，明確了各項改革
的聯絡圖、關係網、路線圖和時間表。32項改革舉措
143項政策措施都確定了標誌性舉措、具體成果形式、
牽頭部門和時間進度安排等。「台賬」式推進，力爭
使改革可落地、可檢驗、可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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