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加強核安關鍵領域合作
習近平警告：核恐怖威脅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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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報道，中美兩國31日在華盛頓發表了

中美核安全合作聯合聲明。聲明指出，雙方將繼續在核安全培訓和

最佳操作實踐、打擊核走私、放射源安全等關鍵領域加強合作。此

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天出席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的宴會，習

近平在致辭時指出，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進入新一輪活躍期，其中核

恐怖威脅尤其不容忽視，核材料擴散的風險在增加；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討如何加強國際核安全體

系，築牢我們的核安全防線。

中美核安全合作聯合聲明表示，中美致力於通
過減少核恐怖主義威脅，營造和平穩定的國

際環境，並使全球核安全體系更為包容、協調、
可持續、強有力，以實現共贏和共同安全。

嚴防恐怖分子獲取核材料
聲明指出，中國和美國宣佈，雙方於今年2月
20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了首次雙邊核安全
對話。「我們計劃繼續開展年度雙邊對話，以便
就防止核恐怖主義加強合作，並繼續落實核安全
峰會目標。」
「我們將繼續在核安全的關鍵領域加強合
作。」聲明介紹了雙方尤其是在核安全培訓和最
佳操作實踐、打擊核走私、放射源安全等領域取
得的顯著成果，表示「仍在繼續保持接觸」。
在核安全培訓和最佳操作實踐方面，聲明指
出，位於北京的核安全示範中心於今年3月18日
順利竣工並正式投入使用，中國和美國對此表示
滿意。
在打擊核走私方面，中美兩國聲明，將不斷致

力於防止恐怖分子、犯罪分子以及其他非授權行

為體獲取核及放射性材料。雙方認識到加強國際
合作以打擊核走私活動的必要性，將繼續尋求機
會，深化雙方在調查核及放射性材料走私網絡，
探測、追回脫離監管的核及放射性材料並確保其
安全，以及成功抓捕並起訴相關犯罪分子等方面
的共同努力。
聲明還指出，中美兩國將充分利用中國海關輻

射探測培訓中心，繼續就加強打擊核走私能力開
展協調，並與國際社會分享先進經驗。雙方將致
力於在2016年就打擊核走私進行一次討論。

習：挑戰很大 我們決心更大
此外，習近平當日出席奧巴馬在白宮為出席第

四屆核安全峰會的各國領導人舉行的宴會。宴會
開始後，奧巴馬首先致歡迎辭，積極評價核安全
峰會啟動6年來取得的成績。隨後，奧巴馬請習
近平主席首先發言。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國際核安全體系，首先要

抓住當前核安全形勢的兩方面新特徵。一方面，
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進入新一輪活躍期，其中核恐
怖威脅尤其不容忽視，核材料擴散的風險在增

加。另一方面，在核安全峰會進程帶動下，國際
核安全防線更為牢固，核安全共識空前凝聚，各
國政府主體責任意識顯著增強，核安全法律和機
制日益完善，能力建設和執法合作不斷深化，核
安全文化逐漸普及。這些努力使和平利用核能事
業得以發展，也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作出了貢
獻。
習近平強調，加強國際合作，打擊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義是國際社會共識。核安全挑戰很大，但
我們決心更大。反對核恐怖主義困難很多，但我
們辦法更多。核安全沒有止境，也沒有捷徑。中
方期待同各方探討如何加強國際核安全體系，築
牢我們的核安全防線。

奧：美中將合作應對朝核威脅
另據BBC中文網報道，奧巴馬在與習近平會

晤後表示，美中兩國將加強合作應對朝鮮的核威
脅，並遏制朝鮮再進行導彈試射。
奧巴馬表示，美中兩國都希望看到朝鮮半島實

現無核化，並致力於實施聯合國通過的針對朝鮮
的新制裁，對平壤施加新的壓力。

習奧會要點
兩國達成的共識

■兩國關係：雙方同意繼續深化務實合作、建設性管控分
歧，不斷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建設。

■核安全問題：兩國發表聯合聲明，繼續加強核安全關鍵領
域合作，打擊核走私，堅持朝鮮半島無核
化。

■氣候問題：兩國將於4月22日簽署《巴黎協定》，並採取
各自國內步驟以便今年盡早參加《巴黎協
定》。

兩國仍存的分歧

■南海問題：中方不會接受任何以航行自由為借口損害中國
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行為。

■朝鮮半島問題：中方稱，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損人不利己」。

■台灣、涉藏問題：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
不為「藏獨」勢力從事反華分裂活動提
供任何支持和便利。

資料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31日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
統奧巴馬。雙方再次發表關於氣候變化
的聯合聲明，指出中美兩國將於今年4
月22日簽署《巴黎協定》，並採取各自
國內步驟以便今年盡早參加《巴黎協
定》。
這是中美發表的第三份氣候變化聯合
聲明。聲明說，過去三年來，氣候變化
已經成為中美雙邊關係的支柱。兩國已
在國內採取了有力措施建立綠色低碳和
氣候適應型經濟，助推全球應對氣候變
化行動，並最終於去年12月達成了《巴
黎協定》。

共同推動協定全面實施
聲明說，今天，兩國元首在共同努力

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又宣佈了一項重要舉
措。中美兩國將於4月22日簽署《巴黎
協定》，並採取各自國內步驟以便今年
盡早參加《巴黎協定》。他們還鼓勵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其他締約
方採取同樣行動，以使《巴黎協定》盡
早生效。兩國元首進一步承諾，將共同
並與其他各方一道推動《巴黎協定》的
全面實施，戰勝氣候威脅。
聲明指出，兩國元首認識到，《巴黎

協定》標誌着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性承

諾，也發出了需要迅速向低碳和氣候適
應型經濟轉型的強有力信號。為此，兩
國元首也承諾今年雙方共同並與其他國
家一道努力在相關多邊場合取得積極成
果，包括《蒙特利爾議定書》下符合
「迪拜路徑規劃」的氫氟碳化物修正案
和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應對國際航空溫室
氣體排放的全球市場措施。
在聲明最後，兩國元首承諾採取具體

步驟落實2015年9月聯合聲明關於運用
公共資源優先資助並鼓勵逐步採用低碳
技術的承諾。聲明認為，中美氣候變化
方面的共同努力將成為兩國合作夥伴關
係的長久遺產。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1日在華盛頓
會晤韓國總統朴槿惠，會談中朴槿
惠感謝中方在解決朝核問題上發揮
負責任作用。
報道稱，本次會談是朝鮮第4次
核試驗與發射遠程彈道導彈後中韓
首腦首次會面。鑒於朝鮮暗示有可
能進行第5次核試驗等發起新的挑
釁，兩位領導人就為確保半島和平
與穩定、實現半島無核化而開展合
作交換了意見。
朴槿惠表示，最近朝鮮進行核試
驗和發射導彈讓我們看到韓中兩國
的合作對朝鮮半島乃至地區和平與
穩定是多麼重要，感謝中方作為聯

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發揮負責
任的作用。

武大偉下周訪日商朝鮮問題
另據日本媒體報道，多名日本政

府消息人士1日透露，朝核問題六
方會談主席、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
務特別代表武大偉將於下星期一（4
日）訪問日本。武大偉將與日本外
相岸田文雄和外務省幹部舉行會
談，就中日兩國如何在朝鮮問題上
合作進行溝通。
武大偉因公務赴日還是2012年12

月安倍政府第二次上台以來的首
次。據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預
計武大偉還將談及有關南海問題的

日方應對。中方認為日本與南海無
關，對制衡中國海洋活動的安倍政
府加以指責。據分析，武大偉可能

會要求不要在10日於廣島市舉行的
七國集團（G7）外長會談中把南海
問題作為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國媒體報
道，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當地
時間4月1日中午12時45分左右，
朝鮮在咸鏡南道善德一帶向朝鮮半
島東海海域發射一枚地對空短程導
彈。韓國軍方正在密切注意朝鮮的
動向，做好應對的準備。
據悉，善德距江原道元山北部約

60公里。韓國情報當局正對朝鮮
此次發射的對空短程導彈進行縝密
分析。
報道稱，該導彈飛行約100公里

左右，起初被推測為彈道導彈，但
對雷達上出現的軌跡進行分析結果
顯示，該導彈為地對空導彈。
此次地對空短程導彈是朝鮮進入

今年以後，第6次發射飛行物，數
量共達17枚。韓國聯合參謀本部
表示，韓國軍方正對朝鮮的動向進
行密切關注。
朝鮮上月29日在江原道元山朝
向兩江道內陸地區發射了疑為300
毫米新型火箭炮的短程發射體，距
離此次發射行為僅時隔3天。

朝鮮昨再射導彈

應對氣候變化 中美月內簽《巴黎協定》 BBC環境事務記者馬特．
麥格拉思的報道稱，3月31
日在華盛頓簽署的《中美元
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是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就環境問題在
過去兩年內發佈的第三份聯合聲明。

2014年，兩國領導人列出了限制碳排放的
目標，這一目標也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對
象。2015年底的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期間，
習近平和奧巴馬的支持成為各方就限制全球
變暖不超過2攝氏度達成共識的重要原因。

儘管已有超過190個國家表態支持《巴黎
協定》，但協議的正式簽署和實施要等到4
月聯合國總部的簽字儀式。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已經邀請各國領導人參加簽字儀

式，他表示4月22日當天會有大約120個國
家的領導人到會。《巴黎協定》需要代表
至少55%全球碳排放的至少55個國家的正
式參加才能生效。而中美兩國碳排放總量
佔到全球總量的40%，中美簽署協議，意味
着剩下的工作變得更加簡單。

一旦協議簽署各方達到碳排放總量55%或
者55個國家這兩個數字，《巴黎協定》就
將於今年付諸實施。

世界資源研究所氣候倡議主管戴維．瓦
斯科表示，中美兩國表態將於年內盡早加
入《巴黎協定》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信
號。聲明強化了氣候變化在兩國關係裡的
重要性，也傳遞出兩國兌現相關承諾的信
心。 ■BBC

兩最大排放國兌諾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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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感謝中方在朝核發揮作用

■■習近平主席在華習近平主席在華
盛頓會見奧巴馬總盛頓會見奧巴馬總
統統。。 中新社中新社

■習近平在華盛頓會見朴槿惠。 新華社

■朝鮮今年以
來曾多次發射
導彈。圖為3
月3日朝鮮發
射短程導彈的
電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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