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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巍：「一地兩檢」符基本法
梁美芬引述訪京會談 指關鍵如何討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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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關係，繼續
培育這種關係非常重要。為了不斷改善關係，最要
緊的，就是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了解彼此。

中國需與世界各國和睦相處
為了實現到2049年步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達到

財富公平分配，生活小康，建立健康的生活環境和
法治社會這一願景，不僅現在，而且長時期內，中
國都需要與鄰國和世界各國和睦相處。

在清朝最後100年裡，三分之一的國土割讓給了
外國列強。所以對中國人民來說，領土完整是一個
情感化的、敏感的問題。事實上，中國並沒有殖民
或征服別國領土的野心。她也不贊成利用任何宗教
或意識形態，去影響別國人民，或攫取別國土地。
在明朝鼎盛時期，中國佔全球GDP的30%，但她仍
保持了和平，沒有侵犯別的國家。中國軍隊現代化
的目的，只是為了對外來入侵形成威懾。

儘管這些年來起起伏伏，但美中關係的確在積極
地向前發展。

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經達到5,540億美元，已成為美
國最大的交易夥伴，據美國統計數字，2015年的對
華出口給美國帶來了近100萬個就業崗位。而直接
投資額快速增加，人員交往大幅增加，到2015年
底，美國公司的對華直接投資總額為775億美元，
每年增長速度為20%。同時，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
資從2000年的5,000萬美元，增加到2015年底的466
億美元。據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計算，到2015年
底，中國的直接投資給美國帶來了 9 萬個就業機
會。兩國之間也有廣泛的文化交流，目前有49萬中
國學生在美國學習，而美國就有10萬年輕人在中國
學習。

在全球事務上，兩國的合作也日益增加。去年12
月的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為
有美國和中國的共同努力。其次是在全球熱點問題

上的合作，如伊朗核協定，以及中國積極參與阿富
汗的國家建設，等等。雙方需要加強兩國的合作，
去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無核化。而面對迫在眉睫
的全球性衰退，兩國更需齊心合力，與其他主要經
濟體協調一致，為世界經濟增添活力。

中美兩國分歧不可避免。而幸運的是，分歧到目
前為止都得到了控制。但也有可能出現分歧無法控
制的時候，其結果將是美中關係受到傷害。尤其念
及這一點，我就想借此機會和你們說說南海問題。

到底誰擁有南沙群島的主權？
中國人發現了南沙群島，最早考古證據，可以追

溯到幾百年以前。早在18世紀，由中國海南島漁民
編制的打魚航海路線圖，不僅命名了南沙群島中的
大部分地物，而且對航海線路進行了詳細記述，更
會於捕魚旺季時住在這些島上。

而且，中國對南沙群島行使主權可以追溯到元
朝。當時官方測量的元朝疆域，就包括了南沙，後
來在清朝，南沙和海南島被正式併入廣東省管轄。

中國擁南沙群島主權證據明確
在二戰結束之前的近代史中，大量明確而有說服

力的證據，都證明中國擁有南沙群島的主權，這也
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公認。而且這些都
可以在非常重要的國際條約和宣言中找到，如1943
年11月27日的《開羅宣言》；1945年7月26日的
《波茨坦公告》；1951年9月8日簽署的《和平條
約》也叫《三藩市條約》；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
中華民國簽署的《中日和平條約》；1971年通過的
聯大2758號決議，以及1972年9月29日簽署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所有
這些條約和聲明，無論單獨看還是六個一起看，都
證明從法律上講南沙群島是屬於中國的。

上世紀50年代以來，越南搶佔了南沙許多島嶼，
菲律賓在70年代也如法炮製。70年代時，南海發現

蘊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結果這個地區變得日益
緊張。1982年，局勢進一步惡化；隨着《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的頒佈，沿岸12海里領海和200海里專
屬經濟區建立，使聲索和反聲索進一步複雜化，並
吸引更多東盟國家在南海提出主權要求直至今天，
在南沙所有地物中，越南佔了29個，菲律賓佔了8
個，中國只有9個。

7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敦促各方克制。中國認
為，只要各國同意共同開發、分享資源，和平就可
以維持，而主權爭議留給子孫後代去解決。中國開
始與其他聲索國進行雙邊談判。

不幸的是，這些談判並未取得進展之時，當地已
經鑽了1,000多口油井，而到目前為止，中國在那一
地區沒有打過一口油井。

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達成；東盟與中
國也正在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的制定。

國際上有人指責中國不按國際法準則解決南海主
權爭端。很多人並不知道，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UNCLOS）成功產生一份公約，是經過了九年的
馬拉松式討論和談判。僵局之所以打破，是因為公
約賦予各方選擇權，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劃定邊界時
可以有例外。

中國1996年6月7日批准了這個公約，並同時聲
明，重申對包括南沙群島在內的所有中國群島和島
嶼擁有主權。2006年8月25日，中國根據公約第298
條作出聲明，表示任何主權和海域劃界問題，都排
除在公約下的任何爭端解決機制的管轄權之外。另
外30多個國家也持類似立場。

在這個法律依據下，中國拒絕參與菲律賓提起的
海牙常設仲裁庭的訴訟。法律專家認為，中國在這
方面的立場是合理合法的。

中國南海行為促進和平共同繁榮
我希望，通過以上，你們可以體會到中國在南海

的行為既不是挑釁性的，也不是自以為是，而是相
當克制，其目的是促進和平與共同繁榮。但南海問
題現在幾乎每天都上頭版。美國人覺得中國人自
負、咄咄逼人、不可理喻、不遵守國際法律法規；
而中國人則強烈地認為歷史、邏輯和法律都站在自
己這一邊，除此之外，中國仍在耐心地、建設性地
尋求和平解決。中國不理解為什麼美國要採取不同
看法，要無視歷史事實，甚至頻頻在南海用軍事演
習來表達她的意見。美中關係對兩國人民和世界來
說太重要了。

此時此刻，保護美中關係必須是我們所有人的第
一要務。該是我們刻不容緩地重新思考、重新評估
相關問題的時候了。 （演講全文刊文匯網）

（小題為編輯所加）

董建華先生5月11日在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演講節選

■董建華在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演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立法會換屆選
舉將於9月舉行，在教育局工作多年、身兼多項
公職的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昨日首
次表明正積極考慮以獨立身份參選立法會教育界
功能組別議席，如果最終成事，意味着她將挑戰
近日已獲教協理事會一致推薦參選的現任議員葉
建源。蔡若蓮形容，自己是中間派別，有意出選
主因是希望為教育界帶來更多選擇，扭轉近年
「教育政治化」的不健康現象。
蔡若蓮曾任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及高級課

程主任等，現時擔任教聯會副主席。她與記者聚
會時強調，目前仍在聆聽教育界意見及爭取支
持，最遲6月定案。她考慮以獨立身份參選，正
是要避免被固有立場束縛，「假如由會方派出參
與，既定立場或會成為包袱，我只希望為所有教
師發聲。」

自信較有溫度感情「信念之爭」
被問到有意參選原因，她解釋，教育界議席近

年「有少少壟斷」，希望挺身而出，讓教師「有
得揀」。雖然「潛在對手」葉建源從政經驗較豐
富，但相信自己較有溫度和感情，加上一直於學
校前線工作，今次將是「信念之爭」。
她坦言，自己感受到近年很多教育事件均在不

同情況下演變成政治事件，導致學校承受很多不
必要的壓力，這種「教育政治化」現象很不健
康，希望參選可扭轉情況。「以最近小三TSA為
例，是否參與應為教育專業決定，早前卻因正值
區議會選舉，演化成政治問題甚至引發罷課，多
少學校因此被迫至牆角。」
蔡若蓮指出，教育界目前正面對很多問題，包

括縮班殺校、學校編制過時、教師形象低落等，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責無旁貸，「局方教育政策大都是緩衝之計，小修小
補，欠缺遠見。……但對任何人都唔應該放棄，佢一日出
糧，一日都要做嘢，鬧到佢做為止。」

黃均瑜：樂見帶來更多選擇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昨日以個人名義對蔡表示支持，樂見她

為教師帶來更多選擇。但他表示，教聯會是否支持蔡參選仍
言之尚早，將準備問卷查詢會員意見，如取得過半數支持，
再決定相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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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右）表示正積極考慮以獨立身份參選
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席，黃均瑜（左）個人
表示支持。 姜嘉軒 攝

梁美芬昨日在會面後對傳媒表示，訪京團會上就
「一地兩檢」問題向馮巍提出，大部分香港人

希望落實高鐵「一地兩檢」，香港各界就此提出各
種方案，包括參考英法、美加等不同司法管理區合
作模式。彼此一致認同，「一地兩檢」絕不會影響
「一國兩制」。
她引述馮巍說，高鐵「一地兩檢」主要問題不在
於法律問題，「一地兩檢」一定符合香港基本法，
主要是當下大家如何討論。馮巍在會面中呼籲訪京
團成員返港後，協助更多香港市民明白，「一地兩
檢」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

鼓吹「港獨」者 僅極少數人
梁美芬又指，馮巍在會談中回應香港有小部分人

鼓吹「港獨」的問題時指出，相信只有極少數港人
主張「港獨」，絕大部分港人，包括持不同政見的
人都明白，「港獨」違反香港基本法，也不會認同
這種極端害港以及違反基本法的思想。
訪京團團長馬恩國表示，訪京團主要議題是「一

帶一路」，他希望「一帶一路」給香港帶來經濟成
果，這些成果切實落實到基層市民，而非「為商不
為民」，讓香港市民享受到國家頂層政策。

37人訪京團今會張榮順
訪京團由香港大律師及律師組成，成員包括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等37
人。他們先後拜會全國港澳研究會、中國法學會、
最高人民法院等機構，今日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昨日在

京會見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2016「一帶一路」訪京團一行。訪京團名譽顧

問、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會面後對媒體表示，彼此會面談及「一地兩檢」

及「港獨」問題。她引述馮巍說，「一地兩檢」主要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關鍵在於當下如何討論。

■馬恩國 馬靜 攝■梁美芬 馬靜 攝

李肇星：港青前途光明 勉愛國愛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國公共外交協會
會長、前外交部部長李肇星昨日來港出席講座時，談
到香港現狀和未來。他指出，香港人均壽命比內地高
好幾歲，說明生活條件好和醫學水平先進，認為香港
年輕人發揮才能和特長的空間很大，前途一片光明。
他希望香港年輕人特別注意熱愛祖國、熱愛人民。
李肇星應中外友協和平發展基金會、香港浸會大

學尚志會等邀請，昨日在浸會大學以「中國傳統文
化與我的外交生涯」為題發表演說。講座吸引大批
學生參與，演講廳內座無虛席。
李肇星發言時，把中國傳統文化概括為六個字：

仁、義、禮、智、信、和。他勉勵年輕人說，做人
要善良和有正義感，不能空談，要付諸行動，並強
調有了世界和平才能共同發展。

鄉村孩子 國家栽培踏外交路
他提到，自己原本是鄉村孩子，受了國家很多恩惠

才踏上外交之路，所以常常提醒自己要熱愛祖國，為
人民好好幹事，而現時香港各方面條件都比過往內地
要先進，認為香港年輕人發揮才能和特長的空間很

大，希望香港年輕人也愛護祖國、熱愛人民。

「以和為貴」外交為世界和平
李肇星談到國家外交政策時表示，「以和為貴」是

中國傳統，中國外交所有工作都是為了世界和平，
因為有了世界和平才能共同發展。他指出，中東、
非洲等問題，都是阻礙發展重要因素，需要尋求和
平的解決辦法。
對於國與國之間的衝突，有人認為主要因為文化

差異，李肇星卻認為，衝突源於利益，而中國根本
利益與世界一致，這是中國外交最大優勢。聯合國
作為世界上最大政府間國際組織，沒有權利干預任
何一個成員國家的內部事務，這跟中國外交主張是
一致的。
他指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卻要領導世界。他憶述

自己擔任外交工作期間，有美國外交人員把美國外
交政策總結為「領導」和「合作」，而自己則把中
國外交政策總結為「和平」和「獨立」。
李肇星強調，「我們一切為了和平，在政治上和各

國一律平等、共享，而且要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李肇星與其他出席者合照。 劉國權 攝

■李肇星指
出，香港年輕
人前途一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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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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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天氣預測
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

22/5(星期日)
氣溫：24℃-29℃

濕度：75%-95%

初時有幾陣驟雨
短暫時間有陽光

23/5(星期一)
氣溫：25℃-29℃

濕度：75%-95%

短暫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24/5(星期二)
氣溫：26℃-30℃

濕度：70%-90%

短暫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25/5(星期三)
氣溫：26℃-31℃

濕度：70%-90%

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路邊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低至中
低至中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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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10+

低

中

高

甚高

嚴重

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
設於中西區、深水埗、
東區、觀塘、葵涌、
荃灣、大埔、沙田、
東涌、元朗、屯門、
塔門

2016年
5月21日

星期六

多雲，間中有雨及狂風雷暴，早上雨勢有時頗大
氣溫：

潮漲：

潮退：

日出：

23℃-27℃

08:21(2.0m)

01:51(0.9m)

05:42

濕度：

21:31(1.6m)

14:57(0.7m)

日落：

80%-95%

18:58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澳洲

歐洲

美洲

檀 香 山
洛 杉 磯
紐 約
三 藩 市
多 倫 多
溫 哥 華
華 盛 頓

23℃
15℃
12℃
12℃
9℃
10℃
12℃

30℃
21℃
24℃
17℃
22℃
17℃
23℃

驟雨
毛毛雨
天晴
多雲
天晴
驟雨
多雲

曼 谷
河 內
雅 加 達
吉 隆 坡

27℃
26℃
24℃
24℃

36℃
33℃
34℃
33℃

雷暴
毛毛雨
有雨
雷暴

悉 尼

阿姆斯特丹
雅 典
法蘭克福
日 內 瓦
里 斯 本

14℃

10℃
16℃
9℃
6℃
15℃

22℃

18℃
27℃
20℃
18℃
29℃

多雲

驟雨
有雨
多雲
天晴
天晴

馬 尼 拉
新 德 里
首 爾
新 加 坡
東 京

墨 爾 本

26℃
29℃
17℃
23℃
13℃

9℃

34℃
42℃
31℃
32℃
25℃

20℃

有雨
沙塵暴
天晴
雷暴
多雲

多雲

倫 敦
馬 德 里
莫 斯 科
巴 黎
羅 馬

芝 加 哥

13℃
11℃
8℃
11℃
11℃

9℃

19℃
26℃
15℃
19℃
21℃

14℃

多雲
天晴
有雨
驟雨
有雨

天晴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長 春
長 沙
成 都
重 慶

16℃
15℃
19℃
18℃
19℃

30℃
27℃
23℃
25℃
28℃

天晴
天晴
多雲
有雨
多雲

大 連
廣 州
貴 陽
海 口
杭 州
哈爾濱
合 肥

15℃
22℃
16℃
25℃
19℃
15℃
17℃

23℃
27℃
24℃
29℃
21℃
25℃
20℃

天晴
有雨
多雲
雷暴
有雨
天晴
雷暴

呼和浩特
濟 南
昆 明
蘭 州
拉 薩
南 昌
南 京

12℃
16℃
14℃
10℃
7℃
19℃
17℃

26℃
28℃
21℃
18℃
18℃
22℃
20℃

密雲
多雲
有雨
多雲
有雨
密雲
有雨

南 寧
上 海
瀋 陽
石家莊
台 北
太 原
天 津

22℃
20℃
10℃
17℃
24℃
13℃
18℃

31℃
22℃
29℃
26℃
30℃
29℃
28℃

多雲
有雨
天晴
多雲
有雨
天晴
天晴

烏魯木齊
武 漢
西 安
廈 門
西 寧
銀 川
鄭 州

9℃
17℃
16℃
21℃
6℃
13℃
17℃

17℃
22℃
28℃
24℃
12℃
22℃
26℃

多雲
密雲
多雲
有雨
有雨
有雨
多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