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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憂台灣再淪為美國軍火商「提款機」

中方支持緬甸維護穩定復甦經濟
秦剛訪問緬甸並赴印度出席上合組織外長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5月2日至5日訪問緬甸並赴印度

出席上合組織外長會。外交部發言人2日表示，外長此訪旨在支持緬維護穩定、復甦經濟、改善民

生、實現可持續發展。日前，秦剛會見聯合國秘書長緬甸問題特使海澤時也提到，支持緬國內各方

各派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通過政治對話彌合分歧，重啟政治轉型進程。國際問題專家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中國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緬甸局勢穩定，希望中國周邊和平友愛。中國提

出全球安全倡議也需要得到更好落實，在推動緬甸局勢穩定方面，中國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外交部發言人2日提到秦剛訪問緬
甸時表示，秦剛此訪旨在落實

習近平主席2020年1月歷史性訪緬成
果，深化經濟、民生等領域務實合
作，支持緬維護穩定、復甦經濟、改
善民生、實現可持續發展。

會見海澤：緬甸問題沒有「速效藥」
5月1日，秦剛在北京會見聯合國秘

書長緬甸問題特使海澤。秦剛表示，
緬甸是中國山水相連的近鄰，中方比
任何國家都希望緬甸實現穩定發展。
緬甸問題背景複雜，內外因素錯亂交
織，沒有「速效藥」。國際社會要尊
重緬甸主權，支持緬國內各方各派在
憲法和法律框架下，通過政治對話彌
合分歧，重啟政治轉型進程。要尊重
東盟斡旋努力，推動落實東盟「五點
共識」。要審慎、務實行事，防止激
化矛盾，導致危機外溢。希望特使女
士秉持客觀公正，發揮橋樑作用。中
方願繼續為特使女士斡旋努力提供支
持和幫助。
海澤表示，解決緬甸問題應當由緬
甸主導，尊重緬甸人民意願。對話不
能改變過去，但能改變未來。聯合國
主張通過對話實現緬和平與安全，促
進地區共同發展繁榮，同時尊重和維
護人權，支持東盟在其中發揮積極作
用。聯合國讚賞中方為推動解決緬甸
問題發揮的重要作用，希望中方繼續
為緬和平、穩定與發展作出積極貢

獻。
有外媒報道，今年3月，中國成功

促成沙伊和談對話後，緬甸聯邦政治
談判協商委員會呼籲中國幫助結束國
內衝突。3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汪
文斌對此作出回應，他表示，作為緬
甸的友好鄰邦，中方一直密切關注緬
甸局勢發展，希望緬各黨各派從國家
和民族長遠利益出發，在憲法和法律
框架下，通過對話協商尋找妥善解決
辦法，盡早恢復國家社會穩定，重啟
政治轉型進程。汪文斌說，在這一過
程中，中方願同國際社會一道，為緬
方提供建設性幫助。

學者：中國斡旋促和作用大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

長王義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表示，緬甸與中國的關係眾所周
知，在歷史上就有着非常密切的良
好的外交關係，緬甸是與中國共同
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
周恩來總理也曾九次訪問緬甸。中
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緬甸
也積極響應，簽署中緬油氣管道等
合作項目。此外，緬甸也是與中國
簽署命運共同體聯合聲明的國家。
近些年因為緬甸局勢，對緬甸發展
有所影響。今年，中國還要舉辦第
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所以，中國比任何國家都希望
緬甸局勢進一步穩定，希望中國周

邊更加和平友愛，也希望能由此可
以帶動緬甸更好地融入到東盟大家
庭，促進中國與東盟關係更進一
步，這也是中國外交一項重要工
作。
王義桅表示，中國提出全球安全倡

議和全球發展倡議需要得到更好的落
實，而且中國已經成功調停沙伊矛
盾，促成沙伊復交。所以中國在緬甸
局勢穩定方面也可以發揮重要的斡旋
和促和作用，這也能體現中國在踐行
全球安全倡議方面的大國擔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5月2日，國務
委員兼外長秦剛在雲南中緬邊境調研時強調，要
切實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維護中緬邊境穩定，
推進中緬友好合作，不斷開創涉邊、涉緬工作新
局面。
秦剛實地查看了姐告國門、畹町口岸芒滿通

道、瑞麗試驗區綜合展示中心和「一寨兩國」邊
境社區，聽取基層單位和一線工作人員的意見建
議。他表示，雲南處於對緬工作的最前沿，在促
進中緬關係中發揮着獨特的作用。要堅持依法治

邊，加強對陸地國界法學習宣傳和貫徹落實，完
善黨政軍警民合力強邊固防體系，維護邊界清晰
穩定，嚴厲打擊跨境犯罪活動。要統籌邊境管
理、邊貿發展、雙邊關係，促進中緬正常邊貿和
人員往來，口岸能開盡開，加快跨境經濟合作區
建設，以產能合作、園區建設為抓手推進中緬經
濟走廊建設，助力兩國經濟社會發展。要在黨中
央統一領導下，發揮雲南獨特優勢，做好地方外
事工作，維護邊境和平安寧，維護中緬友好大
局。

秦剛在雲南中緬邊境調研
強調開創涉邊工作新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當地時間2日早晨（北京時間中
午），中國從蘇丹撤離的部分人員
從沙特吉達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國
際機場，乘坐中國國際航空CA090
臨時航班啟程回國。這也是蘇丹局
勢突變以來，中國搭載撤離人員從
沙特起飛回國的第二架臨時航班。
據了解，航班上共搭載140餘名

乘客，均為中國公民，預計經過大
約十個小時的飛行抵達北京首都國
際機場。在此之前，首批乘坐臨時
航班從沙特回國的中方撤離人員已
於4月29日上午抵達北京。
媒體報道，4月29日早上，在解

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護衛
下，綜合補給艦「微山湖艦」搭載
約500名由蘇丹撤離人員，抵達沙

特阿拉伯的吉達港，完成第二批人
員轉運，當中包括200多名中國公
民，以及巴基斯坦、巴西等國人
員。
蘇丹武裝部隊與快速支援部隊4

月15日爆發武裝衝突，截至5月1
日已造成至少 528 人死亡，逾
4,599人受傷。多個國家也緊急開
展從蘇丹撤離人員的行動。

美國25家軍火商代表團5月1
日抵台展開竄訪行程，並於3日
出席「台美防務產業合作論
壇」，拜會「中科院」、台灣軍

工產業界。這是自2019年以來，美國最大防務產業
代表團竄訪台灣。

防務工業大型代表團竄訪台灣
對於有外傳軍火商將到訪蔡英文辦公室，由台灣

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接見，對此，國民黨民意代表李
德維批評，民進黨拍馬屁不要拍過頭，拿人民血汗
錢買武器；國民黨民意代表陳以信也呼籲，軍火採
購必須經過民意代表監督。但蔡英文辦公室發言人
已否認此消息。

該代表團是由美國太平洋陸戰隊退役司令魯德率
領，是2019年以來，美國首次專門聚焦防務工業的
大型代表團竄訪台灣，美台商會會長韓儒伯也會隨
團來台，訪團成員亦包含多名無人機研製專家。

目前已知訪台軍火商及相關單位，分別是洛克希
德．馬丁、雷神技術、戰術空中支援公司、宇航環
境公司、貝宜系統、立方公司、通用原子、奇異公
司、MARTAC、諾格、2049計劃研究所、美台商
會、FILR系統公司、內華達山脈等。防務部門人士
指出，代表團來台主要是竄訪「中科院」，與民間

產業進行交流，沒有拜會台灣防務部門。

「備戰不如避戰」
代表團5月1日前往苗栗縣竄訪台灣本土火箭製造

商台灣晉陞太空公司。美方防務產業代表團成員表
示，非常感興趣持續跟台灣及晉陞公司合作。

對於美國25家防務承包商組成的代表團抵台竄
訪，國民黨防務系統民意代表吳斯懷表示，台灣對
美新購戰機預算都付了將近一半，交機卻延宕兩年
多，美方也該給個交代，不能官員說一套、參眾議
員說一套、軍火商說一套，或兩手一攤，拿疫情影
響供應鏈作為理由。

有分析指，美國軍火商訪台究竟是為了協助台灣強
化防務自主能力，還是為了爭取民進黨當局採購更多
軍備，這是很容易可以分辨的事。蔡英文當局以推動
史上最多軍購為榮，卻面臨美國諸多軍售案無法如期
交貨的尷尬，這次美國軍火商來台，相關部門應把握
機會要求美方軍火廠商盡快履約，而不是幫軍火商說
好話，說他們不是來台「推銷」，而是「訪商」的。

兩岸軍事實力懸殊，「備戰不如避戰」，歸根究
底，兩岸出現兵兇戰危，蔡英文當局若不修正錯誤
的兩岸政策，一再升高兩岸對抗，買再多的軍備都
難以換得台海和平，最終只會淪為美國軍火商的
「提款機」。 ◆中通社

 &

《航拍中國》台灣篇首播「同根共祖」引兩岸共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兵1日呼
籲聯合國秘書處持續加強維和全面
預算績效管理，切實加強內控，提
高維和行動效率和效力。
戴兵當天在第77屆聯合國大會

行政和預算委員會（第五委員
會）第二次續會開幕式上發言
說，財政是聯合國治理的基礎和
重要支柱。作為聯合國最大的單
項預算，維和資金規模高達數十
億美元。中方一貫主張聯大五委
按照科學合理的原則，認真審議
維和預算，為維和行動履行授權
提供必要資源。
戴兵說，2023/2024財年秘書長

擬議維和預算出現較大幅度增長，
加重會員國財政負擔，不少會員國

對此表示關切，應謹慎對待並仔細
審議。中方支持審計委員會充分發
揮外部審計監督職能，提出寶貴建
議，持續優化預算管理。中方支持
聯合國盡快向出兵/出警國履行補
償款義務。
戴兵說，中方以切實行動，積極

履行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和
義務。各維和團應有效利用資源
履行核心授權。當前，地區形勢
不穩定因素上升，維和人員面臨
的安全威脅進一步提高。作為派
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和第二大維和攤款國，中方
對此深表關切。希望聯合國嚴格
落實安理會和聯大有關決議，確
保資源投入，準確研判、有效化解
威脅維和人員安全的各類風險，推

動維和人員安全議程進一步取得進
展。
戴兵表示，建和融資議題自去
年開始討論以來，已三度延期。
中方高度重視建和工作，積極參
與討論並提出符合聯合國現行財
務規則和預算管理規定的建設性
解決方案。聯合國財政管理領域
的規章制度和傳統應該得到充分
尊重，發達國家作為建和融資主
要出資方的歷史責任不能也不應
該改變，使用會員國攤款融資必
須體現會員國對攤款的監管權
利。這是包括中方在內的很多會
員國的普遍關切，應該予以重視
並妥善處理。中國代表團願與各
方一道，繼續本着建設性態度積
極參加各項議題磋商。

中方籲聯合國加強維和預算績效管理

◆5月1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北
京會見聯合國秘書長緬甸問題特使海
澤。 新華社

◆5月2日，秦剛實地查看了姐告國門、畹町口岸芒滿通道、瑞麗試驗區綜合展示中心和「一寨兩
國」邊境社區，聽取基層單位和一線工作人員的意見建議。 外交部網站

◆當地時間5
月2日早晨，
中國從蘇丹撤
離的部分人員
從沙特乘坐國
航 CA090 臨
時航班回國。

視頻截圖

第二架從蘇丹撤離中國公民航班抵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飛越一灣淺淺海
峽，俯瞰中國寶島台灣。」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製
作的紀錄片《航拍中國》第四季台灣篇日前播出，
在台灣引起強烈反響。
台灣篇是《航拍中國》第四季的第11集，也是最

後一集。這趟約50分鐘的「空中之旅」從澎湖列島
開始，飛越至360餘年前鄭成功登陸台灣之處台南
鹿耳門溪，來到位於花蓮的清水斷崖，在台灣公認
的最美沿海公路間穿梭，於人口稠密的台北街巷中
品味綿長多雨氣候帶來的獨特生活節奏。畫面最後
停留在金門島上，解說詞提道，大陸和台灣的距離
從來就是這麼近——一樣的紅磚古厝，一樣的閩南
語，一樣的文字，一樣的祖先。
台灣「中時新聞網」稱，《航拍中國》首次飛

越台灣海峽拍攝的台灣篇引發了觀眾的無數想像
與期待。紀錄片不僅通過宏觀的空中俯瞰視角，
以震撼的影像之美勾勒出台灣的山河壯麗，也用
細膩的鏡頭語言，以微觀的人文故事呈現了兩岸

同根的文化傳統與情感連結，見證了海峽之間的
血脈親情。
「同根共祖」是台媒報道中另一個關鍵詞。台灣

中央社表示，紀錄片空拍台灣多處景點以及文化活
動，表示大地不斷變化，但從未改變的，是家鄉熟
悉的味道，以及同根共祖的文化傳統。
台灣「聯合新聞網」注意到，作為《航拍中國》
第四季的收官之作，台灣篇中出現了鵝鑾鼻海岸、
中央山脈、台北101大樓、宜蘭龜山島、台東縣樟
原海岸、日月潭等多處台灣知名景觀畫面。此外還
有媽祖環島巡遊、屏東王船祭等文化活動。紀錄片
在大陸社交平台引起了熱烈討論，不少網友稱讚台
灣寶島風景秀麗，也有許多人表達了兩岸早日統一
的盼望。
台灣「TVBS新聞網」稱，總長約50多分鐘的紀

錄片內容，不只有台灣各個知名景點、廟會民俗慶
典，也包括澎湖的風景，幾乎讓台灣從南到北一覽
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