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美國《紐約時報》25日報道
：韓國周三表示，未能就本國民用核能計劃與
美國達成協議，於是兩國決定將2014年到期的
《韓美原子能協定》的期限延長兩年，並從6月
份開始每三個月舉行一次修改談判。

韓國希望美國解除對濃縮鈾和乏燃料（即
反應堆內燒過的核燃料）再處理的禁令，但在
這個議題上兩國依然存在很深的分歧。在1972
年簽訂的《韓美原子能協定》中，美國使韓國
接受了該禁令。

這項協定將於2014年3月到期，在兩個盟國
談判之時，韓國要求解除禁令，以便能自行濃
縮鈾，來製造自己的核燃料。目前，韓國所有
核燃料都是進口的。韓國還想對乏燃料進行再
處理，將廢料轉變為新燃料，用於正在研發的
下一代反應堆。

不過，同樣的技術也可用於製造核武器所
需的原料。美國政府擔憂，不管是允許韓國進
行鈾濃縮還是進行乏燃料再處理，都將損害美

國在全球範圍內的遏制核擴散的努力。
但朴槿惠在去年12月的競選中，把促使美

國在這個問題上做出讓步，當成了主要的競選
承諾之一。她在2月份就職後，曾多次呼籲美國
做出讓步。此次未能說服美國解除禁令，無疑
對朴槿惠政策是一個打擊。

韓國外長尹炳世表示，相關談判將會是對
盟友間 「信任度」的重要考驗。韓國《中央日
報》上周六在社論中表示， 「華盛頓對韓國的
信任，似乎不如美方多番強調的那樣深厚。只
將協議延長兩年，並不代表兩國可以減少分歧
，此舉僅是避免爭執的權宜之計。」

韓國現在是世界第五大核能生產國，該國
以23個核反應堆滿足了35%的電力需求。韓國對
原子能的依賴預計將在2030年達到60%。韓國有
志成為全球核電站出口大國，韓國方面認為，
減少美國對其核活動的限制對於該計劃的實現
非常重要。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A9國際新聞責任編輯：張佳晴
美術編輯：譚志賢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及路透社25日消息：針對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所作出的否認侵略歷史等妄言，韓國外交部25日上午召見
日本駐韓大使別所浩郎，對安倍內閣表示強烈抗議。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在2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如果日本領導人將日
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視為引以 「自豪」的 「歷史和傳統」
，企圖挑戰二戰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日本同亞洲鄰國的關係將
沒有未來。

安倍晉三23日在國會發言時稱，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
不一定被定義為 「侵略行為」。隨後又於24日表示日本議員向為
國捐軀的英靈表達尊敬之意理所當然，日本內閣成員不會屈服於
任何威脅，維護日本基於歷史和傳統的自豪也是首相的工作。

韓或推遲任命新駐日大使
韓國外交部表示，如果日本進一步提高挑釁力度，韓國將推

遲任命新的駐日大使。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金奎顯25日召見別所
浩郎。金奎顯說，日本社會內部十分重視正直和信任，但對侵略
和殖民統治的歷史卻視而不見，這很令人費解。韓方願意與日方
共創美好未來，但對日方這樣的態度深感遺憾。他敦促日本政府
正視日本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給周邊國家造成的巨大傷害，並糾
正錯誤的歷史認知和言行。別所浩郎則表示會向日本政府轉達韓
國政府的立場。

就韓國方面抗議安倍晉三表態允許閣僚參拜靖國神社一事，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25日出席記者會稱，日本將從大局出發，
以對地區和平與繁榮負責的態度繼續努力加強與韓國、中國
的關係。

安倍否認侵略 中韓強烈抗議

若遭拒絕或撤出全部人員若遭拒絕或撤出全部人員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及美國《紐約時報》25日報道：韓國政府25日下

達最後通牒，正式向朝鮮提議，舉行有關開城工業園區問題的工作會談，並
要求朝方在周五前回覆。他表示，如果朝鮮拒絕提議，韓方將採取 「重大舉
措」 。有猜測認為， 「重大舉措」 可能是撤回滯留的全部韓方人員。

◀韓美士兵
25日在浦項
舉行軍演

路透社

▲韓國示威者25日在首爾燒毀日本軍旗抗議安倍的言論
路透社

▶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右二
）25日出席閱
兵儀式

路透社

◀朝鮮士兵25
日在平壤參加
閱兵儀式

路透社

韓國統一部發言人金炯錫在25日召開的緊急
記者會上指出，會談的主要目的是在人道主義的
角度上，解決開城工業園區勞務人員的基本問題
，推動園區的生產活動恢復正常。金炯錫說，本
次提議中包括會談的級別和具體時間，與本月11
日的對話提議相比更進了一步。

「終極籌碼」留想像空間
金炯錫警告說，韓國政府要求朝鮮當局在明

日（26日）下午之前對韓方的會談提議作出回應
，如果朝鮮拒絕本次提議，韓方將不得不採取 「
重大舉措」。金炯錫沒有透露 「重大舉措」的具
體內容，只說給大家留下想像空間。

但有猜測指，韓方的 「終極籌碼」便是撤回
目前仍滯留在園區內的176名韓國管理人員，以及
終止經營園區內123家韓國企業。但不管是朝鮮還
是韓國，都不願意成為第一個宣布永久關閉開城
園區的一方。

4月3日，朝鮮單方面宣布關閉開城工業園區
，禁止韓方人員 「入園」。此後，園區內的韓國
企業由於缺乏物資，貨物亦無法運出銷售，正處
於破產邊緣。韓國政府周三已經向這些企業提供
經濟援助。周四，這些韓國企業的擁有者發布聯
合聲明，呼籲韓朝政府履行承諾，保護開城的投
資。

緊張局勢升級
金炯錫還說，韓國政府24日去信朝方，希望

可以允許向園區內滯留的韓國人送去緊急食物及
藥品援助等，但朝方並未接受相關文件，韓國政

府為此深表遺憾。金炯錫說，向開城運送食品和
藥品是為了保障韓方滯留人員的基本生活，並不
是談判籌碼。韓國政府希望韓朝雙方能夠走上共
同和平與繁榮之路，因此非常真誠地提出了有關
對話提議。

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在4月份不斷升級。4月3日
，朝鮮單方面宣布關閉開城工業園區，禁止韓方
人員 「入園」。8日，朝鮮宣布撤走開城園區內的
全部朝鮮勞務人員。11日，韓國統一部向朝鮮提
出對話提議但遭到拒絕。17日和19日，朝鮮兩次
拒絕韓方企業人士為園內滯留的韓方人員提供生
活物資的請求。目前開城園內仍有176名韓方人
員 。

金正恩閱兵提振士氣
據朝中社25日報道，為慶祝朝鮮人民軍建軍

81周年紀念日，朝鮮當天在錦繡山太陽宮殿舉行
小型閱兵儀式，包括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
恩在內的朝鮮領導層、平壤市的部隊和人民內務
軍官兵、勞動黨和工作團體幹部及工作人員參觀
了分列式表演。

朝鮮中央電視台於當天下午8時許錄播了當天
的活動。據推測，朝鮮之所以在今年舉行大規模
活動，是為了在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下提高軍隊士
氣和加強內部團結。去年4月，朝鮮為慶祝金日成
誕辰100周年，在金日成廣場舉行大規模閱兵式，
公開了導彈等最新武器。但此次的小型閱兵式沒
有出現軍事武器。在官兵走過主席台時，金正恩
敬禮致意，同時飛機編隊低空飛行，接受了檢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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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士兵韓國士兵2525日在浦項與美軍進行聯合登陸演習日在浦項與美軍進行聯合登陸演習 路透社路透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薩瓦25日消息：孟加拉製衣廠大樓倒塌事
故的死亡人數，25日已上升至204人。救援人員在瓦礫中挖掘屍體
的同時，數以千計的孟加拉工人上街，遊行至主要製造業聯盟位於
達卡的總部，要求懲罰倒塌大樓內製衣廠的老闆。

高級警官瑞扎當天表示， 「死亡人數已上升至204人」，大部
分死者是製衣廠的女工人。約1500名工人化悲傷為怒火，手持木棍
，封鎖了通往首都達卡外圍三個主要工業區的高速公路幹道。警方
監察員伊斯蘭姆表示，幾家工廠的老闆拒絕讓工人放假，導致工人
們暴動。他補充說，很多工人希望獻血協助救援。一名示威者高喊
， 「這些老闆應該被吊死」，而其他人則嘗試圍攻總部的大樓。部
分工人打碎窗戶和砸毀汽車，隨後被警察追捕。

最新一輪的慘劇引發對西方品牌的新批評，活動人士指責這些
品牌將業務外包到孟加拉時，唯利是圖，罔顧安全規定。孟加拉製
衣行業工人聯盟會長阿科特表示， 「製衣商人凌駕於法律之上，幾
乎從未有製衣廠東主因為類似事件被起訴。西方零售商也有責任，
因為他們對工廠內的惡劣環境視若無睹。」

工人權利聯合會的諾瓦表示， 「孟加拉政府多年來一直承諾，
採取有效措施改善製衣廠安全，但從未履行諾言。當局明白，嚴格
的勞動條例將導致成本上升，有可能讓品牌或者零售商轉投他國。

」1月，政府數據顯示，孟加拉成衣出口較去年同期上升2成，金額
達20.9億美元。

製衣廠罔顧安全 孟國千人示威

▲25日在薩瓦爾，塌樓死傷者的親屬痛哭哀悼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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