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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對抗本質
上講對台灣是沒有
好處的，而要化
解兩岸的衝突根本
還是要回到 「九二
共識」 這個兩岸共同
的政治基礎上。

中國與基里巴
斯建交是可預見
的一個發展，而
所羅門群島和基里
巴斯都趕在10月1日
前與中國建交，是對
新中國70周年華誕的獻禮。

從兩岸大局看
，中國大陸用心
良苦，希望台灣
島內民眾也能夠
了解目前的一個態
勢，了解這是大勢所
趨。

民進黨上台以
後不承認 「九二
共識」 ，使得 「
外交休兵」 共識不
存在，所以中國大
陸也沒必要再拒絕和
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一切
都是民進黨政府咎由自取。

（記者 蘇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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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報，兩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

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基

礎上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基里巴斯共和

國政府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

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基里巴斯共和國政府即日斷絕同

台灣的 「外交關係」 ，並承諾不再同台

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不進行任何官方

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基里巴斯

共和國政府的上述立場表示讚賞。

誰也無法違背歷史潮流
聯合公報簽署後，王毅與馬茂共同

會見記者。王毅表示，中基兩國今天在

這裏正式復交，有着兩個不同尋常的特

殊意義：

首先，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就是聯

合國總部。48年前，正是在那裏，聯合

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著名的2758號

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

的合法權利，並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

合法代表。也正是從那時起，一個中國

原則開始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和國

際關係中的重要準則。48年後的今天，

中基兩國的復交再次以事實證明，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是誰也無法改變和違背的歷史潮流。

第二，還有3天，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將迎來70周年華誕。中基兩國此時此

刻正式復交，無疑將為這一重要的歷史

時刻錦上添花、增光加彩。在中國未來

的發展進程中，多了基里巴斯這樣一位

好朋友、好夥伴，基里巴斯人民從此也

可以與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開展互

利合作，分享發展機遇。

加強地區國際事務協作
王毅表示，中國和基里巴斯同屬發

展中國家，都面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的長期任務，都在國際事務中堅持多邊

主義和公平正義。中基復交後，中方願

本着彼此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為基

里巴斯實現自主和可持續發展提供力所

能及的幫助。我們也願加強同基里巴斯

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溝通協作，共同

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

王毅表示，遇到過曲折，才更清楚

正確的方向；經歷過風雨，才能迎來更

燦爛的彩虹。站在中基兩國關係新的歷

史起點上，我們堅信，中基關係必將在

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迎來快速發展的新

局面，並為基里巴斯的振興注入新

動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28日在答記

者問時表示，當前，中國同太平洋島國

關係快速發展。中基復交和加強合作，

是基里巴斯各界的普遍期待，符合兩國

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

9月20日，基里巴斯政府發表聲明

，宣布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 「斷
交」 並將同中國復交。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9月27日，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紐約同基里巴斯共和國總統兼外長馬
茂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基里巴斯共和國關於恢復外交關係的聯
合公報》。即日兩國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王毅表示，經歷過風雨
，才能迎來更燦爛的彩虹。中基兩國的復交再次以事實證明，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誰也無法改變和違背的歷
史潮流。他並表示，中基復交後，中方願為基里巴斯實現自主和可
持續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基里巴斯人民從此也可與中國開展
互利合作，分享發展機遇。

一中大勢所趨 中基簽復交公報
王毅：願與基里巴斯人民分享中國機遇

華府有心無力台當局所託非人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台灣當局的 「對
外關係」 陷入了前所

未有的崩潰局面。短

短五天就丟掉了兩個

「友邦」 ，重創民進

黨蔡英文政府的聲望。這不僅充分說明一

個中國原則在國際社會是人心所向、大勢

所趨，勢不可當，也反映了美國的影響力

已大不如從前。這幾年 「美台關係」 升溫

的其中一個標誌就是華府罕見地介入協助

蔡政府鞏固與 「邦交國」 的關係。但諷刺

的是，美國早在40年前就已經與台灣地

區 「斷交」 、與中國大陸建交，如今卻游

說其他國家不要棄台、不要與中國大陸建

立外交關係，可謂 「名不正、言不順」 ，

當然也就 「事不成」 了。

所羅門群島早在三個月前就已預告

可能將與台灣 「斷交」 ，給足了蔡政府和

美國挽救的空間。美國開出了各種誘人的

條件，包括重開美駐所大使館、協助所羅

門發展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安排所羅門

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與美國副總統彭斯以

及美國政府官員會面。但所羅門群島政府

不為所動，經過內閣投票，通過了與台灣

「斷交」 、與中國大陸建交的決定。這樣

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美國在上世紀九十

年代就關閉了駐所大使館，可見這30年

來美所關係相當疏離，現在為了阻止中國

大陸的勢力進入所國，華府才突然向所羅

門示好，這種見風使舵的投機行徑，所羅

門怎會不知？相反，多年來中國大陸雖與

所羅門沒有邦交，但雙方經貿交流密切，

也使所國意識到中國 「一帶一路」 倡議對

本國發展的重要性。誰對所羅門友善？誰

對所羅門的發展有幫助？答案已是不言而

喻。

所台 「斷交」 後，美國原形畢露，

翻臉比翻書還快，立刻取消了與所羅門領

導人的會面，並威脅撤回對所的援助計劃

。但美國的威逼利誘無法停止 「棄台潮」
。四天後，另一太平洋島國 「友邦」 基里

巴斯也宣布與台灣方面 「斷交」 、與中國

大陸復交。

台當局史無前例地在短短五天內連

失兩國，美國雖介入但徒勞無功。這並不

是華府的首次失敗。在被稱為 「美國後花

院」 的中南美洲，華府同樣無能為力。巴

拿馬、多米尼加、薩爾瓦多近年相繼與台

灣 「斷交」 ，轉與中國大陸建交。

眾所周知，台灣 「邦交」 崩盤，主

要是因為不承認體現一中原則的 「九二共

識」 ，單方面破壞兩岸政治互信，導致兩

岸關係嚴重倒退。但蔡政府倚仗着背後有

美國撐腰，以為有華府的介入，便可阻止

「斷交潮」 。殊不知號稱 「世界一哥」 的

美國的影響力已不大如從前，與台灣 「斷
交」 的國家根本就不買美國的帳。多年來

，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態度不是高高在上、

就是不聞不問，如今突然示好，正是 「黃
鼠狼向雞拜年──不安好心」 。最重要的

是，華府早與台灣地區 「斷交」 ，現在卻

叫別國不要棄台，這又是什麼道理？

民進黨政府依靠美國鞏固 「邦交」
的如意算盤落空了。倘若其兩岸政策不改

弦易轍， 「零邦交」 指日可待。

基里巴斯位於太平洋中部，

首都為塔拉瓦。基里巴斯是世界

上唯一縱跨赤道且橫越國際日期

變更線的國家，被稱為 「世界的

盡頭」 ，是 「地球上最早迎接日

出的地方」 。陸地面積811平方公

里，海洋專屬經濟區面積350萬平

方公里，人口約11.6萬。官方語

言為英語。基里巴斯漁業資源豐

富，主要出口椰乾，海藻及熱帶

觀賞魚。2018年中基雙邊貿易額

為1794萬美元。

（來源：央視新聞、界面新聞）

【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報道：9月

27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紐

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同基里巴斯共和

國總統兼外長馬茂簽署復交聯合公報。對

此，兩岸學者認為，此舉顯示，在聯合國

的場域，大陸擁有動見觀瞻的影響力。

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龐建國教授向

大公報表示，大陸和基里巴斯恢復外交關

係，是大家已經曉得的事情，比較特別的

是，大陸方面選擇在聯合國建築物之內的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辦公室和基里巴斯

簽約復交，這有宣示大陸在聯合國地位的

意味。特別是日前台灣方面有外事人員藉

美國舉行活動時在聯合國建築物內露臉，

台灣當局大肆宣揚這是一項重大突破，促

使大陸方面透過與基里巴斯的建交活動告

訴台灣，在聯合國的場域裏，大陸擁有動

見觀瞻的影響力。

上海社科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

教授向大公報表示，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希望和中國建交，這是歷史大勢。他並指

出，台當局所面臨的 「外交」 困境和 「斷
交潮」 ，根本原因是台當局始終不承認 「
九二共識」 所致。台灣所面臨的困境是任

何外國勢力干預都難以解決的，唯一出路

是回歸到本源，即承認 「九二共識」 ，認

同兩岸同屬一中，回歸到兩岸和平發展的

正確軌道上來。

台陷斷交潮咎由自取

【大公報訊】新華社28日發表題為《

180個建交國，一個中國原則的生動映照

》快評，文章指出，中國同基里巴斯27日

簽署恢復外交公報，即日兩國恢復大使級

外交關係。中基復交後，同中國有正式外

交關係的國家已達到180個。生動而充分

地說明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

趨，勢不可當。

文章指出，連日來，同處太平洋島國

地區的所羅門群島和基里巴斯相繼承認一

個中國原則，同台灣當局 「斷交」 ，同中

國建交、復交，再次充分表明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恢復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是基里巴斯

以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作出的重要決

定。基里巴斯總統辦公室在發給媒體的聲

明中說，這一決定經過長時間內部討論，

最符合基里巴斯國家和人民利益。

近年來，在充分尊重太平洋島國的前

提下，中國的投資和援助促進地區國家發

展的成效有目共睹，中國互利共贏、尊重

他人的做法，在該地區更是深受歡迎。

去年年底，中國同建交太平洋島國領

導人舉行集體會晤，一致同意將雙方關係

提升為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開創全方位合作新局面。有這樣

的發展態勢和合作前景，就不難理解為什

麼所羅門群島、基里巴斯如今與中國建交

、復交了。現在尚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

經寥寥無幾。這些國家當中，一定會有越

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站出來，發出順應時代

大勢的正義聲音。

新華社：180建交國 一中生動映照

【大公報訊】綜合台媒報道：台灣

「邦交」 不穩消息近日屢傳不絕。繼所

羅門群島、基里巴斯日前先後和台灣 「
斷交」 後，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

長薛瑞福日前在一場聽證會上警告，台

灣在南太平洋的 「友邦」 帕勞及馬紹爾

群島，恐也將與台灣 「斷交」 。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及自然資源

委員會26日共同舉辦聽證會，薛瑞福在

發言時妄稱，美國與帕勞、馬紹爾群島

及密克羅尼西亞關係鞏固，但中國使用

「脅迫工具」 ，誘使它們依據北京利益

行事；他指出，台灣剩餘的 「邦交國」
面臨巨大的轉向壓力。

台當局23日召開 「因應兩岸關係新

情勢專案小組」 會議，提出專案報告，

聲稱 「大陸介入2020選舉」 ， 「年底前

可能再斷台1到2個 『邦交國』 」 。針對

當局的預測，民進黨立委王定宇26日受

訪時直言「太保守了」，他認為目前台灣

僅剩15個 「邦交國」 ， 「沒有一個國家

是綠燈」 。島內網友諷刺說，民進黨當

局又要怪別人了：「選你們有何用」 「製
造仇恨對立就是民進黨最大的貢獻」 。

傳帕勞馬紹爾將與台斷交

▲當地時間9月27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紐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同基里巴斯總
統兼外長馬茂簽署聯合公報，即日兩國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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