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時間3月20日凌晨0時45分，以「奧德賽黎明」
為代號的法國戰機率先出擊，對利比亞多個防空戰略
據點和卡扎菲政府裝甲部隊實施猛烈空襲，正式揭開
了西方聯軍武力征服利比亞的序幕。從東西方長期恩
怨情仇和利益糾結的角度而言，這也是自50年代中期
朝鮮戰爭和上世紀末海灣戰爭爆發以來，西方聯軍在
「聯合國」授權的幌子下，所發起的又一次赤裸裸的
「十字軍東征」行動。

這次西方軍事行動，僅僅是在3月17日聯合國安理
會通過有關決議（決定在利比亞首都設立禁飛區，

及呼籲利比亞內戰停火，否則授權武力攻擊）兩天
之後，即突然迅速展開，英美亦緊隨其後出動轟炸
機，對利比亞班加西周邊100公里至150公里的覆蓋
範圍進行輪番轟炸，亦傷及無辜平民。從法英美的
軍事集結、部署，到亮劍行動的展開，不到1個月的
時間。
如此迅速的聯合軍事集結與打擊，堪稱史無前例。

足可見，西方聯軍志在藉機拔掉卡扎菲這個眼中釘，
重整並分割北非戰略利益與石油、經濟利益，而非
「單純」地結束利比亞內戰，恢復當地的穩定。

很顯然，自朝鮮戰爭以來，聯合國已成為了西方利
益集團的傀儡。很可悲，聯合國又再次成為西方「合
法」展開「十字軍東征」，干涉別國內政，攫取帝國
利益的代言人。回顧歷史，每一次西方對東方國家的
武力踐踏，都無不帶有西方列強的影子；每一次西方
非正義入侵戰爭的背後，都無不飄盪㠥「聯合國授權」
的「正義幌子」。
法軍亮劍了，英軍出動了，美國也坐不住了，停靠

在利比亞海灣多時的美國航母也在奧巴馬的愉快授權
下，咆哮㠥老大的自尊和美國的利益。無庸置疑，一
場分割利比亞軍事戰略與經濟利益的盛宴，正在西方
聯軍密集的導彈和槍炮下上演。而那些夢想拾點殘羹
剩菜的追隨者們，也在爭先恐後，不遺餘力地為法國
和英美喝彩。

駐守日本的美軍
太平洋第7艦隊的航
空母艦「華盛頓
號」，突然悄悄地駛

離了神奈川縣的橫須賀軍港，駛往外海。儘
管那裡離福島至少有350公里，但是美軍毫
不掩飾地說，「華盛頓號」是為了躲避福島
核電廠的核輻射。

美軍更怕核感染不願救急

在日本大地震發生的當夜，美軍高調宣
佈，正在日本海參加美韓軍事演習的「里根
號」航空母艦立即趕往日本災區參與救災，
當時使好多日本人感到振奮。但是，一聽到
有輻射，就急忙駛離了福島縣海域。本來，
「里根號」航空母艦作為日本自衛隊救災運
輸直升機的一個海上基地，負責向災區運送
物資和接送災民，但是由於這個「基地」的
逃遁，使得日本自衛隊在地震最初幾天，找
不到一個最靠近海嘯區的起降地。另外，原
本宣佈趕來參加救災的美軍駐長崎縣佐世保
基地的3艘護衛艦和運輸艦，在聽到福島核
電廠出問題後，也是第一時間就打了退堂
鼓。令日本最不滿的是，美國9名核軍事專
家到日本後並沒有趕到福島第一核電廠去參
加救援，而是呆在東京和橫須賀與厚木兩個
美軍基地，對大氣中核輻射量進行檢測，並
將自己檢測到的資料報告給美國政府。隨後
美國國防部宣佈，禁止美國軍人進入福島核
電廠周圍90公里區域。
在美蘇對抗的冷戰年代，美蘇兩軍都強調

核戰能力，因此，駐日美軍應該有相當先進
的防輻射能力，如果美軍夠哥們，應該動員
所有防核設備，出動艦船、戰機或防核坦克
冒險為福島核電廠灌海水「冷卻」。但事實
上美軍比日本自衛隊更懼怕核感染。

美日同盟不過是維護美國利益的工具

也許，美軍會辯護這是避災，不是戰爭。但是，正是這次災難，
很清楚地凸顯美軍在日本軍事基地的脆弱性。日本9級大地震，使
人更加清楚看到了日本處於太平洋斷裂帶和3個板塊撞擊帶的危險
性；而核危機，又使人看到日本55個核反應堆的潛在危險。有軍事
專家說，其實朝鮮不需要發展核武器，日本本身就自我製造了核危
機，只要平壤的大浦洞中程導彈保有一定的精確度，即可置美日軍
事同盟於崩潰之中，甚至顛覆日本島。因此，美軍應該意識到，日
本其實不是美軍理想的亞洲基地。美國重返亞洲，是美國新階段的
全球戰略，原來日本是美國重返的前進基地，這次大災難必然影響
美國在亞太的戰略部署。
顯然，日本也明白美日同盟不過是維護美國利益的工具，美國利

益永遠第一，但是，日本不滿歸不滿，他們無法跳出舊有的框框。
日本執政民主黨的前首相鳩山曾有「脫美返亞」的念頭，但瞬間便
被搞掉。筆者以為，真正為日本尋找可靠的出路的政治家還沒有出
世，日本政圈的主流，多少還在眷戀昔日的「大東亞共榮」，再加
上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恐懼，日本目前的當權者不可能跳出舊有的軌
道。或許，中國對日本救災和重建的善意，可以使日本有更多的醒
悟。

日本大地震、大海嘯和核危機

後，美國軍方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會議上表示，日本日前遭遇的災

難，凸顯了在東亞增強美軍部署的

重要性。但是，一個月之前還在高

喊「沒有美國的保護就沒有日本的

安全」的日本政治家們，終於明白

「危難時候還得靠自己」。事實上，

這次危機凸顯日美同盟是異常脆

弱。不過，日本的主流政治家雖然

對美國不滿，但在對中國扭曲的戒

備心下，還得無奈地奉美日同盟為

神明。

諺語說：「謠言止於智者。」如此說來，香港
和內地就有許許多多不智之人，也就是那些聽信
「吃碘鹽防輻射」謠言而去搶購碘鹽之人。此
外，因紫菜、海帶、昆布、以至碘酒也含碘，同
樣被人搶購。甚至，有人以為醬油含碘（這是錯
的）可抗輻射，一樣遭搶購。這次搶購潮，一方
面引起市場和社會的混亂，另一方面在國際上成
為笑柄。
食鹽本是很普通、很便宜的調味品，各地的庫

存儲備十分充足，例如，廣東庫存可確保三個月
之用，江蘇因有井礦鹽，儲量高達二千五百億
噸，加上其他產鹽基地，足夠消費幾千年，絕對
不需要搶購及囤積。不過，由於謠言及搶購，令
鹽價瘋漲，平時每包一元五角的食鹽，漲價到
二、三十元，而且十包、二十包地買，有人更一
箱一箱買回家。這次因「碘鹽抗輻射」謠言引發
的搶購潮，像海嘯一樣，颳起了一陣奇特而無謂
的「搶鹽之風」。最可笑的是香港，本地出售的
食鹽，大多不加碘，與內地產品製法不同，完全
不符「抗輻射」謠言，但居然也有人排隊去搶
購。
此次的「搶鹽潮」，國人（包括港人）首先要

檢討一下自己；對於造謠惑眾者、傳播炒作者、
惡意囤積者、哄抬價格者，這些都是違法行為，
有關部門不妨深入調查，抓他幾個，予以判罰，
收阻嚇之效。

當然，民眾之中，不少是聽信謠言者和盲目搶購者，他們雖然
也推波助瀾，添煩添亂，但說到底他們其實也是受害人，例如，
買一箱鹽，要吃到何年何月？這些人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說
得不客氣一些，他們無知無智，受謠言擺布，實在是可憐又可
笑。還好，這一回的「搶鹽潮」在政府闢謠宣傳下兩天就結束，
社會恢復平靜穩定。認真地說，政府和民眾都應從中吸取教訓，
避免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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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球製造業艱難起航
羅　軍 亞洲製造業協會首席執行官

空軍戰略投送能力提升的重要標誌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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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聯軍的「十字軍東征」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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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解放軍空軍圓滿完成
撤離中國在利比亞人員的任
務，該人道主義救援行動，引
起了國內民眾的高度肯定和境

內外媒體的關注。據《解放軍報》報道，自2月28日到
3月4日，空軍的四架伊爾-76軍用運輸機，飛赴利比亞
塞卜哈機場，執行接運中國在利比亞人員的任務，共
將1655人接運至蘇丹首都喀土穆，將287人接運到北
京。中國全國政協委員、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共和
國開國元勳朱德元帥之孫朱和平少將認為，中國派軍
機接運在利人員的行動是國家強大的象徵，同時符合
國際慣例；英國《經濟學人》刊文稱，此次中國政府
的撤僑行動展現了中國軍隊的信心與實力，是中國軍
事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站
在國際角度看，一些國家也用軍隊力量在利比亞組織
撤僑，中國的行動不應被放大解讀；但從歷史和軍事
的角度看，這是中國空軍首次派運輸機赴海外執行撤
離中國公民任務，遇到的困難也最多最複雜，能成功
不負國家重託，彰顯經過數年軍事鬥爭準備，空軍的
戰略投送能力有了明顯提高，也給空軍加快戰鬥力生
成模式轉變帶來些許思考。

彰顯戰略投送能力提升

一是應急能力提升。據了解，空軍2月27日晚接到中
央軍委關於派軍機赴利比亞執行接運中方人員的預先
號令後，立即啟動了重大緊急行動一級預案；司令員
許其亮、政委鄧昌友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
方式、最優質的服務」完成任務；空軍本級指揮組、

前方指揮組、伴隨協調組相繼成立運行；具體執行此
項任務的運輸航空兵某師迅速做好了各項準備，並連
夜在機艙內搭起可供坐臥的雙層臥架，安裝了臨時衛
生間，以使回撤同胞們的行程更加安全舒適。經過機
關、部隊的共同努力，接運機組編隊滿載㠥食品、藥
品和生活物資，28日16時從烏魯木齊地窩堡國際機場
起飛出發，整個準備階段不足24小時。觀察家認為，
在這次撤離在利比亞中國公民的人道主義救援行動
中，空軍表現了空前的反應速度：縱向看，比2008年
參加四川汶川抗震救災行動更加快捷有序；橫向看，
比美、英、法、意等國空軍規模大，行動迅速，反映
了中國空軍良好的戰備狀態和由平時轉為戰時的快速
反應能力。
二是遠程輸送能力提升。根據國際慣例和任務要

求，中國空軍機群前往利比亞的航線，飛經巴基斯
坦、阿曼、沙特阿拉伯、蘇丹、利比亞等5個國家，跨
越阿拉伯海和紅海，經過6個時區和8個空情管制區，
單程空中飛行時間超過12小時，創下了中國空軍大型
運輸機航程最遠、飛行時間最長的紀錄。特別是這次
救援地點塞卜哈，為利比亞內陸腹地，也是政府和反
政府力量爭奪激烈的地區，起降環境比沿海地區要複
雜危險得多。就是在這樣危急複雜的條件下，機組編
隊人員在受領任務後的97小時內，連續飛行12架次43
小時，將1655人順利接運至蘇丹首都喀土穆，將287人
安全接運至北京。觀察家特別指出，在任務最緊張的
日子裡，機組人員平均日休息時間不超過3個小時，顯
示了長時間、高強度的連續作戰能力。
三是自主保障能力提升。為確保飛行安全，運輸師

在全師選配過硬機組，順利組織了任務完成過程中對
飛機的維護、檢查及加油等自主保障工作。同時，多
策並舉提高飛行人員在執行任務中抗疲勞、抗體力消
耗等方面的應對能力，為圓滿完成任務打下了扎實的
心理和生理基礎。

與世界強國尚有差距

觀察家認為，僅就這次任務完成情況看，中國空軍
的表現是出色的，為中央政府和解放軍加了分。但從
維護中國越來越多的發展利益要求看，中國空軍的能
力依然不強，如執行任務的大飛機是進口俄羅斯的，
並且數量有限，或使中國政府撤僑行動不得不更多地
求助於他人。加快大飛機等急需裝備的研製，已是當
務之急。

為止戈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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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2010年，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增加值增長3.4%，這是自2006年以來，發達國家工
業生產呈現增長趨勢的第一年。而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工業增長的主要力量，其
製造業增加值則增長了9.4%。近日，美國公佈2月份失業率為8.9%，但是並不表
明美國經濟已經復甦。
近日日本大地震在給日本經濟雪上加霜的同時，再次給全球經濟蒙上陰影。可

以預見，2011年，全球製造業將是比較艱難的一年。不過，全球經濟將不會發生
再次觸底的可能。

美國緩慢復甦 前景並不明朗

2010年12月，美國新屋銷售年化月率上升17.5%，總數年化為32.9萬套，大幅好
於經濟學家預期的30.0萬戶。房地產業開始回暖、對外投資明顯增加、就業形勢
有所改變，經濟出現緩慢復甦的跡象。
2月28日，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從1月的68.8升至71.2，這為1988年7月以來的

最高水平，也超出了所有經濟學家的預測，表明美國的製造業開始了新的擴張。
如果美國經濟能夠全面復甦，無疑將帶動全球經濟重新崛起。美國製造業開始

重新活躍在世界經濟的舞台，這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但是，由此判斷金融危機
是否已經結束，以及美國經濟全面復甦，還為時過早。尤其是3月11日，日本遭
受到的大地震、海嘯、火山噴發、核洩漏，給日本經濟帶來災難性的打擊，也將
給緩慢復甦中的全球經濟蒙上一層陰影。如果核洩漏問題進一步加劇，可能引發
更嚴重的次生災害，不僅對日本，可能也會對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帶來更多不確
定性。
美國商務部2月11日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2010年12月貿易收支赤字增長5.9%至

406億美元，低於早前預期，其中12月的進口增速超過出口。
目前，美國各州糟糕的財政赤字還在繼續蔓延，會否導致美國經濟再次探底，

以及出現嚴重的連鎖反應，歐洲債務危機是否再次爆發，這些都有待進一步觀
察。客觀地講，目前美國經濟、歐洲經濟的狀況還不是很穩定。也許最困難的時
候正在慢慢過去。
金融危機雖然源於美國，使美國經濟遭受重創，但是並沒有達到使美國經濟跌

下去就爬不起來的地步，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製造業依然是世
界上最具競爭實力的經濟體。除了美國的金融、汽車、房地產等少數產業被重新
洗牌外，航空航天、電子信息技術、生物科技、新材料、節能環保等高端製造業
領域仍然具有非常強大的競爭優勢。
如今，美國經濟具備了非常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重要的是美元作為世界貨

幣，使美國具有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話語權」優勢。而最近幾年，美國一直採
取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其他國家面臨嚴峻的通貨膨脹，各國的財富開始重新
回流到美國本土。

中國產品並不足以對美國產品構成威脅

我們非常樂意看到美國經濟復甦的跡象，也希望美國製造業重新活躍在世界經
濟的舞台。中美之間貿易比重非常大，中美兩國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
額從2001年的805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3853.4億美元，美國對華出口增長了2.9
倍。美方對華直接投資累計超過652.2億美元，是中國最大外資來源地之一，中國
對美投資僅僅47.3億美元。
美國製造業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高端，在智能製造、科技研發、人才培養等領

域處於絕對優勢，在中低端領域由於受到勞動力成本等因素制約，優勢明顯下
降。而中國還處於工業化中後期，正是重化工業調整和轉型的關鍵時期，發展空
間非常大，加上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穩定的金融市場、巨大的消費空間、低廉
的勞動力成本，為中國製造業的穩定發展注入了無窮活力，中國製造業良好的發
展態勢將不會因為國際經濟形勢的改變而發生大的變化。
在中美的貿易逆差中，一方面由於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在中低端領域，特別

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領域，中國產品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另一
方面，美國在中國投資的企業通過在中國生產加工，再出口到美國，看起來出口
額大幅增加了，而實際上中國並沒有在加工環節獲得豐厚的回報。第三個因素是
金融危機之後，很多中國企業希望進入美國市場併購或者投資，但美國的投資貿
易保護政策無形中對中國企業設置了許多障礙，使許多非常看好的併購案最終無
果而終。
以上三個因素應該是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加之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一直對

中國保持戒備，限制出口，這樣對美國出口中國的空間就只會愈來愈小。
雖然中國在短短30多年時間裡便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路程，但是高

速度的發展模式往往需要一個不斷加強自我修復（結構調整和轉型）的過程，當
前我們正處於這個過程中。同時，這個過程也容易帶來比較嚴重的高通脹。
當前，中國製造業的科技含量在顯著提高，但是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還將以

勞動力成本優勢贏取市場，雖然目前中國在高鐵、深海裝備等高端製造業領域不
斷取得新的突破，但中國製造業與美國製造業的差距還是非常明顯，中國產品並
不足以對美國構成威脅。

新興經濟體工業化 引領全球新一輪增長

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3月發表的《2011年國際工業統計年鑒》報道，自金
融危機以來世界製造業初顯復甦跡象。2010年世界製造業增加值（MVA）增長
5.3%。主要發展中國家，如巴西、中國和印度在2010年的經濟增長表現強勁，三
個國家的製造業增加值增長均在10%以上。由於發展中國家取得的高增長率，它
們在世界製造業產出中的份額與10年前的20%相比，已經能夠上升到32%。
金融危機之前，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就保持了良好的發展

勢頭，在金融危機之後，不但沒有遭受重創，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關鍵就在
於新興經濟體實體經濟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金融市場穩定，持續增長的貿易順
差支撐了新興經濟的強勢崛起。
由於新興經濟體普遍處於工業化過程中，產業升級和調整的空間非常巨大，勞

動力優勢明顯，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新興經濟體都將繼續活躍在世界經濟的舞
台。

當前，中國製造業的科技含量在顯著提高，但是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還將以勞動力成本優勢贏取市場，雖然目前中國在高鐵、深海

裝備等高端製造業領域不斷取得新的突破，但中國製造業與美國製造業的差距還是非常明顯，中國產品並不足以對美國構成威脅。

■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製造業還將以勞動力成本優勢贏取市場。圖為四川
出口加工企業車間。 路透社

■解放軍空軍的四架伊爾-76軍用運輸機，飛赴利比
亞執行接運中國在利比亞人員的任務。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