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針對中國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大校表示：兩岸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就軍事問
題進行接觸和交流，探討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中國國防
大學李大光教授此間向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兩岸建立軍事互信
機制，有利於停止或減少兩岸軍備競賽，促進兩岸經濟發展。也
可以增加兩岸軍事活動透明度，避免出現誤解、誤判和誤會以及
由此帶來的軍事衝突，進而維護台海和平與安全，促進亞太地區
的安全和穩定。而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錢利華此間則表示，
「建立軍事互信」可有力駁斥「中國威脅論」。

白皮書單列一章「軍事互信」
李大光指出，兩岸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

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最早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8年12月31日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時明確指出
的。而近年來，由於兩岸共同努力，兩岸關係堅持走和平發展之
路，不斷減弱兩岸軍事對峙態勢，兩岸關係有了很大緩和改善。
在此種情況下，兩岸很有必要正式協商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問題。
他認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反對「台獨」，實現祖國統

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也是兩岸軍事對話的實質內涵和
根本要求。兩岸應該通過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消除敵對狀態。避

免出現誤解、誤判，以及由此帶來的衝突和糾紛。
談及31日中國國防部發佈的《2010年中國國防》白皮書單列了

一章「軍事互信」，李大光表示，這是基於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
現狀而做出的。

回應國際關切 增信釋疑
李大光表示，2010年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出現惡化跡象，主要有

兩點，一，美國重返亞洲，加大了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離心力；
二，海上爭端成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緊張的重要來源。他表示，
目前中國發展進入了快速增長期，隨之也帶來了與周邊國家的摩
擦進入多發期。在國防建設上，中國不事聲張，保持低調，有人
就說不透明；但公開透明了，又說炫耀武力。這些都說明建立軍
事互信的必要。
他認為，白皮書單列一章「軍事互信」，是中國倡導構建和諧

世界這一理念在軍事領域的反映。
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錢利華此間表示，國防白皮書在回應國

際關切方面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對外增信釋疑。國防白皮書莊
嚴宣示，要把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聯繫起
來，把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聯繫起來，把中國的安全與世界
的和平聯繫起來，表達了一個負責任大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
堅定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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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公室31日上午舉行新聞發佈會，邀請國防部新聞事務
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大校以及解放軍四總部相關人

士共同介紹《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在回答記者提問環節，耿
雁生作出上述表示。他指出：我們一直致力於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
事安全方面的顧慮。

可適時進行軍事交流
在回答台灣記者大陸東南沿海軍事部署是否有些微妙調整

時，耿雁生表示：記者提到的軍事部署如果有的
話，也是正常的。我們一直強調，大陸的
軍事部署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的。有關軍
事部署的問題，可以在兩岸探討建立軍事安
全互信機制的時候加以討論。
而《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亦透露，兩

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
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
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

題。外界注意到，這是中國首次在國防白皮書中明確提出這一問題。
白皮書說，中國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的發展道路、根本任

務、對外政策和歷史文化傳統，決定中國必然實行防禦性的國防政
策。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對內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
會，對外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兩岸有責任終結敵對歷史
白皮書指出，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海峽

兩岸中國人有責任共同終結兩岸敵對的歷史，竭力避免再出現骨肉同
胞兵戎相見。兩岸應積極面向未來，努力創造條件，通過平等協商，
逐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的新問題。兩岸可以就
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可以適時就
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以利於共
同採取進一步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事安全顧慮的措施。兩岸應在一
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此外，國防白皮書也首次單章系統闡述了中國建立軍事互信的目標

和原則，以及近年來中國推進軍事互信的實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中國軍方人士透露，日本
福島核電站發生核洩漏以後，解放軍立即對軍用核設施進行了全面
檢查，中國的軍用核設施處於安全狀態。

奉行公開透明負責任核政策
解放軍總參作戰部戰略規劃局副局長蔡懷烈大校昨日在國新辦記

者會上表示，中國軍隊一貫高度重視核安全工作，堅持把確保核武
器絕對安全、絕對可靠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建立軍事核安全
管理機構和專業技術力量，健全完善法規和配套制度，嚴格審查審

批和嚴密組織涉核活動，加強核應急救援訓練和核應急處理能力建
設，改善核安全保障手段，對核武器、核裝備、核設施以及核活動
實施全壽命、全過程的有效管理，有力保證了中國的核武器和軍用
核設施的安全。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大校亦在此間表示，近些年，中國政府

和軍隊加大了應急專業力量的建設，目前有八支專業應急救援隊
伍，其中就包括核安全應急救援分隊，一旦出現核安全問題，軍隊
相應的核安全應急分隊會按照國家的統一部署，積極發揮作用。
此外，《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強調，中國奉行公開、透

明、負責任的核政策。中國始終恪守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明確承諾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
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不超出國力發展武器
對於有記者問，隨 J20隱形戰機的露面、外傳航母即將下水試航

以及殲11B航載機和東風21導彈的研發甚至即將部署，是否表明中國
軍隊將進攻性的武器作為未來發展的重點？
對此，總裝綜合計劃部綜合局副局長范建軍大校表示，解放軍發

展了幾型新型的武器裝備，並不意味 防禦性國防政策發生改變。
中國絕不搞軍備競賽，不超出國力發展武器。
他表示，解放軍裝備建設將繼續服從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

戰略，以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為依托，加快推進高新技術武器裝備
發展，重點發展適合國土防衛需要的第三代武器裝備，努力填補裝
備體系空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中國於31日發表《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
皮書，這是自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第七次發表國防白皮書。白皮書長達近3萬字，共
10章。其中，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武裝力量運用、軍事法制、建立軍事互信是首次
專章或系統闡述。
白皮書全面闡釋了新形勢下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的客觀依據。白皮書指出，中國主

張用非軍事手段解決爭端、慎重對待戰爭和戰略上後發制人。不論現在還是將來，不
論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軍事擴張。

武裝力量運用在7個方面
白皮書用專章介紹了中國武裝力量的運用，主要是：保衛邊防海防空防安全、維護

社會穩定、參加國家建設和搶險救災、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亞丁灣和索馬里海域護
航、中外聯演聯訓、國際災難救援7個方面。白皮書也提出了新時期中國國防的目標
和任務是「三維一化」，包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社會和諧穩
定；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指出，2010年
國防費預算為5,321.15億元人民幣，比2009年增長7.5%。
白皮書指出，隨 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國防費保持適度合理增長。2008年和

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314,045億元人民幣和340,903億元人民幣。國家財政
支出分別為62,592.66億元人民幣和76,299.93億元人民幣，分別比上年增長25.7%和
21.9%。2008年和2009年，中國年度國防費分別為4,178.76億元人民幣和4,951.10億元人
民幣，分別比上年增長17.5%和18.5%。近年來，中國年度國防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
重相對穩定，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略有下降。
白皮書披露，近兩年增長的國防費主要用於：(一)改善部隊保障條件。適應國家經

濟社會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調整軍人工資津貼標準，連續提高教育訓練、水電
取暖等經費標準，開展基層後勤綜合配套整治，改善邊海防部隊、邊遠艱苦地區部隊
執勤訓練和生活條件。(二)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增加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建設投
入，保障抗震救災、亞丁灣和索馬里海域護航、抗洪搶險、國際救援等行動。(三)推
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針對採購價格、維修成本不斷上漲勢頭，適當增加高技術武器
裝備及其配套建設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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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通社31日電 中國國務院31日發表
「國防白皮書」，首次明確提出，兩岸可以
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

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問題。對此，台灣軍
事發言人羅紹和當天
上午回應表示，台灣
軍方將以穩健務實及循
序漸進方式推動兩岸建
立軍事互信機制。
台灣傳媒及社會各界

31日高度關注北京發布的《2010年中國的
國防》白皮書。
對於大陸首次在「國防白皮書」上表

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
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台灣軍
事發言人羅紹和當天回應表示，兩岸建立
軍事互信機制的推動，屬於「國家」層級
議題，台灣軍方將遵台當局兩岸政策，以
穩健務實及循序漸進方式推動。但目前雙
方尚未針對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進行實
質規劃。

台軍方回應：將務實循序推動

中國永遠不搞軍事擴張

去年國防開支達5千億

中國軍用核設施 處於安全狀態

強調大陸致力穩定台海局勢 減輕安全顧慮

■中國武裝
力量運用在7
個方面，包
括 搶 險 救
災。圖為為
營救汶川大
地震的重傷
員，直升機
降落在峽谷
深處。

資料圖片

■國防白皮書重申，中國在任何情況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圖
為東風-21C導彈。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大校昨日（31日）在

北京表示：兩岸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和交流，探討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他表示，兩岸的

中國人應當盡力避免骨肉同胞同室操戈、兵戎相見的局面，應當在和平的環境下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

首提建兩岸　　機制軍安
互信

建立軍事互信
可避免誤解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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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伊始，香港文匯報與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在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具體
指導下，推出《走進中國軍隊》大型對外系列報道，該報道正是以《國
防白皮書》內容為框架和依據，突出權威性、準確性和可讀性，廣泛選
取海內外讀者關心的話題，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全方位、深層次、多角度
地介紹中國軍隊。

從今年1月3日第一篇「中國軍隊亮相國際演兵場」開始，《走進中國
軍隊》系列報道將在今年7月1日前共推出約90個版面，逢周二、周五刊
出。內容涉及軍事訓練、資訊化建設、人才建設、依法治軍和軍營民主、
支援國家建設和軍民關係、後勤保障、裝備綜合保障、陸軍、海軍、空
軍、二炮、武警、民兵預備役、國際安全合作、邊海防建設、中國軍校、
英雄部隊、專家解讀等近20個領域，並將最終結集出版。

《國防白皮書》新聞解讀版
本報大型報道圖文並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