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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衛研究所報告以去年發生的釣魚島海域
漁船衝撞事件為背景，強調中國近年來急速

發展海洋軍事力量，並對日本和日美安保體系構
成威脅。
報告稱，在中國經濟增長使國力增強的背景

下，對於中國軍方而言，確保海洋權益以及資源
輸送通道成為「新的任務」。中國現時正逐步確立
大國地位並成為對東亞地區安全保障環境產生重
大影響的重要因素，中國軍事的迅速現代化引起
了地區各國和國際社會的關心。

籲華主動消除鄰國疑慮
報告指出，中國未必滿足現行的國際秩序，中

國正意識到為了保障本國安全，必須超出確保領
土和主權這些以往國家利益的定義，維護在地理
上、內容上正在擴大的新的國家利益。同時，中
國的軍事活動範圍也正在擴大，並且到達東海、
南海並延伸至太平洋和非洲。中國海軍近年為了
確保貿易航路和海洋權益試圖將太平洋遠洋訓練
「常態化」，並反覆在南海訓練戰鬥機空中加油力
圖確保航空優勢。
報告稱，中國不僅在領土上，而且還在海洋、

宇宙以及網絡空間方面，不論從地理方位還是從
內容上看都有擴大的趨勢，日本政府很有必要認

識到「保衛新時期國家利益的重要性」，「提高警
戒感」。報告又批評，中國政府一方面說其在東海
的演練等行為並無問題，另一方面又以「離中國
的領海太近」為由反對美韓在黃海舉行聯合軍
演，這存在「邏輯矛盾」。報告還強調：「希望中
國認識到東亞各國感到憂慮這一事實，並為減輕
各國憂慮採取具體行動。」

設置獨立危機管理機制
與此同時，報告中還介紹了中國軍方戰機以及

潛水艇等現代化裝備，稱「自衛隊和中國軍隊之
間發生摩擦的可能性難以否定」。為防止發生不
測，日本政府應與中方建立不受政治關係左右的
危機管理機制，加強防務交流，增進兩國政府間
的相互信賴。
報告表示，中國對日的軍事外交，經常隨中日

間政治信賴進行討論，即在中日間政治關係的延
續上討論防務交流和安全保障方面領域合作的發
展和可能性，在中國，兩國間政治關係的改善和
發展是防務部門之間交流與合作的前提。
共同社報道還就防衛研究所公佈中國軍事動向

報告評論稱，這是日本首次以特定國家為對象發
佈此類報告，反映了日本政府對中國軍力增強的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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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衛省智庫「防衛研究所」首次公佈了一份題為《中國安全保

障》的中國軍事動向報告。報告指出，經濟發展帶動中國軍事力量增

強，並稱「自衛隊和中國軍隊之間發生摩擦的可能性難以否定」。與此

同時，報告還呼籲日本政府「提高警惕」，並要求中國為消除周邊各國

的憂慮作出努力。報告亦建議雙方設立不受政治關係影響的危機管理

機制，加強兩國防務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
共同社報道，日本防衛
省智庫「防衛研究所」的
年度報告《東亞戰略概觀
2011》中提到，日本在3
年間換了5名首相，政局
的不穩定是造成俄羅斯總
統梅德韋傑夫輕視日本而
訪問爭議領土的原因之
一。
該報告分析指，梅德韋

傑夫視察日俄爭議島
嶼──北方四島(俄
稱：南千島群島)
是由於日本政局
不穩定，俄羅
斯對與日本的
經濟合作興趣已
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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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 美國政客共和黨的佩林

在印度大放厥詞，說什麼在沒有外

部威脅的情況下，中國發展軍力，

對鄰國造成威脅。

2011年1月 有關中國殲-20四代戰

機成功試飛的信息在互聯網上迅速

傳播。與此同時，「中國空軍突飛

猛進」、「中國海軍擴張進程加

速」、「周邊國家安全將受到威脅」

等言論相繼出現，日本藉機提出大

量購進F-35戰鬥機，並強化西南島

嶼軍力部署。

2011年初 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馬倫說，中國的殲-20隱形戰

鬥機、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航

母建設計劃似乎都是針對美國的。

2010年2月3日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

研究所公佈年度《全球軍力平衡報

告》稱，西方國家軍費支出正在減

少，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國家軍

費開支卻在「繼續大幅增加」。

2007年7月6日 日本2007年版《防

衛白皮書》以15頁篇幅露骨地渲染

「中國威脅」。

2007年5月 美國《防務新聞》周刊

網站刊登一篇報告，宣稱「中國的

核戰略可能導致一場不必要的核衝

突」，渲染中國導彈攻擊美航母。

2007年2月27日 新上任的美國國家

情報局長麥克奈爾在國會參議院

稱，中國提升軍事實力的目標是與

美國「平起平坐」，更指「他們(中

國)今天是威脅，未來還會成為更

大的威脅」。

■本報資料室

中國威脅論記事簿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電報道，美軍亞太地區最高指揮官說，由於其盟友希望美國擴
大在該地區的軍事影響力，美國計劃通過澳洲進行軍事調配。
南中國海被認為是可能引發未來戰爭的敏感地區。自二戰以來，美軍兵力一直在

該地區佔據統治地位。有指中國軍力過去10年的迅速增長以及解放軍最近在南中國
海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使美國的一些東亞盟友日益感到不安。
由於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拖累以及削減軍費的壓力，美軍能否繼續保持其亞太

地區軍事優勢開始令人生疑。

美澳料達共識 調動區內美軍
美國太平洋戰區司令威拉德海軍上將周三（6日）在眾院武裝力量委員會
的聽證會上說，美國一直努力表明自己致力於亞太地區事務的決心。

他說，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之一澳洲一直呼籲美國加強在亞太地
區、尤其是南亞和南中國海的軍事力量。威拉德說，他最近訪問了澳
洲北部地區，並表示美、澳之間有望就美軍調動問題達成協議。
目前，美國太平洋戰區總共擁有33萬兵力，其中包括在日本和韓
國基地的8萬駐軍。

美欲與澳攜手 增兵南中國海

香港文匯報訊（李理 北京 報道）隨㠥
中國軍力的不斷增強，日本近來就發佈包
括外交藍皮書、中國安全保障等多部報
告，稱中國國防能力的增強和海洋活動的
頻繁是東亞地區「存在㠥的傳統威脅」，
此外，日本防衛大學校長五百旗頭真近日
接受媒體專訪時亦稱，日本很擔憂中國的
軍事膨脹。
日本政府月初發佈的外交藍皮書重點述

說了中日2010年9月的釣魚島撞船事件，
稱「中日關係雖因此一度緊張，但借助11
月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已步
入改善軌道」，但「中日民間感情亟需加
強」。此外，藍皮書強調了東亞地區「存
在㠥傳統的威脅」──中國國防力增強和
海洋活動的頻繁，並稱這是「擔心事
項」，要「採取適當措施讓中國軍力更加
透明」。
日本防衛大學校長五百旗頭真近日接受

媒體採訪時則稱，中國的軍事實力近年來
取得迅速增長，並在此基礎上試圖擴大對
南海和東海的支配權。對於中國的這種軍
事膨脹，日本很擔憂。
五百旗頭真強調，日本人對過去30年間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歡迎的。但是，中
國軍費在過去20年間增長了17倍，以至於
有人指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已經從以保
衛本國為目的轉向追求在台海地區的優勢
地位，再到主張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
益」，由此不斷將軍事能力擴展到「第一
島鏈」（以沖繩列島為界）甚至「第二島
鏈」（以小笠原群島至關島為界）。類似觀
點表明，中國在軍事領域的崛起已引起了
世界的擔憂。
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國防費預算大約

為6,011億元人民幣，比上年預算執行數
增加約676億元，大約增長12.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在中國對日本大地震施以
援手的背景下，日本仍不忘鼓吹中國威脅論並稱中日或將發生軍
事摩擦。北京多名中日關係專家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上述關於中
國的軍事報告純屬日本策應美國圍堵中國。與此同時，有專家亦
認為，日本或是為轉移其國內矛盾才拋出兩國或將發生軍事摩擦
的威懾論。

中日應能保持克制
中國社科院日本問題專家王鍵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儘管中方一再強調採取防禦型的軍事策略，但每當中國軍力
取得較大程度發展之時，日本總是一貫認為這是中國的不正當軍

力擴張，報告顯示其策應美國
從南海等地圍堵中國的策
略，他說：「例如今次日本
在報告中提出的南海、太平
洋等地，上述地區本身和日

本自身關係並不
大，只是美國
提出過相關觀

點，日本再跟㠥攪一趟渾水。」
王鍵認為，日本自衛隊與中國軍方「不排除今後發生不測事態

的可能」即指兩國軍事艦船以及飛機的武力相撞和軍事對峙，他
並強調，上述軍事摩擦將是偶發事件。他說，「中國採取用漁政
船巡視釣魚島的常態化動作後，不排除日後發生摩擦的可能性，
不過，相信兩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克制，畢竟雙方都不願意
看到發生衝突升級的局面。」
他又指，日本現時已經喪失與中國簽訂建交公報的默契，丟失

了「友愛政治」，「親近東亞」的外交精神，只剩下「日美同盟」
有恃無恐。

冀轉移國內矛盾
與此同時，王鍵表示，日本國內大地震創傷尚未平復之際拋出

的報告或是為了轉移國內矛盾，因此，有必要冷靜研判中日軍事
交流的局面現狀。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日本問題專家梁雲祥則告訴本報記者，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自身軍力上升之時就不可避免令
周邊國家有所猜忌，所以，中國在不斷進行軍力透明化的同時需
加強與周邊的共同利益，唯有此才能獲得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

日本策應美國 圖圍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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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仍未能達成軍事互信，中國欲派
醫療船前往日本救災，卻被日方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