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炳德當日與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舉行聯合記者會，有
美國記者問及有國會議員提出向台灣出售F16戰機，若真如此，

會否影響中美兩軍和兩國關係。陳炳德回應指，肯定會影響的；至於
影響到甚麼程度，那要看美國對台軍售的程度而定。

「關係法」須重新審視
陳炳德表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個事實非常明確。「既然是中

國的領土，為甚麼中國人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需要美國來賣武器裝
備給他們？」他指出，數十年過去，現在台海形勢已發生根本變化。
用台灣來遏制中國發展和建設是無濟於事的。
陳炳德強調：「美國制定的『台灣關係法』實際上是干涉中國內政

的一個法律，用美國的一個國內法管其他國家的內政事務⋯⋯說得難
聽一點，就是太霸氣了。」陳炳德說，有不少美國國會議員也向他表
示，認為「台灣關係法」已經到了重新審視的時候。
馬倫則回應指，美國必須遵守「台灣關係法」，執行對台義務，暗

示會繼續售賣武器予台灣。他又稱，沒有聽說國會要修改「台灣關係
法」。

台海地區沒部署導彈
對於有人提出大陸應把對台部署、特別是導彈部署撤除的問題，陳

炳德稱，在台灣附近沿海地區，大陸只有駐防部署，沒有作戰部署，

更沒有導彈部署。陳炳德指出，改革
開放後，中國的國防建設得到補償性
地建設和提高，做好李登輝、陳水扁
等人想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的軍事
準備工作。
陳炳德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同胞是我們的
兄弟姐妹，我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和
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統一祖國。」他
說。
陳炳德還透露，18日上午，美國國

務卿希拉里會見他時，一再強調美方
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會改變，並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他
聽到後問希拉里，說自己很早的時候就聽到這句話，現在都快要退休
了，還是這句話，「甚麼時候能使中國實現統一，成為一個真正的中
國？」
同時，陳炳德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時也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核心利益所在，坦率地說，也是引發中美
關係緊張的主要根源。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
也是堅定不移的。
同日，陳炳德亦會見國防部長蓋茨，雙方交換了兩軍關係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有中國
軍事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解放軍總參謀長陳
炳德上將此次訪美是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係之
旅。不過，中美在交流層面仍有一些障礙，嚴重
影響了兩軍互信。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李大光表示，陳炳德總長訪

美，是今年兩軍關係發展中的大事。他表示已經
注意到陳炳德18日與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馬倫舉行聯合記者會時的發言，如稱美國太霸氣等，表明中美在交
流層面仍有一些障礙，嚴重影響了兩軍互信。

美應停止偵察華近海
他表示，近年來，因美國對台軍售等問題，中美軍事交流一直是

磕磕絆絆。毋庸諱言，中美兩軍目前關係仍存在一些困難和挑戰，
其一是美售台武器問題。其二是美國艦機對中國近海實行大範圍、
高強度的偵察，嚴重影響了兩軍的互信，是兩軍可能擦槍走火的根
源，容易造成意外事件。其三是美國內歧視性法律問題，如一些法
律限制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兩軍交往領域等，這些需要美方加以
調整和廢止。這些問題是困擾兩軍關係發展的障礙，目前仍未得到
根本解決。
李大光指出，正是由於上述因素，導致中美兩軍雖然在3年前就

建立了軍事熱線電話，但卻未發揮軍事熱線應有的作用，顯示出中
美兩軍建立互信的艱難。這個熱線建立至今，雙方僅僅啟用過4
次，而且其中一次還是美國防部長蓋茨2008年4月祝賀中國新任國
防部長上任。2010年因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和奧巴馬會見達賴導致

中美關係陷入緊張
時，雙方都沒有使
用這個軍事熱線。
現階段來看，中

美關係仍然存在許
多障礙，雙方能做
的，是形成一個交
流機制，通過這種
交流機制更多地了
解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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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美太霸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正於美國訪問

的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華盛頓時間18日表示，美

國對台售武肯定會影響中美兩國和兩軍關係，至於影響

程度則視乎美國對台軍售的程度而定。陳炳德強調，美

國制定的「台灣關係法」實際上是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個

法律，「說難聽一點，就是太霸氣了」。

據中新社華盛頓18日電 正在美國
訪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
德18日表示，他與美方會晤時討論了
拉登斃命後的國際反恐局勢，中方強
調反恐不能持雙重標準，否則會「越
反越恐」。
陳炳德當天在中美聯合記者招待會

上表示，美軍擊斃拉登一事是國際反
恐的一大進展，肯定對「基地」組織造成沉重打擊，但「要清楚懂得，擊斃
一個拉登，還有其他恐怖頭目出現，反恐任務是長期和艱巨的」。
他強調，恐怖分子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因此在反恐上不能於我有利就

反，於我不利就不反，否則將「越反越恐」。「這些問題我跟馬倫將軍達成
共識，也就是反恐不能持雙重標準。」陳炳德說。
他透露，中方建議，今後在反恐領域應加強理論研究，例如研究恐怖分子

的自身成長及形成機制等，各方還應加強情報搜集、資金保證等工作，最後
形成一股反恐合力。

反恐若雙重標準「越反越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中國解放軍總參
謀長陳炳德否認在蓋茨今年3月訪華時中國試飛「J20」(殲20)
是針對美國的一種挑釁。
在當日與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舉行的聯合記者會

上，陳炳德在回答美國記者的提問時承認，蓋茨訪華時中國
確實有一個新型的飛機J20進行了試飛。但就連蓋茨本人都認
為，這次試飛是正常的，不是針對他的。

封鎖禁售激發國民鬥志
「美國已經製造了那麼多新型武器，他又是針對誰的呢？」

陳炳德反問道：「為什麼中國搞一個新型武器卻對美國構成
了威脅和挑戰呢？難道只允許你們幹，卻不允許中國幹？」
陳炳德指出，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技術是封鎖的，歐盟對

中國軍售也是禁止的。不過，美國的封鎖也好，歐盟的禁售
也好，反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鬥志，充分調動了中國人民的
聰明才智，因此他們奮發努力，也研製了一些保衛自己的新
型武器裝備。儘管水平比不上美國和歐盟，但總是自己研製
了自己應該擁有的武器裝備，這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

中國不會軍事挑戰美國
陳炳德說，中國經濟確實有長足進步，現在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但是13億人口一分配，它就是100位之外。中國搞
經濟建設是為了解決好13億人民的生活，使他們的日子過得
更好，而不是拿這個錢去搞武器裝備，去挑戰美國。
「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高於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12倍，如

果我們拿這個錢去搞武器裝備挑戰美國，中國老百姓也不會
答應。」這位解放軍總參謀長說。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中國要挑戰美國談何容

易？」陳炳德說：「中國沒有這個文化，中國也沒有這個能
力。」

回應殲20試飛：
只許你們幹不許中國幹？

中美明年亞丁灣聯合演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

道）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華盛頓
時間18日宣佈，中美兩軍達成6項共
識，將在明年開展6項軍事交流項目，
包括在亞丁灣舉行打擊海盜聯合演習，
以及人道援助、災害救助、海軍聯合醫
療救援演練等方面的聯合演習。
同時，陳炳德宣佈，兩軍在文體領域

也有交流，這將有助於增進相互了解和
信任，中方已經邀請美軍陸軍軍樂團和
射擊隊訪華。

陳炳德邀馬倫訪華
陳炳德強調，中美兩國兩軍之間合作

是主流，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 廣泛的
共識，也存在分歧。中方願與美方共同
努力，認真落實兩國元首就發展兩國兩
軍關係達成的重要共識，尊重雙方核心
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矛盾與分
歧，加強對話與溝通，深化務實合
作，推動兩軍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

展。
此外，陳炳德當地時間18日下午在美

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期間宣佈，他已正
式邀請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
馬倫在近期訪問中國。馬倫對陳炳德的
邀請表示感謝，他期待與夫人盡快成
行。
不過，現年65歲的馬倫早前確定在今

年9月末退休，對於這是否會影響馬倫
訪華行程，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副主
任關友飛表示，中方也聽到馬倫今年要
退休的消息，希望他能周密安排，爭取
在退休前訪華。

解放軍軍官人均月入逾5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防部網報

道，截至2010年底，解放軍幹部
人均月收入為5,373.14元(人民幣，
下同)，幹部家庭人均月收入為
2,637.62元，分別是「十五」末期
的2.61倍和2.41倍。剛剛結束的第
八次軍隊幹部及家庭生活基本情
況抽樣調查顯示，解放軍幹部工
資性收入及家庭人均收入，增加
額與增幅均達新中國成立以來最
高水平。

隨 幹部及家庭收入穩步提
高，幹部家庭消費水平明顯增
長。
統計顯示，「十一五」末軍隊

幹部家庭設備用品方面的開支，
月人均達176.33元，比「十五」末
高出135.58%，部分中高檔耐用消
費品增長勢頭迅猛。與此同時，
幹部家庭居住條件和環境得到較
大改善，家庭總體收入水平明顯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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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軍6點共識
1、雙方一致認為，一個健康、穩定的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

部分。雙方同意，在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關於中美相互尊重、

互利共贏合作夥伴關係的框架下，推動兩國軍事關係新的發展。

2、雙方重申保持兩軍高層接觸與對話的重要性。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

謀長和美軍參聯會主席將通過國防部直通電話進行溝通。

3、雙方重申，加強兩國海軍之間的聯合行動有助於增進海上軍事安

全。雙方同意兩國海軍展開交流，包括在亞丁灣進行軍艦編隊運

動、通訊演練或反海盜聯合演練。

4、雙方同意開展人道主義救援減災交流，並於2012年舉行人道主義救

援減災聯合演練。

5、雙方同意開展軍事醫學交流，兩國海軍醫院船進行交流，並組織開

展聯合醫療救援演練。

6、雙方重申，兩軍在文體領域的交流有助於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中

方邀請美國陸軍軍樂團和射擊隊訪華。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18日
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說。 中新社

■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與美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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