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南海緊張局勢引發
媒體廣為關注，其中，美媒近日還揣測南海之戰，稱三種衝突
方式決定中越命運。
美國《時代週刊》近日發表文章稱，中越圍繞南海爭議水域

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如果出現擦槍走火的情況很可能將引爆
為武裝衝突。根據衝突的嚴重程度不同，可能會出現三種不同
方式：低級別武器衝突、海上小規模戰鬥以及大規模開戰。
文章稱，中越之間政治經濟聯繫很緊密，宿怨也一直存在。

在所有聲稱擁有南中國海主權的東南亞國家中，越南與中國的

領土爭端尤為嚴重，其中又摻雜了民族主義情緒。如果中越南
海戰爭爆發，根據衝突的嚴重程度不同，可能會出現上述三種
不同方式。

英媒：越軍港租美俄 圖制衡中國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越關係最近日趨緊張，越南可能

透過把其東南部重要軍港金蘭灣基地出租予美俄等國軍艦，藉
以制衡南海海域的中國海軍。金蘭灣基地是史上有名的軍港。
分析家指出越南重開金蘭灣基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以外國海
軍制衡中國海軍，圖在這個涵蓋主要國際航道、具價值捕漁區
及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區域，消除中國的優勢。

九成內地網民：中國周邊環境惡化
另據內地環球網16日投票顯示，92%的投票網民認為中國周

邊環境在惡化，69%的人認為2010-2011年是中國周邊環境最壞
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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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登陸演習。

■中國海軍月初在南
海舉行混合編隊實彈
演練。 央視畫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王曉雪 北京報

道） 針對近期越、菲等國刻意在南海挑起事端，

中國專家表示，從中國執法船的表現、外交部發

言人的語氣以及中國在南海的系列動作看，中國

的南海政策在微調。專家表示，某些小國，不要把中國逼得

忍無可忍。屆時，「亮劍」恐怕要比「亮肌肉」的後果更嚴

重。

中國軍事專家劉江平表示，此前，中國在南海問題上一直

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此次對於越南在南海的系列

行為，解放軍絕不會坐視不管。南海艦隊和海航、陸航等部

隊相信都已嚴陣以待，以靜觀其變，一旦越南演戲地點波及

中國領土領海，中國軍隊必定予以嚴重警告，必要時還會

「槍打出頭鳥」，毫不含糊！

南海艦隊實力 遠超越南海軍
他表示，戰爭靠的是國家的軍事實力，南海爭端靠的是海

空軍的實力，越南的海空力量在世界強國中是不入流的角

色，僅中國南海艦隊實力就已遠超整個越南海軍。

中國軍方專家羅援少將亦表示，南海問題，有關國家不要

得寸進尺，在此炫耀武力，只能激化矛盾，不要逼迫中國人

民拔下「忍」字頭上那把刀。到時候「亮劍」恐怕要比「亮

肌肉」的後果更嚴重。

羅援表示，南海各國之

間的矛盾是可以通過雙邊對話，甚至爭辯來解決的，應該在

域內解決，沒有必要引入外來勢力，域外勢力的介入，只能

使問題越來越複雜，得利的絕對不會是引入方。挾「美」自

重的結果，只能是挾「美」自害，前車之鑒，不可不察。

他認為，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南海爭端，是唯一正確

和有效的方針。

港專家：美難與華「決戰千里」
面對南海爭端不斷升溫，中國太平洋學會17日在京召開

「中國在釣魚島列島、南沙諸島領土權的論據辨析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鄭海麟在研討會上指出，南

海爭端的背後是美國欲重返亞洲的戰略部署，中國需積極開

採釣魚島及南海諸島的天然資源，這是先輩留給中國的遺

產，中國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上的權力。對於關乎國家尊

嚴、民族利益的南海問題必須分土必爭。

在隨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鄭海麟指出，美國重返亞

洲的戰略部署支持了越南的蠢蠢欲動和問題的升級，而重返

亞洲是從三個方面來圍堵中國，一是金融貨幣戰，二是邊疆

問題，第三是軍事圍堵。在邊疆方面主要是把越南、菲律

賓、韓國的島鏈重新拉起來，由於現在蘇聯已經解體，因此

主要目標就是圍堵中國，避免中國「蛟龍出海」。

鄭海麟同時認為，雖然美國在背後支持越、菲，但未必敢

冒險跟中國決戰於千里。

中國調政策 南海不唯「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 中國南海局勢日趨緊

張，越南、菲律賓等國家近期紛紛在南海搞「小動作」，挑戰

中國底線。據中央電視台報道，解放軍海陸兩軍近日在南海

區內先後進行兩次實彈演練，演練包括保礁護航、搶灘登

陸、水陸輸送等多個兩棲作戰科目。在本月初的海上混合編

隊實彈演練中，解放軍出動獵潛艇、登陸艦、巡邏艇等多種艦

船及作戰飛機。中國軍事專家表示，解放軍於此時接連展開軍

演，顯然與越南、菲律賓在中國南海「得寸進尺」的舉動有關，務使

解放軍及早做好各種應對準備，以確保國

家核心利益不受任何侵犯。

菲律賓月初單方面將南中國海改名為「西
菲律賓海」，昨日再宣布準備派出海軍最

大型戰艦「胡馬邦」號到南中國海巡邏，菲律
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昨日又聲稱，菲國已在巴拉
望省對開130公里的里德淺灘進行石油勘探，形
容前景「非常好」，預料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
島嶼主權爭議將持續升溫。針對近期越南、菲
律賓等國家在南海相繼對中國出手，解放軍接
連展開軍演，進行反擊應對。

演練三天三夜 應對緊張局勢
據央視報道，解放軍海軍近日聯合海警、海

監等單位，進行了首次環海南島海上實兵演
練，在為期3天3夜的演練中，海軍聯同各單
位，共出動獵潛艇、登陸艦、巡邏艇等多種艦
船14艘，還有作戰飛機兩架，演練了巡邏反
潛、登陸輸送，保礁護航等科目，在海上實戰
條件下，強化了部隊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中國軍方專家指出，一些國家在中國南海非

法盜採中國油氣，侵佔中國島礁，進而軍事演
習、大規模徵兵步步擴大侵略範圍，對於此種
無視國際法的行為，中國必將進行反擊。
此外，軍方重要媒體《解放軍報》報道，解

放軍兩棲部隊本月初在南海進行了另外一次演
練，並在演練中成功破解了浮渡裝卸載難題。

海上千里轉場 揮師登陸島礁
報道稱，廣州軍區南海艦隊某陸戰旅戰車編

隊6月6日下午在南海展開演練。經過海上千里
轉場，南海艦隊某陸戰旅戰車編隊到達一個陌
生海域，在風雨交加情況下，展開兩棲裝甲車
的浮渡裝卸載演練。報道指出，以往受海象等
因素影響，部隊浮渡裝卸載訓練常常「卡
殼」，特別是在惡劣天氣、陌生海域。而這次
部隊與登陸艦進行協同訓練，通過練編組、練
對接、練配合，探索出裝甲戰車在各種複雜條
件下裝卸載訓練的方法路子。
另外，隸屬於廣州軍區的某陸航團，日前亦

在粵西某海域展開武裝直升機攻擊演練，10餘
架武裝直升機對海上目標輪番進行攻擊。觀察
人士注意到，參加演習的直升機均為具備武裝
運輸能力的「米-171」型，既演練實彈射擊和
空中格鬥，而潛在目的則主要驗證該部隊在戰
時是否能具備武裝登陸島礁的能力，這也為中
國解放軍解放南中國海「島礁」做充分的武器
和戰術準備。

南海兩次實彈訓練 保礁 護航 兩棲作戰

解放軍演兵震懾菲越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大地震發生後的4月
21日，日本自衛隊軍艦和軍機在東海海域
一度與中國海軍艦隊進行了近距離的對峙
和監視，現場氣氛一度緊張。為此，中國
政府近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中國政府向

日本政府提出三項抗議：一，在中國艦隊
通過靠近沖繩縣西南諸島的公海海域時，
日本海上自衛隊導彈驅逐艦進行了跟蹤，
並派出武裝直升機飛臨中國艦隊的上空，

進行至近距離的監視飛行。二，日本海上
自衛隊的警戒機P3C1也在中國艦隊附近
低空盤旋。三，日本海上自衛隊的P3C2
軍機在中國艦隊的附近，以80米的高度低
空飛行，並投下數枚偵察中國潛艇位置的
聲納浮標。
中國政府的抗議書指出，日本自衛隊的

這一做法是十分危險的舉動。
防衛省回答稱，中國政府指出的日本海

上自衛隊的導彈驅逐艦並沒有在現場海

域，P3C軍機與中國艦隊的距離也有3,700
米。同時P3C2軍機在投下聲納浮標時，
與中國軍艦的距離也有1,300米。

越南繼續以小動作挑動南海緊張局
勢，該國官員昨日聲稱，一艘中國軍
艦充公了越南船民捕獲的數百公斤漁
獲，使漁民「損失」約5,500萬越南盾
（約2.08萬港元）。

該艘聲稱被充公漁獲的漁船現時停
泊於越南離山島，當地官員聲稱，漁
船上的500公斤漁獲和一些捕魚工具被
充公。當地傳媒指所謂的充公事件發
生於周二早上，位置是西沙群島附

近，漁船周四返回離山後報告事件。
傳媒指稱該艘中國軍艦配備武裝，但
沒有指明船隻類型。西沙群島是中國
領土。

菲拒與華共同開發南海
雖然中國提出以「共同開發取代爭

議」的口號，作為擱置南海主權爭議
的權宜之計，但菲律賓總統府馬拉坎
南宮拒絕了這項建議。 ■綜合報道

越稱中國軍艦充公漁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

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持續升溫之際，中國海
監總隊官員表示，將擴大海監執法隊伍的建
設，加強維護中國海洋權益。報道引述中國
海監總隊高級官員表示，海監執法飛機將在
「十二五」計劃末期，增至16架，執法船達
到360艘。到2020年，中國海監隊伍將從目
前的9,000人增至1.5萬人。
據英文《中國日報》報道，中國海監目前

共有執法船260艘，執法專用車輛280多輛，
飛機9架。
自去年起，中國海監開始建造36艘千噸級

執法船和54艘執法快艇。
中國海監本周已派出大型海事巡視船

「海巡31號」前往南中國海巡航，以宣示中
國主權。
這艘海巡船在前往新加坡訪問的途中，將

由北向南縱貫南中國海，途徑西沙群島、中

沙群島、南沙群島西面。
近年來，外國飛機和船隻非法侵入中國領

海和領空的事件日益增多。
中國各級海監機構去年共監視進入中國管

轄海域的外國船舶1,303艘，飛機214架次。
中國海監總隊隸屬於國家海洋局，成立於

1998年。中國海監目前已擁有9個海監船舶
基地，在舟山建立了海監航空執法基地。

中國海監隊擴編

中日軍艦一度對峙公海

美刊揣測中越衝突3方式

■解放軍混合編隊近
日在南海演練。圖為
去年南海軍演場面。

資料圖片

■解放軍導彈快艇—
人稱「航母殺手」。

■中國海監執法隊伍將大規模擴編。圖為
中國海事旗艦「海巡31」前日啟航首訪
新加坡。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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