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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中國發
展航母計劃，
日本將增加6
艘潛艇。圖為
中 國 改 建 的

「瓦良格」號
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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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大洋礦產資源研究開發協
會2日透露，國際海底管理局理事會日前核准了
大洋協會提出的多金屬硫化物礦區申請，使中國
大洋協會在西南印度洋國際海底區域獲得了1萬
平方公里具有專屬勘探權的多金屬硫化物資源礦
區，並在未來開發該資源時享有優先開採權。
據新華社消息，國際海底管理局理事會是在日

前在牙買加召開的國際海底管理局第17屆會議期
間批准這一申請的。這是自國際海底管理局2010
年5月7日通過《「區域」內多金屬硫化物探礦和

勘探規章》後接受和核准的第一份礦區申請，申
請的多金屬硫化物資源礦區位於西南印度洋中
脊，限定在長度990公里、寬度290公里的長方形
範圍內。

海底開採權 中國第二塊
據中國大洋協會秘書長金建才介紹，此項申請

的獲批，標誌㠥大洋協會繼2001年在東太平洋獲
得7.5萬平方公里多金屬結核資源勘探合同區後，
在國際海底獲得第二塊享有專屬勘探權和優先開

採權的海底礦區。
國際海底多金屬硫化物由海底熱液作用形成，

富含銅、鉛、鋅、金和銀等金屬，主要分佈大洋
中脊區域，具有巨大的潛在經濟價值和良好的開
發前景，其賦存的環境對於人類認識海洋具有很
高的科研價值。
據了解，此次海底開採權獲得核准後，大洋協

會將於年內與國際海底管理局簽訂為期15年的勘
探合同，並依照合同，履行開展有關環境監測、
環境基線調查與研究、完成75%勘探區面積的放
棄、培訓發展中國家的科技人員等義務。
日本《產經新聞》稱，中國在印度洋海域獲得

中長期「立足」的機會，讓印度等周邊國家對此
表示憂慮。

中國獲印度洋底萬平方公里採礦權

上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空軍上將
在東京與日本防衛省事務次官中江公人舉行了第九次

中日防務安全磋商。據《讀賣新聞》報道稱，此次會談進
行了4個小時。其間，馬曉天表達了「（日本）在西南島嶼配
備陸上自衛隊是牽制中國」的看法，並就「日本向西南群
島配備自衛隊」、「日本在東海強化警戒監視活動」等向日
方表示不滿，批評日本「正走向危險的方向」。

馬曉天：南海問題 與美無關
對於日本新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及日美6月份在華盛頓

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提到的「中國在東海、南海活動頻繁是
威脅、憂患」等，馬曉天表示，中方沒有任何值得擔憂的
事情，「南海問題是（中國同周邊國家間）兩國之間的問
題，和美國沒有關係」。
日本防衛省事務次官中江公人向馬曉天解釋說，「（向西

南群島）配備陸上自衛隊是想讓日本不再有防衛空白區

域，並沒有假想針對特定的國家。」另外，據日本政府有
關人士透露，中江公人還反駁說，「專守防衛這一日本防
衛政策的基本方向不變」。中江公人還要求中方「提高中國
軍事活動透明度」。

專家：兩國安保處「不正常狀態」
日媒的分析稱，上述情況表明日中國防部門仍存「芥

蒂」。內地《環球時報》援引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副院長劉江永觀點指出，多種因素導致當前中日圍繞安全
保障方面存在「不正常的狀態」，但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不
在中方，而完全是由於日方在製造摩擦。日本應放棄「較
勁」的態度而強化合作，這才是中日建立政治互信的有效
做法。
應日本防衛省邀請，馬曉天一行於上月25日抵達日本東

京，出席了26日舉行的中日防務安全磋商。這次是中日兩國
時隔3年零4個月後，重啟防務安全磋商會議。中日兩國自去

年9月發生釣魚島撞船事件以來，一度中斷了防衛部門之間
的交流與聯繫。有日本媒體早前分析認為，這一溝通將彌
補兩國因去年釣魚島事件所帶來的軍事不互信，令雙邊關
係日益回暖。

《讀賣》：中日防務磋商「針鋒相對」
但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則轉引《讀賣新聞》的報道指出，

中日防務磋商有「針鋒相對」的意味。報道稱，儘管中日
國防高級官員在東京防衛省談判建立海上聯絡機制是2008年
來的首次，但磋商卻並未確定建立相關機制的具體日期，
而且日本防衛相北澤俊美原定8月訪華的計劃，實際上也被
中方以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日程安排困難為由，遭到
無限期延遲。報道分析稱，此舉既說明中
日國防部門的「芥蒂」，也可能與
「日本政局不安」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日本《讀賣新聞》日

前披露，在上月26日舉行的中日防務安全磋商會上，中國人

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曾就「日本向西南群島配備

自衛隊」、「日本在東海強化警戒監視活動」等向日本

表達不滿，警告日本「正走向危險的方向」。北京

專家稱，當前中日安全保障方面確實存在「不正

常的狀態」，但導致這種狀況出現的原因卻並不在

於中方，而完全是由於日方不

斷 製 造 摩

擦。

副總長馬曉天：日走向危險方向

日強化監視東海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刊文指出，「擁有南海部分島嶼主權的東南
亞國家應攜手把充滿爭議的南海變成和平、自由、友好及合作的區
域」。10天前，菲律賓外長在印尼巴厘島說得很動聽。據說，菲律賓還
向東盟提交了一份相關協議的提案，要鼓動東盟國家一起簽署。
「和平協議」顯然只是馬尼拉的一個小把戲。據《菲律賓明星報》網

站7月31日報道，菲律賓海軍工程隊在中國領土——南沙群島的費信島
上修建的第二座建築即將竣工。據稱，修建該建築是為了「讓保衛備受
爭議的領海的菲律賓部隊躲避惡劣天氣」。此舉嚴重違背了《南海各方
行為宣言》。
中國早就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也一直是按這一原

則去做的。有關各方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原則立場並不意味㠥中
國可以隨意讓某些國家乘機「蠶食」中國的領土。在這一問題上作出嚴
重的戰略誤判，勢必付出應有的代價。

人民日報警告：

菲勿作戰略誤判

扶桑災童手模印海南

百名日本災區兒童「陽光海南愛心傳遞」活動啟動儀式2日在海南省
博物館舉行，日本兒童紛紛在「友誼之牆」按下手印。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玫、實習記者 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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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新
版《防衛
白皮書》
於昨日正
式出爐，
其中首次
批評中國
的對外姿
態「高壓」
強硬，並
專門增設南沙部分，預期中國會繼續在南
海及太平洋擴張，稱有必要繼續對中國軍
事動向保持「警戒」。白皮書稱，去年發
生日中撞船等事件，中國的應對措施「可
以被認為是在與周邊各國對立的問題上擺
出了高壓姿態」，要求中國應有大國的覺
悟並負起責任。
日本防衛相北澤俊美2日上午向日本內

閣會議報告了2011年版《防衛白皮書》並
獲得了批准。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
在書中對中國海軍活動表示強烈憂慮，用
21頁篇幅圖文並茂，詳盡描述2008年以
來，中國海軍在日本周邊海域的活動，其
中列舉了中國艦隊日前穿越沖繩本島與宮
古島海域進入太平洋，以及今年3月在東
海中國直升機接近日本自衛隊護衛艦，指
中國海軍今後要將常規活動範圍擴大到東
海、南沙、太平洋，令日本、國際社會感
到憂慮。

形容中國外交 首次使用「高壓」
值得注意的是，白皮書還首次使用「高

壓」態度的措辭，形容中國政府的外交姿
態強硬。日本新版白皮書以2010年9月中
日撞船事件發生後中國方面的對應方式為

例，批評中國在與周邊各國對立的問題上
擺出了「高壓對抗」姿態，要求中國應有
大國的覺悟並負起責任，並指日本今後在
與中國外交的方向性上抱有「不安」。
日本防衛大臣北澤俊美說：「日本監視

中國活動，中國總是不接受。中國是大
國，同東南亞國家發生摩擦時，總是給人
以大國和高壓的印象。」但日本共同社分
析認為，日本該表述方式勢必會遭到中方
的反駁。
白皮書還專門增加南沙部分，指中國和

東南亞國家在南沙主權存在對立。書中強
調，今後，中國海洋活動範圍的擴大以及
頻繁的活動將成為常態化」。「日本有必
要對中國海軍艦艇的動向以及活動據點的
設施狀況繼續保持關注」。
日本共同社分析指，有關中國海洋進出

等問題，日本政府在2010年版《防衛白皮
書》中也曾指出「中國的海洋活動趨於活
躍」，但在2011年新版白皮書中卻首次使
用了「擴大」、「常態化」等新的表達方
式，這顯示出日本政府對中國動向較強的
「警戒感」。

應對中國航母 日增六艘潛艇
日本白皮書又關注，中國正在急速推進

海軍空軍的現代化，但在設備及經費上都
欠缺透明。而日本計劃將本身的潛艇，由
16增至22艘，抗衡中國的「威脅」。專家
指，日本此舉是為了因應中國的航母研發
計劃。
此外，對於國際形勢，白皮書稱，海

洋、太空、網絡空間等「國際公共財產」
的穩定利用是新的課題。白皮書還提及中
國「反衛星試驗」等太空武器的研發工
作，並援引美政府的報告稱中國軍隊組成
了「信息戰部隊」以開發網絡攻擊病毒，
並特別就日本政府機關以及自衛隊等國家
重要部門的網絡安全現狀作出分析，表示
要提高預防黑客攻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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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和往年出台的《防衛

白皮書》一樣，日本最

新版白皮書再次將矛頭對

準中國，並首次提出中國

對周邊各國擺出「高壓」

姿態，要求中國應有大國的覺悟並

負起責任。北京專家指出，日本目

前已無力單獨面對中國的崛起，所

以必須與美國聯手，並在東亞代表

美國發揮遏制中國作用，而兩國共

同要求中國承擔所謂大國責任的背

後真正目的，不過是希望將中國的

崛起納入可控軌道。

知名日本問題專家唐淳風向本報

指出，日本《防衛白皮書》再次將

矛頭對準中國，渲染中國「威脅」、

「強硬」、「高壓」，無非是出於三大

需要：騙取選民選票；增加防衛經

費；凝聚右派反華勢力。

對於日本公開高調要求中國承擔

起大國覺悟與責任，北京大學王新

生教授向本報表示，中國經濟發展

到今天，確實存在㠥如何承擔大國

責任的問題，但日美所要求的大國

責任的背後潛台詞，不過是要更多軍事透明

化，政治多元化以及日美所認同的更多人權和

民主，與中方有關大國責任的定義並不相同。

美日聯手東盟 築「對華包圍網」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版白皮書加大渲染了

中國在南海等方面的威脅「擴大化和常態

化」。日本媒體評論認為，這顯示日本欲在美

日同盟基礎上聯手東盟構築「對華包圍網」的

意圖明顯。王新生表示，日本目前已無力單獨

面對中國的崛起，所以必須與美國聯手，在東

亞代表美國遏制中國。他說，日美共同要求中

國承擔所謂大國責任，真正目的希望將中國的

崛起納入其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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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強化在東海
警戒監視活動，中
國軍方強烈不滿。

■中國人民解
放軍副總參謀
長馬曉天。

■日本最新公布的《防衛白
皮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