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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中國軍力
美嘆難下筆

中國自建航母 美料2015服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五角大樓最新年度報告指出，中國軍力
在過去一年內取得了巨大進步。截止
2020年前，中國有望建立現代化、區域
集中式軍事。報告警告，中國增強的實
力將「威脅」到美國及其聯軍海軍艦船
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此外，美方認為，
中國自建的航母要到2015年才能完成。
由於中國首艘航母是在烏克蘭舊航母的
基礎上改裝而成，噴氣式戰鬥機並不會

在幾年內上艦。
美國國防部發佈的最新報告特別分析中國的航母，關注中國航母

平台試驗，認為考慮到培養艦載機飛行員的因素，中國能使一艘航
母具備作戰能力依然需要多年時間。
美國國防部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邁克爾．希弗(見圖)22日

在五角大樓簡報會中指，雖然北京可能正在建造一艘「新航母」，
但是據新報告，即使今年開始建造，中國自建的航母也要到2015年
才能完全完成。由於中國首艘航母是在烏克蘭舊航母的基礎上改裝
而成，噴氣式戰鬥機並不會在幾年內上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美國國防部日前

發佈《中國2011年軍事與安

全發展報告》。該報告儘管承

認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

全方面所作的貢獻，但仍對

中國和平強軍政策指手畫

腳，並渲染和突出中國軍事

「威脅」及外界擔憂。報告認

為中國對南海局勢影響巨

大，並對中國在航空母艦和

隱形戰機等長期由美國主導

的領域的發展 墨頗多，稱

中國有能力動搖地區軍力平

衡。新華社就此批評報告有

關台海內容干涉中國內政，

並指美有意忽略中國和平國

防政策。

據媒體報道，美國於當地
時間24日下午發佈

的這份最新報告長達94頁，分為6章、兩個
「特別主題」以及兩個附錄，主要內容仍是中國
軍力發展、台海安全形勢發展、中國軍事現代
化進程、美中軍事聯繫等諸多方面。

妄稱中國軍力使用 存「不確定性」
儘管美方在報告中承認中國更多地參與國際維

和、反海盜、人道主義救助等行動，認同解放軍「審慎
而不斷增加的軍事透明度」，但卻又同時聲稱「中國在如何
使用其不斷增長的軍力方面存在不確定性」。
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幫辦邁克爾．希弗24日在五角大樓的新聞發

佈會上對記者稱，中國持續軍事投入的速度和範圍，令美國認為中
國尋求的能力可能破壞地區軍事平衡，增加誤解和誤判的風險，並可
能造成地區緊張局勢和焦慮情緒。
與去年的報告相比，美國國防部的這一報告將最新的關注點集中在中

國的「海洋雄心」之上，2011年報告新增加了兩個「特別主題」，即中國
的海上戰略和中國的對外軍事交往。有美國媒體引述報告指出，中國目
前正在大力推進軍事科技的發展；其中包括許多美國長期主導的領域，
例如：航空母艦和隱形戰機等等。
報告稱中國軍隊過去十年來受益於在現代硬軍事裝備和科技方面的強

勁投資，許多現代化系統已臻成熟，未來十年中國軍隊將整合許多新
的、複雜的平台，並採取新的作戰概念，包括聯合作戰及以網絡為中心
的戰爭。美國國防部判斷，中國軍隊可能將在2020年實現現代化目標。

中美軍隊可擴合作 亦增誤判風險
五角大樓特別關注了北京對於藍水(遠洋)海軍能力的渴望。報告在談及

中國首架航母時稱，中國軍艦「將在保護廣泛利益方面扮演越來越強大
的角色」。報告指，類似殲-20隱形戰機和遠程彈道導彈這樣的武器，將
進一步提升中國軍隊打擊該區域空軍基地、後勤設施和其他路基設施的
能力。
報告認為，中國不斷增長的軍力儘管能夠促進美中在共同目標上的合

作，但也會增加誤解和誤判的風險，加強兩軍關係是美國意圖影響中國
的選擇的戰略的重要部分。
自2000年以來，五角大樓每年都向國會提交所謂中國軍力情況的年度

報告。新華社發表社論，批評這份報告有關台海問題的內容是干涉中國
內政，並指責美國報告有意忽略中國的和平國防政策。不過，新華社對
過去一年中美兩軍關係的改善表示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著名

軍事問題專家、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

少將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直斥美國「得寸

進尺」，他指出，中國此前展示王牌二炮部隊及潛艇

基地等，顯示已盡最大努力做到軍事透明，但美國此

番卻要求中國軍力進一步透明，是「欲壑難填」。他

認為，美國此舉是為拼湊亞洲版「小北約」尋找借

口，亦凸顯其對中國軍力的擔憂。該評估報告的實質是冷戰衍生

物，將令美國近來對中國展現的友好大打折扣。

軍備可以「亮相」 不可「亮底」
資料顯示，自2000年以來，美國每年都會發佈一份所謂中國軍

力情況年度報告，而每一份報告幾乎都要提及所謂軍事透明度的

問題，今年亦如此。羅援指出，上個月，美參聯會議主席邁克

爾．馬倫上將參訪了解放軍海、陸、空軍以及二炮部隊，其中還

包括中國軍事戰略的王牌，並進入中國蘇-27駕駛艙參觀。但美

國還是不滿足，意欲令中國進一步做到軍事透明，顯然是「得寸

進尺，得隴望蜀」。羅援表示，要求中國武器亮相可以，但「亮

出家底」則絕對不可以，美國也不會「亮家底」。

今次的評估報告與去年相比，新增兩個「特別主題」，即中國

的海上戰略和中國的對外軍事交往。報告還包括了關於中國的航

空母艦項目、反艦彈道導彈及飛機發展方面信息。此外還提及中

國仍尋求阻遏台灣獨立和以北京方式解決爭端的能力，以及在發

生衝突的情況下對美國可能向台灣提供的支持進行阻遏。羅援就

此指出，該報告顯示了美國對中國軍事五大能力的擔憂。一是中

國軍隊增強獲取外交優勢的能力；二是中國軍隊解決爭端的能

力；三是解放軍遏制「台獨」的能力；四是阻遏美國對台灣提供

支持的能力；五是中國軍隊行使新的作戰概念的能力。

羅援指出，美國的擔憂實質上毫無道理，因為任何國家的軍力

都是國家外交行動的強大後盾，都必須具備解決爭端的能力，否

則軍隊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延續冷戰思維 爭取國防預算
他還指出，事實上，美國對中國的軍力以及發展十分清楚，此

番發佈報告目的有三：一是為迎合其國內軍工集團的競爭需要，

刺激國內軍工發展，特別是在當前準備削減國家預算的情況下，

更要保住其國防的份額；第二，誇大中國的軍事力量和軍事能

力，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特別是東海、南海出現的一些敏感問

題的情況下，挑撥和離間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坐收漁翁之

利；第三，為拼湊亞洲版「小北約」尋找借口和理由。

羅援表示，對中國的「年度軍力評估報告」實際上是冷戰的衍

生物，報告的基調就是冷戰思維。

美
欲
拼
湊
亞
洲
版
﹁
小
北
約
﹂

五角大樓發佈「中國軍力報告」 渲染「威脅」

中國和平強軍
美又指手畫腳

美發表反恐報告
中方斥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近日，美國發表
《2010年國家反恐報告》，其中有涉華內容。對此，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馬朝旭周四回應稱，恐怖主義是國際公害，中國也
是受害者。中國支持並積極參與國際反恐合作，為國際反恐
鬥爭做出了重要貢獻，打擊「東突」恐怖勢力是其中的重要
組成部分。

反對將恐怖主義與特定民族宗教相聯
馬朝旭強調，中國政府一貫主張應以《聯合國憲章》、國

際法和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為基礎加強國際反恐合作，
反對將恐怖主義與特定的國家、民族或宗教相聯繫。中方願
繼續本 平等、互利原則與美方加強反恐合作。同時，中方
在「東突」問題上的關切應得到切實尊重，中方反對搞「雙
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台灣《中國時報》劉屏專欄26
日刊發文章《評估解放軍美國難下筆》，文章說，美國《解放軍軍力》延
宕將近半年後終於出爐，就報告言，既不要讓人覺得美國散播「中國威
脅論」，卻也必須提醒各界重視解放軍發展的潛在影響；一方面承認「大
國崛起」，一方面也要鼓勵這個大國「透明化」，還要不斷提醒這個大國
重視國際責任；再加上美國政府各部門各持己見；凡此俱令執筆人在拿
捏之間頗費思量，遂有「愈來愈難寫」之歎。

報告延遲半年發佈
據中新網摘編台媒報道指，這份報告最遲應在今年3月1日送達國會。

早在今年元月，圈內人士已獲悉「絕不可能在3月1日前完成」。原因有
二，一是報告的範圍擴大；不但談中共的軍事，也要談美、中間的軍事
關係；而且在軍事之外，要兼顧政治、安全等議題。二是牽涉的部門增
加；除了國防之外，其他部門對中國的看法也應融入。這麼一來，婆婆
就多了，莫說觀點難以一致，連遣詞用字都不統一。
文章稱，從「軍力報告」演變為「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範圍大增，

層次躍升，撰寫的難度也更大。以航母為例，寫到什麼程度最為恰當，
既可透露出美國掌握的訊息，又不致影響情報來源，是個很大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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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渲染

所謂大陸對台「軍事威脅」，仍是今年美國國防
部最新報告重點之一。報告指稱，儘管海峽兩

岸關係改善，中國仍以應對台灣事端為中心提
升軍力，尋求阻遏台灣獨立及影響台灣以北京
方式解決爭端的能力，以及在發生衝突的情況

下對美國可能向台灣提供的支持進行阻遏。報
告稱，兩岸軍力平衡繼續向有利於大陸的方向
轉變。

台海仍是主要戰略方向
五角大樓的這份最新報告還一如往年提到台

海安全形勢問題，稱台灣仍是解放軍的「主要
戰略方向」。
另據美國《華盛頓郵報》8月25日消息，中國

大陸在軍事上的「進步目的」，主要是「震懾台
灣獨立勢力，解決台灣與北京間的分歧」。儘管
兩岸關係已經緩和，但五角大樓注意到「海峽
兩岸的軍事平衡已經打破，大陸更佔優勢」。

析兩岸軍力 稱大陸優勢

■中國殲-20
隱形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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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軍昨日舉行海陸戰車操演。 中央社

■美報告關注解放軍對於藍
水(遠洋)海軍能力的渴望。

■五角大樓發佈最新「中國軍力報告」，首
次提及中國航空母艦「瓦良格」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