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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偉星說，所謂「巧實力」，
就是硬實力和軟實力在國

際關係中的嫻熟配合，以實力為
後盾，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善
於製造和利用危機，進而介入地
區事務。美國利用中國及周邊國
家的矛盾，拉攏敵對國家圍堵中
國，即是「巧實力」的表現。美國這種以軟實力和「巧
實力」的方式重返亞洲，中國難以針鋒相對回應。

考驗中國外交智慧
他認為，美國是次高調介入中國周邊國家事務，重

返亞洲地區組織，又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
（TPP），並在澳洲部署海軍陸戰隊，讓中國和很多亞
洲國家感到「不舒服」。亞洲有自己的交友方式，他
形容好比亞洲在一個桌子旁吃飯，美國人來了，硬要
加把椅子一起吃，但坐下後還要求重新點菜，要遵循
自己的方式重塑亞洲。

至於美國推動的TPP能否成功、未來會如何發展，

胡偉星認為仍需時間觀察。亞洲
事務並非華府想像的那麼簡單，美國想重當亞洲領導
者，需要承受長期代價，包括維持龐大軍費開支等，
對此美國未必擔負得起，很多問題還是要與中國合
作，中國要有智慧地跟美國周旋。

東南亞國家圖左右逢源
至於其他亞洲國家對美國重返亞洲的反應，胡偉星

稱不少東南亞國家持有這樣一種觀點：即經濟上要中
國，安全上靠美國，且此趨勢愈來愈明顯。對於南海
爭端，有些亞洲國家需要美國撐腰，經濟上又離不開
中國，可謂見風使舵，左右逢源。

他還指出，明年美國總統大選必將提及中國問題。
目前美國的主要問題，包括高失業率、外貿逆差及財
政赤字皆可歸咎中國，且美國民眾並不了解中國，很
容易被政客操弄和誤導。

他認為，儘管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不景令奧巴馬爭
取連任前路崎嶇，但共和黨尚無強而有力的挑戰者，
他競選連任仍有較大勝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

南海問題專家、廈門大學南洋
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小圖)在接受
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從最近
南海爭端的發展態勢來看，明
年南海問題將朝更複雜化的方
向發展。其主要表現有如下幾

個方面：一、菲律賓將繼續推行所謂的「南海和平、
自由、友誼及合作區」構想，以劃分「爭議區和非爭
議區」之名，行瓜分南海之實；二、區域外大國將繼
續介入南海問題，以形成對中國的包圍圈；三、越南
與菲律賓等國將乘機加緊對南海爭議海域油氣資源的
掠奪。

菲越垂涎油氣資源
他指出，菲律賓在南海爭議中的利益訴求，是南沙

群島的部分島礁和南海海域蘊藏的石油，特別是南沙
群島禮樂灘（菲律賓稱為勒道灘）蘊藏的石油和天然
氣。據報道，禮樂灘蘊藏有3.4萬億立方呎的天然氣
和4.4億桶的石油，預計將超過目前由菲殼牌公司經
營的馬蘭帕亞油田。
越南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全部提出主權要求，

但它更感興趣是南海海域的石油和戰略地位。目前越
南在南海每年開採石油大約2,000萬噸以上，產值幾
乎佔越南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0%以上；且在越南
的經濟結構和國家戰略中，海洋經濟已成為其新的經
濟支柱和發展方向，可見南海對於越南來說，戰略意
義已遠遠超過一般的海洋權益。

日圖增釣島談判籌碼
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利益訴求有幾個方面動機：一

是確保其從中東進口石油的航行運輸安全；二是藉此
牽制和對抗中國，增加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談
判的籌碼，並在國際社會營造對中國不利的輿論壓
力；三是籌劃與越南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一道，建
立一個有關南海主權問題和保障航行安全自由的協調

機搆，以遏制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活動。
美國介入南海問題的借口是「維護南海航行自

由」，但其真正目的是使南海問題進一步國際化，藉
此來保持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以制衡中國，同時又
改善與東盟國家之間的關係，為其重返亞洲做好準
備。

歐債危機沒完沒了，人口居全球首兩位的
中國及印度則潛力無限，被視為未來數十年
帶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然而中印關係錯綜
複雜，過往邊境時有衝突，印度總理辛格在
上月的東盟峰會上，明言該國有商業權利開
發南海油氣田，兩國和平共處的願景頓生暗
湧。

分析︰靠攏美國 觸華底線
美國積極拉攏印度、日本、澳洲建立前總

統布什所稱的「民主之孤」，4國近年加強軍
事演習亦劍指中國。2008年美印簽訂民間核
能發展協議，更令中印關係惡化。分析認
為，印度主動靠攏美國，觸及中方底線，若
真心希望向中國示好，應跟美國保持距離。
《人民日報》更警告印度政府要為取悅美國而
付出代價，而中印開戰更一度成為中國網民
熱話。
中國近年在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

卡、孟加拉國、緬甸等南亞國家加強投資，
印度分析員詮釋為中國「動作多多」，無非為阻止印度
崛起成亞洲及全球大國，越來越擔心被「圍堵」。
事實上，印度多年來談及要「向東望」，積極與東亞

及東南亞新興經濟體打交道，最近終付諸實行，與日
本、越南及印尼「建立更緊密保安及經濟聯繫」，企圖
「反圍堵」中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更公然力挺印度，
將「向東望」演繹成「東亞行動」。

■《華盛頓郵報》/eurasia review

緬甸過去一年的民主進程發生變化，自去年11月反
對派領袖昂山素姬獲釋後，總統吳登盛接連釋出善
意，不但容許民眾示威遊行，更恢復反對派全國民主
聯盟(NLD)政黨地位，默許昂山重返政壇。彭博通訊社

分析認為，緬甸正積極試圖在中國及美國間保持
外交平衡，創造三贏局面，但要打響如意算
盤並不容易。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上月底歷史性訪問緬

甸，為「重返亞洲」目標帶來一大收穫。另
一方面，希拉里到訪前兩日，緬甸
國防總司令敏昂蘭到訪中國，與國
家副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中評
社文章指，這明顯反映緬甸與美
國緩和關係之際，不願意得罪
中國。分析認為，希拉里「試

水式」訪緬，旨在拉攏緬甸制衡
中國根深柢固的影響力。至於緬
甸考慮到與中國為敵，只會淪為
美國的棋子，兩邊不討好，不符
合生存策略。當然，要做到左右
逢源，緬甸看來仍需鍛煉外交技
巧。 ■綜合報道

中國近年崛起，國力大大
提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日本擔心其世
界及地區的角色有所動搖，
近日頻頻介入南海事務，如
加強日本與東盟關係，又於
東亞峰會上敦促其他亞洲領
袖關注南海「海上安全」，旨在於南海地區建立勢
力挑戰中國。

2000億支援大型基建
日本早前與東盟10個成員國領袖舉行峰會，首相

野田佳彥(小圖)提出支援東南亞大型基建計劃，由
日本政府及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創造約2萬億日圓
(約2,005億港元)的營商機會。早前中國跟東盟領袖

會面時，承諾提供100億美元(約778億港元)貸款。
另外，中方一直希望透過雙邊協商解決南海紛

爭，但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及越南等國家均希
望進行多邊國際談判，這讓美國有機可乘，在南
海問題上擔當「間接角色」，令華府將戰略重心轉
向亞太地區找到借口。
日本早前於東亞峰會上向各國提倡舉行海事合

作多邊會議，而日方亦與東南亞領袖發表聯合聲
明，促進彼此戰略合作關係，依循國際法加強海
上安全，此舉無疑對中國構成壓力。
雖然日本表示無意介入南海，但日本在區內展

開密集的軍事外交活動，分別與菲律賓和越南簽
署新的軍事協定，包括保證航海自由，以及加強
雙方海軍合作。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日本《每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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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易）美國早前宣布從

伊拉克及阿富汗撤軍，將目光轉向亞太地區。總

統奧巴馬上月首度訪問澳洲，並簽署兩國永久駐

軍協議，圍堵中國的意圖呼之欲出。香港大學政治

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胡偉星(小圖)接受本報專訪時表

示，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更多運用的是「巧實力」和「軟實

力」，中國在對應美國的挑戰時需要更多智慧，而不是針鋒相

對地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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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挑動南海爭端 各懷鬼胎

日拉攏東盟 挑戰中國

■越南對南海資源虎視眈眈。圖為該國士兵6月進
行射擊演習。 資料圖片

■中業島是中、菲引發爭議的南沙群島的一部分。資料圖片

■美國早前與澳洲簽署駐軍協議，圍堵中
國意圖明顯。圖為美國「華盛頓」號航母
去年參與美日聯合軍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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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左)早
前訪問緬甸，與
昂山素姬(右)見
面。 資料圖片

■奧巴馬會晤澳
洲 總 理 吉 拉 德
(右)。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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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