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戰的艾奧瓦州黨團會議塵埃落
定，中國問題還沒成為競選爭論焦點。不過，一些共
和黨參選人已擺明對中國的立場，部分參選人語調強
硬，聲言挑戰中國經濟及宗教自由等問題。首戰先拔
頭籌的前麻省州長羅姆尼前日出席活動時，當眾被抨

擊貶低中國人，他反駁稱只是實話實說，還肆意批評
中國人權、民主等狀況，不改對中國的強硬態度。
以8票之差險勝初選的羅姆尼，前日與共和黨參議

員麥凱恩出席競選集會時，一名坐近講台的華裔女子
抨擊他貶低亞洲人尤其中國人，他反駁稱，中國經濟
起飛是無可置疑的奇蹟，但隨即批評中國政權及民主
狀況，延續其一貫抗衡中國的態度，引起美國華裔人
士強烈不滿。
羅姆尼已開始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08年的競選策

略為藍本，承諾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採取嚴厲態度，如
果中國不加緊讓人民幣升值，羅姆尼執政的首日就會
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補償性關稅。

保羅承諾減少外交干涉
於艾州黨團會議排名第2的前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

桑托勒姆，其關注重點是社會問題。他稱應向中國的
宗教自由問題發出挑戰，美國也應在支持人權活動人
士方面更有作為。排名第3的得州眾議員保羅，相比
之下或能取得較多華人支持。他承諾將提振美元，減
少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對外干涉，這會使中國在匯率方
面有更大的操作空間，同時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方
面顯示實力。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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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共和黨艾奧瓦州黨團會議
選舉結束後，各總統參選人重新
部署策略，以些微票數勝出的前
麻省州長羅姆尼，獲資深參議
員、上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
恩站台支持，在新罕布什爾州初

選勝望甚濃。至於在艾州得票包
尾的「茶黨女王」巴克曼前日宣
布退選，表示「選民已發出清晰
訊息」。
麥凱恩稱，羅姆尼在艾州大勝

顯示他氣勢銳不可當，呼籲支持
者繼續努力，成就他與總統奧巴
馬的真正對決。

「黑馬桑」打保守牌
僅輸8票的前賓夕法尼亞州參議

員桑托勒姆盡顯黑馬本色，將大
打「保守牌」，力爭與羅姆尼的激
進路線劃清界線。在新罕布什爾
州民調排名第3的前眾議院議長金
里奇，亦計劃推出廣告反擊羅姆

尼，批評對方擔任州長時加稅。
路透社引述消息報道，一批保

守派社會領袖計劃周末在得州舉
行會議，商討共同支持一名共和
黨參選人，避免分裂。
巴克曼前日在家人陪同下宣布

退選，她無透露將改為支持哪位
參選人，或今年會否尋求連任眾
議員。至於得票排尾二後表示要
檢討得失的得州州長佩里，前日
透過微博twitter聲言繼續參選，
但其競選幕僚透露，佩里的競選
經費只剩最多400萬美元(約3,106
萬港元)，難以打持久戰。

■美聯社/路透社/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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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尼貶中國 華女當眾反駁
茶黨女王退選 麥凱恩撐羅

奧巴馬在發布會上表示，雖然美軍
將會更為精簡，「但全世界必須

知道，美軍將憑藉機敏、靈活性，隨
時能夠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威脅，維

持軍事
優
勢 。 」
他 強
調，軍

費 削 減
絕不會影

響到對亞太
區的軍事開支。
他形容伊拉克及

阿 富 汗 戰 爭 結
束，代表長期、
推倒重來式軍事行
動的終結，未來
美國將透過更少
型的常規地面

部隊，保衛國家安全。
法新社引述國防部官員稱，新戰略

配合國防部長帕內塔早前提出的計
劃，建立規模小而靈活性高的部隊，
加強美軍於亞洲的軍事角色，同時維
持在中東地區派駐大批海軍戒備。該
官員指出，美軍可按此計劃阻止中國
支配南海主權，以及伊朗試圖封鎖運
油要道霍爾木茲海峽。
報道指出，美國國防部放棄多年「雙

贏戰略」，即同時打贏兩場勝仗，是戰
略檢討一大焦點。新戰略變成「勝仗—
阻撓」，意味美國準備好打第一場戰爭

的同時，在另一地方採取阻撓行動，避
免發生第二場戰爭。白宮亦考慮到與他
國開戰，需爭取民眾支持，並動員後備
軍及國民警衛軍支援。

減歐非部署 或裁兵數萬
路透社報道，由於美軍將加強在亞

洲的部署，此消彼長下，駐歐洲、非
洲及拉丁美洲的軍力將削減。據悉，
美軍將在歐洲撤走最少一個陸戰隊軍
旅，涉及約3,500人。當局暫時不會公
布確實削減預算及裁軍數字，但有官
員透露，陸軍與海軍陸戰隊未來10年
將裁減10%至15%，相等於數萬名士
兵。消息稱，駐阿富汗部隊亦會大幅
削減，有官員形容此舉與撤軍無異。

美國萊克星頓研究所分析家湯普森
表示，奧巴馬的戰略明顯聚焦於圍堵
中國和伊朗，因此，在波斯灣和西太
平洋地區的軍力部署及軍售，成為戰
略核心部分。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於香港時間昨晚罕有地親自出

席國防部傳媒簡布會，公布最新的美軍戰略檢

討。因應未來10年大削4,890億美元(約3.79萬億

港元)軍費，美軍將採取「更實際可行」的戰略，

檢討報告提出放棄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目標，並

縮減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地面行動。報告無列

明削減多少兵員，但提出將軍事部署聚焦亞

太地區，加強投資海空力量。分析指，美

國此舉意在

圍堵中

國和伊

朗。

爭取連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忽然
出招，藉國會休會期的漏洞，繞過國會一
口氣任命4名政府官員，被外界視為是與國會爭奪人事任命
權，惹來共和黨員口誅筆伐。
據報，奧巴馬任命前俄亥俄州司法部長科德雷(見圖)為消

費者金融保護局局長，另任命兩名民主黨員布洛克及格里
芬，以及民主黨員顧問弗林為國家勞工關係局的成員。

共和黨轟「傲慢」揚言打官司
消息一公布，參眾兩院的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及博納皆

猛烈抨擊奧巴馬的所為。麥康奈爾斥責奧巴馬「傲慢地略
過美國人民」，指此舉是「前所未有的奪權」；博納則揚言
訴諸法律，批評奧巴馬踐踏分權制度。

■路透社/法新社/中新社/新華社

伊朗與西方關係緊張之際，歐
盟各國據報已就禁止進口伊朗石
油達成初步共識，預計可於月底
的歐盟外長會議上落實。由於包
括希臘、西班牙及意大利在內的
歐洲國家依賴伊朗石油，消息刺
激倫敦布蘭特期油昨日曾升至近
8個星期高位，每桶報114.64美
元，金價前日亦一度急升20美
元。
歐盟內部此前一直就是否禁運

伊朗石油存在分歧，原因是飽受
債務危機威脅的希臘，1/3石油
都是來自伊朗。不過歐盟外交消

息指，希臘
等 國 的
立 場 近
日已有轉
變，同意
支 持 禁
運令。

制裁反損自身經濟
中國外交部前日表示，反對任

何國家單方面制裁伊朗。新華社
昨日發表評論文章，稱西方制裁
的目的在於通過「卡」住伊朗經
濟咽喉，迫其就範，在核問題上

「改弦更
張」，但
其實際
效果，
實 在 令
人懷疑，

原因是在全
球化環境下，

根本無法禁絕伊
朗的多邊經貿活
動，並將對希臘已

陷入困境的經濟雪上加霜。　
■路透社/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新華社

公布戰略檢討 告別「兩戰」地面部隊大瘦身

美軍東移亞太制中伊

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頭版以《中國
瞄準美國海軍》為題稱，中國海軍力量的
發展，將影響美國自二戰以來的海洋霸主
地位。
文章稱，中國正生產新一代遏制美軍航

母威力的彈道導彈，這將改變長期以來中
國對於美國海軍縱橫馳騁敢怒不敢言的局
面。中國目前進行軍事現代化過程的目的
之一，就是讓美國航母漸行漸遠。面對中
國海軍力量的發展，美國也暗中較勁、以
牙還牙，確保自身的海軍優勢地位。
報道稱，美國政府和軍方均不願意公開

提及與中國未來可能產生的衝突，因為目
前來看，中國還未像前蘇聯一樣成為一個
明顯的敵人，中美之間戰略互惠前景廣
闊。

東風-21D導彈成航母殺手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海軍力量的發展會

使美軍逐漸撤出中國周邊地區。中國新近
研發的東風-21D導彈可打擊1,700英里外
的行動艦船，這對美國海軍是一個重大威
懾。儘管美軍防禦系統可摧毀一兩枚該類
導彈，但如果多枚導彈同時對準發射，則
美軍航母勢必難以招架。因此，東風-21D
導彈系統將迫使美海軍逐漸撤離中國附近
海域，也使美戰機不敢肆無忌憚地接近中
國邊境。
目前，中國有29艘攜帶反艦艇導彈的潛

艇，發展勢頭令人關注。蘭德公司東亞安
全問題專家赫金博瑟姆認為，中國海軍在
過去數年中有了實質的飛躍，美軍航母已
經不再無所畏懼。
文章作者認為，中國海軍實力與美國相

比尚有一大段距離，但近年發展勢頭不容
小覷。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稱願意與中國
發展更緊密的軍事關係，加深中美兩軍之
間的交流和了解。由於中國軍事力量的抬
升將迫使美軍不斷撤退，美國政府也在考
慮建設新的地面基地以布置軍事力量。

■《華爾街日報》

奧巴馬「奪權」
繞國會任命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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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環伺亞太

*未有數據

資料來源：美國國防部2011年6月

30日報告、militarybases.com

俄羅斯

朝鮮

中國

韓國
軍事基地：12
兵力：28,500

日本
軍事基地：17
兵力：40,178

菲律賓
軍事基地 *

兵力：182

澳洲
軍事基地 *

兵力：178

關島
軍事基地：2
兵力：4,137

泰國
軍事基地 *

兵力：162

新加坡
軍事基地：1
兵力：157

太平洋

■羅姆尼(左)獲麥凱恩(右)站台支持。 路透社

■巴克曼(左)宣布退選後，與母

親擁抱。 路透社

■美國將大幅裁

減歐、非洲等駐

軍，集中力量在

亞洲。圖為在阿

富汗執行任務的

美軍。 資料圖片

■奧巴馬

■帕內塔(左)早前出席國防部會議。

資料圖片

■解放軍二炮部隊列裝的東風-21改進型

彈道導彈。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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