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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舊金山4日電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

部長梁光烈4日抵達美國西部城市舊金山，開始

對美國進行為期一周的正式訪問。這是中國國

防部長時隔9年後再次訪美。

盼此訪增了解促合作

梁光烈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表示，奧巴馬政

府執政以來，中美關係總體呈現良好發展勢

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先後訪美，今年3月，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

在首爾核安全峰會再次會晤，達成重要共識，

為中美關係發展注入新活力。

梁光烈強調，中美關係過去40年的發展歷史

表明，中美不是零和博弈的競爭對手，而是互

利共贏的合作伙伴，兩國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

歧。在當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中美擁有

更廣泛的共同利益，兩國關係具有更廣闊的發

展前景。

梁光烈同時指出，在兩國關係積極發展的背

景下，中美兩軍關係總體也不斷向前發展。他

此次訪美，目的就是進一步落實兩國元首達成

的重要共識，進一步增進了解、加強互信、促

進合作，推動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健康穩定地向

前發展。

將晤「飛虎隊」老兵

據中國國防部通報，梁光烈在美期間將會晤

美國政府領導人，與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舉行

會談，並會訪問美國海軍聖迭戈基地、南方司

令部總部、陸軍本寧堡、空軍第四戰鬥機聯

隊、海軍陸戰隊第二特遣部隊和西點軍校，並

將與美國「飛虎隊」老兵及家屬見面。

早前中國國防部官員表示，梁光烈此次訪

美，將就兩軍關係、國際和地區局勢等重大問

題與美方進行戰略溝通，還將與美方就兩軍在

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進行深入探討。
■梁光烈將到美軍南方司令部總部參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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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部署「漁業航母」
拓南海外海資源
組建超級「漁業特混艦隊」長期深水海域作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綜合報道）正當南海問題引起海

內外關注之際，中國開始在南海部署有「漁業航母」之稱的

「海南寶沙001號」綜合魚品加工船，該3.2萬噸級的加工船，

集捕撈、冷凍、生產加工等各種綜合魚類產品為一體，服務在

南海作業的漁船。未來，中國在南海將擁有由一艘3萬噸級加

工船，一艘2萬噸級油船、2艘萬噸級運輸船、3艘3,000-5,000

噸級補給船為核心，協同300至500艘百噸級以上捕撈船的超級

「漁業特混艦隊」，在南海深水海域長期作業。

載重噸位3.2萬噸級的「海南寶沙001號」綜合魚品加工船日前抵達海
南省海口港。具有如此大噸位的綜合魚品生產加工作業線的漁船在

國內還是首艘，目前，在全球也僅有4艘。據南海網報道，該船由海南三
家公司與希臘一家公司共同投資從國外引進，總投資額15億元人民幣。該
船將長期服務於海南，不久的將來，西南、中沙海域的深海魚將走上市民
的餐桌。

每日能處理2100噸漁獲
從「海南寶沙001號」生產車間可見，該船如同一個大型的海上水產加

工廠，由4間工廠、14條生產線組成，共有600餘名工人共同生產、生活。
由於該船各項設施齊全，在海上可連續作業9個月左右。
在生產車間，不同的魚種類有不同的生產加工作業線，同時還配備不同

標準的質量檢測儀器。每天能加工處理2,100噸漁獲物，生產35萬聽罐
頭，660噸低溫速凍魚，70噸魚粉，40噸螃蟹。
此外，除「海南寶沙001號」外，總載重噸位2萬噸級的油船「海南寶沙

021號」和2艘萬噸級的冷藏運輸船「海南寶沙011號」、「海南寶沙012號」
都已抵達海口港外錨地。另外，已添置的3,000噸至5,000噸的3艘補給
保障船近期也將抵達海口港。同時，有關方面還將建立起通用航
空，運用水上飛機保障人員船隻及水產品的聯絡與運輸。

可與小型漁船形成互補
據介紹，目前，海南漁船都是小型捕魚船，由於小漁船續航能力差、生

產設備簡陋、保鮮加工設備缺失，不適於深海捕撈作業。這樣導致了海南海
洋漁業生產堆擠在近海海域，加速了近海漁業資源的衰退枯竭和環境污染。
而經過調研和實地考察，西南、中沙廣闊的海域開採潛力巨大，蘊藏

209萬至370萬噸的漁業資源。由於小漁船無法到達或無法堅持長途作業等
因素，外海實際開採率僅為8.3萬噸。這使海南近海和外海的開發呈現失
衡狀態。
有關公司負責人稱，該現代化漁業生產編隊的引進，可與海南現有的小

型漁船形成互補，對小漁船打撈上來的魚進行收購，並在船上的生產線上
進行加工，相互配合形成良性循環，大大提高了效益，降低了外海捕撈的
成本。

西沙晉卿島建補給碼頭
另據國家海洋局網站消息，近期國家海洋局原則同意海南省海洋與漁業

廳對西沙晉卿島綜合補給基地碼頭項目用海進行審核。該項目擬用海域面
積5,000多畝，由一家民營企業投資建設，建成後可為南海旅遊和漁業開
發提供補給保障。目前，南海海域綜合補給基地碼頭項目正在論證中。
而根據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統計和規劃預測，到2015年，海南海洋生產

總值(GDP)要達到1,098億元。其中，水產品總量要達到220萬噸，漁業總產
值500億元。水產品出口量達25萬噸，漁業創匯10億美元。

菲官方稱黃岩島為「帕納塔格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據鳳凰衛視報

道，菲律賓正式將黃岩島稱為「帕納塔格礁」。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陳顯達宣佈這項消息時表

示，菲律賓外交官員會繼續向中方協商，確保

兩國關係穩定。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則表示，菲律賓政府

已就菲中兩國在黃岩島對峙的問題，徵詢國際

法律專家的意見，準備向國際機構提出訴訟。

菲律賓軍方也表示，會汲取這次教訓，加強在

南海的軍備力量。

指中國將領「散佈戰爭言論」

另據《環球時報》報道，「中國將軍提議把

南海『香港化』」的話題在菲遭遇熱炒渲染。

ABS-CBN新聞網報道稱，中國官方媒體網站近

日刊登報道，中國少將羅援提議通過在南沙群

島上駐軍、派遣海軍巡邏以及懸掛國旗等方式

宣誓主權。他在建議中說，北京還應該鼓勵更

多中國漁民、中國石油公司前往這一區域。報

道引述羅援的話稱，中國應該在這一地區增加

行政、法律、國防、執法、經濟和輿論的存

在，用這些存在凸顯主權歸中國。此外，他還

呼籲以軍事解決作為後備措施。

據菲律賓「南海會談」博客稱，羅援可能並

不是單獨推動中國在南沙和黃岩島爭端中「開

第一槍」。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也對羅援的

「挑釁性」觀點做出回應，「這些講話沒有實質

內容」。菲律賓《宿務每日新聞報》報道稱，菲

律賓國防部已選擇「不理睬」中國將軍「散佈

戰爭的言論」。

菲國防部發言人加維斯說，人們就菲中南海

主權爭端發表評論時應該「更加謹慎」，他強調

菲律賓希望和平解決爭端。

此外，菲律賓僑民組織日前呼籲菲海外僑民

11日到各國的中國使館前示威，抗議中國「侵

略行為」。

誣華漁民捕魚方式損生態

此外，據鳳凰衛視報道，菲律賓某網站最新

發表的文章引用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指揮官埃德

蒙．陳的話說，中國漁民用巨型魚網的捕魚行為

破壞了黃岩島的環境，並指中國漁船專門捕大

型的蛤類水產和珊瑚；而菲律賓方面只是在那

片潛水區捕產量豐富、用於在水族館養的魚。
該網站引述海岸警衛隊官員說話稱，目前有33

艘各類中國船隻在黃岩島海域，菲律賓方面有1
艘海岸警衛艇，1艘漁業和水產資源局的船隻，
以及另外1艘漁船在那裡，菲方不會挑釁中國方
面的船隻，也不會對中方的舉動做出回應。

中國第10批護航編隊
共護航240艘船舶

據中新社湛江5日電

中國海軍第10批護航編
隊歷時186天，共完成40
批240艘中外船舶護航任
務，5日返回湛江軍
港。
上午9時30分，中國海

軍第10批護航編隊「海
口」艦、「運城」艦和
「青海湖」艦緩緩靠上軍港碼頭。
海軍副司令員徐洪猛到碼頭歡迎護
航官兵凱旋。海軍第10批護航編隊
指揮員李士紅少將、政委商亞 大
校健步走上碼頭，向海軍副司令員
徐洪猛中將報告：「編隊圓滿完成
護航任務，安全返航！」徐洪猛回
答：「歡迎凱旋，你們辛苦了。」
兩名女兵為他們送上鮮花。

海軍第10批護航編隊自2011年11
月2日從湛江起航，全體官兵戰風
鬥浪，不畏艱險，歷時186天，總
航程98180海里，共完成40批240艘
中外船舶護航任務。在完成護航任
務後，編隊先後對莫桑比克、泰國
進行了友好訪問，並停靠香港向市
民開放，展示了中國海軍威武之
師、文明之師的良好形象。

海南寶沙001號簡介
「海南寶沙001號」原

是芬蘭1989年為前蘇聯
建造的3艘巨型綜合魚品
加工船之一，服役後常
駐遠東。該船長179.2
米，寬28米，近10層樓
高，吃水7.9米。滿載排
水量26,634噸，其中載
重量10,200噸。註冊總
噸32,096噸，註冊淨噸
10,490噸；主機為兩台
4,400馬力柴油機，航速15節。工
作輔機（停泊供電）為3台2,800馬
力柴油機。
該船擁有兩個5,270立方米的巨

型冷庫。1,999立方米的罐頭艙，
1,275立方米的魚粉艙，839立方米

的乾貨艙，770立方米的魚油艙。
重油燃油儲量3,929噸，柴油儲量
1,007噸，生活淡水儲量1,500噸，
生產加工用水儲量574噸。此外，
船上還有設施先進的小醫院，設
有外科、骨科、婦科、內科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綜合報

道) 「清早船兒去撒網，晚上回來
魚滿艙⋯⋯」這首在內地曾經是家
喻戶曉的漁歌，生動地描述了中國
老一輩漁民的生活情境。但近年
來，中國近海漁業資源正不斷枯
竭，從黃海、渤海再到東海、南
海，漁民正面臨「無魚可捕」、
「無法捕魚」的殘酷現實。而與此
同時，中國漁船被韓國、日本、菲
律賓、越南等周邊國家艦艇的圍追
堵截，中國漁民與別國的漁業衝突
事件卻不斷頻繁上演。

與別國漁業衝突頻生
上月中，菲律賓海軍出動最大軍

艦「德爾畢拉爾」號，試圖抓扣在
南海中沙群島黃岩島附近作業的12
艘中國漁船，被及時趕到的中國
「海監75號」和「海監84號」船制
止，雙方隨後發生了對峙直至今

天。據不完全統計，1989年至2010
年，周邊國家在南沙海域襲擊、搶
劫、抓扣、槍殺我漁船漁民事件達
380多宗，涉及漁船750多艘、漁民
11,300人。其中，25名漁民被打死
或失蹤，24名漁民被打傷，800多
名漁民被抓扣判刑。
一次次衝突事件，近年頻繁將中

國漁民推上了風口浪尖，人們不禁要
問？為何近海難以捕魚？衝突區域為
何魚獲多？中國漁民到底怎麼了？

掠奪式捕撈致資源枯竭
有資料顯示，單就海洋漁業環境

而言，「掠奪式」捕撈，致使資源
枯竭，應為首因。隨 水產品需求
大增，競爭激烈，導致漁業資源開
發過度。在渤海和黃海，掠奪式捕
撈已致海洋漁業資源局部「荒漠
化」。在海南，當地漁民甚至用
「守株待魚」來形容生存的艱難。

漁業劃界失去大片漁場
其次，中國近年來與鄰國實施漁

業劃界，讓中國漁民失去了大片作

業漁場。中日、中韓漁業協定的相

繼生效，使中國漁民失去了約10萬

平方公里的漁場。在廣西，北部灣

劃界後，從北部灣傳統漁場撤回的

漁船達到5,828艘。

此外，隨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

展，工業化、城市化大規模地發

展，不斷破壞近海的生態環境、侵

蝕漁民的生存空間。
在這多重因素影響下，為維持生

計，漁民被迫駛向更遠的海域，甚
至越界捕撈，因為那裡漁業資源仍
然相對豐富，但卻並非風平浪靜。
中國周邊個別國家為搶佔更多自然
資源，紛紛把眼光投向海洋；同
時，美國把戰略重心轉向亞太，某
些國家也藉機刻意挑起同中國的海
域爭端。而在遠洋進行捕撈作業的
中國漁民，不可避免地被捲入了這
場衝突之中。

梁光烈抵美 強調中美非零和競爭

■3.2萬噸級的「海南寶沙

001號」綜合魚品加工

船，集捕撈、冷凍、生產

加工等各種綜合魚類產品

為一體。 網上圖片

■船上外籍工作人員介紹魚罐頭生產情況。

網上圖片

■中國測繪局、地震局、海洋局於1980年在黃

岩島上設立的南海科考碑。 資料圖片

■西沙晉卿島

擬建綜合補給

基地碼頭。

網上圖片

■中國海軍171護航編隊日前訪問香港後返

航。 中新社

■漁民正面臨在近海「無魚可

捕」、「無法捕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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