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中國國際問

題研究所所長曲星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出，美國發佈的這分涉華軍力報告缺乏事實

依據，純屬推測毫無意義，該報告同時折射出美

國面對中國崛起心態矛盾，一方面希望中國作為一個大國

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一方面散佈「中國威脅論」意在為

美國增加軍費預算尋找借口，同時利用台灣制約中國大

陸。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

的發展中國家，國防投入長期處於較

低水平，整體威懾和實戰能力，還遠

不能適應國家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

威脅挑戰的需要。」曲星說，從某程

度而言，中國在軍事上與發達國家的

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正在繼續擴

大。中國軍隊近年加快現代化進程是

順應時代的要求和世界軍事的發展潮

流的，亦是自身防衛作戰的客觀需

要，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的正常訴求，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

渲染「攻台論」 既制華又售武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費都不是絕對公開透明的，包括美

國。美國的軍事研發多是由民間機構承擔，公開的軍費裡亦不包

括軍事研發，如果將研發費用計算在內，美國軍費會比公開的多

出很多。」曲星指出，美國不顧事實誇大中國軍費及中國軍力，

其實也是在為美國自身逐年增加軍費預算尋找借口，同樣美國極

力渲染「解放軍攻打台灣」，亦是利用台灣問題制約中國大陸，

達到其「一石二鳥」的目的。

美國誇大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軍事實力的懸殊，也是為其向台灣

兜售更多的武器找到借口。而美國這全憑主觀臆斷的言論，在曲

星看來，幕後的推手無疑就是美國龐大軍工產業及其相關游說集

團。

曲星說，美國不應對中國過多猜疑，應該放棄冷戰思維，擴大

互信，在對華問題上真正不再「誇大其詞」，才能與中國共建新

型大國關係，肩負起應對未來安全挑戰的共同任務。

資料顯示，中國政府自1978年以來，每年對外公佈國防預算，

從1995年起，又以政府白皮書的形式公佈國防費用的構成及主要

用途。中國政府亦多次聲明，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不對任何國家構成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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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隱性軍費高達1800億美元 指大造航母欲攻台

五角大樓發表的這份報告共有4章，前3章主要講中國軍事
戰略、軍事現代化及其走勢以及中美軍事交流，隨後第4

章則談到「中國（大陸）對台戰略」。相比往年，該軍力報
告篇幅有所減少，內容只有50多頁，講到解放軍軍事現代

化發展及其「戰略機遇」，以及北京對台政策和馬英九
連任形勢下的兩岸關係。

說軍費論台海 干涉中國內政
與往年一樣，報告繼續渲染中國軍事不透

明，指出中國軍費繼續增長，北京使其軍隊
現代化，最終能完成中國政府所說的「新的歷史性使命」，其中有些使
命可能遠在其海岸之外。美國國防官員估計，中國去年不公開的軍事開
支高達1,800億美元。但據今年三月中國公佈的財政預算顯示，2012年
國防預算為6,702.74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增長11.2%。

五角大樓的報告說，中國正在使用從西方購買的飛機和其它設備上的
技術來發展軍事能力，目前在軍事上聚焦台灣，但去年也在利比亞爆發

反政府起義期間撤出3萬6,000中國公民，還在亞丁灣
對抗海盜，也在拉丁美洲實行人道救援，這些跡

象說明中國「走出去」的軍事雄心。報告同時強
調，中國第一艘本土製造的航空母艦可能

會在2015年投入使用。　

妄稱中國間諜威脅美國
美報告同時提到，解放軍針對台發起全面兩棲入侵

的能力還面臨一些限制，但是，隨㠥軍力的不斷提升加
強了解放軍攻擊台灣經濟和軍事目標的能力，同時擴展威

懾、拖延或阻礙第三方介入台灣衝突的能力。此外，美報
告把中國稱作世界上最活躍最堅持不懈地搞經濟間諜活動的

國家之一，還污衊中國對美國進行網絡「間諜」活動，對美
構成嚴重經濟和安全威脅。

報告嚴重失實 外交部促改思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9日表示，美國國防部發表的這份報

告，對中國正當、正常的國防建設說三道四，散佈「中國軍事威脅
論」，「我們對此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交涉。」他並強調，中國

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致力於維護和促進
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中國發展有限的軍事力量完全是為

了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針對任何國家和特定目標。「我們要求美方
尊重事實，改換思維，停止年復一年發表此類報告的錯誤做法，多做有利於促進中美兩國兩
軍關係和雙方互信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

另外，新華網刊載評論文章，指美國發佈的針對中國軍力報告之所以充滿偏見和臆測，其
背後依然是冷戰思維在作祟。文章呼籲美國從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增強戰略互信的大局
出發，盡早摒棄早已不合時宜的冷戰思維，停止每年發佈中國軍力報告，停止對台軍售。

美國觀點

1、中國近年軍費增速驚人，2012

年隱性軍費或高達1,800億美

元；

2、中國軍費除用於建設現代化軍

隊外，近年有新的歷史使命，

即實現中國「走出去」的軍事

雄心；

3、中國大陸仍部署1,000至1,200

枚短程彈道導彈對準台灣，未

來10年中國有機會建造數艘航

空母艦和附屬戰鬥群。

中國觀點

1、中國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軍費透明，近年軍費支出

佔GDP比重從2008年的1.33%下降到2011年的

1.28%；中國2012年軍費預算6,702.74億元人民幣；

2、中國軍費主要用於改善部隊保障條件，以及適當增

加高技術武器裝備及其配套建設經費，推進軍隊現

代化建設，維護國家主要和安全的需要，不會威脅

他國；

3、竭力避免再現骨肉同胞兵戎相見，兩岸可在國家尚

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如

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

互信機制問題。

中美觀點比較

據台灣中央社19日電 美國共和黨籍
眾議員葛蘭吉推動的增加對台軍售修
正案，美東時間17日晚間在無異議表
決之下，與多項議案包裹通過，條文要
求美國政府「必須對台出售至少66架F－
16C/D型戰機」(見圖)，條款獲得多數議
員支持，下一步將送交參議院審議。

葛蘭吉指出，「支持民主的台灣，
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在亞太地區的優先
政策，法案同時展現盟邦面對威脅
時，有來自美國的支持。」

美國年底將進行總統大選，對台出
售F－16C/D型戰機，將帶來87億美
元的經濟效益，並可在中國大陸面前
塑造立場強硬的形象，軍售案因而再
度成為華府熱門話題。

除了葛蘭吉的增修條文，眾院還有
即將出席馬英九就職活動的外交委員
會主席羅斯雷提能提出的「2011台灣
政策法案」，均透過立法手段向行政
部門施壓，同意進一步對台軍售的法
案待審。

白宮的回應引起外界揣測，奧巴馬
政府對台軍售政策，在美中朝向雙方
軍事互信的原則下，可能有機會在選
前出現變化。

台提新戰機需求
台灣「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19日

稱：「本部表示感謝，也會依據財務
狀況，規劃未來採購新一代戰機。」
但台正準備執行F－16 A/B型戰機升
級案，未來空軍若提新的戰機需求，
性能應高於升級後的F－16 A/B型戰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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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美國五角
大樓在《中國2012年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中稱，
中國軍隊關注的重點仍舊集中在台灣，並部署了大
約1,000至1,200枚短程導彈指向台灣。同時，中國
還在發展遠程導彈系統和反艦彈道導彈，以及部
署了洲際彈道導彈，以阻止美國等第三方介入本地
區。

報告指出，北京決定對台使用武力，解放軍可能
會調集部隊，通過最優化準備發起「戰術奇襲」，
力爭在其他國家做出反應前，盡快促成對台海衝突
的政治和（或）軍事解決。

報告認為，在有限的對台攻勢中，除了公開及私
下經濟及政治活動外，北京同時可能還會發出種種
具有破壞性、懲罰性或致命性的軍事行動。這種攻
勢包括對台灣經濟、政治和軍事基礎設施計算器網
絡發動活躍攻擊，以此誘發島內恐慌，降低台灣民
眾對台執政當局的信心。同時，解放軍特種部隊也
會滲透至台灣，襲擊台灣領導層目標和基礎設施。

報告還提到，解放軍可以發動有限的短程彈道導
彈襲擊，精準打擊台空軍防衛系統，以此削弱台灣
防衛、壓制台灣領導人或粉碎台灣大眾抗擊的意
願。

美渲染中國軍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 美國

國防部公佈「2012年中國軍力報告」，指中

國的隱性軍費高達1,800億美元，並指10年

內中國可能會建造數艘航空母艦和附屬戰鬥群。

中國外交部19日表示，堅決反對美國散佈「中國軍

事威脅論」，對中國正當、正常的國防建設說三道

四，並就此向美國提出交涉。中國官方媒體發表評論

文章，指美國妄評中國軍力係冷戰思維作祟。

稱逾千導彈指台 美挑撥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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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中國致力維護世界和平，發展有限的軍事力量

完全是為了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

針對任何國家和特定目標。 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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