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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國與亞太國家聯演盤點
1月30日 日美在日本兵庫縣伊丹市通過電腦進行了模擬聯合

軍演，在此次模擬軍事演習中，日方約有 4,500人參

加，美方約有1,500人參加。

2月1日 由印度海軍牽頭、14國海軍參與的「米蘭」軍事演

習在印度洋海域舉行。

2月7日 由美、泰主辦的亞太最大規模聯合軍演「金色眼鏡

蛇」在泰國舉行。美國、泰國、日本、韓國、印度

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7國參加，內容包括兩

棲作戰演練、居民疏散演練、傘降和特種作戰演練

等，1.3萬多名軍人參演。

2月11日 美國空軍、日本航空自衛隊和澳大利亞空軍聯合舉

行的「對抗北方—2012」演習在關島拉開帷幕。來

自美、日、澳的1,000多名軍人和多型主力戰機進行

了多項聯合演練。

2月27日 代號為「關鍵決心」的韓美聯合軍事演習舉行，約

有20萬名韓軍和2,100名美軍參演。

3月1日 代號為「禿鷲」的韓美聯合野外機動演習舉行，有

約1.1萬名美、韓軍人參與地面、空中、海上、遠征

以及特殊作戰等演習。

4月16日 菲律賓與美國「肩並肩2012」聯合軍演拉開帷幕，

約4,500名美軍士兵和2,300名菲律賓士兵參加軍演。

美國戰略重心將轉移到亞太，日
本也藉機一唱一和，從「購買釣魚
島」到各種軍演、外交拉攏，小動
作不斷。除了在釣魚島問題上頻頻
向中國發難，還在中菲黃岩島爭端
之際，派出3艘軍艦對菲進行「親
善訪問」，並計劃向菲援助巡邏
艇。有學者認為，在美國高調「重
返」亞太的大背景下，作為盟友的
日本正充當急先鋒，形成一種處處
與中國爭的氣氛，試圖把中國描繪
成一隻「亞太惡龍」。
另一方面，美國的戰略調整，也

令歐洲心態複雜。美國最新公佈的
軍事戰略提出應在歐洲作出調整。
雖然沒有具體說明如何調整，但據
西方媒體報道，減少在歐洲的軍事
存在將是美國的第一步棋。這一舉

動所蘊含的政治意味讓歐洲盟友有
些不安。曾任歐洲防務局負責人、
現任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
員的尼克．威特尼認為，美國新戰
略凸顯出歐洲與美國的戰略利益已
漸行漸遠。「歐洲必須長大，學會
承擔自身安全責任。」

菲總統訪英美 稱將談及南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菲律賓官方日前公佈，總統
阿基諾三世4日出發訪問英國，6日
轉赴美國進行訪問。據菲律賓媒體
報道，阿基諾在出席活動時表示，
訪英期間將與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及
南海問題，訪美期間，美菲兩國領
導人將討論黃岩島以及美國加強亞
洲軍事存在的相關問題。

日本藉機擴張 歐洲心有不安

金融危機陰影不散，美國經濟持續
低迷，軍費大幅縮減，美戰略部署收
縮。專家認為，受經濟等諸多因素制
約，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短期之內也難
有大的作為，美國不可能一手遮天，
改變亞太合作的基本大局。
與20年前美國戰略重心在歐洲、美

蘇冷戰之時的情況相比，如今亞洲的
情況則完全不同。中國太平洋經濟合
作全國委員會副會長吳正龍指出，當
年，爭霸是美蘇關係的主要方面，而
今，合作是中美關係的主導面，中美
貿易額高達4,000億美元，中國是美國
最大的「債主」，雙方已在經濟上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美國難
以與中國全面對抗。

亞洲國家難離對華依賴
在過去30年間，中國的持續高速發

展，使得美國與亞洲國家關係變得更
為錯綜複雜，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影響
已大不如前。日美矛盾顯現，韓美協
調困難，東南亞國家對美國的期待已
縮減到安全這一單一領域。而在經貿
方面，所有美國盟國以及「新的支點」
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都是中國，對中
國的依賴已經難以擺脫。
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徐光裕少

將向本報指出，實際上，美國早已是
外強中乾。他認為，美國並沒有那麼
多財力和精力，也負擔不起在亞太新
建基地，而只能利用現有一些基地進
行部署。
吳正龍說，美國過去到歐洲和亞洲

是撒「銀子」的，那時候人家跟㠥
跑；如今經濟困難，手頭拮据，早已
沒有當年「慷慨」和「大方」，亞洲國
家未必事事一定會跟㠥它走。

經濟制約 美缺霸氣
美國防長帕內塔重申美「戰略東移」，中國外交部昨日對此回應稱，當

前，求和平、謀合作、促發展是亞太地區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各方都
應該致力於維護和促進亞太的和平、穩定、發展，人為突出軍事安全議
程，加強軍事部署、強化軍事同盟不合時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表示，亞太是中美利益交匯最集中的地區。歡

迎美國在亞太發揮建設性作用，也希望美方尊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各方
利益和關切，同地區國家一起，以合作求共同安全，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穩
定、繁榮的亞太地區。這不僅符合中美兩國利益，也是地區國家的期待。
日前，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印度和日本國防部長對中國龐大的國防預

算表示關切，稱這促使周邊國家也考慮增加軍費開支。對此，劉為民稱，
中國軍力增長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國防需要相適應。中國的戰略意
圖是透明的，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

外交部：美戰略東移「不合時宜」

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於5月30日開啟亞太訪
問行程。值得留意的是，帕內塔此行將

「繞㠥中國走」。在剛剛結束的香格里拉安全會議上，帕內
塔除宣佈2020年前將亞太的海軍力量增至六成外，還承諾將增

加在亞太的雙邊或多邊軍演次數，並將港口互訪活動擴至印度
洋。期間，他還分別與新加坡、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進行雙邊會

談，並前往越南和印度。

戰略收縮 求保留影響力
近三年來，美國一直秉承「全球收縮、亞太突進」收縮性調整戰略。

此前外界擔心，美國財政正處緊縮狀態，國防預算被大幅砍掉，「重返」
亞太或因財力不足而大打折扣。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原所長楊毅少將
向本報指出，美國現在這個時機宣佈加大在亞太部署，是為了向周邊國家
顯示美國「重返」亞太不是一句空話。雖然美國不斷強調並非針對中國，但
實際上相當大程度上針對的就是中國。「美國擔心中國在亞太佔據主導地
位，自己在亞太沒有了位置。」

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徐光
裕少將向本報表示，美國在戰略
收縮的同時，也要尋找有所作為
的地方，而這個地方就是亞太。他相信，「重返」亞太可
以說是其戰略防守中的一次「掙扎」，以借此保留其在全
球的影響力。

「三鏈一圈」威脅中國
外界一些分析把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概括為「三鏈一

圈」，即三道封鎖線再加上一道包圍圈。三道封鎖線中，
第一道就是第一島鏈：日本列島、琉球列島、台灣、菲律
賓；第二島鏈：小笠原群島、馬里亞納群島、關島；第三
島鏈即夏威夷群島。除此之外，美軍還在中國周邊擺子布
勢，加強戰略預置，形成了一個包圍圈。而按照美最新戰
略方針，今後，美國海軍在亞太地區的航母部署將形成四
層梯級配置，即聖迭戈—珍珠港—關島—橫須賀。
中國駐俄羅斯原武官王海運少將認為，美國在中國周邊

煽風點火拉幫結派，遏制中國崛起的圖謀日益昭顯，圍堵
中國的行動日益密集。中國對此不能做鴕鳥，不能自欺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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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斷加大在亞太部署「圍堵中國」，

中國到底該如何應對？對此，中國國防大

學戰略研究所原所長楊毅少將向本報指

出，中國對此不必過分擔心，美國並非要

與中國決戰，而是對華的防範性戰略部

署，中國要冷靜觀察，不要如臨大敵並因

此放緩自己的發展速度。中國仍要有條不

紊地走自己的道路，增加自己軍事力量的

同時，發展與周邊其他國家的合作。

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徐光裕少將向本報指

出，雖然美國要將60%海軍軍力部署在亞太地

區，但這要到2020年才能實現，而且是要通過

「輪換」實現，這就意味㠥美國的「重返」是一個

動態的過程，並非一瞬間就實現。徐光裕建議，

中國要按照自身既定的道路行動，不能按人家的

指揮棒和音樂跳舞，以免落入軍備競賽的陷阱。

中國駐俄羅斯原武官王海運認為，從戰略上

講，中國要努力深化與我國戰略意見廣泛相近、

積極謀劃重返亞洲的俄羅斯的關係。與周邊友好

國家，要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要努力打造周邊睦鄰友好帶、戰略穩定帶、經濟

合作帶，構建周邊地緣戰略依托。

對美政策宜「兩手對兩手」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國家安

全論壇高級研究員徐長銀建議，中國對美國的政

策，也應是「兩手對兩手」。一方面，中國應該力

爭中美關係平穩發展，不斷增加對美國國內的投

資，牽制美國對華戰略遏制衝動，在國際問題上

有選擇、有條件地與美國合作；另一方面，對美

國的行為應有清晰的認識和有力的應對措施。其

中包括利用經濟槓桿，增強與周邊鄰國的關係，

加深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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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國的三道封鎖線

「美國將在2020年前將60%

海軍軍力部署到亞太。」美防長

帕內塔前日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

的這一宣佈，再次引爆外界對美

「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熱議。

有專家指，美國正打造日、韓、越南、

菲律賓、新加坡、澳大利亞的三線基地來層

層設防，部署圍華戰略新島鏈，中國對此要高度

警惕。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專家：三線基地層層設防 中國須高度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
消息，22個國家的42艘戰艦、6艘
潛艇、200架軍機和超過2.5萬人正
如潮水般向夏威夷湧去。韓國《中
央日報》2日報道，美國主導的
「環太平洋2012」多國聯合軍演即
將開始，首次參加該演習的韓國海
軍陸戰隊已登上美國登陸艦向夏威
夷集結。與美國防長帕內塔日前宣

稱將海軍主力向太平洋轉移、加強
亞太盟友關係的做法相呼應，這次
「環太平洋2012」軍演也特別強調
加強「夥伴」關係，拉攏該地區除
中國外幾乎所有海上力量以對付
「可能的地區威脅」。據悉，此次演
習為突出「夥伴國」的地位，首次
出現美軍將領不再包攬指揮權的情
況。

美環太軍演 集結22國唯排華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美國華盛頓號核

動力航空母艦戰鬥

群參與美日聯合軍

演。 資料圖片

■新加坡樟宜基地停駐的美軍航母。 網上圖片

■楊毅

■徐光裕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軍在西太平洋

中最大的海空軍基

地關島。 網上圖片

美國突 太亞進
部署圍華新島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