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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防長訪印 重燃防務合作希望
23高級軍官隨行 平衡美影響力

希拉里今抵京 中方冀增戰略互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琳 北

京報道）正在
進行亞洲六國
訪問的美國國
務卿希拉里
（見圖），今天
將抵達北京，
展開為期兩天
的訪華行程。
在此前出席南
太平洋島國論

壇時，希拉里曾表示「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
納包括中美在內的地區所有國家。新華社則發表
時評，期待她的訪問，能增強中美兩國戰略互

信，消除世人對美國重返亞太旨在遏制中國的疑
慮。有學者向本報指，為其自身利益考慮，美國
不喜歡有關國家爆發戰爭，中美之間還是會以和
平為基調。

希拉里：太平洋足夠容納中美
因中日釣魚島爭端愈演愈烈，希拉里此次訪華

之行備受關注。中國是她此次亞太六國行的第三
站。據美聯社報道，希拉里在8月31日在出席南
太平洋島國論壇時表示，美國尋求在該區域建立
「美國式合作模式」，願與中國、日本等國積極合
作，加強亞太地區各國的溝通與交流，履行對亞
太地區的安全承諾。她亦強調，太平洋對各國而
言都足夠寬闊，足以容得下中美兩國。
此前，美聯社曾指，希拉里此次亞太六國行的

目的是在中國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重申美國
的利益，並緩和愈發緊張的南中國海領土爭端。
國務院發言人紐蘭則表示，希拉里將與包括中國
在內的多國討論南中國海問題。亦有分析指，希
拉里訪華是為釣魚島而來。

專家：兩國會以和平為基調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賈慶國指出，目

前釣魚島及南沙的島嶼爭端都處於高溫狀態中，
如何緩解現在的緊張局面是希拉里訪華的目的之
一。他分析稱，無論南海還是東海，爆發戰爭，
都將有損美國自身利益。假如中日因釣魚島爆發
軍事衝突，美國將陷入兩難抉擇。若支持日本，
為釣魚島與中國開戰，非常不划算。因此，中美
之間還是會以和平為基調。

這是中國國防部長時隔8年首次訪問
印度，也是梁光烈此次南亞三國行

的第二站。《印度時報》2日稱，梁光烈
此訪將「重燃印中防務合作的希望」。印
度綜合門戶網站「rediff」認為，印中兩國
軍隊正處於現代化進程中，雙方保持開放
的溝通渠道對地區穩定來說非常必要。

兩國防長面談 有利增互信
應斯里蘭卡、印度、老撾三國防務部門

領導人邀請，梁光烈自8月29日至9月9日
對上述三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據印度媒
體報道，梁光烈此訪有23位中國人民解放
軍高級軍官隨行，其中有中國幾大軍區重
要官員，包括西藏軍區司令員和南海艦隊
政委等。
印媒稱，梁光烈將與印度國防部長安東

尼就如何加強印中防務關係舉行會談，雙
方有望商討相互關切的重要議題，包括重
啟兩國「手拉手」陸軍聯合軍演，以及邊
界安全問題等。

印媒此次尤為關注隨梁光烈訪印的西藏
軍區司令員楊金山和廣州軍區副政委兼南
海艦隊政委王登平。據印媒報道，印度輿
論普遍希望管轄印中兩國相交地界的軍事
領導人能開展深入討論，增進互信。雙方
此前在邊境地區一直通過低級和中級軍官
會晤。同時有報道稱，王登平可能會與印
度東部艦隊高級官員進行對話，就印度軍
艦在南海活動交換看法。

南海爭端之際 免邊境摩擦
路透社報道，梁光烈此行將向印度表

明，中國無意針對印度構建從巴基斯坦到
馬爾代夫的所謂「珍珠鏈」。在中國政府
領導層即將換屆並面臨南中國海爭端之
際，梁光烈訪印應當有助於避免中印發生
邊境摩擦。雙方預計還會對阿富汗和巴基
斯坦問題、北約軍隊2014年從阿富汗撤軍
後出現的安全挑戰等議題進行討論。
分析人士指，梁光烈訪印一方面有助於

制約周邊國家在南海等議題上對印度的拉

攏，另一方面也起到平衡美國在印巴地區
的影響力的作用。
近一個時期，美國重返亞太的意圖明

顯，並 力加強與印度、巴基斯坦的軍事

合作，美國在阿富汗還有9萬士兵待撤。
美國防長帕內塔6月剛剛訪問了印度。對
於中國來說，與印度增加接觸也是一種保
持戰略平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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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正在中國訪問的新加坡總
理李顯龍，將於今日在北京與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訪華期
間，中新雙方將有望簽署一些新
的合作協議。李顯龍日前向媒體
表示：「新加坡把中國看作是一
個機遇，希望能參與中國經濟騰
飛的過程，而新加坡也明白在許
多國際事務上，沒有中國的配合
是無法取得進展的。」
本報獲悉，在接下來的幾天

裡，除胡錦濤外，李顯龍還將分
別與吳邦國、溫家寶、習近平、
李克強等中國領導人會面，溫家
寶總理將為他舉行歡迎儀式。此
外，李顯龍還會參觀中新合作建
設的天津生態城，並將在中共中
央黨校發表演講。
在四川的兩天裡，李顯龍率團

考察參觀新川合作項目、地震災
區映秀鎮等。據悉，本月6日，李
顯龍結束訪華行程前，一對大熊
貓——凱凱和嘉嘉，將從四川出
發前往新加坡開始旅居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電，國
家海洋局日前透露，黃岩島、釣
魚島及西沙群島全部島嶼附近海
域的衛星遙感影像，被納入國家
海域動態監視監測管理系統，這
是國家海域動態監視監測管理系
統對中國近岸海域實現業務化定
期監測後的又一重大進步。
國家海域動態監視監測管理系

統是一張中國海域管理的「藍色天
網」。該系統利用衛星遙感、航空

遙感和地面監視監測等多種手段，
實施對中國近岸及其海域開發活動
的立體、動態監視監測，及時為各
級政府、海洋部門和社會公眾提供
決策支持和信息服務。
如今，這張網能看得更遠、辨

得更清。包括黃岩島、釣魚島及西
沙群島全部島嶼附近海域的首批衛
星遙感影像，已全部完成處理併入
庫，該批影像分辨率為0.5米，覆
蓋面積總計500餘平方公里。

王海運：能源過境安全為當務之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對於快速崛起的世界大國中
國而言，能源安全面臨的挑戰日益
凸顯。北京昨日出爐的《能源外交
概論》一書指出，中國能源對外依
存度持續增大，能源企業「走出去」
步伐加快，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競爭
碰撞加劇，但中國能源管道過境運
輸發展滯後，海上運輸過於集中在
安全風險較大的馬六甲海峽，因此
大力發展與過境國及潛在過境國的
關係、確保能源運輸安全已成為當
務之急。

《能源外交概論》面世
《能源外交概論》一書由著名國

際問題專家、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
金會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前駐

俄羅斯武官王海運少將和中國人民
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
任許勤華副教授聯合編著。
王海運表示，「中國能源威脅論」

干擾中國對油氣資源的獲取和運輸
通道的建設，阻撓中國企業的國際
併購，在能源國際活動的各個領域
給中國設置了障礙，遲滯中國的和
平發展，這在中國能源企業進軍非
洲油氣產地、與中東海灣國家開展
油氣合作、中哈石油管道談判、中
俄輸油管道走向等國際能源活動中
已經多次發生，值得重視並加以解
決。
王海運最後建議，中國要加強與

東盟有關國家合作，確保馬六甲海
峽運輸暢通；要盡快開闢自印度洋
繞過馬六甲海峽直達中國的陸上運

輸通道；要加強與中
亞國家的油氣管道合
作，解決好環裡海向
中國境內安全輸送問
題；要以「合作+力量」
作為解決過境運輸安
全問題的主要途徑，
要增加對過境國的影
響力以及維護海上運
輸安全的軍事實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中國外交部目前正在醞釀
新的發言人，不久或將誕生第27
位發言人。本報獲悉，外交部發
言人、新聞司參贊劉為民即將升
任中國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
曾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參贊、外交
部歐洲司參贊的華春瑩（女），日
前正式出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
長。此前，外交部另一位發言人
姜瑜（女）已調往外交部駐港公
署任副特派員。
目前，外交部新聞司為一正四

副，司長為秦剛，副司長分別為
馬繼生、田琦、洪磊、華春瑩。
其中，秦剛和洪磊為發言人，但
秦剛只負責一些重大新聞的發
佈，並不主持例行記者會。
去年，中國外交部啟動實施了

新聞發佈會的新機制，外交部例
行記者會由每周兩次「升級」為
每周五次。「升級」後，外交部
一般有四位發言人。姜瑜和劉為
民先後駐外後，外交部發言人一
職留下兩大空缺，外界預料不久
就會有新的發言人亮相。

外交部料誕生新發言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由頁、馬琳 綜合報道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

長梁光烈2日下午抵達印度孟買，對印度展開為期5天的訪問。梁光烈3日

到訪印度首都新德里，與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等就雙邊國防和安全事宜

舉行詳細會談。

中國首艘航母「舷號16」

■梁光烈（右）與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親切握手。 網上圖片

■網友本月2日拍攝到在大連港停靠的中國海軍首艘航母已刷上「舷號

16」字樣，新舷號採用中國海軍正在試用的新型美式塗裝，即所謂

「黑邊白字」。據悉，按照海軍船舶服役規律，新型軍艦塗裝舷號，是

即將加入海軍行列的重要標誌，中國人擁有自己的航母指日可待。

海洋局：釣島等海域納入監視

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20次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9月8—9日將在俄羅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召開。20年來，
APEC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APEC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在戰略上指
導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發展方向的官
方論壇，提倡「大家庭精神」，遵循
「平等夥伴關係」和「自主自願，協

商一致」原則， 力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
和便利化。這些好的原則和精神，儘管一
再受到某些發達成員的干擾，但基本上都
堅持下來了，而且有所發展。

APEC之所以有生命力，關鍵是它始終堅
持了這些符合時代潮流的原則「不變」，
「變」的是與時俱進的發展和合作的深度，
而不是為了單方面利益強加於人的所謂
「變」，那種「變」偏離了大方向。

今年主題 包容創新結合
今年APEC領導人會議是在新形勢下召開

的。世界經濟復甦乏力，金融危機還沒有
真正過去；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正在加速，
日本緊密呼應；俄羅斯也在全面加大對這
一地區的投入；中國繼續強勢「給力」，堅

持構建「和諧周邊」大戰略；新興經濟體
在國際上的影響繼續上升。
今年領導人會議的主題是：「融合謀發

展，創新促繁榮」。這是各成員一致同意的
好主題，不僅順應時代潮流關於和平、發
展與「合作共贏」的訴求，而且含有「包
容」和「創新」精神。
在這個主題下，預計領導人將優先考慮

貿易投資自由化及地區性經濟一體化，加
強糧食安全，以及建立可靠的供應鏈，保
障創新增長問題。
環保產品問題是牽涉到環境保護和能源

問題的大事，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都很重
視，可能是這次領導人會議要磋商和處理
的一個重點。

注意兩點 預防干擾正題
一是如何看待俄羅斯強勢投入和推動

APEC發展問題。1993年第一次APEC領導
人會議在美國西雅圖舉行時，正是蘇聯解
體後美國春風得意之際。美國做夢也沒有
想到，5年後俄羅斯就加入了APEC，20年
後居然成了東道主，心裡有點失衡。其
實，俄羅斯作為名列前茅的世界大國，十

幾年來對APEC的貢獻一直是正面的、積極
的。希望有關方面不要「以冷戰之心度俄
羅斯之腹」，還是要以「大家庭精神」為
重。
二是美國目前大力宣揚的TPP（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以及日本放出
的試探氣球：要搞一個什麼有別於「東亞
共同體」的「太平洋憲章」。
前者表明，美國已拋棄了1994年它一手

「催生」的APEC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目標和
方向，而要「另起爐灶」，超越WTO規
定，搞有利於它的TPP，為其優勢產品佔
領「制高點」，以及單方面有利的市場准
入。後者是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配合美國
的圖謀，目前八字還沒有一撇。這兩者都
不是這次峰會的議題，但它們的「幽靈」
仍然可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遊蕩，干擾正
題，影響會議成果。

APEC在「不變」與「變」中前進
—柳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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