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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下午抵達泰國曼
谷，展開「東南亞之行」3國訪問行程。
他今日轉往緬甸訪問，明天將到柬埔寨

出席東亞峰會，成為首位到訪緬甸、
柬埔寨及出席東亞峰會的美國總
統。分析指，他此行旨在擴大美國
在亞洲的影響力，除抗衡中國及協
助美企開拓新市場外，更是要是打
造「政治遺產」。

晤泰王英祿今赴緬會昂山
奧巴馬抵達曼谷後，隨即到醫院

拜訪長期休養的泰王普密蓬，其後

再與泰總理英祿會談，並舉行新聞發布
會。他在泰國逗留一晚，今日上午啟程
往緬，會晤總統吳登盛及反對派領袖昂
山素姬，以及到仰光大學發表演說，後
日轉往柬埔寨出席東亞峰會。

隨同奧巴馬訪亞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羅
茲指出，「重返亞太」是奧巴馬第2任期
外交政策的重點，亦是他最希望為美國
留下的「政治遺產」，故未來4年會定期
訪亞。專家指，相比局勢持續不穩的中
東，奧巴馬要在適逢中日韓相繼進行權
力交接的亞洲建立影響力，明顯輕易得
多。

日向緬貸款48億
「抗衡華影響力」

輿論普遍認為，奧巴馬訪緬將是今次
亞洲之行的焦點。分析指，他希望藉
拉攏緬甸，向世界展示靠攏美國的好
處。繼美國放寬緬甸產品入口限制，日

媒指，日方亦向緬提供500億日圓(約47.6億港元)
貸款，是近30年首次，支援日企進入緬市場及抗
衡中國在緬的影響力。

羅茲表示，緬政府與美對話後，積極減少與朝
鮮的軍事聯繫。他還指，奧巴馬關注柬國人權狀
況，將在峰會前會晤柬國總理洪森，表達憂慮。

奧巴馬昨日強調，訪緬目的並非為緬甸政府背
書，而是對該國正進行的改變表示肯定，推動更
多政治改革。他聯同國務卿希拉里參觀泰國皇家
寺院臥佛寺時，希拉里提起國會就「財政懸崖」
談判。他回應說：「我們正致力解決問題，要為
這事多多祈禱。」

越南現役兵力44.2萬人，預備役500萬人，在東盟
10國中軍力位居前列。越南積極發展海軍，如最近
商討從俄羅斯增購「寶石」岸基反艦導彈，加強對
南海控制。空軍不斷引進蘇－30戰機和C-300地空導

彈等先進裝備，提高對南沙島嶼的空中
作戰半徑和防空能力。

越南海軍新一代主力艦艇配備新型反艦導彈，震
懾多國，包括俄羅斯Kh-35「天王星」、3M-54「俱樂
部-S」及法國的MM-40「飛魚Block2」。Kh-35「天王
星」反艦導彈採用小型渦噴引擎，越南「獵豹」級
輕護艦和「閃電」級導彈艇均有配備。

祖父娶緬妻 奧巴馬順道尋根

奧巴馬今日訪問緬甸，是首位訪緬的在
任美國總統。不過，他的祖父奧尼揚戈早
在二戰時，已在緬為英軍將領擔任廚師，
更娶了位緬甸妻子。學者指出，奧巴馬與
緬甸有深厚淵源，美國、東非及東南亞對
他生命中的影響，猶如三角形的3個角般

密不可分。
奧巴馬雖與祖父從未會面，但祖父在

其生命佔了重要位置。奧巴馬自傳《奧
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講述肯尼
亞尋根之旅，其祖父正是核心人物。

奧尼揚戈據信生於1895年，是肯尼亞
盧歐族人。他二戰時任職英國皇家非洲
步槍隊的軍官廚師，隨軍前往緬甸、錫
蘭及阿拉伯。當時約7.5萬名肯尼亞人在
緬服役，他們遇上美國的黑人軍人，對
殖民統治者愈趨不滿。奧尼揚戈回肯尼
亞後，與其他退役軍人致力爭取自由。

緬急修仰光大學迎奧
奧巴馬今日在50年前緬甸軍政府鎮壓學

生示威的地點仰光大學發表演講。由於校
園建築年久失修，四處霉跡斑斑，為迎接
奧巴馬，緬甸政府極力營造一個光鮮外表
以表歡迎，數百工人在奧巴馬抵達前緊急
粉飾校園(見圖)。

東南亞行首抵曼谷

奧巴馬謀建「政治遺產」

擔
心
變
美
亞
太
跳
板

泰
或
向
華
靠
攏

美國防長帕內塔與泰國防長素旺那上周簽署
《2012年泰美防務聯盟共同願景聲明》，重申雙方軍
事盟友關係。但亞洲問題專家認為，美國因泰國
2006年政變而重新審視對泰防務關係，兩國關係
微妙轉變可能令泰國向中國靠攏。奧巴馬昨日訪
泰，反映美國努力爭取這個老牌盟友重回懷抱。

美瞄準烏塔帕空軍基地
泰國當年發生軍事政變後，迫使美國重新審查

對泰關係，並延遲對泰援助一年多時間。一項
在泰國政變3年後進行的美國民調顯示，亞洲地
區中，泰國是僅次中國的最大威脅。

但美國為「重返亞太」又再瞄準越戰時的泰國
軍事基地，媒體指兩國討論在烏塔帕空軍基地
建立救災中心，派美軍為泰軍提供訓練。雖然談判
未有結果，但泰國早前拒絕美國太空總署在該基地
進行大氣研究的請求。

泰國擔憂美國可能希望將泰國視為向亞太轉移戰
略重心的軍事基地，但美國卻只對自己國家安全感
興趣，在食品、能源安全、環境保護等問題上，沒
有對泰國予以回報，令曼谷政府感到失望。

美軍716個海外基地中，235個位於德國，日本和韓國
各有123個和87個，佔總數逾半，亦是美軍主要海外

駐軍地點。除日韓外，美在亞太區亦與泰國、菲律賓和澳
洲簽署軍事協議。曾是美國最大海外海軍基地的菲律賓蘇
碧灣，上月容許美軍半永久性駐紮，反映美軍「重返亞太」
部署進行得如火如荼。

70艦經蘇碧灣 8年駐亞海軍增一成
截至上月，共70艘美海軍艦隻駛過蘇碧灣，遠多於去年

的55艘和前年的51艘。五角大樓表示，菲律賓另一前美軍
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每月亦有逾百架美國飛機升
降，但強調白宮無意在菲律賓重新設立美軍基地。美軍已
輪換首批在澳洲北部受訓的2,500名海軍陸戰隊，澳外長卡
爾亦表示，兩國無意設立基地。

《簡氏防務周刊》亞太區編輯哈迪將美軍的行動比喻成
「租車不買車」，圖以較低風險獲得基地使用權。「相比取
回蘇碧灣基地，美國現只需付出低廉的金錢及政治代價，
便能任意使用菲律賓的基地和資產。」

三層島鏈防禦 多重制華
美國在亞太區不乏盟友，如新加坡提供樟宜基地供美軍

航母停泊，明年起4艘美軍瀕海戰鬥艦進出星洲。此外，
美也正與印度及越南加強戰略關係，並加緊和印尼及馬來
西亞謀求發展。五角大樓預計，2020年駐亞海軍比例將由
目前五成升至六成。

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在50年代首次提出「島鏈」概念，
以日本—沖繩—台灣—菲律賓—澳洲作為在太平洋地區的

防禦範圍。近年，除「第一、二島鏈」外，甚至有人提出
「第三島鏈」概念，三重圍堵制華。

「第一島鏈」北起日本的九州，南至馬來半島，全長約
5,700多公里，包括韓國、日本、台灣地區、菲律賓、印
尼、文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島鏈呈東北至西南走向，
各國和地區建有眾多軍事基地及機場，並部署大量兵力。

「第二島鏈」則以美軍西太平洋最大基地關島作為核
心，綿延4,400多公里，北起日本本州東南岸，南至印尼的
馬魯古群島。近年，美軍B-2轟炸機演練從關島長途奔襲
回美國本土，測試遠程投送能力。部分人最新提出的「第
三島鏈」則以夏威夷為核心，由美國的阿拉斯加—夏威夷
—萊恩群島組成。

挑唆周邊國 圖遏華海上軍力
美國為鞏固「島鏈」戰略，除與日韓等盟國維持緊密關

係，亦加大挑唆中國周邊各國，遏堵中國海上力量突破
「島鏈」走向太平洋。美國目前大幅加強關島軍事設施，
將60%核潛艇派往太平洋，並考慮增加海軍艦艇規模逾兩
成，以加強在亞洲的海權力量。當中，美國太平洋司令部
統領的第7艦隊，被稱為美國唯一的「永久性前驅型部署」
力量。

不過，前美國海軍女軍官哈里斯指出，美國在亞洲軍
事部署非一帆風順，如駐日普天間空軍基地的搬遷問
題，導致《美日安保條約》同盟關係出現危機。美國也
需更新與韓國的同盟關係，目前37座美軍軍事設施和大
量土地正歸還韓國，美國將無法迴避將戰時指揮權移交
韓方。

反艦導彈添翼 越擴軍染指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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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蘇碧灣海軍基地是美國「重返亞太」部署重點之
一，上月菲國授權美軍半永久性駐紮當地。菲軍亦與美國太
平洋司令部達成協議，明年舉行雙邊軍演。不過，日前有美
海軍承包商船隻涉嫌在蘇碧灣傾倒未經處理廢料，引起爭
議。有菲議員更向國會提案，廢除兩國《訪問部隊協議》
(VFA)。

蘇碧灣位於呂宋島西南部，過往是美國在東亞的重要據
點。然而，1991年皮納圖博火山爆發，令蘇碧灣和克拉克基
地無法運作，加上菲參眾兩院拒絕美國續租，美國翌年無奈
撤軍。

菲參議員聖地亞哥表示，美軍船隻傾倒廢物，華府對此責
無旁貸。菲總參謀長德爾羅薩指，事件不影響兩國軍演合
作，將如期於下月簽署協議落實。

美軍半永久駐紮蘇碧灣

美「三巨頭」評與亞太關係
``President Thein Sein is taking steps that move us in a better

direction, but I don't think anybody's under any illusion that
Burma's arrived.''
「(緬甸)總統吳登盛的努力，讓我們朝更好方向邁進。但我

不認為任何人會誤以為緬甸的改革已達終點。」－美國總統

奧巴馬在泰國

``I know there are some who present a false choice: That
Australia needs to choose between its longstanding 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merging links with China. Well, that kind of
zero-sum thinking only leads to negative-sum results.''
「我知道有人錯誤地認為，澳洲應在最重要國防盟友美國

和首要貿易夥伴中國之間作出一個選擇。那樣的零和思考只

會導向『負和』的結果。」－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澳洲

``As a reflection of [our] commitmen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crease the size and number of exercises that we participate in, in
the Pacific, with our Southeast Asia partners, and we are devoting
new funding to this goal.''
「為履行我們的承諾，美國將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

作，增加太平洋軍演規模及次數，並投放更多資金達成目

標。」－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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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在曼谷會晤英祿。 法新社

■美軍在菲律賓蘇

碧灣。 資料圖片

■帕內塔與泰

防長（右）簽署聲

明。 資料圖片

隨 國際戰略形勢變化和中越陸上邊境關係緩和，

越南戰略關注重點自上世紀90年代末起，漸由陸地轉向海洋。國家發展重點轉向經濟

建設，軍事戰略亦隨之轉變為「積極防禦」，實行「陸縮海進」戰略，不斷擴大海上實

際控制範圍。

越南東臨南海，陸上縱深短淺，故 力建造海上力量，力圖控制南海和馬六甲海峽的海

上交通咽喉。經濟上，越南從南海掠奪石油天然氣資源帶來的經濟收入，強化海軍有助保

障石油利益。政治上，越南要實現地區大國夢，須有一定的軍事實力獲得地區話語權，海

軍無疑是重要籌碼。

除發展海上力量，越南亦積極尋求大國支持。2009年，越南成為俄製武器最大採購國，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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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美國多個主要貿易合作夥伴的亞太地區，成為

美國最關注的戰略地區。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宣布在外交、經濟及安全政策上「重返亞太」，美軍

亦逐漸移師太平洋，以「海上鎖鏈」圍堵中國崛起。奧巴馬月初連任後，首次出訪便選擇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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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今年共有70艘海軍艦

隻駛過蘇碧灣。 網上圖片

「重返亞太」圍華
鎖鏈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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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國際戰略形勢變化和中越陸上邊境關係緩和，

越南戰略關注重點自上世紀90年代末起，漸由陸地轉向海洋。國家發展重點轉向經濟

建設，軍事戰略亦隨之轉變為「積極防禦」，實行「陸縮海進」戰略，不斷擴大海上實

際控制範圍。

越南東臨南海，陸上縱深短淺，故 力建造海上力量，力圖控制南海和馬六甲海峽的海

上交通咽喉。經濟上，越南從南海掠奪石油天然氣資源帶來的經濟收入，強化海軍有助保

障石油利益。政治上，越南要實現地區大國夢，須有一定的軍事實力獲得地區話語權，海

軍無疑是重要籌碼。

除發展海上力量，越南亦積極尋求大國支持。2009年，越南成為俄製武器最大採購國，俄

國在越軍裝備現代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越南海軍力量也成為美國新軍事戰略的重要棋子。

美國謀求在東南亞建立軍事基地，防長帕內塔今年6月曾訪問金蘭灣，暗示有意讓美艦在該港口

常規停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