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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防部新聞發言人
耿雁生29日在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宣佈，應美國國防部邀
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將於12月12日至13日率團赴
美，與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米勒共同主持第13次中美國防部防
務磋商。雙方將就中美兩國兩軍關係、海上軍事安全、國
際和地區問題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深入地交換意
見。
對於西方媒體指美國海軍部長馬布斯已邀請中國參加美國

主導的環太平洋聯合海軍演習，耿雁生表示，中方感謝美方
邀請，將予以積極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對於有媒體報道稱中美雙方在競爭各自
對於緬甸的影響力，國防部新聞發言人
耿雁生昨日回應稱，中方希望有關國家
同緬甸發展關係，應當有利於緬甸的穩
定和發展，有利於本地區的和平與穩
定。
耿雁生稱，長期以來，中緬兩軍在高

層互訪、人員培訓、邊防交往等領域開
展了卓有成效的務實合作。11月12日至

19日，緬甸國防軍副總司令兼陸軍司令
梭溫上將來華訪問，國務委員兼國防部
長梁光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分
別與其舉行會見、會談。耿雁生表示，
雙方就進一步發展中緬兩軍關係達成了
廣泛共識，決定將繼續深化兩軍務實合
作，並一致同意建立戰略安全磋商機
制。該磋商將主要圍繞地區安全局勢、
雙方重大安全關切進行戰略溝通，對兩
軍交往進行總結和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11月20日至21日，俄羅斯國
防部長紹伊古應邀訪華。針對此次
訪華，耿雁生說，紹伊古訪華期
間，胡錦濤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
許其亮、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
烈分別與其舉行會見、會談。雙方
一致認為，中俄軍技（軍事技術）
合作不針對第三方，有利於世界和
地區的和平穩定。

耿雁生並強調，中俄都有完整的
國防工業體系和較強的裝備研製生
產能力，兩國軍技合作有 廣闊的
前景和發展空間。雙方表示，將鞏
固並進一步擴大軍技合作，以實現
互利共贏。此外，對於有報道質疑
中俄軍技合作出現了問題，如伊爾-
76MD運輸機和伊爾-78加油機項目
遲遲未能履行等，耿雁生對此均予
以否認。

中緬建戰略安全磋商機制中美下月舉行防務磋商 中俄軍技合作不針對第三方

專家： 戰艦遠洋演練護航遼寧艦

對外媒提出的航母技
術「山寨」論，耿

雁生稱，世界軍事發展的
規律是客觀的，很多武器
裝備的原理是相同的，一
些指揮和保障的方法也是
相近的。僅通過簡單對
比，就認定中國「山寨」
了外國的航母技術，這種
說法如果不是有意的攻
擊，至少是不專業的。

應理性看待艦載機試驗
耿雁生表示，中國發展建設航母不是為了威脅別人，

不針對任何國家，亦不是同別的國家搞軍備競賽，而是
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實際
需要來確定的。中方希望有關各方能夠客觀理性地看

待中國航母建設。
耿雁生強調，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自主創新，有智慧和能力建造和發展自己的航
母。

對於外界關注的殲-15定型交付時
間，耿雁生表示，目前殲-15艦

載機還在

按照計劃開展相關試驗和訓練工作，將按計劃裝備部
隊。而對於「遼寧艦」接下來是否會進行預警機或者空
中加油機等測試項目，他說，其他類型艦載機的試驗情
況，將根據航母試驗和訓練情況，按照計劃推進。

華軍事透明 美庸人自擾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曾表示將密切監測中國軍力發

展，敦促中方在軍事能力和使用上更加透明。對此，耿
雁生表示，中方在軍事透明上，一直持開放態度。他強
調，這次殲-15艦載戰鬥機起降試驗相當透明。中方通
過媒體第一時間向外發佈了消息。
耿雁生強調，中國發展武器裝備是為了維護自身安全

的需要，不針對任何國家和特定目標。中方希望有關方
面對中國正當合理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保持平常
心，不要過度解讀、庸人自擾。

華建海洋強國 非搞海上霸權
對於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建設海洋強國，耿雁生

稱，中國建設海洋強國是為了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
發展海洋經濟，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確保經濟社會可持
續發展，而不是要搞海上擴張，更不是追求海上霸權。
耿雁生強調，中方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絕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同時，中方也一貫
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

在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艦」完成艦載機

起降試驗後，有西方媒體稱中國的艦載

機、攔阻索甚至航母的指揮動作、保障

體系都是在「山寨」美國航母，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小圖)29日在例行發

佈會上駁斥了有關言論。他稱中國有智

慧和能力建造和發展自己的航母，希望

外界客觀看待航母艦載機試驗。對於

本報提出的中國軍方是否已就建造

國產航母有了時間表，他回應

稱目前沒有新信息可供

發佈，並強調中國要

建設海洋強國，不是

追求海上霸權。

中國有能力
國防部駁斥「技術山寨論」不專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日
關係僵持不下之際，日前美國軍方公開本月美
日聯合軍演照片，有媒體指旨在牽制中國。中
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29日回應稱，美公
開照片不足為奇，且中方樂見，因顯示各國軍
事透明度；但他同時表示，日本正利用種種借
口擴充軍備，已引起國際社會警覺，中方會密
切跟蹤事態發展。而對於日本部分政治勢力企
圖在釣魚島問題上對華示強，中國駐日本使館
發言人楊宇參贊28日表示，日本試圖在釣魚島
問題上挑起衝突的想法是危險的。他並嚴厲譴
責日右翼勢力公然支持達賴反華分裂活動以及

日本政府的放任態度。

借口擴充軍備 華密切跟蹤
美國軍方在26日公開了兩張美日聯合軍演照

片，由於此次演習並沒有對外公開，有媒體指
美軍此舉旨在牽制中國。耿雁生對此回應稱，
中方歷來堅決反對，有關刻意突出軍事安全議
程、頻繁製造地區局勢緊張的做法。對於美日
聯合軍演照片公開的問題，他認為不值得大驚
小怪，中方樂見有更多這樣的照片公開，這樣
有利於提高軍事透明度。
而對日本自民黨近日公佈的競選綱領中提出

要大幅度擴充軍事預算，提升自衛隊為「國防
軍」。耿雁生稱，近年來，日本利用種種借口擴
充軍備，已經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和
國際社會的警覺。中方高度關注當前日本國內
出現的嚴重的、危險的政治傾向，將密切跟蹤
事態發展。

公然支持分裂活動 中國嚴正交涉
事實上，日本自民黨的競選綱領亦專門提及

釣魚島，稱要強化對釣魚島的支配。而對於日
本部分政治勢力企圖在釣魚島問題上對華示
強，楊宇28日回應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

中國的固有領土，任何外來壓力都絲毫不能動
搖中國政府和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堅定意
志和決心。那種試圖在這一問題上挑起對抗和
衝突的想法是有害的、危險的。
此外，對於達賴11月中上旬竄訪日本，在日

本多個城市舉行所謂「宗教活動」，並與日本部
分政治人物進行接觸，楊宇表示，日本右翼勢
力公然支持達賴反華分裂活動，中方對此表示
嚴厲譴責。日本政府對達賴和右翼勢力有關活
動採取放任態度，背離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
則和精神，中方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母航自建

據中通社29日電 東海艦隊5艘主力戰
艦28日上午分批通過宮古海峽，進入西太
平洋海域，訓練課目之一是為大型水面艦
艇護航。海軍軍事專家認為，這一安排應
有為未來的航母編隊做準備的考慮。
《南方都市報》引述海軍軍事學術研究

所研究員李杰說，此次出動的艦艇數目比
較多，達5艘，且都是主力戰艦，具有較
強的綜合作戰能力，能有效為大型水面艦
艇保駕護航。而為大型水面艦艇護航正是
此次軍艦遠海訓練的4項訓練課目之一，
在中國已經擁有航母的情況下，這一安排
應有為航母編隊做準備的考慮。
他同時認為，為包括航母、兩棲攻擊艦

在內的大型水面艦艇配套服務、保駕護航
是中國海軍遠海訓練的大趨勢，今後類似

的訓練也會越來越多。
軍事專家、海軍少將尹卓對媒體表示，

隨 中國海洋運輸線和海洋利益的擴展，
中國海軍的作戰力量勢必要向太平洋海域
延伸，主要為保護中國外貿航線和石油航
線的安全，是防禦性的。他認為中國海軍
加強遠洋活動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國家也
對中國這類活動加以讚賞。

解放軍日益公開透明
27日，中國國防部新聞事務局發布了中

國海軍艦艇編隊將赴西太平洋海域訓練的
消息，這是中國首次提前發布公告。此次
中國軍方罕見地一改事後公布的形式而提
前一天公布信息，被外界解讀為中國軍方
越來越自信，也日益公開透明。

據中新網29日電 今年5月15日起啟用的中國新版電子護照內加印了地圖，
標示了中國在南海、藏南等區域的主權範圍，引發菲律賓等國非議。據菲律
賓外交部網站28日消息，菲律賓將拒絕在中國新版護照上蓋印簽證，而將在
另外的簽證申請表單上蓋章。中國地圖問題在一些國家引發了「護照風
波」，海外華媒美國《僑報》關注到一些國家對中國護照的所謂「抗議」，令
人玩味。
美國《僑報》日前刊出評論說，說到底，越南也罷，菲律賓也罷，利用中

國護照做文章，無非為爭取世界輿論支持。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27日表
態，美方將接受中國新版護照為合法有效證件。
文章稱，分析認為，新護照因沒有直接觸及美國利益，該表態顯然避免在

領土爭議國間挑起新矛盾，影響中美合作大局，且有向中國新一屆領導層示
好之意。但此舉並不代表美國在相關領土爭議問題上的立場有所改變。
文章說，美國適時的表態，多少發揮了平息護照爭議的作用，在不得罪任

何一方的同時，表明了美國立場。同時，中方也在密切關注相關事態變化，
何時做出何種反應，值得關注。

外媒：美接受中國新護照
向華新領導層示好

中方嚴斥日右翼：明挑衝突肆意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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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遠洋訓練編隊
■「杭州」艦 導彈驅逐艦

■「寧波」艦 導彈驅逐艦

■「舟山」艦 導彈護衛艦

■「馬鞍山」艦 導彈護衛艦

■「鄱陽湖」艦 綜合補給艦

▲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將接

受一連串試驗和訓練。 資料圖片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