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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外交
部長王毅在最新一期《學習時報》上撰文指
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一個需要中美雙
方保持政治定力，持之以恆、不懈推進的長期
事業。
在這篇題為《堅持和平發展實現民族復興中

國夢》的文章中，王毅特別提到了推動中國與
各大國關係協調發展與改善中國和平發展的戰
略環境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國與大國之間關
係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中國和平發展之路能否
走得順暢。

「中國與世界其他大國的關係中，中美關係
最引世人矚目。中國是上升勢頭最快的新興市
場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很多
人擔心的就是中美兩國是否會相互衝突。」王
毅表示，去年6月，習近平在應邀參加奧巴馬
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特別提出中美應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並歸納了新型大國關係的
三條內涵：一是不衝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
重，三是合作共贏，得到了奧巴馬積極響應。
「這次會晤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它明確了

中美關係的走向，向世界發出了積極的信

號。」王毅指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一
個需要中美雙方，包括社會各界共同探討和實
踐的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需要雙方保持政治定
力，持之以恆、不懈推進的長期事業。

加強高層交往 深化戰略對話
王毅強調，中國今後會繼續緊緊抓住「大國

關係」這個關鍵，加強高層交往，深化戰略對
話，拓展務實合作，深化利益融合，持續改善
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環境，並且還要不斷鞏固
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打造中國和平發展的

地緣依托。
「當前中日關係的困難局面是日方引發和造

成的，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在談及持續緊
張的中日關係時，王毅指出，日方應正視現
實，謹言慎行，不要再做有損中國主權權益的
事情。歷史問題至今仍是不時干擾中日關係的
主要因素之一。「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
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只有以史為
鑒，才能開闢未來。日本方面應該懂得這一基
本的道理，切實尊重人類良知和公理的底
線。」

王毅：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需持之以恒

高級將領調整 新陣容形成

軍費料年增一成 擴核潛艇部隊
海軍大規模調整 三大艦隊或增編 二炮部隊增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涵北京報道）歲末年初，解放
軍高級將領完成新一輪調整，近20個大軍區副職將領履
新。相關人士評論指，本輪高級將領的調整，除年齡上
「到站下車」、交流上邁「部」跨「區」的共同特點外，
還體現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重用深得群眾擁護的幹部、對上對下都實實在在的幹部、
清正廉潔公眾形象好的幹部等用人新理念。

近20大軍區副職將領履新
據《解放日報》報道，這次共有近20位高級將領到大軍

區副職以上崗位履新。其中，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北海艦
隊司令員田中任海軍副司令員；東海艦隊副司令員邱延鵬
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北海艦隊司令員；第二炮兵第52基
地政委唐國慶任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
任吳傑明任國防大學副政委；北京市委常委、北京衛戍區
司令員鄭傳福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第12集團軍軍長韓衛
國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第39集團軍軍長潘良時任北京衛
戍區司令員。
軍事觀察家認為，與以往相比，解放軍高級將領此番調

整，除年齡上「到站下車」、交流上邁「部」跨「區」的
共同特點外，還體現習近平倡導的重用深得群眾擁護的幹
部、對上對下都實實在在的幹部、清正廉潔公眾形象好的
幹部等用人新理念，向機關部隊傳遞了積極鮮明的用人導
向。這種用人導向，是對一些單位發生的跑官要官買官現
象是一種警示，再次表明了十八大以後，軍委對高級將領
任用更加注重實績、注重官兵公論的特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稱，中方
對日本保有武器級核材料表示
嚴重關切，希望日方就未將武
器級核材料歸還有關國家作出

說明。
據報道，從2010年華盛頓核

安全峰會開始，美政府即要求
日本歸還冷戰時期向日方提供
的331公斤武器級鈽。該批鈽現
存於日原子能開發機構，份量

足以製造40至50件核武器。日
在美反覆要求下已被迫妥協，
美希在今年3月荷蘭核安全峰會
前達成協議。另有報道稱，日
還存儲了約 44噸的反應堆級
鈽。
在回答記者就此事的提問

時，華春瑩表示，中方一貫高

度重視核擴散風險及核材料安
全問題對地區安全的潛在危
害，對日本保有武器級核材料
表示嚴重關切。
華春瑩表示，中方認為，日

本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締約國，應嚴格遵守核不擴散
及核安全國際義務。

日保有核武材料 中方表嚴重關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儘管
外界預計未來5年中國軍費仍將保持年均10%
的增幅，但軍事專家指出，中國軍費目前仍處
於彌補國防基礎薄弱的「補償性」增長階段，
不以軍事擴張為目的，遠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
家，而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仍落後發達國家至
少20年。
儘管外界對中國軍隊發展以及一些新裝備亮

相表現興奮，但專家指出，中國軍隊整體武器
裝備，與世界先進水平有二三十年的差距。同
時，中國軍隊承擔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日益
繁重，近年來，抗震救災、護航以及撤僑等行
動都給軍費開支增長帶來壓力。此外，值得關
注的還有軍隊待遇提高問題。

適度增加軍費 淘汰老舊裝備
軍事專家認為，在今後一段時期內，為適應

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軍隊建設形勢，中國需要增
加軍費開支。而鑒於中國經濟發展任務還很艱
巨，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優先考慮，中國仍
將控制軍費規模，保持軍費理性適度增長。
對於未來中國軍隊會如何優化規模結構和力

量編成，著名軍事問題專家宋忠平分析，三中
全會決定中提出的加快新型作戰力量建設，主
要就是指要加快海、空軍及第二炮武器裝備的
研發與部署，減少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他
認為，「改革要讓軍隊更具戰鬥力，讓軍費的
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
有權威專家指出，未來會按照三中全會決定

要求，重點加強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建
設，同時要突出新型作戰力量建設，着力減少老舊落
後裝備，為加快發展新型作戰力量「騰籠換鳥」。
專家判斷，中國軍隊未來應進一步實現由數量規模

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提
高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
著名軍事問題專家尹卓向媒體分析，未來中國構建

現代軍事力量體系，具體就是中國軍隊的規模和結構
需進行調整。「要完成新時期戰略方針所提出的目
標，需要一支怎樣的軍隊、多大的規模、什麼樣的結
構，」相信下一步從組織上落實結構，
調整編制、完善內部管理法規等一系列
上，黨中央應有非常成熟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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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開幕時間確定，業內人士
普遍表示，接下來的市場基本面因素關注焦點將

會轉移至「兩會」。對於可能出現在「兩會」期間中
的熱點，平安證券認為，借全面深化改革的東風，預
計今年「兩會」將討論政府機構改革精簡、軍隊優化
調整、國家安全委員會啟動運轉等重大問題。同時，
國防預算、通用航空、大飛機、航空發動機專項等軍
工熱點問題也將再度熱議。

去年軍費7200億 遠遜美居第二
2013年中國國防預算7,200億元人民幣，位居世界
第二，但仍遠遜於美國(5,824億
美元，約合人民幣 35,328 億
元)。預計未來5年仍將保持年
均10%的增幅。中國國防預算

佔中央財

政支出比例穩定在10%左右，除對地方轉移支付外，
居各項主要支出之首。最近3年國防預算年均增幅保
持在10%左右的水平，超過GDP增幅。但中國國防預
算佔GDP的比重(1.4%)遠低於美國、日本、英國等
國，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3%)。
中國軍隊大規模整編行動的間隔從6年到12年不

等，最近一次整編發生在10年前。改革開放以來共進
行過三次裁軍，共裁員170萬人。當前距離最近一次
裁軍已過去11年。加強一線作戰力量和高技術兵種、
減少軍隊層級、裁汰文職冗員、購置更新高新技術裝
備將是本輪裁軍的重要看點。
據報道，海軍三大艦隊有望各增編一支驅逐艦和護
衛艦支隊，各艦隊有望增設兩棲登陸艦支隊和補

給艦支隊，增加核潛艇部隊編制，續建核潛
艇基地。空軍或將擴編運輸機、預警

機和轟炸機部隊，設置防空防天部隊加強太空防禦。
陸軍將擴大陸航部隊規模，二炮將加大導彈巡航部隊
建設。

國安委有望設立 加強領海領空管控
去年底的三中全會提出深化軍隊和國防改革一系列

政策。此前，內地網上曾流傳的「軍隊體制編制改革
方案」，猜測將增設陸軍總部，整編各省軍區、軍分
區等。中國國防部曾闢謠指有關信息均純屬猜測，指
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
戰略決策，總部有關部門正在積極籌劃部署，研究貫
徹措施，積極推進國防和軍隊改革任務落實。
有關券商還預測，國家安全委員會有望在「兩會」
上獲准運行。分析指，中國未來很可能對釣魚島等歷
史問題展示實力，同時強化對東海和南海的海空管
控。
此外，報道還透露，目前，航空發動機和燃氣輪機
「兩機」科技重大專項已經成為國家第20個重大技術
專項，與空天飛機和高超音速飛行器專項一起成為國
家航空航天領域的重要突破。《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規
定》現已成稿，正在徵求意見和修改完善，有望在

「兩會」前後頒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備受矚目的全國「兩會」即將於下月初召開。內

地券商認為，軍隊優化調整、國防預算等軍工話題屆時料將成為熱點，預計未來5年中國

軍費或年均增長10%，其中海軍將大規模調整，三大艦隊很可能增編，特別是核潛艇部隊

或被擴編。與此同時，海軍、陸航、航天和二炮部隊的高新裝備支出都將增加，而陸軍裝

備支出則很可能削減。

高級將領履新表
姓名 原職務 現職務
田 中 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海軍副司令員

北海艦隊司令員
丁 毅 北海艦隊副司令員 海軍副司令員
邱延鵬 東海艦隊副司令員 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北海艦隊司令員
于大清 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 第二炮兵副政委
唐國慶 第二炮兵第52基地政委 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
吳傑明 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 國防大學副政委
鄭傳福 北京市委常委、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韓衛國 第12集團軍軍長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潘良時 第39集團軍軍長 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侯繼振 瀋陽軍區參謀長 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高建國 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 瀋陽軍區副政委
徐經年 第20集團軍軍長 瀋陽軍區參謀長
楊成熙 雲南省委常委、 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

雲南省軍區政委
石香元 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柴紹良 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 成都軍區副政委
陳平華 第41集團軍政委 成都軍區副政委
劉念光 第40集團軍政委 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
許林平 第38集團軍軍長 蘭州軍區副司令員
張建勝 南疆軍區司令員 蘭州軍區副司令員

■本報記者田一涵 整理

■田 中

■丁 毅

■于大清

■■外交部長王毅指出，中美構
建新型大國關係需要雙方保持
政治定力。 新華社

■■內地券商認為內地券商認為，，預計未來預計未來55年中國年中國
軍費或年均增長軍費或年均增長1010%%，，其中核潛艇其中核潛艇
部隊或被擴編部隊或被擴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