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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駐美公使：美應停止不負責言論
哈格爾訪日放厥詞：誓助「抵禦侵略」「歡迎」解禁自衛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解放軍「黨的群
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發出《通知》，要求全
軍和武警部隊在教育實踐活動中，認真組織學習中央文
獻研究室和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
公室編輯的《習近平關於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論
述摘編》。

堅決反對奢靡之風
《通知》指出，《習近平關於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

活動論述摘編》集中反映了習近平主席2012年11月15日

至2014年3月18日期間關於教育實踐活動的一系列重大
戰略思想、重大理論觀點、重大決策部署。認真學習該
摘編，對於幫助全軍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牢固樹
立群眾觀點，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
開關」問題；對於切實加強作風建設，堅決反對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對於着力解決官
兵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進一步密切團結友愛和諧純潔
的內部關係，更好地凝聚起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強大力
量，具有重大意義。《通知》強調，團級以上黨委機關
要採取中心組學習、理論輪訓等方式集中組織學習，基

層黨組織和黨員要採取靈活多樣方式開展學習討論。
《通知》要求，領導幹部要帶頭學習，深鑽細研、學

深學透，做到學深一步、識高一籌、行先一着，在真學
真懂真信真用上作表率。要發揮帶學促學作用，積極運
用自身學習成果，深入部隊上黨課、作輔導，及時回答
官兵關心關注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帶動廣大黨員幹部的
學習教育，不斷激發投身教育實踐活動的內在動力。要
加強對學習《習近平關於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論
述摘編》的督促檢查，及時發現和解決學習教育中遇到
的問題，保證規定學習內容和各項要求落到實處。

解放軍要求全軍學習習近平論述

據外媒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已原則批准對華轉讓2
至4套S-400防空導彈系統。俄聯邦軍技合作局局長阿
．福明說，雙方過去三年一直在進行談判，現已進入最
後階段，中國有可能成為S-400防空導彈系統在國外的
初始用戶。外媒報道，去年2月在與中方談判開始前，
俄方還一直表示，除非俄自身軍事需求得到滿足，否則
不會出口該系統。如今，莫斯科緣何來了個一百八十度
大轉彎呢？

世界性能最好防空系統
由俄羅斯金剛石中央設計局主導設計的S-400系統

被譽為「終極殺手」，是當今世界性能最好的防空導
彈系統，在速度、精度等方面甚至優於美國的「愛國
者」PAC-3地空導彈系統，堪稱國土防空的終極殺
手。俄此次對華出口S-400是中俄軍技合作的重要突

破，因為，俄對於向第三國轉讓核心軍事技術裝備一
向十分謹慎，以保持自身對核心技術的壟斷和相對領
先性，且S-400剛剛列裝俄部隊不久，參加戰鬥值班
的系統只有幾個。

俄遭歐美圍堵謀求突圍
有分析認為，這首先是中俄政治和軍事互信加深、

兩軍戰略協作關係日益成熟的體現。去年普京再次當
選俄羅斯總統，習近平主席就任後的首訪國家定為俄
羅斯，凸顯雙方對發展兩國關係的高度重視，兩國關
係日益具有全球性、特殊性和戰略性。其次，俄羅斯
此舉有出於本國戰略利益的現實考慮，即希望中國作
為平衡力量打破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主地位，改變美
日軍事同盟在區域軍事和武器裝備方面的主導態勢，
藉此向美國施壓，以維護東亞地區的戰略平衡。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近幾個月以來烏克蘭局勢劇烈
動盪，特別是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市加入俄聯
邦，歐美對俄實施多項制裁，在孤立、遏制和圍堵俄
羅斯政策上步調統一。為了突破重圍，俄羅斯亟需中
國這唯一「理解和支持」的大國，出售包括S-400系
統這樣的「殺手鐧」武器，勢必為俄開闢對美戰略博
弈的「第二戰場」，與中國結成更緊密的戰略協作夥
伴，緩解「西線」地緣政治壓力。俄軍事評論網稱，
中國若獲得射程達400公里的S-400遠程防空系統，將
具備在更遠距離上攔截彈道導彈和高機動空中目標的
能力，從而具備對釣魚島附近空域實施掌控的能力，
並能夠對美軍沖繩空軍基地的戰機構成威脅。當然，
中方對普京的「大禮」一定會投桃報李。

儘管如此，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人士稱，「相關決
定早在2014年年初就已作出，與近期克里米亞危機無任

何關係。」 5月下旬，普京總統將對華進行正式訪問，相
信今年中俄兩國軍事合作和軍技合作將加
速發展，一批高精尖俄式軍事技術裝備將
出口到中國，東亞地區的大國軍事力量對
比將在此基礎上得到某些平衡，解放軍的
軍事威懾和實戰能力將得到實質性提升。

「終極殺手」輸華 普京向東突圍

■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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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爾昨日上午與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
典在東京舉行會談。據日本媒體報

道，雙方就日美緊密攜手達成共識。雙方
還一致同意，為了在年內修改規定自衛隊
與美軍職責分工的《日美防衛合作指
標》，將加快相關工作。會談中，哈格爾
透露，為了防備朝鮮發射導彈，計劃於
2018年前向日本增派2艘宙斯盾艦從而形
成總計7艘的態勢。

美應停助長挑釁言行
「我們也討論了東海問題，美國表明了

對『尖閣』（釣魚島）的責任。『尖閣』
在日本實效控制之下，並是美日安保條約
第五條適用範圍之內。我們反對任何以力
量對抗改變現狀的做法。」哈格爾在會談
結束後的聯合記者會上如是說。同時，他
還對安倍政府開展的旨在修改憲法解釋以
解禁集體自衛權，表示「歡迎」。
除日美防長會議，哈格爾在訪日期間還

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了會談。雙方就
中國、朝鮮和烏克蘭局勢達成了一致意
見，決不能允許試圖憑借實力單方面改變
現狀的做法。哈格爾誓言，美國將履行其
承諾協助日本抵禦任何的軍事侵略，美國

會保護日本的安全。安倍則在會談中強
調，希望發出維持日美強而有力

的同盟關係的信息。
此外，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丹尼爾‧羅素3日曾聲稱，對俄羅斯的嚴厲
制裁是對主張釣魚島和南海主權的中國的
警告。
對於美方高級官員近期頻頻就東海問題

與南海問題公開發表言論，中國駐美國大
使館公使吳璽指出，美方多次表示在領土
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但最近美方一些官
員的講話明顯與這一立場不相符。她強
調，如果美方真心想維護地區和平與穩
定，就應真誠履行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不持
立場的承諾，尤其是應停止發表不負責任
的言論，停止任何可能助長某些國家挑釁
和冒險的言行。

美防長今起訪華四天
據了解，在結束為期兩天的訪日行程

後，哈格爾將於今起至10日訪問中國四
天，這是他上任以來首次訪華。哈格爾曾
向媒體透露，非常期待此次中國之行，希
望同中方聚焦兩軍關係、地區安全議題，
強調彼此構建互信、增加開放度和透明度
的重要性。他稱，美中雙方既是朋友、也
是競爭者，但是肯定不是敵人。美方願與
中方加強合作，雙方可以在有分歧的議題
上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今日訪華的美

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昨日在日本就東海問題發表言論，稱

釣魚島在日本實效控制之下，並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五

條。同時，他 「歡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此前，他

還曾誓言，美國將履行承諾協助日本抵禦任何的軍事侵

略。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吳璽指出，如果美方真心想

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就應真誠履行在領土主權問題上

不持立場的承諾，尤其是應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停止任何可能助長某些國家挑釁和冒險的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美國眾議院外交委
員會主席羅艾斯前天在洛杉磯的個人辦公室表
示，今日將在眾議院提案對台軍售案，將4艘派
里級巡防艦售予台灣；預期此案眾院當天可快速
通過。中方關於美對台軍售的立場明確，外交部
發言人多次表示，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
出售武器。
外交部發言人多次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個
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停止「美台」

官方往來，停止任何形式的對台軍售，不做損害中
美關係和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
這4艘派里級巡防艦分別是泰勒號（USS Tay-

lor）、卡爾號（USS Carr）、蓋瑞號（USS
Gary）與艾羅德號（USS Elrod），其中泰勒與
蓋瑞號都是1984年開始服役，卡爾與艾羅德號則
是1985年開始服役。
2013年11月，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表決通

過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出售四艘派里級巡防艦

給台灣地區。如果沒有意外的話，羅艾斯指，
今日可望在眾院提案通過，隨後就可送到參議
院，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項法案。

國台辦：盼恪守「一中」政策
羅艾斯2月間才率領外交委員會部分成員訪問

台灣，並參訪空軍基地。羅艾斯指出，他將會強
調台灣在這方面的防衛需求，F16戰機的升級計
劃也是下一次的重點。
國台辦發言人也曾表示，堅決反對美國對台軍

售，望美國恪守「一個中國」政策，兩岸的事情
最終還是要由兩岸的中國人解決。

美眾院提案售台巡防艦 中方一貫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新華僑報網記者馮瑋以署名文章批評
日本政府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最近，日本以「防
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了原先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兩
者比較，有三點特別值得關注。第一，安倍政權試圖通過玩
弄文字遊戲，即以「防衛裝備」替代「武器」，將「出口」
改為「轉移」，掩蓋出口武器的本質；第二，以往的「三原
則」，即「不向共產主義陣營國家出售武器；不向聯合國禁
止的國家出口武器；不向發生國際爭端的當事國或者可能要
發生國際爭端的當事國出售武器」，概念和定義清楚。但
是，「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卻概念和定義模糊。試問，如

何界定「有助於日本的安全保障」？第三，對「防衛裝
備轉移三原則」的解釋權，歸去年成立的、由首相、外
相、防相、內閣官房長官構成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
議」。這種由「密室政治」操縱的解釋權，是否有可能
使日本「專守防衛」政策發生質變？作為曾遭受日本軍

國主義侵略的近鄰，中國對此是否有理由表示擔憂？

新「三原則」獲美首肯
必須強調，新的「三原則」的出台，無疑獲得了美國的首肯。

首先，冷戰形成後，美國對日政策從之前的「壓制日本」變為
「扶持日本」。正是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才得以重整軍備。去
年10月初美國與日本舉行的防長和外長2+2會談，明確支持解禁
集體自衛權，日本擴充軍備的每一步，都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其
次，日本有很強的軍工生產能力，美國精確制導武器中很多元
件，是由日本生產的，美國在這方面有求於日本。最後，美國並
不樂意看到中國迅速和平崛起，日本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符合美
國的利益。

日「裝備轉移」
掩蓋出口武器

■美國防長透露，計劃於2018年前
向日本增派2艘宙斯盾艦。 網上圖片

■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5日與到訪的美國防
長哈格爾（左）合照，神態卑躬。 路透社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
吳璽稱，美方應停止發表
不負責任的言論，停止任
何可能助長某些國家挑釁
和冒險的言行。 資料圖片

■解放軍要求全軍學習習近平論述摘編。圖為習
近平去年11月視察濟南軍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