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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共同社》報道，日中關係消息人士7
日透露，前全國政協常委胡德平6日抵達日本開始訪問。
胡德平是已故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預
定與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鳩山由紀夫等人舉行會談。
預定與其進行會談的日方相關人士表示，「（胡德平此
行）可能意在考察跌入低谷的日中關係能否得到改善，並向
領導層提供建議」。有分析認為，胡德平將就日中間的政治

和經濟形勢等與各位前首相交換意見。在約一周的訪日期間，還將與政府和經
濟界要人進行交流。

遼寧艦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一艘可以搭
載固定翼飛機的航空母艦，排水量達6.7萬噸。
其前身瓦良格號航空母艦 1985 年 12 月 4 日開
工，1988年11月下水。1991年11月總體工程進
度完成了68%，但隨後蘇聯解體，後期建造工程
被迫中斷，由蘇聯劃歸為烏克蘭擁有，1995年
烏克蘭決定將瓦良格號的命運交給黑海造船廠
處置。2005年4月26日，開始由中國海軍建造改

進。2012年9月25日，正式更名遼寧號，交付
予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遼寧艦具備實戰能力，配備導彈和快炮近防
系統、反潛火箭發射裝置和電子干擾誘餌發射
器，還有相控陣雷達、防空導彈、反潛及反魚
雷多管火箭等武器。

艦上可以搭載約24架由中國自主研發的殲15
戰機及軍用直升機。由遼寧艦為首的航母戰鬥
群，除航空母艦外，還有三艘驅
逐艦、三艘護衛艦、兩艘核潛艇
和兩艘補給艦，編制人數多達
5,500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華僑報》
報道，美國防部長哈格爾6日與日本防
衛大臣小野寺五典進行了50分鐘左右
的會談。哈格爾對安倍政權的安保政
策明確表示了支持，呼籲安倍鼓起勇
氣，盡快開展日中首腦會談。
哈格爾明確表示，「美國支持」日
本修改憲法解釋，行使集體自衛權，
推出新的《防衛裝備移動三原則》，
以及支持安倍政權的安全保障政策。
對於日本為讓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
而做出的「努力」，哈格爾給予了肯

定。他強調，「鼓勵並支持為此所作
出的努力，對日本政府下的決定表示
歡迎。」
哈格爾還透露，為應對朝鮮的導彈

發射問題，截至2017年，美國將在日
本追加配備2艘具有彈道導彈防衛性能
的「宙斯盾」。這樣一來，美國就有7
艘「宙斯盾」配備在日本。
此外，哈格爾還在會談中，呼籲日

本盡快與中國實現首腦會談。他說：
「鼓起勇氣，進行首腦間會談，非常
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問題專家
華益聲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
文指出，近期美國在南海問題上
針對中國的意味越來越濃，已明
顯偏離其聲稱的對主權爭端不持
立場的政策定位。4月4日，美國
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丹尼
爾．羅素竟在國會聽證會上公然
「敲打」中國。
丹尼爾再次批評中國阻止菲律
賓船隻向仁愛礁運送補給的執法
行動，聲稱美會履行對盟國的防
務承諾。借此，美毫不掩飾地表
達了其對菲侵犯中國主權惡性的
支持。

面對其咄咄逼人的態度，中
國的反應相當淡定。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表示，中國不理解美
國為什麼要將烏克蘭問題和南
海問題相提並論，為什麼要拿
中國說事。

美「小人度君子之腹」
面對美的關切，中國早已明

確，亞太之大，足以容納中美兩
國的利益。中國從未試圖將美
國趕出南海，反而一直呼籲美
國與中國一起共同維護南海的
穩定。
是美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非要在南海問題上橫
插一槓，以為這樣才能維護利
益。同時，美國也太天真，不
但無視中國在維護主權問題上
的堅定立場，還過分迷信制裁
的效果。美國忘記了，經濟上
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合則兩利，
敗則兩傷。面對制裁，中國不
會是唯一的受害者，也很可能
不是最大的受害者。
南海亂了，各方都會受損失。

中國重視中美關係，美國也難以
承擔雙邊關係惡化的後果。美國
應該看到，在南海「攪渾水」，
後果很嚴重。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昨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昨
日到遼寧艦參觀日到遼寧艦參觀。。路透社路透社

哈格爾抵華 首訪遼寧艦
傳美將向華披露網絡攻擊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剛結束對日本訪問的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7日抵達青島，展開為期四天

的訪華行程。哈格爾昨日到青島參觀了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成為首位參觀遼寧艦的外國官員。

哈格爾昨晚已轉抵北京，今日將會晤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據《紐約時報》報道，哈格爾此行有可

能向中方說明美國網絡攻擊計劃，並期望中國也能向美方作出同樣簡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
道）美國防長哈格爾首次訪華，出
乎外界預料，首站參觀中國首艘航
母遼寧艦。軍事評論員宋忠平向本
報指出，讓美方直接參觀中國最先
進的軍備，顯示出中方極大透明
度，以及願加強中美互信的誠意，
令外界炒作的所謂「中國航母威脅
論」不攻自破。
宋忠平指出，讓美國防長直接參觀

遼寧艦是應美方之約，讓美方直接參
觀中國最先進的軍備，顯示出中方極
大的透明度以及希望加強中美軍事互
信的極大誠意。通過實地向美方展示
中國航母，可以讓美方看到中國的航
母仍然還很年輕和很幼稚，與美國相
比仍有很大差距，仍是實驗性航母平
台，還有很多問題尚未克服，可令外
界炒作的「中國航母威脅論」不攻自
破。

盼加強互信減少誤判
「從中方來講，希望中美形成互信

的新型軍事大國關係，彼此能增加透
明度，減少誤判，中美一旦發生直接
軍事對抗，對中美雙方都不是好
事。」但宋忠平亦坦言，中美仍有諸
多利益衝突，美國仍將中國視為最大
潛在對手進行遏制。比如，美國「重
返亞太」和所謂「戰略再平衡」針對
的主要是中國，同時美國在台灣、東
海、南海等問題上也不斷遏制中國。
他判斷，儘管兩國元首都表明要發展
新型大國關係，但中美軍事上的博弈
短期內難以緩解。
宋忠平批評，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在

亞太的冷戰思維。冷戰結束後，美國
不僅未解散冷戰前在亞太組建的所有
軍事同盟，反而在不斷加強，且將潛
在對手由前蘇聯改為中國。這位專家
建議，儘管中方希望改善中美軍事關
係，但美國卻在加大對
華遏制力度，因此中國
對美國也要做兩手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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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美南海「攪渾水」撿不到便宜

美籲安倍「鼓起勇氣」進行日中會談

遼寧艦排水量6.7萬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浪網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
訪歐，對此歐洲情報研究院與捷克查理士大學政治經濟
研究所共同舉辦了第一屆「中國歐盟座談會」。歐洲情
報研究院副主任鄭宇欽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歐
洲，表面上談經貿，實際上更重視中國與歐盟在國際安
全、外交與台灣問題上達成新共識，其中「撤銷武器禁
運」雖然沒在公開場合討論，但枱面下北京政府積極游
說歐盟終止對華武器禁運。
與會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務院參事時殷弘教授在座

談會中表示，「中國政府有信心在10年內解決歐盟對華武
器禁運問題」。時殷弘明確表示，「這議題不是軍事科技
問題，這是中國政府名譽問題，相信在習近平領導下，中
國政府一定能解決這問題。」

歐盟禁對華售武
學者：10年內解決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左左))昨日晚昨日晚
上已由青島轉往至北京上已由青島轉往至北京。。 路透社路透社

胡德平訪日晤多位前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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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爾7日從東京直接飛往青島，
在青島機場受到中國海軍少將、

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副主任關友飛和美
國駐華大使鮑卡斯的迎接，並展開訪
華的第一站：參觀遼寧艦航母。一名
美國官員說，他們在青島港登上遼寧
艦，在上面逗留了約兩個小時。路透
社報道，參觀遼寧艦是由美方提出
的，並獲得中方同意。

今晤常萬全 國防大學演講
哈格爾此行是應中國國務委員兼國
防部長常萬全邀請訪華的。除了中美
防長會談外，預料也會有中國領導人
會見哈格爾。按照計劃，哈格爾8日會
在中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之後將參
觀中國軍隊相關部隊和院校。結束訪
華後將在10日轉往蒙古國。
哈格爾此前在美國東盟防務論壇上
曾說，很期待這次訪問，期望在訪華
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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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防部新
聞事務局局長、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大
校此前表示，哈格爾訪華期間，將會
受到中方有關領導人的會見會談，並
就兩國兩軍關係、國際地區形勢等共
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另外，《紐約時報》昨日披露，早
在數個月之前，美國曾向中國說明未
來的海外網絡攻擊計劃，希望中方也

能向美方簡報。雖然目前還不知哈格
爾這次會否與中方官員觸及網絡攻擊
議題，但據悉五角大樓曾私下與中國
針對此事進行過簡報，讓中方了解美
國未來網絡攻擊新對策，以舒緩中方
的擔憂。

兩軍需管控危機 行勝於言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鹿音

認為，為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係，中
美兩軍需妥善處理分歧並管控危機，
行勝於言。雙方已經有表態，有共
識，更要有舉措，有行動，切實做到
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增進互信、推進合作，消弭分歧，不
做有損對方利益的事。中方推進中
美新型軍事關係的態度是堅決的、
行動是積極的，也期待着美方相
向而行，拿出破解兩軍關係障
礙、推進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
政治決斷和實際行動來。
「這是中美兩軍交流的一

件大事。」對於哈格爾此次
訪華，軍事科學院中美防務
關係研究中心主
任姚雲竹接受
中新社採訪時
表示，此次訪
問將對保持
中美兩軍關
係穩定、增

進雙方互信、減少戰略誤判起到重要
作用。
姚雲竹認為，在中美關係中，中美

兩軍關係近年來正扮演着越來越重要
的作用。特別是隨着兩軍的交流日益
頻繁以及範圍逐步擴大，兩軍關係在
兩國總體關係中的權重正變得越來越
大，從而成為中美雙邊關係的亮點之
一。

構建新型關係務實合作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歐陽
維認為，在兩國元首去年達成
共識的前提下，哈格爾此訪
有助於加強兩國的戰略互
信，而這一核心不光可以
有效降低雙方戰略誤判的
發生，還將對建設新型

兩軍關係、開展
更加務實的軍
事合作起到
推動作用。

■胡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