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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菲晤阿基諾 挺尋求仲裁爭議

菲律賓作為美國前殖民地，駐菲美軍一
直是敏感議題。已故菲總統阿基諾夫人不
滿美軍駐菲侵害主權，於1991年收回蘇碧
灣和克拉克基地，把美軍踢出菲國。二十
多年後的今日，她的兒子阿基諾三世卻為
了在中國面前狐假虎威，洞開大門邀請美
軍重返舊地，猶如現代版吳三桂。

輿論批評菲政府此舉是引狼入室，其實
並不完全準確。美菲1998年簽訂《訪問部
隊協議》，允許美軍上岸訪問，但事實是
美軍已暗地裡在菲建設永久軍事設施，更
部署多達600名特種部隊，今次簽署新協
議，只是為這些行動正名。「美國狼」早
已入室，菲國只是補發居留證，讓牠能名
正言順變得更加猖狂。

白宮已經命令國防部調整全球軍力部
署，把海軍六成力量放在太平洋地區。增
加駐菲和澳洲美軍、美軍戰艦在新加坡停
泊，連同在日韓的駐軍，透過「島鏈」制
華的意圖表露無遺。

談到美國軍事圍堵，俄羅斯總統普京感
同身受。他上月在克里米亞入俄的演講
上，便狠批西方國家虛偽，眼中只有自己
的強權：「例如北約東擴，在我家門口部

署軍事設施，還不停對我們說：『這和你們沒關係。』」
奧巴馬稱美菲防務協議非針對中國，可謂如出一轍。

美國在全球橫行霸道，一切行動出發點都是基於私
利，所謂盟友也可以隨意拋棄，埃及首位民選總統穆爾
西遭軍方政變推翻，一向高呼民主的美國卻默不哼聲，
已是最佳例證。普京2007年向《泰晤士報》一針見血地
說：「美國不需要朋友，而是能夠隨意擺
布的附庸。」阿
基諾想假借美國
之威制華，完全
是與虎謀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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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抵達菲律賓，展開亞洲之旅最後一站行程，與菲總統阿基諾三世會談。對

於美菲簽署新防務協議，奧巴馬聲稱增加駐菲美軍有助地區和平穩定，「並非為制衡中國」。他

又介入中菲南海主權問題，稱支持菲國尋求國際仲裁來「和平解決」，助長菲國將南海爭議國際

化的圖謀。

奧巴馬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美國無意抗衡或遏制中
國，協議是要確保國際法規和守則受重視，包括存在

國際爭端的地域。他指中國幅員廣大，將成為亞太區強
國，但亦應給予空間讓鄰國按自己意願蓬勃發展。

稱中國成功發展有利全球
奧巴馬稱，美國在亞太區沒領土要求，但美國是亞太國

家，首要利益是和平解決衝突，確保海上航行自由。有記
者追問所謂中國「擴張」是否威脅地區和平穩定，奧巴馬
稱「中國成功發展，對於地區乃至全世界都

是好事」。阿基諾則表示，新防務協議將把美菲防衛合作
提升至更高層次，他和奧巴馬都同意，領土主權爭議應循
國際法和平解決。
奧巴馬抵達馬尼拉前，菲防長加斯明及美駐菲大使戈德

堡完成新防務協議簽署儀式。新協議允許美軍在指定基地
臨時部署，包括調遣戰機和戰艦，並可參加聯合軍演和救
災活動等。協議規定，美軍不能永久駐紮或建立軍事基
地，美軍在菲興建的設施擁有權亦歸菲方所有。
實際駐軍規模及期限等細節仍有待商議，白宮拒絕透露

協議將涵蓋哪些基地，但提到前美軍最大海外海軍基地蘇
碧灣可能是選擇之一。協議在菲引起爭議，連日有民眾上
街示威，抗議菲國此前好不容易收回美軍基地，現在卻走
上回頭路。

菲參議員批防務協議違憲
有菲參議員批評協議欠缺透明度，而且政府繞
過國會簽署協議，有違憲之嫌，考慮告上法
庭。政界亦擔心，協議如何落實，話事權最終
仍是美國掌握，菲政府可能無力防止美方濫用協
議，例如美軍變相永久進駐或部署核武。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菲律賓ABS-CBN
電視台/《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昨日引述美國官員稱，美軍準備了多個方案，「有
力地應對中國未來在南海和東海的挑釁」，當中派B-2轟炸機逼近中
國、在接近中國海域的範圍舉行航母演習；另會加強監視中國附近地
區、增加軍艦停靠盟友港口等，以圖展示軍事實力。
據報，新方案是最近幾個月才制訂。該國防官員透露，方案適用於

「朝鮮與中國的任何挑釁」。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發言人西姆斯稱，方
案涵蓋各範疇，包括演習、人道救援及全面作戰等，並指若中國再在
區內劃設防空識別區，美國或相應地改變軍事部署。

航母駛入台海
美方還可採取一些更具挑釁性的對策對付中國，包括擴大美戰機偵

察飛行規模、乃至派航母駛入台灣海峽。官員表示，美軍定期有派驅
逐艦和巡洋艦進入台海，「低調」展現自由通航權，但若派遣航母，
則反映美軍舉措力度升級。
美官員稱，美國不用冒着與華開戰的風險，也能採取相關行動，因

為情報顯示「中國軍方內部在如何回應(美軍部署)問題上有分歧」。官
員又透露，亞洲盟友曾向華府表示，鑑於克里米亞入俄，它們質疑華
府會否貫徹「重返亞洲」，想知道若中國「試圖以同樣方式奪取南海
和東海的爭議區域」，美方將有何反應。 ■《華爾街日報》

奧巴馬亞洲之行未訪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回應稱，奧巴
馬此行是不是針對中國，要看美方怎麼說、怎麼做，「至於來不來中
國，一句話：你來，或者不來，我就在這裡。」
秦剛強調，亞太區各國人民普遍願望都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中
方希望美國及有關國家都能從此出發，為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
積極努力。他指，中美在亞太地區和事務有廣泛共同利益，兩國應該
互相尊重、加強合作。 ■中新社

《紐約時報》報道，奧巴馬專機「空軍一號」從韓國飛往馬來西亞
時，穿越中國劃設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此舉證明「新亞洲的危險性」，
但隨行美國官員表示，除飛行過程遇到些小顛簸，整個行程無任何問
題。
俄羅斯《觀點報》發表題為「在龍和熊之間」的文章稱，在宣布遏制
和封鎖俄國的同時，奧巴馬亞洲之行加深北京對美國的不滿。對美國來
說，這完全是一種「自殺政策」，美國將不得不在全球戰線同時抗衡中
俄。 ■綜合報道

菲律賓為加強海軍力量，分別在前年和去年從美國購入已退役的兩艘
漢密爾頓級巡邏艦。菲海軍總司令阿拉諾月中透露，正就購買第三艘同
級巡邏艦與美討論，並獲得正面回應。
菲律賓已購入的兩艘巡邏艦是目前菲海軍最先進戰艦，派往南海執行

巡邏任務。菲軍估計，最少需6艘巡邏艦才能覆蓋全國海岸線。
■The Diplomat網站/Rappler網站

美國以中國軍事崛起為由，加緊在西太平洋物色軍事據點。英國《金
融時報》指，美軍一直暗中在亞太區擴大駐軍，其中一個方式是加強與
區內盟友合作，以及翻新太平洋外圍小島上的舊設施。然而美軍面臨島
嶼居民反對聲音，而且部分據點難以防禦，戰略價值有限，使美國的如
意算盤未必打得響。
除了與菲律賓簽訂美軍輪駐新協議，美國亦已首次在澳洲駐軍，並將

增加在新加坡的軍機數目，日本亦企圖加強與美軍合作。美國防部亦考
慮在越南、印尼及馬來西亞短期駐軍。
另一方面，美國計劃在太平洋外圍、中國導彈射擊範圍以外的島嶼，

翻新軍事設施，作為訓練基地及空軍機場，當中包括天寧島及塞班島。
美國海軍兩年前已翻新天寧島貝克機場，讓KC-130J大力神運輸機升
降，是該機場自1947年後，首次再有這種飛機使用。

難防禦 戰略價值不高
國防部今年預算中，亦會撥款擴建塞班島國際機場，以便戰機及運輸

機使用。然而，塞班居民已表明反對，並提出替代方案，擴建人口較少
的天寧島機場。有軍事觀察家認為，偏遠島嶼難以防禦，也不利物流運
輸，故戰略價值不高。
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專家奧斯林指，美國應該跟與華關係緊

張的國家如菲越等加強合作，認為目前要於太平洋島嶼建新機場，難度
比二戰時期遠高得多，因此與愈多國家結盟，愈符合美國政治及軍事利
益，「屆時若中國攻擊我們，她要對抗的便是整個地區」。

■英國《金融時報》

美藉加強結盟

改善島嶼設施

韓國「歲月」號客輪沉沒接近兩周，截至昨日證實有188名乘客死亡，
114人失蹤。當局昨拘捕韓國航運協會仁川辦公室3名職員，其中1名主
管疑銷毀與客輪營運公司清海鎮海運調查有關的證據。
檢控人員向一個緊急熱線中心和地方海警辦公室發出搜查令，調查他

們在事件中有否失職。據悉韓政府已要求中國和日本政府注意會否有遺
體飄入其領海，若有發現應立即通知韓方。

片段：船長僅穿內褲急逃
海警又公開一段片段，顯示換上便服的船員率先逃生，船長李俊錫更

慌忙得只穿了內褲。在救援人員趕抵現場20分鐘後，客輪已傾斜至接近
90度，近半沉入海中。有人批評海警先救船員、後救乘客的做法，兩名
海警昨解釋當時情況危急，且船員沒穿制服，難以辨認。
韓國《中央日報》昨發表評論，批評今次海難是「官禍」，責任雖在

於漠視乘客安全的船長和船員，但政府未有切實履行監督船隻安全與航
運管理責任，才是引發事故的根本原因。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法新社

《華爾街日報》︰
美謀派B-2轟炸機逼近中國

中國外交部：
來或不來，我就在這裡

菲擬再購美巡邏艦

《紐時》：「空軍一號」穿越中國防空識別區

涉銷毀「歲月」號證據 3人被捕

■示威者焚燒阿基諾和奧巴
馬的人偶，揶揄菲律賓成為
美國的傀儡。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
奧巴馬奧巴馬

菲律賓總統菲律賓總統
阿基諾三世阿基諾三世

■■船長李俊錫率先逃生船長李俊錫率先逃生，，更慌更慌
忙得只穿了內褲忙得只穿了內褲。。 電視片段電視片段

■■菲民遊行菲民遊行
示威反對美示威反對美
國駐軍國駐軍。。

法新社法新社

■菲防長加斯明(左二)與美駐菲大使戈德
堡完成新防務協議簽署儀式。 美聯社

奧巴馬魔爪伸南海奧巴馬魔爪伸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