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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太平洋司令訪京 辯稱維護南海航行自由

范長龍說，近年來，在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的
親自關心和推動下，中美雙方在構建新型大國關

係上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給中美關係健康發展指明了
方向，中美兩軍合作交流得到加強。但最近美方派軍艦

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近岸水域，對中方的領土主
權和島礁安全構成威脅，極易引發誤解誤判和意外事
件，給地區安全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引起中方的強烈
不滿。中國軍隊將堅決履行職能使命、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希望美方從中美關係大局出發，謹慎對待和處理涉
及中方領土主權的重大問題，停止這種錯誤行徑和危險
舉動，推動兩國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哈里斯表示，美中兩國之間在一些領域存在分歧，但

合作對話是積極有效的、是發展趨勢。希望進一步深化
兩軍合作交流，推動兩國兩軍關係不斷發展。他同日到
北京大學的斯坦福中心作非公開發言時，強調導彈驅逐
艦「拉森」號駛進南海人工島礁12海里範圍，是要維
護自由航行原則，不應解讀為是對其他國家的威脅。

房峰輝：美軍南海巡航令人遺憾
另據中新社報道， 解放軍總參謀長房峰輝也在與哈

里斯會面時，批評美軍在南海巡航令人遺憾，哈里斯則
稱是為維護航行自由，不應被視為對別國的威脅。

房峰輝強調，中方在南沙群島的有關建設活動，不針
對不影響任何國家，也不會影響正常的航行自由。希望
美方着眼兩國關係發展大局，從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出
發，與中方共同致力於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在共
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大背景下，管控分歧，增進
互信，繼續加強在高層交往、人員培訓、聯演聯訓以及
反恐維和等方面的務實合作，推進兩軍關係持續健康穩
定發展，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乙曉光：美再挑釁中方採取必要措施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乙曉光中將則在另一個場合，就美

方近日派驅逐艦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近岸水域指
出，希望美方不要做有損中美關係大局的事情。當被問
及若美方再採取類似措施時中方如何應對，乙曉光表
示：「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
權。」他說：「中方致力於通過雙邊談判解決有關爭
議，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他說：「我
們希望美方不要做有損中美關係大局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軍網報道，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昨日下午在

北京八一大樓會見了來華訪問的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哈利‧哈里斯。

范長龍在會面中直指美艦闖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近岸水域是「錯誤

行徑和危險舉動」，希望美方從中美關係大局出發，謹慎對待和處理

涉及中方領土主權的重大問題，推動兩國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東盟設熱線應對海上爭端緊急狀況

大馬總理會見中國防長

美宣稱將每季巡南海 外交部促停挑釁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針對美方表示要每季

度派軍艦赴南海巡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3日表
示，中方強烈敦促美方停止一切錯誤言行，不再採取
任何威脅中方主權和安全利益的危險、挑釁行為。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美軍太平洋總部

司令哈里斯在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演講時稱，美軍將
繼續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行使國際法賦予的航行和
飛越自由，南海不是例外。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企圖剝奪中國自衛權
華春瑩說，所謂南海航行自由問題本來就是個偽命

題。每年10萬多艘各國船隻安全自由通過南海地區，
沒有任何問題。根據美國媒體報道，每天有1,500多萬
桶石油經馬六甲海峽和南海運往東亞，也沒有任何問
題。美軍艦放着寬闊的國際航道不走，專門繞道中國
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耀武揚威，還美其名曰
「維護航行自由」，這是赤裸裸的挑釁。美一方面不

斷加強亞太軍事存在，與盟國頻頻舉行軍演，另一方
面不斷炒作所謂南海軍事化問題，要求中方不要部署
任何必要和有限的防衛設施，這實質是企圖剝奪中國
作為主權國家的自衛權。
另有記者問，據報道，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

理羅茲稱，美將繼續在南海採取行動證明美對維護航
行自由原則的承諾。美國防部不具名官員稱，美計劃
每季度派軍艦赴南海至少巡航2次，使之成為例行巡
航，以提醒中國等國，美是根據國際法行使自由航行
權利。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華春瑩說，中方一向尊重和維護各國依國際法在
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飛越自由，但堅決反對任何國家
以航行和飛越自由為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
益。華春瑩重申，中方維護自身領土主權、安全及
合法、正當的海洋權益的意志堅定不移。對於任何
國家的蓄意挑釁，我們都將堅決予以應對。中方將
繼續嚴密監視有關海空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東盟與中美日等共18國參加的東盟
防長擴大會議等一系列會議，3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開幕。據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透露，在南海局勢持
續緊張的背景下，東盟昨日正式簽署協定，設立防務
電話熱線維持各成員國之間的溝通渠道，以隨時應對
海上主權爭端所可能引發的緊急狀況。
據《聯合早報》報道，黃永宏在社交網站上發表帖
文，宣佈以上消息。黃永宏說，各主權國家必須建立
關係和聯繫管道以增進互信，避免誤會。他說：「各
國之間現只是一通電話之遙，這條熱線將能減低發生

海上衝突的風險。」
菲律賓一名官員日前也透露，東盟同中國討論設置電話

熱線，以應對南中國海領土爭端可能隨時引發的狀況。
圍繞上月美國軍艦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

海域問題，日媒報道說，中美兩國矛盾加深，東盟能
否通過此次會議就如何緩和緊張局勢達成一致，受到
各方關注。此外，4日還將召開東盟防長擴大會議，
有媒體分析，中美兩國將在4日的會議前分別就本國
關於南海問題的立場尋求各國的理解，預計圍繞南海
問題的外交交鋒將更加激烈。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
3日下午在吉隆坡會展中心會見了參加第三屆東盟防
長擴大會並對馬來西亞進行正式友好訪問的中國國務
委員兼國防部長常萬全。

中馬關係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納吉布首先請常萬全轉達他對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

總理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他期待李克強總理本月
到馬來西亞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他說，當前，
馬中領導人會晤頻繁，雙方正努力加強經貿財經人文
等各領域交流合作，雙邊關係非常友好，處於歷史最
好時期。與此同時，兩軍關係發展很快，希望兩軍繼
續加強高層往來和務實合作，推動兩國防務關係不斷
向前發展。
納吉布說，東盟各國的發展有賴於地區的和平穩

定，有賴於東盟各國與中國等鄰國保持良好關係。馬
方致力於推動地區合作機制建設，為各方坐下來交換
意見、尋求共識提供平台。
常萬全說，中馬是友好近鄰，近年來密切交往，有

效溝通，互信互助，雙邊關係基礎日益深厚，發展前
景良好。中方願與馬方一道積極落實兩國領導人共
識，深化兩國兩軍在各領域各層次交流合作，推動兩
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深入發展。中方致力於落實習主
席提出的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與東盟各國共同
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願與馬方共同努力維護
地區和平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道，日本防衛大
臣中谷元3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與美國國防部長
卡特舉行會談時表示，日本支持美國軍艦在中國島礁
附近巡航。與此同時，日本向越南免費贈送兩艘二手
海巡船，以支援越南的南海海上監視和警備力量。
中谷元在會談中表示，日本支持美國的行動，並積極

強化日美之間的合作。雙方同意繼續在南海加強聯合軍
演，並推進與澳洲、菲律賓等的防衛合作。據悉，此次
贈送的船隻排水量都在600噸左右，並在越南中部的蜆
港舉行了有兩國相關人員參加的交接儀式。
日本防衛省計劃明年派出海上自衛隊船艦，首次停

靠越南重要軍事港口金蘭灣。日方突然介入南海事
務，據稱是透過軍港接近南海的地利，牽制中國在南
海的活動，以及完善南海補給線。

金蘭灣海軍基地面向南海，是越南的重要軍港，日
本海上自衛隊船艦過往曾停靠越南胡志明市和峴港，
但停靠金蘭灣尚屬首次。

日贈越巡邏船 圖攪局南海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和澳洲海軍日前
開始在南海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作為美國在亞太
的最親密盟友之一，澳洲在南海問題上並未選擇一邊
倒地緊跟美國採取行動。
據《環球時報》3日報道，澳羅伊研究所國際安全
中心項目專家格雷厄姆表示，澳洲為與中國海軍關係
密切而自豪，因為能與中國海軍開展緊密合作的國家
並不多。他認為，澳洲通過此次行動展現了自己的獨
立性，澳洲並非甘願被視為一直依靠「山姆大叔的裙
帶關係」。

拒絕美軍 選擇明智
美國在把軍艦開進中國島礁12海里巡航引發南海局

勢緊張後，似乎被晾到了一邊。美國國防部長卡特2
日在訪問亞洲並出席東盟防長擴大會議的途中數次宣
稱多國希望加強與美安全合作，並要求各國行動。但
多數國家跟澳洲一樣「口惠而實不至」。
報道引述中國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研究員張軍社

透露，亞太多數國家都能看出，美軍艦在中國南海
巡航才是令南海局勢緊張的「冒險」「挑釁行
為」，因此它們選擇不參與是明智的決定。而澳按
計劃同中方進行聯合軍演，更是體現出澳方期待加
強與中國政治、軍事聯繫以及南海局勢緩和的意
願。

多國拒參與美軍挑釁舉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應菲律賓
當局單方面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近
日就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題作出裁決後，一
些菲律賓學者和政治家已陸續對菲當局單方
面提起並執意推動南海仲裁的效果提出質
疑，呼籲菲當局與中國進行雙邊談判以解決
南海有關爭端。
菲律賓知名政治學者、人民賦權治理中心政
策研究主任圖雅松指出，南海仲裁庭不能強迫
中國參與仲裁或接受其裁決，不管作出何種裁
決，對各國來說都並非強制性的。「菲律賓當
局應當考慮和平談判等其他選項。而且歷史證
明，中國確實通過與其他國家雙邊談判解決了
一些領土爭端。」圖雅松認為，菲律賓應當與
中國開展談判。

仲裁對華無約束力
菲律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參議員小
馬科斯呼籲菲當局啟動與中國的雙邊談判，強
調「這是解決海上爭端的最佳選項」，「中國
不會接受南海仲裁案的結果，因此，（兩國）
必須進行談判、磋商。」他認為，菲律賓如果
與中國就南海爭端進行對話不會有任何損失。
菲律賓國防大學教授卡巴爾薩也承認，南海
仲裁案仲裁庭的裁決對中國不具約束力。
菲律賓眾議長貝爾蒙特日前則向當地媒體
強調，菲律賓不應放棄與中國的關係，「我
們必須牢記，海上爭端只是一個方面。過去
許多年裡，菲律賓和菲律賓人民與中國建立
了非常緊密、富有成果的關係，我們打算維
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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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拉森」號驅逐艦近日闖入中國南海。
資料圖片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會見常萬全。 新華社

■房峰輝在北京八一大樓會見來訪的美軍太平洋司令哈
里斯。 中新社

■■范長龍在會面中直指美艦闖中國南海是范長龍在會面中直指美艦闖中國南海是「「錯誤行徑和危險舉動錯誤行徑和危險舉動」。」。 法新社法新社

■范長龍在會見中指出，中國軍隊將堅決履行職能使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圖為南海艦隊軍艦正在南
海海域巡航。 資料圖片

■日本計劃明年派海上自衛隊船艦首次停靠越南
金蘭灣。圖為越南金蘭灣基地。 資料圖片

范長龍斥美艦行徑錯誤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