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遼寧艦攜10艦載機展戰力
8架殲15甲板上排開 歷來最顯英姿畫面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綜合報道）內地網絡日前
曝光中國航母遼寧艦最新畫面，顯示8架海軍灰色塗裝的
殲15艦載機在航母甲板上一字排開，加上一架直8直升
機，一架直9救援直升機，搭載10架艦載機的遼寧艦看起
來氣勢如虹，被認為「展示出目前的最強戰力」。專家此
前表示，遼寧艦可搭載20餘架殲15艦載機。外界根據艦
載機編號分析認為，當前殲15艦載機或已製造逾2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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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15首飛至今重要節點
2009年8月，殲15首次進行陸基飛行測試。

2012年11月，首架殲15原型機在遼寧艦上進行着艦測
試和起飛測試成功。

2013年6月，殲15再次在遼寧艦起降，並進行首次駐
艦飛行。

2013年12月初，網絡曝光照片顯示，殲15艦載機採用
標準的海軍灰藍色塗裝，座艙後部塗裝有海軍軍旗，垂
直尾翼塗有一隻「飛鯊」Logo，機頭及垂直尾翼有正式
編號，顯示該型戰機已通過試飛階段，正式進入中國海
軍入役驗證狀態。

2015年12月，新一批殲15艦載機在海軍遼寧艦渤海某
海域進行艦機融合訓練，飛行員駕機完成觸艦復飛、阻
攔着艦等多個課目訓練。

2016年5月，解放軍報法人微博稱，遼寧艦與殲15艦
載機融合訓練提速。遼寧艦一天保障的殲15起降架次
數量，已是過去一天的數倍。

2016年8月，網絡曝光畫面顯示，8架殲15艦載機在遼
寧艦甲板上一字排開，同時有直8直升機、直9救援直
升機待命。10架艦載機同時亮相，被認為顯示出遼寧艦
現階段最強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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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決令國人憤怒，
各界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呼聲高

漲。作為中國海軍現役最強力量代表的遼
寧艦，動向備受關注。內地網絡日前曝光
遼寧艦最新的畫面。與以往的亮相不同，
8架「飛鯊」殲15艦載機今次的亮相是在
甲板上一字排開，在蔚藍海水映襯下更顯
英姿勃發。這是遼寧艦亮相以來，搭載艦
載機數量最多的公開畫面。

兩月8600架次起落訓練
軍事專家表示，遼寧艦最多可搭載20
餘架殲15艦載機。如果「戰力先行」，
完全按照實戰的要求去配制艦載機，殲
15的數量越多越好；如果是「研訓第
一」，從科研、訓練的角度去搭載，艦
載機的配制則是另一種情況。遼寧艦現
階段作為科研艦、訓練艦，將會嘗試各
種各樣的艦載機配置方案。
官方媒體日前披露，海軍某艦載航空
兵部隊一級飛行員張超少校在今年4月
27日駕駛戰機進行陸基模擬着艦訓練
時，飛機突發電傳故障，他盡最大努力
挽救戰機，被迫跳傘墜地後受重傷，經
搶救無效壯烈犧牲。曾多次駕駛殲11在
南海驅逐外機的張超，是為海軍航母艦
載機事業犧牲的第一名飛行員。從官媒
所報道張超生前艦載機的訓練細節，外
界不僅感慨艦載機飛行員「刀尖舞蹈」
的驚險重重，更感受中國艦載機訓練數
量之大、質量之高。
《解放軍報》在今年初報道稱，遼寧
艦的艦載機試飛員們，在兩個月內通過
8,600多架次的起落訓練，刷新了歷史紀
錄，打破了當時許多國外軍事專家「完
成這一過程中國至少需要 2 年」的預
測。軍方媒體日前還透露，遼寧艦與殲
15艦載機的融合訓練「提速」，單日保
障的殲15起降架次已翻數倍。

戰機作戰能力已獲飛越
軍事專家就此分析認為，航母艦載機
單日起降架次是衡量航母戰鬥力的重要
指標，一晝夜內起降的架次越多，航母
執行任務的力度就越大，就越能發揮航
母作為海上平台的戰鬥力。此前，遼寧
艦上每天通常只有4、5架飛機進行起飛
和着艦試驗，現在起降架次已翻數倍，
可推斷遼寧艦已能保障艦載機單日起降
數十架次，遼寧艦作戰飛機的作戰能力
已獲飛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近日，外媒公佈了中
國大連造船廠最新衛星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首艘
在建航母的外形。人民網昨日報道稱，軍事專家曹衛東
近日表示，預計在2018年或2019年左右，這艘航母能
夠交付海軍。
空客公司旗下的空客防務與空間公司公佈了最新拍攝

的中國大連造船廠衛星照片。在這幅照片中，已經可以
清晰地看到中國首艘在建航母的外形，照片上的航母船
體指向左邊，供艦載機起降的飛行甲板輪廓已經成型，
權威軍事雜誌英國《簡氏防務周刊》網站分析稱，這張
圖顯示航母飛行甲板的大部分已經完工，只剩下艦首的
一部分還沒有安裝。

採模塊化分段建造進度快
曹衛東介紹，這艘國產航母的外殼已經建起來了，馬

上面臨是下水問題，建造的過程還是比較順利。按正常
的時間表推算，2016年年底或2017年年初應該可以下
水。之後進行舾裝以及相關海試。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可能在2018年或2019年左右，這艘航母能夠交付海
軍。
據中新網近期報道，在7月的中國國防部例行記者會

上，新聞發言人楊宇軍表示，首艘中國國產在建航母目
前相關工作正在按計劃推進。
環球網此前報道稱，英國《簡氏防務周刊》6月刊登
一篇所謂披露中國國產航母最新進展的文章稱，5月17
日拍攝到的衛星圖像顯示，正在大連造船廠建造的中國
第一艘國產航母在安裝飛行甲板。

《簡氏防務周刊》分析認為，這艘航母的建造進度如
此之快，主要是得益於採用了先進的造船方法，也就是
模塊化的分段建造。這種不同於傳統造船的方式大大縮
短了航母的工期。

香港文匯報訊 美韓兩國軍方7月8日宣佈在韓國部署
「薩德」反導系統以來，韓國國內質疑反對之聲高漲，抗議
活動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美國陸軍部長埃里克．范寧前
日訪問韓國，為韓國政府「站台」、「撐腰」意味明顯。

監控範圍遠超防衛需要
報道指，按照美韓雙方說法，在韓國部署「薩德」意
在應對朝鮮核與導彈威脅。然而，從技術角度看，有三
處事實讓這種官方說法露出官方謊言的本質：
一是「薩德」雷達監控範圍遠遠超出韓國防衛需要；
二是「薩德」實際攔截能力無法滿足韓國防衛需要；三
是「薩德」名為應對半島局勢，實為配合美國建立全球
「反導霸權」。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李彬說，「薩德」

雷達如果不轉換方向，即便只是監視朝鮮方向，也可以
觀察中國東北地區目標；而如果轉換方向，則可以觀察
到中國境內相當縱深的目標。
中國外長王毅也多次強調，「薩德」的Ｘ波段雷達覆

蓋範圍已深入亞洲大陸腹地，不僅直接損害中國的戰略
安全利益，也將損害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
韓國以提高導彈攔截能力為由，執意部署「薩德」。
那麼，從技術上看，「薩德」實際攔截能力怎樣呢？許
多專家認為，「薩德」對從朝鮮本土發射的中程導彈確
有一定攔截能力，但對朝鮮發射的短程導彈、潛射導彈
等卻幾乎沒有攔截能力。
更何況，韓國擬在星州郡部署的「薩德」攔截導彈
最大射程約為200公里，其防禦範圍並沒有覆蓋首都圈
地區。這意味着韓國近半數人口和韓國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都被排除在「薩德」防禦範圍之外。

美謀構建全球反導系統
既然雷達引發爭議、攔截能力又無法保護韓國安全，

「薩德」為何又被部署在韓國？分析人士指出，此事背
後，離不開美國的推手。
雖然美韓兩國對外宣稱考慮部署「薩德」是針對朝鮮

的「戰略挑釁」，但實際上，美國早在數年前便一直向
韓方兜售這一系統，以期通過在韓國部署「薩德」來進
一步完善其亞太反導系統的構建。
軍事專家指出，美國推動在韓國部署「薩德」的目標

是整合歐洲、亞太等地區的反導系統，建立全球反導系
統。其背後用意是將更多國家綁在美國「戰車」之上，
實現全球「反導霸權」。

新華社：戳破美韓部署「薩德」三大謊言

國防部斥日《防衛白皮書》滿篇惡意

最高法：
外國船非法進領海將追刑責

首艘國產航母料後年交付海軍

■外媒公佈的中國首艘國產航母衛星圖。 網上圖片

■■近日近日，，最新遼寧艦的照片曝光最新遼寧艦的照片曝光，，甲板上整甲板上整
齊排列着齊排列着88架殲架殲1515戰機戰機，，和一架直和一架直88直升直升
機機，，一架直一架直99救援直升機等救援直升機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艦載機訓練艦載機訓練，，兩個月兩個月
內起落內起落88千多架次千多架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殲15艦載機全部海軍塗裝，展示了目前遼
寧號航母上的最強戰力。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吳謙昨日就日本發表2016年版《防衛白皮書》發表
談話時說，日本防衛省昨日發表2016年度《防衛白皮
書》，其涉華內容不改以往的陳詞濫調，妄議中國正當
合理的國防和軍隊建設，無端炒作南海、東海等問題，
滿篇充斥着對中國軍隊的惡意，對中國與鄰國關係的挑
撥，和對國際社會的欺騙。中國軍隊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並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促日停止錯誤言行
吳謙說，在南海問題上，日方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
妄圖把南海的水攪渾，想渾水摸魚，從中漁利。在這
裡，我們必須正告日方，南海的航行自由本來就沒有問
題，要說問題，反倒是日本等域外國家插手南海問題，

破壞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日方妄稱中方依靠實力改變
現狀，我倒是想問，日本政府一意孤行非法「購島」叫
不叫改變現狀？日本自衛隊加強西南方向軍力部署叫不
叫改變現狀？日方通過新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叫不
叫改變現狀？我們奉勸日方停止錯誤言行，以免「搬起
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吳謙說，在東海問題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

國固有領土，這有着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日方多
次炒作中日軍機「異常接近」，在這裡我想提醒一下
日方，你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欠中方一個交代。如果我
們看一下2014年6月中國國防部公佈的相關視頻，我
們就可以清楚地發現誰才是危險的製造者，誰才是規
則的破壞者。日方還在白皮書中無端指責中國軍隊在
釣魚島附近單方面升級行動，在這裡我必須明確地指

出，中國軍隊的行動完全基於釣魚島屬於中國這個鐵
的事實。
吳謙說，日方的所作所為，根本目的是為其大幅調整

軍事安全政策、大力擴充軍備，甚至修改和平憲法製造
藉口，這種動向值得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與警惕。我們敦
促日方反思歷史，尊重事實，停止對華無端指責，停止
挑撥相關國家關係，停止欺騙國際社會，以實際行動為
中日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創造條件。

刻意炒作南海問題
據中新社報道，，日本內閣防衛大臣中谷元在其刊頭

寄語開篇便聳人聽聞地宣稱：日本所處安保環境越來越
嚴峻。
中國近年來早已成為該份白皮書主要「說事對象」，

此番享受的「待遇」更是有增無減：在其敘述「日本所
處安保環境」的重頭部分，單列直指中國的章節比去年
再添6頁，達到整整30個頁面。而在其他一些章節中，
也有不厭其煩的相關內容。
該份白皮書在涉及中國方面，除持續渲染去年已被其列

入的老套內容外，一個引人矚目之處，便是不顧其域外身
份，刻意強化了對於南海問題的炒作。例如在其評論中國
國防政策的環節，指責中國在海洋利益方面「高壓對
應」，令日本「強烈擔憂」。而在其具體羅列中國「南海
活動狀況」中，更指稱中國的島礁建設令日本「嚴重擔
憂」。並特闢專欄解說「南海諸島地形開發對安全保障的
影響」，稱南海航道為日本的「重要關心事項」。
該份白皮書還在多處刻意導入南海仲裁案話題，矢口
咬定此是「最終判斷」，具有「約束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最高
人民法院昨日公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發
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件若干問題的規
定》。該司法解釋對中國刑法相關罪名適用於
涉海案件時的定罪量刑標準作出具體規定，並
適當提高了涉海非法捕撈的定罪標準。其中，
非法進入中國領海，具有經驅趕拒不離開等犯
罪等情形的，將被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條
規定的「情節嚴重」，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昨日公佈的司法解釋共分為兩大部分，分
別就中國管轄海域的司法管轄與法律適用相
關問題進行了明確，內容解釋涵蓋刑事、民
事及行政訴訟三個領域。該解釋自2016年8
月2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