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010月月1515日日，，在俄羅斯彼得大帝在俄羅斯彼得大帝
灣附近海空域進行的中俄灣附近海空域進行的中俄「「海上聯海上聯
合合--20212021」」聯合軍事演習期間聯合軍事演習期間，，中俄艦艇編中俄艦艇編
隊在進行消滅浮雷演練隊在進行消滅浮雷演練。。 新華社新華社

央視軍事節目報道，10月15日，中俄「海上聯合-2021」軍事演習
進入實兵演習階段。中俄海軍艦艇編隊在俄羅斯彼得大帝灣附近

海域演練了編隊通信、編隊通過水雷威脅區、編隊防空、對海射擊等
內容。
俄羅斯國防部15日宣布，當天下午5時，美國海軍驅逐艦「查菲」
號靠近俄領海並試圖越界。俄方警告美軍艦說，它處於因中俄軍演而
禁航的水域內。美聯社援引俄國防部的消息稱，俄太平洋艦隊「特里
布茨海軍上將」號大型反潛艦靠近「查菲」號，在兩艦只有60多米距
離時，美國軍艦改變航向迅速離開。

俄國防部召見美國武官
俄國防部當天還發布消息稱，俄羅斯國防部就美國驅逐艦試圖侵犯
俄羅斯海上邊界一事召見了美國武官。俄方向美軍方代表表示，美國
海軍「查菲」號驅逐艦船員的行為極不專業。
據外媒報道，美國軍方當天晚些時候發表聲明，聲稱俄國防部關於
俄美艦艇「互動」的聲明是「錯誤的」。聲明還稱，「查菲」號驅逐
艦一直都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開展行動。美國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
的地方飛行、航行和行動。
公開報道顯示，這已經不是美艦第一次抵近中俄海上軍演海域。
2015年10月，「海上聯合-2015」聯合軍演實兵演習期間，美國海軍
「羅斯」號導彈驅逐艦對中俄參演艦艇保持持續跟蹤和監視，甚至偶
爾與中俄艦艇編隊過於「親密」。

專家：中俄軍事互信度增高
軍事專家宋忠平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美國不斷在全球範圍內製
造麻煩、製造矛盾，當然擔心中俄之間密切合作。是次中俄聯合軍演規模
較大，中國又派出新銳戰艦，美國抵近中俄演習區域的戰艦具有搜偵能
力，就是想通過抵近的方式窺視中俄聯合軍演，搜集相關軍事情報。「美
國主要關注的就是中俄聯合軍演的緊密度究竟有多高，演練科目究竟有哪
些，是否已經實現了各個軍事演練科目中達到緊密聯繫，無縫銜接，包括
中俄軍事裝備也是他們關注的點。美國軍艦進入到不該進入到的演習區，
甚至一度要進入俄羅斯領海，必然會引起美俄軍方關係的緊張。」
此次演習是中俄兩國海軍舉行的第10次海上聯合系列演習。宋忠平
表示，中俄聯合軍演的頻度和密度都在不斷加大，演習類型也不斷增
加，軍演內容也從之前的以反恐為主，到現在的全科目各軍兵種都在
進行聯合演習，甚至高難度反導、反潛等都在演練的科目之內。此
外，雙方在演習中把家底基本都亮出來了，中方的主戰裝備在中俄聯
合軍演中頻繁亮相，也凸顯了兩軍軍事互信度越來越高。
據悉，是次中俄聯合軍演，俄方參演兵力包括「潘捷列耶夫海軍上
將」號大型反潛艦，20380型「俄聯邦英雄阿爾達爾．齊登扎波夫」
號和「響亮」號護衛艦，2艘掃雷艦、877型「烏斯季-博利舍列茨
克」號潛艇，以及1艘導彈艇和1艘救援拖船。中方參演兵力分別來
自東部、南部、北部戰區海軍，包括南昌艦、昆明艦、濱州艦、柳州
艦等新型導彈驅逐艦和護衛艦，「東平湖」號綜合補給艦以及固定翼
反潛巡邏機、艦載直升機等，其中百噸大驅南昌艦是首次出國參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中俄「海上聯合-2021」演習正在俄羅

斯彼得大帝灣附近海空域開展多課目實

戰化演練。俄羅斯國防部15日宣布，

美國海軍驅逐艦「查菲」號當天下午靠

近俄領海並試圖越界。公開報道顯示，

2015年中俄海上聯合演習期間，也曾遭美艦跟蹤監視。此間

軍事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中俄海上聯合軍演凸顯中俄軍

事互信更加深化，美軍出動的驅逐艦具有偵搜功能，其意圖

就是要抵近監視中俄軍演科目，窺探中俄軍事合作的銜接度

和密切聯繫。此舉也會加劇美俄軍事關係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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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海上軍演
美艦擅闖被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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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演練多課目實戰化 美窺探中俄軍事合作銜接度

●中方指揮艦南昌艦主炮實施對海射擊演練。 中新社

●中方指揮艦南昌艦艦載直升機飛行演練。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有關專家15
日在紀念《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發表30周年座談
會上指出，30年來，中國實現了在國際人權鬥爭中從
挨罵到逐步掌握話語主動權的轉變，進入了國際人權
輿論場。
1991年11月1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人權
狀況》白皮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發表的
第一部白皮書。30年來，圍繞介紹中國人權總體情況
以及關於婦女、兒童等與人權密切相關的議題，中國
先後發布了數十部涉人權領域白皮書。這些白皮書忠
實記錄了中國人權進步，深刻闡釋了中國人權理念，
全面展示了中國人權形象，廣泛傳播了中國人權聲

音，有力駁斥了美西方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攻擊和污
衊。

中宣部：擴中國聲音國際影響
中宣部副部長蔣建國在座談會上講話指出，面對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美西方以人權
為借口對華遏制打壓變本加厲。因此，必須增強話語
力量，講好中國人權故事，擴大中國人權聲音全球影
響。同時，對於美西方價值觀圍剿，要敢於鬥爭，說
明白、講透徹美西方人權話語霸權的生成機制、政治
目的、現實危害等問題，破除對西方民主人權的迷
思，在國際輿論場上為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

形象厚植內外融通的思想底蘊。

專家：更好贏得人權理論鬥爭主動權
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原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

表示，在中國第一部人權白皮書發表前，西方敵對勢
力霸佔國際人權的輿論場，對中國進行了無窮無盡的
醜化、詆毀、攻擊和謾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
的，聲弱就要挨罵。30年前人權白皮書發表一個重大
貢獻，就是中國的聲音進入了國際人權輿論場。30年
來，中國的人權白皮書不僅有事實、理論支撐，還有
一聽就懂並具有濃厚感染力的中國特色人權話語體
系，如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以合作促

發展，以發展促人權，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
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等話語，能夠贏得人心，
贏得人權理論鬥爭的主動權。
外交部人權事務特別代表李笑梅指出，中國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是中國對世
界人權事業的最大貢獻。中國做好自己的事，取得舉
世矚目的人權成就，是中國參與全球人權治理的最大
底氣。她強調，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利用人權問題
干涉內政。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
會連續11次挫敗反華提案；2019年以來，多次以壓倒
性優勢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聯大挫敗涉疆涉港反華
行動，堅決維護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在剛剛結束
的人權理事會第48次會議上，形成近百國支持中國的
壯大聲勢。此外，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人權治理。五次
高票當選人權理事會成員；自2017年以來，推動將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十幾次寫入了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決議；今年2月，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在人權理事
會提出促進和保護人權的主張，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
響。

紀念《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30周年

專家：中國已入國際人權輿論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俄羅斯電視台報
道，俄中「海上聯合-2021」軍事演習開幕
式14日下午在俄羅斯彼得大帝灣附近海域
舉行。雙方將主要圍繞通信演練、編隊通過
水雷威脅區、消滅浮雷、編隊防空、對海射
擊、聯合機動、聯合反潛等課目展開演練。
俄專家認為，此次聯合演習展示了在西方採
取不友好行動和攻擊性言論的背景下俄中發
展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
俄中海軍自2012年以來多次舉行海上聯

合演習。俄國防部表示，演習旨在加強兩
國共同應對海上威脅的作戰能力。俄人民
友誼大學戰略研究和預測研究所副所長基
尼塔．達紐克說，此次軍演不僅有助於俄
中在海上採取同步行動，還向西方發出一
個信號，「亞太地區日益成為政治和地緣
對抗中心，俄中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在
西方對俄中發表極端攻擊性言論並採取不
友好行動的背景下，舉行這次演習是正確
的一步」。
俄科學院安全問題研究中心專家康斯坦

丁．布洛欣說：「此次演習表明兩國的夥伴
關係不是體現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行動中
的。」布洛欣說，西方對俄中採取的種種敵
視行動，將加強兩國確保亞太地區安全的努
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英澳的行動，正推
動增強俄中協作的進程，包括在軍事領域。
當前國際形勢下，俄中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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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參演艦艇
南 昌 艦 中國自主研製的055型萬噸級驅逐艦

首艦，同時繼承了新中國人民海軍首
艦舷號101，先後突破了大型艦艇總體設計、信息集
成、總裝建造等一系列關鍵技術，裝備有新型防空、
反導、反艦、反潛武器，具有較強的信息感知、防空
反導和對海打擊能力。

東 平 湖 艦 舷號902，是中國自主設計建造
的新一代大型遠洋綜合補給艦，

滿載排水量2萬多噸。其補給接收裝置均採用國際標
準，具有自動化程度高、補給能力強等特點，可通過
橫向、縱向、垂直、靠幫等多種方式對艦艇編隊實施
補給作業。

昆 明 艦 中國自行研製設計生產的052D型導
彈驅逐艦首艦，舷號172，滿載排水

量近7,000噸，信息化程度高隱身性能好，具有較強
的區域防空和對海作戰能力。

柳 州 艦 舷號573，054A型導彈護衛艦，滿
載排水量4,000餘噸，主要裝備艦艦

導彈系統、遠程防禦艦炮等先進武器以及垂直發射防
空導彈系統，可搭載1架反潛艦載直升機。可單獨或
協同海軍其他兵力攻擊水面艦艇、潛艇，具有較強的
遠程警戒和防空反導能力。

濱 州 艦 舷號515，與柳州艦同為054A型導
彈護衛艦。列裝以來，先後完成亞

丁灣護航、聯合軍演、環球訪問等一系列重大軍事和
外交任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