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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中國海警在黃岩島海

域舉行升國旗儀式。受訪學者指出，

這是在宣示中國的主權，也是過去一年來中國加強

對黃岩島管轄的重要標誌。

據央視新聞報道，伴隨着 2025 年第一縷海上日

出，川山艦的全體海警執法員們迎着朝陽，面向紅

旗，舉行新年的第一次升國旗儀式。

香港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彭念表示，過去一年，中

國不僅公布了黃岩島領海基線，還在黃岩島展開聯

合戰備警巡，不斷加強對黃岩島的管控，回擊菲律

賓的挑釁行為。在新年首日升國旗不僅是一種儀式

感，也是在宣示中國的主權，是過去一年來中國加

強對黃岩島管轄的重要標誌。

起飛艦載機 提升空中反制
近日，中國在黃岩島領海領空及周邊區域開展了

一系列行動，例如，中國海警首次在黃岩島起飛艦

載機。而在此之前，菲律賓一架C208型機曾未經中

國政府允許，非法侵入中國黃岩島領空。

彭念指出，中菲在南海的對峙已經從海上一線上

升到海空一體，這早在菲律賓向仁愛礁非法坐灘船

隻和空投物資的情況中就看到了苗頭。

就黃岩島而言，目前仍是以海上一線鬥爭為主，

但隨着美國為菲律賓提供空中支援，中國完全有必

要提升空中反制能力。

起飛艦載機意味着中國不僅着眼於黃岩島附近海

域，而是提升南海整體的空中反制力量。相信現在

只是一個積極的開始，未來中國在南海海域將有更

多的海空一體協同作戰能力的軍事訓練，增加對美

日菲的戰略威懾效應。

回顧去年中菲南海博弈，彭念說，過去一年中菲在

南海問題上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沒有實質性的緩解。

美菲部署升級 製造緊張局勢
雙方對峙範圍增加，由仁愛礁移到黃岩島及其他

島礁，使得中菲關係進一步惡化。域外力量介入也

愈發明顯，程度更深，美國不再遮遮掩掩，其軍事

介入進入到新階段。而且鬥爭形式發生大變化，例

如菲律賓部署中程導彈，這可能會改變未來南海軍

事鬥爭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一年和菲律賓

的南海對峙中，中國的反制能力顯著提升。

「未來一年，中菲關係會相對處於僵持的狀態，

比較難徹底緩和。」彭念認為，儘管奉行「孤立主

義」的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即將就職，但美菲之間

的軍事合作仍有條約約束，美菲在南海的軍事合作

會繼續深化，這勢必會給南海製造新的緊張局勢。

不過，特朗普肯定會明碼標價，菲律賓未來藉助美

國的軍事力量挑釁中國的難度會加大。 ●中通社

中國海警黃岩島海域升國旗 學者：加強管轄重要標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商務部2日公布，
不可靠實體清單工作機制當日發布公告，對洛克希德．
馬丁導彈與火控公司等10家美國企業採取不可靠實體清
單措施。
公告稱，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等有關法
律，不可靠實體清單工作機制依據《不可靠實體清單規
定》第二條、第八條和第十條等有關規定，決定將參與
對台灣地區軍售的洛克希德．馬丁導彈與火控公司、洛
克希德．馬丁航空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導彈系統集成
實驗室、洛克希德．馬丁先進技術實驗室、洛克希德．
馬丁風險投資公司、標槍合資公司、雷神導彈系統公
司、通用動力軍械與戰術系統公司、通用動力信息技術
公司、通用動力任務系統公司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公告決定採取以下處理措施：一、禁止上述企業從事
與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二、禁止上述企業在中國境
內新增投資；三、禁止上述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入境；
四、不批准並取消上述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在中國境內工
作許可、停留或者居留資格。本公告未盡事宜，按《不
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執行。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實施。

商務部2日發布公告，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出口管制法》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等法律法規有
關規定，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
散等國際義務，決定將通用動力公司等28
家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並採取
以下措施：一、禁止向上述28家美國實體
出口兩用物項；正在開展的相關出口活動應
當立即停止。二、特殊情況下確需出口的，
出口經營者應當向商務部提出申請。公告自
公布之日起正式實施。

多家美企涉對台售武
被列入名單的美國實體中，包括6家「洛
克希德．馬丁」相關公司、4家「通用動
力」相關公司以及2家「雷神」相關公司
等。其中洛克希德．馬丁導彈與火控公司、
洛克希德．馬丁航空公司、標槍合資公司、
雷神導彈系統公司、通用動力信息技術公司
等，此前已因涉對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遭到中方制裁。
據悉，兩用物項是既有民事用途，又有軍
事用途或有助於提升軍事潛力特別是可用於
設計、開發生產或者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及其運載工具的貨物技術和服務。
早在上月3日，商務部發言人已就加強相
關兩用物項對美出口管制作出回應，稱中方
決定加強有關兩用物項對美國出口管制，包
括禁止兩用物項對美國軍事用戶或軍事用途
出口，嚴控鎵、鍺、銻、超硬材料、石墨相
關兩用物項對美國出口等。更早可追溯至
2023年7月3日，商務部、海關總署曾發布
《關於對鎵、鍺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的公
告》，2024年8月，商務部、海關總署又決
定自2024年9月15日起，對銻及其相關產
品實施出口管制。

相關管制乃國際常見
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研究員白
明對香港文匯報指出，對兩用物項進行出口
管制，是國際上常見的做法，一般而言是為

國家安全利益考慮。「中國對此進行管制，
是對世界安全秩序負責，合理合法。」
白明進一步表示，依據相關法律法規，被
列入管制清單的28家美國實體，給中國國
家安全乃至世界穩定秩序帶來了潛在風險，
這既非中國所願，也違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
待。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對兩用物項管制的
研究早已開啟。白明指出，公布管制清單的
時機選擇與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緊密相連，這
既是對拜登政府當前政策的一次深刻考量，
也是對特朗普上台後政策走向的警示。
軍事專家宋忠平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中方

決定加強有關兩用物項對美國出口管制的針
對性較強，這是對美國威脅中國增加關稅、
不斷對華進行戰略圍堵的回擊，也是警告美
國，中國有足夠的方式方法，反制美國對華
的不合理制裁。「中國限制兩用物項出口美
國，有效遏制了美國肆無忌憚地獲取稀有金
屬原材料，進而阻礙其生產和對外銷售大量
的殺傷性武器，也將減輕對世界和平的巨大
威脅。」

特稿

中國將28美實體列管制
禁出口軍民兩用物項
涉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專家：對特朗普發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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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2日應詢表示，中方決定將危

害中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28家美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

控名單，禁止兩用物項對其出口，任何出口經營者不得

違反上述規定。中國政府將繼續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

外開放，堅定維護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促進合規貿

易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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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國商務部發布2025年第1

號公告，公布將28家美國實體列入出

口管制管控名單；另外，商務部將10

家對台軍售美國企業列入不可靠實體

清單。中國加強對相關美國企業的
進出口管制精準有力，展示中國維
護國家主權、核心利益的決心和能
力，對世界秩序安全負責。此舉更
警告美國，中國有足夠的方法反制
美國的所謂「制裁」。有中央強大
後盾支持，香港更堅定依法維護國
家安全，確保國安港安、繁榮穩
定。

此次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及不

可靠實體清單的美國企業，包括通用

動力、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等大型

集團，是典型的軍民複合體式企業，

生產製造大殺傷性武器，對世界安全

構成重大威脅，其持續出售武器給

「台獨」勢力，挑戰中國的底線，嚴

重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對相關

美國企業採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例如

禁止兩用物項對其出口，有效遏制相

關美國企業從中國獲得稀有金屬等原

材料，阻止其生產和銷售大量殺傷性

武器，減輕對中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

平的巨大威脅。有專家指出，對兩用

物項進行出口管制，是國際上常見的

做法，一般是為了國家安全利益，

「中國對此進行管制，是對世界安全

秩序負責，合理合法。」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

進口國，2024年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的

總額預計將達到2萬億美元，強勁的消

費市場讓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發揮越來越

大的影響力。此次被管制管控的美國企

業，其旗下不僅僅只有軍工企業，而且

與中國有龐大的民用業務往來，更想進

軍、擴大中國市場，如今被管制管控，

必將得不償失。中國的反制措施必將產

生足夠的震懾效果，警示其他美國企業

勿重蹈覆轍。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完善了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進入由治

及興新階段。但是，美國見不得香港恢

復法治穩定，對香港的干預、「制裁」

變本加厲。早前，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

中 國 委 員 會 （CECC） 又 發 表 所 謂

「2024 年度報告」，罔顧事實攻擊香

港，美國的政客更公然威脅要「制裁」

審理國安案件的香港法官。

2021年7月，美國發布香港「商業警

示」，無端抹黑香港營商環境，非法

「制裁」多名中國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官

員，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對此，中方採

取對等反制，根據《反外國制裁法》對

7個美方人員和實體實施制裁。

如今中國再對美國進行強而有力的反
制，給予香港護國安、保家園最大底
氣，讓香港更自信，任何外部勢力企圖
干涉香港事務，都是蚍蜉撼樹自不量
力，香港築牢維護國安屏障，可以集中
精力謀發展。

中國反制精準有力 香港護國安更堅定
為進一步促進大灣區內的人才流動和青年就業，特

區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新舉措，包括放寬「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的年齡限制、上調每月津貼，以及推出

「內地青年來港就業安排」。這些舉措是對原有計劃
的深化完善，為兩地青年的事業發展拓寬了更多機
遇，為大灣區的經濟文化融合注入了新動力，助力大
灣區一體化發展。企業和社會各界要積極支持計劃的
執行落實，共同為大灣區青年創造美好未來。

勞工處昨日公布，即日起放寬「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的參與資格，年齡限制放寬至29歲或以下，且

持副學位或以上學歷的人士均可參加。這一變化意味

着更多年輕的香港青年有機會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

作，拓寬他們的職業發展空間。同時，向企業發放的

津貼上限也上調至每月 1.2 萬港元，最長可達 18 個

月，從而增強企業聘用香港青年的積極性，為他們提

供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發展環境。

與此同時，「展翅青年就業計劃」也進行了相應的

調整，並增加了到大灣區工作的機會，為副學位或以

下的青年提供培訓、實習等就業支援，幫助他們提升

就業能力，促進持續發展。通過這些舉措，特區政府

為不同學歷層次的青年都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就業選

擇，滿足他們不同的職業發展需求。

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此次還推出了「內地青年來港

就業安排」，允許聘請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

作的企業，申請相同數目的內地青年來港工作。這一

新舉措能夠便利香港企業引入更多內地人才，有助於

解決部分行業人手不足的問題，增強競爭力。新安排

讓兩地青年人才由單向流動變為雙向就業，讓兩地青

年人才實現「雙向奔赴」。這既有利於兩地青年的事

業發展，也有助於加深大灣區經濟文化的融合，從而

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青年人

才，為大灣區的長遠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近年香港吸引不少內地創科企業來港開設研發中
心或地區總部，對雙向的跨境人才需求大增。特區
政府的新舉措可以便利企業招聘香港青年人才到內
地工作，而香港某些新興行業暫時較難在本地聘請
到合適人才，可以引進內地青年人才來港工作，實
現人才與產業發展的更好匹配，對香港創科發展大
有裨益。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實施以來效果正面，曾

有調查顯示，約九成僱員指計劃有助他們了解大灣

區內地城市，幫助他們吸收更多工作經驗；超過九

成僱主則指達成當初參與計劃的期望，大部分僱員

均獲公司續聘。這一數據充分證明了該計劃的有效

性和可行性。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持續融合發展，港青北上的意

願越來越強，港生赴內地升學的人數及比例穩定增

長。2023/24學年，經「文憑試收生計劃」獲內地

高校錄取學生人數為2,077人，經「港澳台僑聯招

試」錄取的香港學生則有 3,549 人，人數持續增

長，表明愈來愈多的香港青年選擇到內地升學和就

業。特區政府優化「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使得

這些青年能夠繼續在內地就業，實踐其大灣區夢。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便利港澳青年

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創業，打造粵港澳青少

年交流精品品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特區政府應積極聽取參
與計劃的企業和青年的意見，就他們遇到的困難
和問題加強溝通，尤其是做好對稅務、社保等方
面的服務支援，解決港青北上就業的後顧之憂。
同時，特區政府應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
作，從孵化平台、扶持資金、創業資訊等各方面
為兩地青年提供更有力支援，確保相關計劃取得
積極的效果。

放寬限制雙向奔赴 助青年灣區創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