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及路透社消據法新社及路透社消
息息：：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2424日在河內發表演日在河內發表演
說時提到南海爭議問題說時提到南海爭議問題，，表示美國雖然表示美國雖然
不是主權聲索方不是主權聲索方，，但仍然會和夥伴國共但仍然會和夥伴國共
同維護航行自由同維護航行自由、、地區秩序地區秩序，，無論國家無論國家
大小都應該確保其主權不受侵害大小都應該確保其主權不受侵害，，大國大國
不應威脅恐嚇小國不應威脅恐嚇小國。。

北京反駁奧巴馬的言論北京反駁奧巴馬的言論，，外交部發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作出三點回應稱言人華春瑩作出三點回應稱，，美國所謂美國所謂
的航行自由的航行自由，，若屬美軍艦機的若屬美軍艦機的 「「橫行自橫行自
由由」」，，國際社會不會答應國際社會不會答應。。第二第二，，中國中國
與東盟國家已就談判協商解決南海爭議與東盟國家已就談判協商解決南海爭議
，，達成一系列雙邊協議達成一系列雙邊協議，，域外國家應尊域外國家應尊
重重，，不應威脅南海沿岸國家的主權與安不應威脅南海沿岸國家的主權與安
全全，，破壞地區規則秩序破壞地區規則秩序。。第三第三，，美國及美國及

個別國家近期不斷將國家大小掛在嘴邊個別國家近期不斷將國家大小掛在嘴邊
，，中方認為不應以國家大小中方認為不應以國家大小，，作為判斷作為判斷
一個國家有沒有理的唯一依據一個國家有沒有理的唯一依據，，關鍵在關鍵在
於當事方於當事方，，有無誠意及決心有無誠意及決心，，通過談判通過談判
協商化解爭議協商化解爭議。。

奧巴馬在河內國家會議中心發表演奧巴馬在河內國家會議中心發表演
說時表示說時表示，，有數名越南公民組織成員欲有數名越南公民組織成員欲
與他會面被阻與他會面被阻，，指華府仍然對越南政府指華府仍然對越南政府
限制政治自由感到憂慮限制政治自由感到憂慮，，又稱又稱 「「擁護人擁護人
權不會威脅穩定權不會威脅穩定，，反而可以鞏固穩定反而可以鞏固穩定，，
亦是進步的基礎亦是進步的基礎」」。。自美國自美國3232年前對越年前對越
南實施武器禁運以來南實施武器禁運以來，，華府一直要求越華府一直要求越
南須提倡言論和集會自由南須提倡言論和集會自由，，以及釋放政以及釋放政
治囚犯治囚犯，，奧巴馬終在奧巴馬終在2424日宣布全面解禁日宣布全面解禁
。。有人權分子對有關決定感失望有人權分子對有關決定感失望。。

【【大公報訊大公報訊】】據美國據美國《《紐約時報紐約時報
》》報道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一宣布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一宣布，，
結束對越南半世紀之久的武器禁運結束對越南半世紀之久的武器禁運，，
這是他長期努力重塑美國在亞洲角色這是他長期努力重塑美國在亞洲角色
的又一個里程碑的又一個里程碑──調整美國的外交調整美國的外交
政策政策，，以便可以從亞洲的經濟和戰略以便可以從亞洲的經濟和戰略
發展中獲得好處發展中獲得好處。。

然而然而，，隨着奧巴馬任期結束的日隨着奧巴馬任期結束的日
子臨近子臨近，，一些亞洲國家懷疑一些亞洲國家懷疑，，自己在自己在
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華盛頓的承諾和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華盛頓的承諾和
持久影響力持久影響力。。奧巴馬是第一位在亞洲奧巴馬是第一位在亞洲
地區長大的美國總統地區長大的美國總統──他在印尼讀他在印尼讀
過小學過小學──他從來沒有懷疑過美國在他從來沒有懷疑過美國在
亞洲投入不足亞洲投入不足，，而在中東投入過度而在中東投入過度。。

從核心而言從核心而言，，這個政策的基礎分這個政策的基礎分

別是對越南別是對越南2020年之久的開放年之久的開放；；在緬在緬
甸蹣跚走向民主的拉攏靠近甸蹣跚走向民主的拉攏靠近；；與日韓與日韓
建立起更親密關係建立起更親密關係；；繼續發展與菲律繼續發展與菲律
賓的軍事紐帶賓的軍事紐帶。。同時美國也在推動同時美國也在推動 「「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TPP），），
它將為美國和其他它將為美國和其他1111個環太平洋國個環太平洋國
家之間的貿易和商業投資設定新的條家之間的貿易和商業投資設定新的條
款款。。 「「亞洲國家很容易因為大國的舉亞洲國家很容易因為大國的舉
動感到焦慮動感到焦慮，，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過去一千多年時間裏在過去一千多年時間裏，，他們已他們已
經遇到過很多這樣的問題經遇到過很多這樣的問題。。」」負責東負責東
亞及太平洋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拉亞及太平洋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拉
塞爾說塞爾說。。 「「對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對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再平衡是否可以持續再平衡是否可以持續，，亞洲國家現亞洲國家現
在感到很焦慮在感到很焦慮。。」」

中方三點駁奧南海言論 美盟國憂重返亞太難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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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陰影籠罩 奧巴馬訪日遍地雷

【大公報訊】據英國BBC網
站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越南
訪問三天，其間與美國著名美食
節目主持人名廚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河內的一家小餐館
吃了頓便餐。

兩人點了越北的傳統的米線
（Bun Cha）、春卷和啤酒等，
滿桌酒菜，盛惠6美元（約47港
元），由波登埋單。波登在社交
網站上載相片說， 「膠櫈、便宜
但好吃的麵、冰凍的河內啤酒」
，又指總統的筷子技巧不錯。

奧巴馬與波登此行到餐廳晚
膳，是為拍攝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旅遊美食節目《Parts
Unknown》，席間兩人談及奧
巴馬亞洲之行，以及他對越南人
、美食和文化的看法。

越南媒體報道，奧巴馬前來
用餐前，當地警察與美國隨行安

全人員已在這家餐廳與周邊地區
展開安全檢查，警方還把這條街
道全面封鎖，確保安全無虞。報
道指出，在奧巴馬車隊經過時，
路邊民眾紛紛揮手歡迎或拿出手
機拍照，場面熱鬧。奧巴馬下
車向民眾打招呼後，走入餐廳
用餐。

波登的照片也引來網友熱烈
討論，有人發現店內其他食客似
乎對美國總統、名廚、保安、攝
影師及工作人員視而不見。但如
此低調，食客們如此坦然，不少
網民也對此表示 「作秀」。巴西
記者蘇菲亞．佩蓓圖就在推特上
說： 「愛死了那些客人如何假裝
對坐在旁邊的人一無所知，還裝
得 蠻 像 的 。」美 國 網 上 論 壇
Reddit上的討論引來3000用戶評
論。網民猜想秘密特工是誰，及
他們躲在哪兒。

安倍圖綁架

與名廚撐枱腳
奧巴馬筷子功不錯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G7已針對26日、27日將於日
本三重縣舉行的G7伊勢志摩峰會領袖宣言，大致敲定
海洋安全領域相關主要內容。

避免點名中國
日媒報道指，聲明中有關中國在南海填海的部分

，將使用 「試圖改變現狀的單方面行動」這一表述。
按照日美兩國的意願，寫明 「強烈反對」。不過，考
慮到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的德國和法國，宣言中將避
免點名中國。

4月11日在廣島舉行的G7外長會議，曾發表《海
洋安保聲明》綁架炒作南海問題。如今作為主辦方的
日本，在G7會議上故伎重施，有意在領袖層面也統一
步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中國活躍的海洋活動。宣言
將提及釣魚島所在的東海，表示 「關切」。以 「威脅
、強制以及行使武力」的措辭暗指中國之舉。除了強
調 「和平解決」領土之爭的必要性外，還準備對G7外
長會議發表的海洋安全聲明表示支持。關於如何應對
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打算在峰會首
日與各國領袖進行深入討論。

韓冀勿為日背書
G7領袖本周齊聚日本時，萎靡不振的全球經濟照

理應該成為焦點，但由於不太可能達成提振經濟的協
議，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曾遭原子彈轟炸的廣島，反
將吸引更大的目光。奧巴馬此前已經表明，不會為美

國當年投放核彈的行為道歉。在韓國，民眾日益擔心
奧巴馬會為日本當局歪曲的歷史背書。

一家代表廣島核爆幸存者的韓國組織在一封致奧
巴馬的信中說， 「我們希望，您對廣島的訪問不會被
用於推進安倍政府把日本僅描繪為受害者的企圖。」

此外，駐日美軍姦殺沖繩女子一案，島上已經出
現了示威活動。日本新聞網稱，奧巴馬在與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舉行會談期間，就日前駐日美軍殺人事件，
向日本政府作出道歉，並請安倍向遇難者家屬表示哀
悼與慰問。但此報道未有第三方證實。

訪伊勢神宮討好右翼
G7領導人周四訪問日本神道教的伊勢神宮，或將

成為最後一個可能的導火索。伊勢神宮是日本天皇家
族的神社，安倍每年都要到這裏參拜。東京早稻田大
學客座教授邁克爾．庫切克認為，安倍是用伊勢神宮
替代頗具爭議的東京靖國神社。靖國神社供奉着日本
的戰爭死難者，包括戰犯。

「以這種方式對帝國遺產表示敬意，韓國人和中
國人不好作出反應。」庫切克說， 「這完全是一種狗
哨政治，為的是討好安倍的右翼基本盤。」

目前，日本全國都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峰會舉行
前已有多達7萬警力部署，其中約三分之一前往志摩
市。在會場附近的車站，警方搬走或密封垃圾桶，投
幣式儲物櫃也暫停使用，並密切注意劇院和體育館一
類 「軟目標」。

聲明料提南海
G7

【【大公報訊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綜合法新社、、路透社路透社、、共同社及英國共同社及英國《《金融金融
時報時報》》報道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結束訪問越南後美國總統奧巴馬結束訪問越南後，，將轉赴日本三將轉赴日本三
重縣的志摩市重縣的志摩市，，出席於出席於2626日日、、2727日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日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G77
））峰會峰會。。多名日本消息人士透露多名日本消息人士透露，，此次此次GG77峰會領袖宣言將提到峰會領袖宣言將提到
南海問題南海問題，，但不會點名中國但不會點名中國。。有分析指有分析指，，奧巴馬是否為核爆道奧巴馬是否為核爆道
歉歉，，並提及沖繩美軍姦殺案並提及沖繩美軍姦殺案，，以及定於周四訪問伊勢神宮的行以及定於周四訪問伊勢神宮的行
程程，，都是棘手問題都是棘手問題，，此次訪日之路是滿布荊棘此次訪日之路是滿布荊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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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菲律賓，外界自然會想到一
個固定標籤─南海攪局者。近年來
，阿基諾三世在美國 「主子」 授意下
，頻生事端，翻雲覆雨，把南海攪得
濁浪滔天，着實給中國製造了許多麻
煩。日前，菲律賓大選 「變天」 ，當
選總統杜特爾特不想再完全臣服於華
府，華府憂心忡忡。為尋找 「替代者
」 ，填補菲律賓離開後的空白，美想
到了越南。奧巴馬以解禁為 「誘餌」
，企圖把越推向南海與華對弈的前台
。越南會否如美所願，成為下一個南
海麻煩製造者？

客觀講，美選 「代理人」 還是有
周密考量的，越南的條件頗合華府胃
口。在南海海域，越南竊佔島嶼最多
，又是東南亞唯一因南海爭端與中國
發生過軍事衝突的國家，其對中國快
速發展心存畏懼， 「中國威脅論」 也
頗有市場。國際法庭對菲提交的南海
仲裁案即將作出裁決，一旦結果對菲
有利，越南定是第一個跟進的國家，
南海局勢將進一步複雜化。如今，美
在軍事上再助一臂之力，越在南海為
美打前站、充當先鋒並非不可能。

但越南人要比菲律賓聰明得多，

其領導人城府之深，大國關係運作之
嫻熟，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阿基
諾望塵莫及的。在菲國內，阿基諾正
面臨來自各界的口誅筆伐，其外交被
指置本國及地區最緊迫問題於不顧，
一再挑釁中國，甘心作美利益代言人
。阿基諾的教訓，越南不會視而不見。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河內很清
楚，美國的 「予」 是為了 「求」 ，解
禁是 「誘餌」 ，是為了獲取金蘭灣，
為了越在南海衝鋒陷陣。雖然在應對
所謂「中國威脅」上，美越有契合點，
但在總體戰略上，雙方分歧並不小。

越南看重對美關係，是因為有華
府撐腰，越在南海爭奪中可多一道安
全保障。越南處於大國政治夾縫中，
左右逢源，兩邊通吃對其最有利，也
最能顯示其 「四兩撥千斤」 之功用。
越南是運作大國關係的高手，在東南
亞諸國稱得上典範。在處理對華、對
美關係上，越南外交的基本點為：經
濟上搭中國便車，安全上拉美作 「安
全閥」 。越在經濟上對中國依存度較
大，即使加入TPP也不能實質改變中
越地緣經濟的依存性。越南不會為迎
合美而與中國撕破臉皮。

對越南來說， 「解禁」 更像是一
個政治概念，不過是雙方宣示政治互
信的一句口號。有 「禁令」 時，越並
未被 「封殺」 ，仍可通過與俄等國的
軍事合作，源源不斷獲取所需武器。
取消 「禁令」 ，也不會立刻給越帶來
實惠，其以俄軍備為基
礎的軍工體系，不可能
立刻換成美式裝備。

遊戲才剛開始，美
越間誰是 「玩家」 ？誰
是「棋子」？究竟誰在玩
誰？現在還真不好說。

越南會否成為下一個菲律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