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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30日，第五次海

试，“瓦良格”挡焰板被熏黑，
疑似起降舰载机。

2012年9月2日，“瓦良格”
被涂以海军新版的白色字体

“16”。

2012年2月底，一架歼15舰
载战斗机和一架直8预警机的
模型被装上航母甲板。

2011年11月29日，第二次海
试期间美国一公司卫星拍到的
正在高速航行的“瓦良格”。

2011年8月14日上午，“瓦
良格”在拖轮簇拥下结束为期
5天的初次海试。

“辽宁舰”服役受到了国
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英国路透
社25日援引军事专家和分析
人士的话说，对于一个从未有
过航母的国家，“辽宁舰”无疑
是一种骄傲。同时在与日本的
钓鱼岛纠纷上，中国将航母交
与海军是在展现国力。

法新社报道指出，入列仪
式标志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后一个拥
有航母的国家。入列背景是，
该地区的海洋摩擦不断增加。
中国因钓鱼岛与日本产生摩
擦，同时又在南海与菲律宾、
越南有领土纠纷。

本报专家顾问团成员、军事战略专家乔良谈航母：

震慑意义大于实战
本报记者 董钊

格外媒热议

航母服役

是在展现国力

美国：共拥有12艘大型航母，是世界上航母
拥有量最多的国家。

英国：现役有“卓越号”和“皇家方舟号”两艘
航母。

俄罗斯：只有1艘名为“库兹涅佐夫”号的航
母，被外界称为“俄罗斯的独子”。

法国：现役有1艘3 . 6万吨级“戴高乐号”核动
力航母。

意大利：现有3艘轻型航母。“加里波第”号航
空母舰服役快满20年了。

巴西：现有两艘航母，“米纳斯吉拉斯”号购
自英国，“福煦”号购自法国，改名“圣保罗”号。

人类商贸、资源的运输大部分都
是在海上，特别是在航空器出现之
前，海路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命脉所
在。在近几百年来的大洋博弈中，谁
能歼灭对手的舰队，谁就将成为海上
霸主，也可能成为世界霸主。

当全世界只有美国拥有最大航
母战斗群的时候，航母对美国是有意
义的，对于中小国家也的确是一种巨
大威胁。但对于其他大国来说，航母
已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因为航母攻
击，必须要到中近海来。这就使航母
本身处于对手的空中打击和导弹攻
击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在几乎所有
大国包括中国都拥有击沉航母的能
力时，航母的作用正在减少，并失去
原有的威力。

当物流经济在人类的经济活动
中退居次要地位，以资本流为主导的
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当美

国的国家利益日渐表现在金融利益
上时，美国已经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控
制全球的资源、资本流向、流速，改变
投资环境。

正因为这点，美国才极力打造全
球快速打击系统，以获得新的军事霸
权。所谓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就是凭借
航空器、航天器、导弹等武器平台的
组合，形成全球快速打击的作战能
力。它们到达的地方，资金会因为恐
慌而撤走；它们把哪个地方摧毁了，
这个地方需要重建，资金就会因此而
重新流入。

以航母为标志的“谁控制了海
洋，谁就能控制陆地，进而控制地球”
的时代，逐渐成为过去时，与此相应
的是，地缘政治思维也开始变得陈
旧，取而代之的是成为美国人主要获
利方式的“币缘政治”思维。

本报记者 董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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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有什
么作用？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航母？本
报专家顾问团成员、军事战略专家乔
良少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
展航母是中国海洋利益的需要，但需
要公众理性看待。和平时代背景下，

其震慑意义要
大于实战意义。

记者：中国
第一艘航母入列
服役，对中国而
言它意味着什
么？

乔良：作为
一个大国，中国
一直以来没有
航母，而航母代
表着大国海军
的形象。随着中

国第一艘航母的服役，大国海军梦在
中国人心中重新燃起。

记者：发展航母有何意义？
乔良：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长的

海岸线，发展壮大海军是必然的也是
必须的。

我们必须看到，作为制造业大国，
我们需要大量从海外获得资源和能
源。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要从海外输
入资源和能源，同时产品还要向外输
出的时候，最便利的通道就是海上。

在这种情况下，一支海军既能保
护获得资源，又能保障有效地出口产
品，一句话，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从
这个意义上讲，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是
必要的。

记者：航母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
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

乔良：一方面是震慑，震慑对手
和潜在对手，另一方面能增大中国军
队，特别是海军的战略投送能力。航
母应该说一定程度上，甚至在很大程
度上增强了中国海军的战斗力，特别
是能提振中国海军的信心。另外，在中
国的海外基地还没有获得的情况下，一
艘航母就是一个海上浮动的基地。所以
说，建造航母对国家利益正在快速拓
展的中国，还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国人当如何认识航母？
乔良：理性地看待航母。在和平

时期，航母是一个国家的利器和军力的
象征。其实它的象征意义甚至比实际功
效更大。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的航母
尽管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威慑力或攻
击力，但更多的情况下，都是用来炫
耀武力、或者说是展示国家形象的。

当然，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方
面，航母有比其他舰船更强大的优
势。将来我们需要维护海上通道的安
全时，航母将是非常有用的平台，从
这个意义上讲建造航母是值得的。

乔良解读航母用途变迁：

航母作用正在减少

专家称“辽宁舰”必要时可具备作战能力

威慑侵占我岛礁国家
在钓鱼岛问题持续的背景下，航

母入列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加强海
上国防有何影响？

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
装备教研部副教授葛立德说，当前，
中国的少数周边国家如日本、菲律宾
和越南等，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侵害
中国海洋权益，已经激起了全体中国
人的强烈愤慨和共同反对。我们国家
历来主张通过双边政治谈判方式妥
善解决相关争议，不主张使用武力或
诉诸武力。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岛屿
主权归属和海洋权益争端的问题十
分复杂，必须做好各方面的长期准
备，包括军事斗争方面的准备。

葛立德还说，“辽宁舰”的服役，
正是中国海军在增强海上防卫作战

能力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那些企图
侵害中国利益的国家来说，航空母舰
也是一种威慑。

海军军事专家李杰表示，航母入
列会对海洋维权和海洋军事斗争带
来巨大的影响，会对海上对手产生强
大的威慑。“有些人可能会戴着有色
眼镜看待中国发展航母。周边国家有
一些疑虑，这可以理解。但无论怎样，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
成威胁，而且也没有必要威胁。”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
部长罗援少将指出，虽然目前“辽宁
舰”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训练和科研，
但在必要时它也可以具备作战功能，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有
利平台。 （综合中新社）

航母国家俱乐部

格新闻链接

中国周边涌动

航母建设热潮

放眼中国周边，许多国家
也都拥有了自己的航母。

俄罗斯目前虽只有一艘航
母“库兹涅佐夫”号，但是近几
年他们多次表示要建造6艘大
型核动力航母。此外，美国“华
盛顿”号航空母舰常年驻扎在
日本的横须贺军港。

印度是二战后亚洲第一
个拥有航母的国家，1957年从
英国购买了“维克兰特”号轻
型航母。印度自行研制的“蓝
天卫士”号航母也于2005年开
工，预计于2014年加入现役。

泰国1997年8月从西班牙购
买了一艘轻型常规动力航母。

除了正规航空母舰，中国
周边还有不少“准航母”存在。
2007年8月，日本“日向”号“直
升机驱逐舰”服役。尽管日本
将该舰称为“驱逐舰”，但该舰
在设计中就采用了类似航空
母舰的船型，且其飞行甲板的
尺寸已经超过了英国、意大
利、西班牙等国的小型航母。

韩国于2007年7月正式服
役了“独岛”号两栖攻击舰，

“独岛”号和“日向”号相差无
几，亦可划入“准航母”行列。

格新闻背景

来自海上入侵

百年间达470多次

在航空母舰问世将近百
年之际，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

中国拥有1 . 8万多公里海
岸线和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
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
民族遭受来自海上的入侵就
达470余次。

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安理
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
国没有航空母舰；在亚洲，一
些周边国家也在中国之前有
了航空母舰。对中国来说，发
展航空母舰的必要性和合法
性不言而喻。

本组稿件据中新社等

乔良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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