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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中国海军唯一能够对美国海军构
成威胁的是常规动力潜艇。中国海军拥有现
代化的俄制“基洛”级潜艇和自行建造的先进
柴电潜艇，而且还在研制一种装备不依赖空气
推进装置的潜艇。而美国海军跟踪这些潜艇
的能力不足。

报道称，在两年前美国海军同“租借”瑞典
海军的“哥特兰”级AIP潜艇的对抗演习中就得
到证实，美国海军总是不能对其进行定位。

尽管中美海军差距巨大，但文章认为，在大
量的岸基航空兵和反舰导弹的支援下，中国海
军将很可能阻止美国对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台
湾海峡的水面和空中军事行动。文章还认为，
美中冲突很可能发生在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
家和地区，例如非洲和南美。但目前以及在可
以预料的未来，中国海军仍然不能向这个距离
投送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展这种能力将需要
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一位熟悉中国海军的专家表示，西方媒体
一向喜欢夸大中国海军实力，这次的报道虽然
调子发生反转，但仍有失偏颇。中国海军仍然
处于从黄水海军向蓝水海军过渡的时期，并不
具备美军那样在远离本土几千公里外作战的
强大远洋进攻能力。中国海军目前的实力与
能力能够满足现在的“近海防御”的战略，能够
御强敌于近海，也在逐步具备保护海外利益的
能力。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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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结束的中国海上大阅兵不仅
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海军的进步，也让一
些西方媒体借机渲染了中国海军“不断
增加的威胁”。不过，美国媒体最近却
通过对比中美海军主战舰艇数量和性
能，指出这种所谓的威胁被夸大了，中
国海军要想拥有远距离投送兵力的能
力，至少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数量对比
美国有11艘航母，中国没有航母

4 月 23 日中国进行的海上阅兵活动无
疑非常成功，一些西方媒体认为，这显示了

“中国海军对西方的威胁越来越大”。但美
国一军事媒体 4 月 27 日却认为，这与事实
完全不符。

报道称，中美海军在主战舰艇的数量方
面对比悬殊：美国拥有 11 艘核动力航母，11
艘可携带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斗机的两
栖攻击舰，22 艘导弹巡洋舰，而上述舰种中
国海军却一艘都没有；在驱逐舰方面，美国
有 60 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而中国只有
27 艘吨位不同、性能参差不齐的驱逐舰；美
国拥有 30 艘护卫舰，中国拥有 48 艘护卫舰
和护卫艇；在潜艇方面，美国拥有 14 艘弹道
导弹核潜艇，而中国只拥有 3 艘，美国拥有
57 艘攻击型核潜艇，而中国只有 6 艘，中国
拥有 55 艘柴电潜艇，而美国已经完全淘汰
了柴电潜艇。

报道称，美国海军的装备性能大幅领先于
中国海军。例如美国每艘核航母可以携带 60
架或者更多的高性能战斗机，其总数几乎超过
了整个中国海军航空兵的第三代战机数量。
此外，所有的美国巡洋舰和驱逐舰都拥有先进
的“宙斯盾”作战系统，而只有 2 到 4 艘中国舰
艇拥有类似的系统。所有的美国巡洋舰和驱
逐舰都拥有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用于对地

攻击的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3”系列
舰对空导弹。而中国海军舰艇没有装备可以
攻击陆地目标的巡航导弹，其舰对空导弹的性
能也较差。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全部在 7000吨
以上，而中国海军类似的驱逐舰只有 6艘。此
前有不少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发展海军力量对
美国构成威胁。

报道称，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证据表明

中国战略核潜艇装备了达到实战水平的弹
道导弹，而且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战略巡逻，
而美国海军的 14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
艇中，每天都有1/3在海上发射阵位巡航，接到
命令后随时可将 24枚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射向
敌国。

美国媒体曾认为，中国潜艇部队已经对
美国构成了地区性和战略性的挑战。

质量对比 美国海军的装备性能大幅领先于中国

危言耸听 中美将在非洲和南美发生冲突？

➡2006年1月17日，美国海军特种
部队乘一架MH-60S直升机降落在洛杉
矶级攻击型核潜艇“托莱多”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