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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报》

从 2000点一路上涨至 2300点，A股市场热

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基民开始考虑购买股

票基金。一些密切跟踪用户行为的基金公司也

开始在股票基金上做文章。10月 21日，汇添富

基金宣布，将在官网和现金宝手机APP上推出

“0元购”活动。“0元购”活动形式很简单，投资者

在 2014年 10月 22日 9:30-11月 5日 15:00，为期

两周的活动时间内，通过汇添富旗下现金管理

账户—现金宝平台认购参加活动的基金产品，

均可享受申购、定投费率为0的优惠。

汇添富此次参与活动的是3只股票型基金，

分别为汇添富民营活力、汇添富医药保健与汇

添富蓝筹稳健。汇添富基金相关人员同时表

示，未来随着市场行情变化，会适时调整参与“0
元购”活动的基金种类、数量以及活动时间，以

便充分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明星基金“0元购”汇添
富现金宝免三股基申购费

体型瘦小常常给人一种弱不禁风、体弱多
病的印象。现代医学发现：瘦人为何怎么吃都
不长肉并非是食膏脂太少，饥不果腹所致，偏瘦
的人吃不胖根本原因就是脾胃对营养成分的吸
收出现了障碍，脾胃功能紊乱，吸收功能减弱及
肝肾虚弱造成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女性更欣
赏体型微胖的男性，显得稳重而且有安全感。

医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中就有一
方剂，对瘦弱人群很有效，取党参60g、熟地黄
80g、山茱萸 60g、泽泻 60g、（盐制）、茯苓 80g、
（麸炒）黄芪40g、（蜜炙）甘草20g、（蜜炙）当归
40g、川芎 20g、（炒）连子（去心）40g、枸杞子
40g、白术（吐炒）40g、肉桂（去粗皮）、牛膝等23
味中药，晒干磨成细粉，过筛、均匀，加炼蜜制
成丸。每日早晚一粒，治疗消瘦效果奇佳。

该方能从根本上增加肠胃功能的营养吸

收，同时更能健脾益肾滋阴壮气，还解决瘦弱患者

筋，骨，肉，气等问题！这个经典古方由于效果奇

佳，国家权威机构授权国企时珍制药生产，命名为

【黎阳】“脾肾双补丸”，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为（国

药准字 Z41020469）食疗药方，没有激素及副作

用。适用于：体较瘦弱、发育不良、想治疗肌肉、胃

肠功能紊乱、失眠、免疫力差、体弱多病，挑食厌食

等6~80岁的男女老少人群均可放心服用。

一般1疗程左右便可感觉胃口大开，睡眠质量

提高，面色红润：2个疗程体重明显增加3~9公斤，3

个疗程患者脾健肾旺，吃得香，睡得好，白发变黑，

肌肉再生增重占比例75%，达到吸收、消化、营养3

方面调节。现在购买5送1，买10送4，买20送12。

咨询热线：400-600-3959

瘦人为何吃不胖
太瘦是病 得用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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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越南解禁武器出口，是其维

护世界领导地位、遏制中国发展的全球

战略的体现，反映了其一贯的战略制衡

手法。可以预料，未来美国还将不断拿

此类事件做文章，给中国制造种种麻

烦。然而，这类麻烦已经不能阻挡中国

发展的步伐。

中国要坚持从和平发展大战略的

角度，理性看待同周边国家的领海权益

争端。多年来，中国以惊人的忍让态度，

在南海作出了巨大牺牲，赢得了和平发

展的宝贵环境和巨大成就。下一步，我

们还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因南海的局

部问题影响了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大

局。这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

对于中越在南海的争端，要从维护

两党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坚持管控海上

局势。毕竟，海洋权益争端并非两国关

系的全部。

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建设“海洋强

国”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尤其随着自身力

量大幅增强及开发能力不断提升，中国

日益重视经略南海、有效开发南海资

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论外界如何

喧嚣和反对，未来中国在南海的油气勘

探和开发势必将常态化，这既是宣示中

国对南海主权的最好办法，也有利于遏

制他国多年来在南海盗采中国石油的

行为。中国将始终坚持自己的战略底

线，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

题上，既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决不

允许任何挑衅行为。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直主张通过

双边友好协商谈判解决分歧，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2013年 10月，中越宣

布成立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在南

海海域加强共同开发。这是一个很好

的开端。中越应发挥带头领先作用，在

南海共同开发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为当

今世界解决领海权益争端开辟范例，为

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作出特殊贡献。

解读美国新南海战略
近年来，随着美国决定将战略中心转向亚太，美越两国眉来眼去，两军关系不断发

展。1995年，美越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到2003年11月，越南国防部长
范文茶访美。同月下旬，美国军舰访问越南。此后几年，先后有数十艘美军军舰造访
越南，其中包括美军航母。2012年6月，帕内塔访问越南，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问金
兰湾的美国国防部长。这被认为是美越军事合作全面升温的前奏。

去年12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越南时宣布，将向越南海岸警卫队提供价值
1800万美元的快速巡逻艇，用于加强越南的海岸巡逻。今年10月2日，美国政府宣
布，将部分解除对越南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令，以帮助越南加强海上安全。出口的武
器类型将包括舰艇和军机，P-3“猎户座”侦察机将可能成为首款对越出口装备。美越
一系列的军事互动显示，这两个40多年前的宿敌，如今似乎进入了“蜜月期”。

进入21世纪，中国快速发展崛起，综

合国力跃升为世界第二，这被视为对美国

的领导地位构成了重大挑战，并由此被锁

定为美国的潜在战略对手。牵制与遏制

中国的发展，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

鉴于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11

年美国宣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其主要

动机之一就是针对中国而来。

为进一步推进该战略，美国看中了南

海争端的战略价值，选择将其作为重返亚

太的突破口，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地区战

略计划。该战略实施的重点是，在南海与

中国有领海权益争端的菲律宾、越南、马

来西亚等国。最终目标是，借南海争端给

中国缠上一条粗大的“绞索”，达到牵制中

国发展的目的。

在该战略的具体实施上，美国首先选

择菲律宾作为其地区战略支点。但由于

菲律宾体小力弱，且存在国内政局不稳等

问题，难以独自撑起对抗中国的大任。越

南人口有9000多万，是该地区的大国之

一，有着与中国接壤的地缘优势。不仅如

此，作为南海权益的最大侵占者，越南对

中国的强大日渐忧虑。这就具备了被美

国选中，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的基本

条件。

为推行其南海战略，美国不惜牺牲原

先的结盟原则。长期以来，美国把信奉相

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缔结同盟的

重要条件。为拉拢越南，美国不计当年双

方兵戎相加的前嫌，放弃了价值观和“人

权”的原则，尽现其实用主义的做法。

美国加强与南海各国的军事关系，还

有其经济考量。近年来，美国经济发展走

低，面临着国内财政不足等问题。挑起南

海诸国与中国的纷争，迫使这些国家强化

军事建设，更多地向美国购买武器，有利

于拉动美国国内经济的增长，解决国内的

经济财政等问题。

美国的新南海战略，反映了美国在自身

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对国际及地区事务

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依赖于同盟战略。

南海海域自古属于中国，中越在南海

问题上本来没有争端。1970年代中期以

来，越南出于海上扩张的需要，以及巨大

油气资源的诱惑，不断扩大侵占南海海域

岛礁。迄今为止越南在南海已侵驻29个

岛礁，驻军约 2000人，指挥部设在南威

岛。越南将占据的南沙海域划定180多

个区块，以此在国际范围内招标，并宣称

对整个西沙拥有主权。在石油掠夺中，越

南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西方大国石油

公司联合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并借此增加

大国势力的介入，使南海问题国际化，造

成中国面临多方牵制的局面。

依靠在海上盗采石油和天然气，越南

一跃从贫油国变成石油出口国。截至

2008年，越南已从南沙共开采了逾1亿吨

石油、1.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获利250多

亿美元。南海石油工业已成为越南第一

大经济支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

支撑着越南每年7%的GDP增长。

近年来，围绕南海领海主权争议，中

越之间冲突不断。2014年5月2日，中国

企业所属“981”钻井平台在西沙群岛毗连

区内开展钻探活动，越南出动大批船只，

非法强力干扰中方作业。越南政府还纵

容国内大规模反华示威活动的发展，最终

导致局势失控，发生打砸抢烧外资企业的

严重事件。

近期，越南政府还签发命令，从9月

15日起，越南渔政监管部队管辖下的所有

船只都将配备武器。为增加与中国讨价

还价的筹码，越南强化与域外大国的战略

关系，寻求外部势力的保护或介入。越南

首先同美国接触，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

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正是在抗衡中国这

一点上，美越双方找到了战略汇合点。

中越两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联

系，两国交好是大势所趋，符合双方的利

益。经过多年的发展，中越两国建立起

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中国是越南最大

的原材料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市场。中

国大陆游客是越南旅游业的重要支柱。

2013年中国赴越游客接近200万人次，

占越南外国游客总数的25%。

越南如因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与

中国长期对立，势必影响其经济发展。

为避免领土利益被经济利益挟持，越南

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摆脱中国”的口号，

力求在经济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中

越的经济分工并非人力可转变，而是多

年来两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除

了经济方面的依存关系，中越两国还存

有特殊的政治关系。中越曾经是“同志

加兄弟”，除了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外，

还保持着党际外交，党政军间有着诸多

畅通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机制。

美、越两国军事关系虽不断升温，

但全面伙伴关系仍面临挑战。其中，政

治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分歧是主要障碍。

在美越交往之际，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

的对立始终存在，此外，美、越两国在对

待越战历史及人权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

距，难以形成真正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越同盟并不可靠。美国的同盟

体系遍及全世界。依据对国家利益重

要程度的不同，美国对其同盟国划分有

不同层次，并提供不同程度的安全保

证。由于双方的政治差异，越南无疑处

于美国同盟体系的最外层，有事之际根

本无法指望得到美国的强有力支持。

乌克兰事件就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例证。

美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也不意味

着越南就此投向美国的怀抱。越南走近

美国，更多的是追求自己的现实利益，在

中美大国之间搞平衡外交，以获取更多

的实际利益。

中越南海争端的历史及现实

越南处于同盟体系最外层

美国的新南海战略

中国发展的步伐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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