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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民间智库主办的香
格里拉对话会，本该很开放，但由
于牵扯到众多国防官员、军事将
领和敏感议题，公开似乎也成了
很奢侈的事情。

按照议程，会议应该在6月1

日晚上才开幕，但6月1日全天已
是各国国防官员进行双边会谈的
时间。不过，至于各国双边会谈谈
什么，一般是不对媒体开放的，即
使有消息发布，也是经过双方协
商、严格审核后的结果。所以，安
检门之后的密室就成了绝大多数
人好奇的对象。从官员随从们紧
张的神情，急匆的脚步，我们能感
知会议的“烈度”，只是我们难以
确定他们到底争论了什么。

其实，不公开的不仅是政府
间双边会谈，本次会议的5次闭门
会议也同样不公开。所谓闭门会
议，是不能录音、不允许媒体采访
的会议。比如大家急切关注的“关
注南海争端”会议就属于此类。此
类话题敏感，牵一发而惊动数国，
闭门商谈拒绝接受采访，也是相
关国家的要求。

或许，外交天性就与密室相
关，妥协、交易可能是国与国之间
不愿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然
而，打口水仗是一回事，闭门之
后、密室之中，各国互相交底、让
步恐怕又是另一重境界了。

格记者观察

密室与外交
特派记者 吴华伟

发自新加坡

两场公开会议 矛头暗指中国
分析认为中国仍将遭遇一些国家“围堵”
文/片 特派记者 吴华伟 发自新加坡

根据香格里拉对话会主办方公
布的最新会议议程，继6月1日印尼
总统苏西洛的主题演讲后，2日将有
三场正式会议，而其中美国防长帕
内塔的演讲和主题为“航海自由”的
公开讨论会尤其引人注目。分析认
为，这两场公开会议都将矛头对准
中国，显示美国等一些国家试图在
此次会议上“围堵”中国。

美防长演讲主题突变

主办方提供的资料表明，美防
长帕内塔参加此次会议是早已经定
好的事情，并且主题也早已经确定
为：紧缩政策下的美国防卫政策。而
就在会议开幕前夕，主办方提供的
会议日程却突变，美防长演讲的主
题变为：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战略。
这两个主题大不相同，原来的主题
主要是针对美国自己，而现在的主
题指向性更加明显，把矛头对准了
亚太地区，而且表明美国的目的是

要平衡亚太各方面的势力，其暗指
当然是中国。

对于美国的种种变化，清华大
学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赵
可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美
方的此种变化表明，美重返亚太的
战略调整出现了一些新迹象。他认
为，美国意识到仅靠亚太国家自身
能力，已不足以牵制和制衡中国战
略力量的扩展，美国必须赤膊上阵，
充当平衡中国的支柱。帕内塔此次
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很
可能是美国干预亚太地区安全事务
的信号，美国可能会动用其战略资
源，用于平衡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
所谓“力量失衡”。

三国联手谈航海自由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是6月2

日的“航海自由”公开会议。会上，印
度防长安东尼、印尼防长尤斯吉安
托罗和日本防卫厅副长官渡边周

将分别发表演讲。可想而知，这三
个国家在航海议题上的共同利益
关切点是在中国南海，他们也是通
过航海自由这个议题介入南海事
务中来。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
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进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三国谈航海
自由问题主要是针对南海的航行自
由，而且三者均有自己的目的：印度
是想显示自己在南海的存在；印尼
是想表明东盟国家对南海问题的立
场；日本除了要显示自己在南海问
题上的存在，还有呼应美国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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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总统：以双赢态度化解南海争端
本报新加坡6月1日讯(特派记者

吴华伟) 6月1日，印尼总统苏西
洛在第十一届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
拉对话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在谈到
南海问题时，苏西洛表示，应该将南
海潜在的冲突转变成合作机会。

在演讲中，印尼总统苏西洛表
示，要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亚洲
国家应该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历史，

且要具有双赢的战略眼光。例如，
在当前的南海问题中，以这样的态
度面对，才能将争端转化成合作。
南海主权争议可能在短时间内难
以解决，但是在没有解决争议之
前，各方可以将南海潜在的冲突转
变成合作的机会。

苏西洛称，各方在解决南海问
题时应该加快速度。他认为，各方

耗费了10年的时间来达成《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指针方案，但是各方
不能让东盟-中国工作组再耗费10
年的时间去落实具体行为法则，相
关各方需要进展得更快一些。

苏西洛在演讲中还说，过去数
十年中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面貌
发生很大改变，各个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联系越来越多。虽然区域内的

安全和其他领域挑战仍然较多，但
只要各方秉持追求双赢的理念，就
可以有很多办法达成双赢的结果，
合作之路对每个国家都是开放的。

苏西洛强调，亚洲地区需要中
国和美国加强合作。他说，中美这
两个主要大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很多国家都
希望与中美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格异域传真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