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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域外声音

日媒称东盟分裂为

亲华派和反华派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中国与东盟于7月11日在金边
召开了外长会议，就启动制定
具有法律效应的南海“行动规
范”磋商达成了共识。不过，对
写入共同声明的有关南海问
题的表述东盟各国意见不一
致，最终未能汇总出共同声
明。日媒称，围绕南海问题，东
盟内部开始产生裂痕，东盟成
员国中“亲华派”和“反华派”
的矛盾不断加深。

东盟原本预定在9日的外
长会议后汇总出共同声明，但
在有关南海纠纷的表述问题
上，各国意见出现分歧。在时
断时续的非正式协商中，菲律
宾和越南要求将南海争端和

“担心中国”写入声明，但轮值
主席国柬埔寨多次拒绝了这
一要求。

希拉里称南海问题

应以多边方式解决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周四
拒绝了中国要求推迟就南中
国海领土纠纷进行讨论的呼
吁，她反过来敦促举行由南中
国海地区各国参加的谈判来
解决问题。

希拉里出席在柬埔寨举
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
会时发表讲话说，关于在南中
国海存在主权争议地区应采
取何种行为的问题，应该在由
东盟主办的活动这类“多边场
合”被提及。

她说，通航自由和海洋资
源的合法开采等问题往往涉
及整个地区的利益，把这类问
题严格限制在双边场合解决
可能会引发混乱甚至对抗。

在她发表这番讲话的前
一天，中国警告东盟主办的这
次会议的与会者不要在周四
的会议上提及这一问题。中国
政府一直说，这一问题应该通
过双边形式加以解决。

希拉里说，用多边方式解
决问题的好处是它能把所有
当事方聚到一起，让他们共同
着手确定解决问题的原则和
机制。她说，这种方式可以确
保小国的声音被听到，而那
些在更广泛的地区稳定和安
全问题上有重大利益的大
国，则可通过这种方式为所
面临的复杂挑战寻求有效的
解决方案。

泰称不允南海争端

妨碍中国东盟合作

据泰国《民族报》7月12日
报道，泰国外交部11日表示，
在泰国未来3年担当中国—东
盟协调国期间，泰国将不会允
许让南海争端问题妨碍到东
盟与中国二者之间的合作。

报道说，中国与这个地区
组织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加强
亚洲社会的力量、促进联系并
建立一项南海地区行为准则。

泰国外交部负责东盟事
务的官员当天说，南海问题只
是东盟与中国关系诸多要素
中的一项。泰国将会发挥建设
性作用并营造地区积极氛围，
推进东盟与中国当前在诸多
领域展开的合作。

菲律宾是“南海行为准则”的
头号推手，它希望能把本国的利
益和意图贴上“整个东盟意志”的
标签，同时希望行为准则具有约
束力，“罩住中国”。但东盟10国中
不少国家不甘心被菲律宾“劫
持”，菲律宾媒体曝光说，东盟轮
值主席国柬埔寨与菲律宾发生激
烈争执。

不过，从目前看，中国对于行
为准则的从速制定持谨慎态度。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说，有些
东盟国家建议启动商谈“南海行
为准则”，中方表示愿予以认真考
虑，期待在条件成熟时启动相关
讨论。傅莹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
外长或外长代表还讨论了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进展情况，
一致认为应继续落实好《宣言》和
框架下的合作项目，通过这一进
程促进了解，增进信任。中方强
调，《宣言》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共
同签署的，各方应共同尊重，否则
不利于相互信任。

泰国外交部负责东盟事务官
员Arthayudh Srisamoot对媒体
说：“中国没有拒绝这一想法(制
定南海行为准则)，但只是说召集
一个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的会议的
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必须和中国
通过外交渠道继续磋商此事。”

根据媒体获得的由东盟外长
达成共识的一份草案，东盟要求
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作为解决南海

主权争端的基础。草案称，东盟呼
吁各方“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在内的国际公法，以和平手
段解决在南海的领土争端。”根据
草案，东盟也呼吁各方“不要诉诸
武力或威吓动武”来解决争端，同
时承诺尊重航行与飞越的自由。”
东盟建议各方先尝试以《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的架构，作为解决
争端的基础。如果尝试失败的话，
各方可以依据包括《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在内的国际公法所提供
的解决争端机制，设法解决争端。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12日说，
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
约国，重视维护《公约》的原则宗
旨。《公约》开宗明义宣布，要在“妥

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
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这表明

《公约》并没有赋予自身变更国家
领土主权的职能，也不可能成为裁
判国家间领土主权争议的依据。当
事国应当在解决南沙领土主权争
议的基础上，依据包括《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解决南
海海域划界问题。

杨洁篪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决心不变，“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不会变，致力
于与东盟加强互利合作的政策也不
会变。中方愿与东盟国家密切合作，
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持续健康
发展。

据《东方早报》、新华社等消息

南海问题根本不是中国和东
盟之间的问题。倘若东盟陷入个
别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争
议，势必影响整个地区的合作与
发展大计，严重背离东盟的共同
利益。这也是此次东盟外长会达
成的一大共识。

当此之际，紧紧把握互利合
作与睦邻互信的主流，有助于东
盟及域内各国在共同繁荣的道路

上相互扶持，越走越远。相反，人
为炒作南海问题并将之扩大化、
复杂化，只会使东盟及东盟其他
成员国被利用和挟持，阻碍东盟
发展的脚步。

在浩瀚的南海，领土和主权
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与东盟一些
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东盟内部一
些成员国之间。这些争议的最终
解决，需要当事双方彼此尊重，管

控分歧，回归双边谈判的现实途
径，这才是符合东盟和地区共同
利益的做法。

此次东盟系列外长会的召
开，正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
署十周年。会议前夕举行的中国-

东盟高官会一致同意，继续全面、
有效落实好宣言和宣言框架下的
合作项目，为维护南海的和平与
稳定作出积极努力。这意味着中

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互利
合作的周边外交政策，得到了东
盟的信任与支持。

中国与东盟已结成命运共同
体，正在携手创造、见证和受惠于
亚洲的发展。任何干扰和破坏中
国与东盟友谊与合作的企图，不
仅与东盟的利益背道而驰，从根
本上说也不利于个别肇事国自身
的利益和发展。 据新华社

格焦点评论

东盟不应陷入个别国家与中国之争

中国慎对开谈
南海行为准则

中国-东盟外长会13日在

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幕。在中菲

黄岩岛事件持续3个月搅动南

海的大背景下，这场被认为关

系“南海行为准则”的会谈受

到格外关注。由于菲就南海问

题所提出的议案未获认可，这

次会议成了45年来首次没有发

表联合声明的东盟外长会。

越越南南外外长长范范平平明明

菲菲律律宾宾外外长长德德尔尔罗罗萨萨里里奥奥

柬柬埔埔寨寨首首相相洪洪森森

美美国国国国务务卿卿希希拉拉里里

中中国国外外长长杨杨洁洁篪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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