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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海海仲仲裁裁临临近近，，中中国国外外交交发发力力
内有记者会加吹风会，外有朋友圈和媒体发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外交部办两场吹风会

在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
谓南海仲裁案即将作出裁决之
际，5月12日，外交部举行中外
媒体吹风会介绍中方立场。这
是继5月6日举行南海问题吹风
会后，外交部对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立场的再度专门表态。

12日，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
宏表示，菲律宾所提仲裁在国际
法上至少是“四违反”：一是菲律
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
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出
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
范围；二是即使有关事项涉及到

《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也构
成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但中国2006年已作出排除强
制性仲裁的政府声明，故不得提
交仲裁；三是中菲还达成了通过
谈判方式解决在南海的争端的
协议，菲律宾无权单方面提请仲
裁；四是菲律宾在程序上没有尽
到就争端解决方式与中国交换
意见的义务。因此，这个仲裁庭
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其裁决
在国际法上也是无效的。

徐宏表示，菲律宾所提所谓
南海仲裁案，最终只能算是一场
精心设计的走秀，“这台戏表演
成分太重，不仅在舞台上有主角
和配角粉墨登场，在观众席上还
有托儿在呼应，真是挖空了心
思，无缝衔接，热闹非凡。”

在5月6日的吹风会上，外交
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表示，南
海问题的核心是菲律宾等国陆
续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
岛礁而引发的领土问题。随着新
海洋法制度的发展，又产生了海
洋划界争议。而南沙群岛自古就
是中国领土。对于菲律宾单方面
提起并执意推进南海仲裁案，无
论最终结果如何，中方都不会接
受和承认裁决。

发言人频繁表态批驳

10日，美国海军“劳伦斯”
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
许，进入南海永暑礁12海里以
内航行。这是美国在不到一年
内进行的第三次所谓的“航行
自由”行动。对此，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10日指责美国打着

“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在南

海炫耀武力，称此举才是南海
和平稳定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
的最大威胁。11日，陆慷再度强
调，应区分商业航行自由和军
舰横行自由。“小国同大国一
样，都希望维护商业航行自
由。”陆慷指出，“事实上，这个
自由在南海地区没有任何问
题，但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
样主张违反国际法的军舰横行
自由。《公约》规定，外国船舶可
以无害通过他国领海，但没有
明确规定军舰有这个权利。”

此前，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就
南海问题表态。9日，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表示，中方长期以建设性
态度负责任地处理南海问题，谈
判协商大门一直开放；而菲律宾
不顾中菲共识，缺乏谈判协商诚
意，在南海假扮“受害者”，不断
挑衅；中国不会“以大欺小”，但
也不会纵容和允许个别国家通
过邪门歪道“以小讹大”。

5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
示，菲律宾的仲裁实际上是故意
披着法律外衣对中国进行政治
挑衅。中国与菲律宾已通过一系
列双边、多边文件，明确选择了
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
议，是菲律宾方面背弃了承诺。
中方与菲方进行谈判的大门始
终是敞开的。而所谓菲律宾已经

“穷尽双边手段”的说法，完全是
菲方对国际社会撒的一个谎言。

建南海域内外朋友圈

最近1个月，中国针对所谓
南海仲裁案进行了大量外交努
力。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于10
日在与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举
行会谈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
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
下解决南海问题，并加紧制定

《南海各方行为准则》。阿尼法
表示，“在朋友之间，总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2002
年通过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称，南海各方应共同维护南海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关争议应由
相关主权国家间通过协商和谈
判解决。中国一直主张各方在南
海地区的行动中遵循此项宣言
的精神。在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
争议的国家中，马来西亚是继文
莱之后第二个发表类似声明的，
也是东盟10国中第4个与中国就
解决南海争端途径达成共识的。

4月中旬以来，中国外长王

毅访问俄罗斯出席中俄印外长
会，出访文莱、柬埔寨和老挝等
东盟三国，参加亚信外长会议，
迄今已有俄罗斯、印度、文莱、柬
埔寨、老挝、冈比亚、波兰、巴基
斯坦、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吉尔
吉斯斯坦、斐济、苏丹、哈萨克斯
坦和马来西亚等15个域内外国
家明确表态理解和支持中国的
南海立场，呼吁南海问题有关直
接当事方应根据双边协议和《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定，坚持
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
反对单方面诉诸所谓国际仲裁。

借权威外媒集中发声

9日，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
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中国南海
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美国《国家
利益》杂志发表题为《南海：我们
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文章，明确
表示：南海局势完全取决于当事
各方的态度和意愿，如果各方合
作，则可达到各方共赢；而如果
各方选择相互对立，则有可能导
致僵局和冲突，“没有人能够完
全实现其利益”。“中国在近代以
来长期遭受侵略、领土主权被侵
占的屈辱，这段历史并不遥远。
这决定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必
须在事关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保
持‘敏感’，”文章写道，“即便只
是事关1英寸的领土，中国也永
远都不会让历史重演。”

同一天，中国驻英国大使刘
晓明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
为《谁在制造南海紧张局势？》的
文章，针对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在
南海问题上提出的“军事化”“航
行自由”及“国际法”三个问题进
行逐一反驳。刘晓明写道，“反观
美国，至今迟迟不肯加入《公
约》，却在奢谈维护国际法，何其
荒谬！”此前，刘晓明4日曾在英
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停止插
手南海事务》的文章，指责一些
域外国家声称对南海主权争议
不选边站队，但同时又竭力介入
南海问题。这只能助长区域内少
数国家的肆意妄为，使局势进一
步紧张。他奉劝那些域外国家，
不要再搅浑水，他们的行为已对
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构成了直
接的威胁。

此外，10日，中国驻巴西大
使李金章在《巴西利亚邮报》发
表文章《南海仲裁案：披着法律
外衣的政治闹剧》。

12日，外交部继6日举行南海问题媒体吹风会后，再度以这种形式就所谓南海仲裁案阐明中方立
场。连日来，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不参与、不承认、不接受的坚定立场，揭露菲
律宾不顾两国共识，缺乏谈判协商诚意，在南海假扮“受害者”蓄意挑衅的嘴脸。同时，在构建并扩大南
海域内外国家“朋友圈”的同时，积极利用权威外媒发声，多渠道表明中方态度。 德德国国2255年年来来首首提提扩扩军军

北北约约与与俄俄对对抗抗加加剧剧
近期，俄罗斯与北约的军事对峙进一步升级。德国防长冯德

莱恩10日宣布将扩军1 . 43万。次日，美英派兵赴外高加索地区的
格鲁吉亚参加三国联合军演。12日，美国宣布启动部署在东欧罗
马尼亚南部的反导系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１２日称，针对
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俄将采取防卫措施确保本国安全。

德国国防军
将增加1 .43万人

德国防长冯德莱恩１０日说，
鉴于乌克兰危机以来俄欧关系
的紧张局面，以及德国军队在海
外多地的军事行动，德国准备扩
大联邦国防军。据法新社消息，
德国国防部提出在２０２３年前增
加约１.４３万个军队职位，其中包
括４４００名文职人员。这是德国统
一以来联邦国防军首次扩军，俄
罗斯已对此提出指责。

目前联邦国防军的人员上
限是１８.５万，实际服役人员约
１７.７万。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德国
扩军或将带动北约成员国跟进。
波兰防长马切雷维奇上月表示，
计划未来几年增兵５０％以上。

11日，由格鲁吉亚、美国和
英国联合参与的２０１６“高贵伙
伴”军演在格鲁吉亚拉开帷幕，
预计持续至26日结束。俄方表
示，视之为破坏外高加索地区军
事政治稳定的蓄意挑衅。格鲁吉
亚则表示，军演不针对第三方。

美国启动
罗马尼亚反导系统

美国设在罗马尼亚南部德
韦塞卢空军基地的反导系统１２
日正式投入运行。美方称该系统
是为应对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
威胁，预计于今年7月北约举行
首脑峰会时正式整合进北约反
导系统。此外，美方还将于１３日
启动在波兰的第二处反导系统
建设，预计２０１８年完工。

针对德韦塞卢反导系统，俄
方认为其真实意图是压制俄方
核武库。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
下，美国因此能对俄实施先发制
人的核打击。然而，清华-卡耐基
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说，由
于伊朗近年来并未停止其常规
导弹发展，这成为刺激美国在欧
洲部署反导系统的重要因素之
一。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担心
的是美国继续提高其拦截能力。

美国部署在罗马尼亚的是
ＳＭ-３-ＩＢ型拦截弹，而在波兰将
使用最新的ＳＭ-３-ＩＩＡ型拦截
弹，其关机速度可达４．５千米/
秒。关机速度是决定拦截能力的
最关键指标。“目前这个速度还

不足以拦截从俄罗斯射向美国
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赵通说，

“但俄罗斯担心如果美国进一步
提高拦截速度，将威胁俄罗斯的
战略核威慑力。”

不会改变欧洲东部
俄欧整体军事对比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
斯外交室副主任李勇慧认为，德
国扩军以及美国启用在罗马尼
亚的反导系统都进一步表明北
约与俄罗斯紧张关系的加剧。遏
制、挤压俄在西部的扩张，以及
俄罗斯死守独联体势力范围这
条红线是俄美、俄与北约结构性
矛盾的核心。目前俄战略空间已
被挤压到极限，莫斯科绝不会退
让，俄将加强在西部区域的军事
部署，强化与北约的对峙。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欧洲国
际关系室主任赵晨说，一段时间
以来，德国和欧洲盟友把精力放
在小规模军事干预上，力保零伤
亡取胜。乌克兰危机后，欧洲国
家开始调整政策。这次扩军显示
德国军事战略的转变。不过，在
欧洲东部，地面部队整体上俄强
欧弱，德国扩军会有一定改变，
但不会改变俄欧整体军力对比。

俄罗斯与北约
可能再现军备竞赛

有观察人士担心，俄罗斯与
北约可能再现军备竞赛，并陷入
典型“安全困境”，即一个国家为
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
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
而导致该国自身更不安全的现
象。冷战期间，北约和俄罗斯之
间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军备竞赛。

冷战结束后，北约和俄罗斯
关系有所缓和。但受北约东扩、
反导系统、乌克兰局势等因素影
响，双方一直缺乏战略互信，关
系时好时坏。为应对美国反导系
统，俄罗斯已在其位于波兰和立
陶宛交界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部
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伊斯坎
德尔”导弹系统。“未来美俄或北
约与俄罗斯如果发生冲突，俄方
可能选择先发制人打击美国在
欧洲部署的反导系统，这将成为
双方军事对立的又一引爆点。”
赵通说。 综合新华社消息

10日，航行至曾母暗沙附近海域的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组织舰艇进行后勤综合补给训练。 据国防部网站

11日，在格鲁吉亚，美军坦克参加“高贵伙伴”军演。 新华/欧新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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