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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試列舉有哪些國家在此次馬航事件中參與搜救行動。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在合作搜救的過程中，各國遇到了甚麼困難？試舉例說明。

3.你認為南海周邊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以加強在南海區域進行搜救合作呢？

4.有人認為，「各國政府應建立統一的搜救協調機制，加快救援進度」，你有多大程度同意這一觀點？

5.你認為在南海搜救合作上，本港能否扮演一定的角色呢？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不同國家或組織之間透過雙邊或區域往來
方式，結合人員、技術、經費互通，彼此相互支援配合，以達成特定之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1979年，國際海事組織（前稱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在漢堡召開會議，制定了《國際海
上搜尋救助公約》。公約規定，締約國在本國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應批准其他締約國的救助
單位為了搜尋發生海難的地點和營救遇險人員，而立即進入或越過其領海或領土。公約的附
則對搜尋救助的國家間的合作、工作程式等作了規定。公約自1985年6月22日起生效。中
國於1985年核准了公約。

從馬來西亞通報失聯客機疑似失蹤區域到現在，各
國救援力量已匯集疑似飛機墜機海域。中國救援力量
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及美國等多
方一起全力展開搜救行動。由此可見，組成南海區域
搜救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履行國際公約
為展開國際搜救合作而制定的《1979年國際海上搜
尋救助公約》，鼓勵各締約國與其鄰國簽訂搜救協
定，建立搜救區，合作使用設備，建立共同的搜救程
式以及進行培訓和互訪，以便對海上遇險船舶和人員
能夠提供及時、快捷的搜救服務。南海周邊國家加強
海上搜救合作，是履行國際公約義務的表現。
2.符合人道理由
南海海域長約3,000千米，寬約1,700千米，面積約

359萬平方千米，連接周邊很多國家與地區。在如此
廣闊的水域內，靠某個國家來保障廣闊海域的海上安
全是很難做到的，必須尋求與南海周邊國家在人命救
助方面的協調與合作，才能有效地完成南海搜救任
務。海上人命救助應不分國界與地區，互相合作與支
援。
3.促進經濟發展
南海是多條國際海運線和航空運輸線的必經之地，

每天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數百艘裝運各種物資的船舶穿
梭其間。南海海域對周邊國家的海洋發展十分重要。
若能完善南海搜救區域合作，將對周邊國家經濟等方
面的發展有直接的正面影響。
4.化解南海問題
近年中國與東南亞多個國家在領土方面存在爭議。

鑒於海上人命救助活動的政治敏感度較低，如果各國
可以在這方面合作，將有助於化解或淡化南海議題的
敏感度，並可能為各方南海合作
探索出新出路。

3月8日凌晨1時21分，一班從馬來西亞前往中國的
波音777-200ER航機，從吉隆坡國際機場起飛，計劃
在當天早晨6時30分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降落。不
過，馬航客機起飛後不足一小時，機內通訊系統即被
人為關閉，導致飛機在民航雷達上消失，並且與馬來
西亞梳邦空管中心失去聯繫。機上共有12名機組人員
和227名乘客，乘客來自14個國家及地區，其中中國

乘客有154名。3月9日至14日：各方均相信客機已墜
落大海，亞洲多國在越南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南海展開
海空大搜索，但未有任何發現。
3月15日，馬來西亞公布失蹤客機可能轉向西飛入
印度洋後，各國搜救行動均轉往印度洋。3月24日，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宣布，相信航機已墜落南印度
洋，無人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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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發生的馬航客機本月初發生的馬航客機MHMH370370 班機失蹤事件牽動各方視線班機失蹤事件牽動各方視線。。在失蹤了在失蹤了1717

天後天後，，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於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於2424日晚日晚 1010時宣布時宣布，，失聯的失聯的 MHMH370370客機已於澳客機已於澳

洲珀斯以西的南印度洋海域墜毀洲珀斯以西的南印度洋海域墜毀，，機上無人倖存機上無人倖存。。而在事件的另一面而在事件的另一面，，南海周邊國家仍合力南海周邊國家仍合力

在海上不斷地搜救及查找飛機失蹤的原因在海上不斷地搜救及查找飛機失蹤的原因。。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南海海域搜救一事上是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南海海域搜救一事上是

如何合作如何合作，，又在合作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又在合作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下文將作一探討下文將作一探討。。

■■陳振寧陳振寧、、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近年來，南海周邊國家在海上搜救合作方面取得了
很大發展，但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南海爭
端，導致在海上搜救合作方面存在一些困難。本月初
發生的馬航客機失聯事件，更再次令外界看到南海搜
救合作上的困難所在。

缺合作機制 資訊難暢通
《1979年國際海上搜尋救助公約》要求各締約國採

取措施便利其他締約國救助設備快速進入其領水，但
在南海由於種種原因而難以很好地貫徹實行。由於缺
乏合作機制，導致各國資訊管道不暢通，難以調動最
便利的救助力量進入對方海域進行搜救，這會給搜救
工作造成很大的不便。有媒體指，馬來亞西一直不同
意外國進入其領海搜救，直
至後期才開放給外國進入。
而根據印度傳媒的報道，印
度政府為了防止中國以搜索
馬航客機為「藉口」在安達
曼群島「窺探」，也拒絕北
京提出讓4艘軍艦進入該海
域搜索的請求。
另外，馬航H370班機失
蹤後，逾十國的船艦在位於
存有主權爭議的南海海域參

與搜尋，但各國合力搜救的同時，由誰主導的問題也
浮上台面，有意見指，美國和中國動員軍艦參與救
援，背後也有政治角力意味。

設備存差異 影響合作效果
南海周邊一些國家的搜救機構建制相對簡單，甚至

沒有專門的搜救機構，救助力量薄弱。譬如，在今次
馬航事件中，雖然馬來西亞和越南都派出數十架飛機
進行搜救，但由於設備等原因入夜後就停止空中搜
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搜救區域合作的效果。

欠溝通協調 失最佳時機
海上搜救要求以最快捷的速度獲取最準確的資訊情

報。如果通訊不暢通阻礙了資訊情
報的獲取，會導致錯過最佳救助時
機，嚴重影響搜救效果。在今次事
件中，馬航客機由吉隆坡出發往北
京不久後失去通訊，但外界隔了7
個多小時才得知其失蹤，有意見
指，各國在今次事故中通訊不暢
通，嚴重影響搜
救效果，導致各
國錯過了最佳救
助時機。

近年，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不斷協
調，並達成相應協議，展開了形式多
樣的海上搜救區域合作活動。
譬如，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宣言強調：
「在和平解決它們的領土和管轄權爭
議之前，有關各方承諾本着合作与諒
解的精神，努力尋求各種途徑建立相
互信任。」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就是
「搜查與救援合作」。

建立求助熱線 建立合作機制
2012 年，中國和東盟領導人簽署
《落實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
合宣言的行動計劃》（2011-2015），強調在海上航行
和交通安全、海上搜救、海上遇險人員的人道待遇等
領域加強對話與合作。
在落實宣言的過程中，中國於去年提出建立中國與

東盟國家海上緊急救助熱線、進行中國與東盟國家海
上聯合搜救等合作倡議。

在此情況之下，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和
地區不斷探討建立搜救合作機制。在過去
多年，多國搜救力量成功救助了許多中外
遇險船隻和人員。

馬方救中漁民 打下合作基礎
譬如，2005年9月，中國海南省一艘漁
船在海上遇險，隨風浪漂流到馬來西亞附
近海域。在馬來西亞軍方和海上搜救協調
中心的幫助下，遇險的漁民得到幫助，並
安全返回國內，為以後兩國的合作打下了
基礎。
2006年5月，越南有幾十艘漁船和數百

名漁民因受颱風影響在南海東沙群島附近海域失蹤。
中國海上搜救中心迅速組織搜救力量趕往現場進行搜
救行動，最後成功救助了15艘越南漁船，並為330名
越南漁民提供了食品和藥品，從而完成了新中國成立
以來救助外國漁船數量和漁民
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海上國
際救援行動。

17日海陸空大搜救
馬方：機墜印度洋

組南海合作搜救 助化解南海「死結」

聯東盟達協議 在南海施救助

救援爭分奪秒 合作浮現困難

"0"0
《國際海上搜尋救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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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馬航事件）
3月8日：航機MH730失聯
3月9日至14日：亞洲多國展開海空大搜索
3月15日：各國搜救行動均轉往印度洋
3月24日，馬方宣布航機已墜落南印度洋

必要性：
1.履行國際公約
2.符合人道理由
3.促進經濟發展
4.化解南海問題

困難：
1.缺合作機制 資訊不暢通
2.設備存差異 影響合作效果
3.欠溝通協調 失最佳時機

合作協議：
1.《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與東盟)
2.《國際海上搜尋救助公約》

全球化＋現代中國

■■失蹤馬航的中國家屬大多情願留在北京等候消息失蹤馬航的中國家屬大多情願留在北京等候消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空軍前方指揮組組長劉殿君（左）抵達澳大
利亞珀斯以北的皮爾斯空軍基地。 資料圖片

■■中國海軍井岡山艦搜中國海軍井岡山艦搜
尋馬航失聯航班的蛛絲尋馬航失聯航班的蛛絲
馬跡馬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參與搜索工作的澳大利亞參與搜索工作的澳大利亞「「獵戶座獵戶座」」飛機飛機
機組人員討論燃油消耗機組人員討論燃油消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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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搜救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