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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
京報道）中國外交部昨日授權發表《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
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重申中國不
接受、不參與該仲裁的嚴正立場。對此，廈
門大學海洋政策與法律中心副主任李金明教
授對本報表示，該文件從法律角度全面闡述
中國對於南海問題不應訴的看法和立場，讓
國際上了解到事情的真相，避免國際社會對
中菲在南海問題上的爭議產生一些偏見。而
對於國際仲裁法庭可能作出的負面仲裁結
果，他表示，中國應警惕菲律賓的「拖延戰
術」，並有必要堅持自己的立場。

李金明表示，迫於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越來越強
硬的態度，菲律賓在南海主權問題上越來越心
虛，因此其抱着僥倖心理，認為利用國際仲裁，
它就可以將其所佔有的九座島礁合法化，名正言
順地對這九座島礁進行控制，因此菲方不顧中國
的一再反對，執意推進仲裁程序。

減少負面仲裁結果影響
李金明強調，菲律賓單方面將中菲南海爭議告上

國際仲裁法庭，不利於南海問題的解決。他指出，
菲律賓提交國際仲裁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
定，「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菲律賓提交文
件中有關中菲島礁的主權紛爭、海域的劃界等問

題，仲裁庭並沒有管轄權。」
李金明續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主權，其

他國家是不得干預的。李金明還指出，雖不排
除國際仲裁法庭依照國際海洋法公約，未能將
中菲南海問題列入仲裁程序，使雙邊回到和平
談判的軌道中來，但中國發表立場文件，依舊
是對國際上一些人不明事情真相，指責中國不
遵守國際法，片面或歪曲解讀中國不參與仲裁
的回應，從法律上闡明在國際海洋法框架內，
仲裁庭沒有管轄權的立場和理據，闡明中國不
接受、不參與該仲裁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能夠
有效地減少國際仲裁法庭可能做出的有損中國國
際形象仲裁的不利影響。

近來，有人將中國「一帶一路」計劃（即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的簡稱）與美國戰後復興歐洲的「馬歇
爾計劃」相提並論，事實上，二者從形式到
內容乃至出發點都有本質區別。

意在共同發展 並非援助計劃
「一帶一路」的根本屬性是「共同發

展」，而不是援助。「一帶一路」沿線主
要是發展中國家，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
起步或加速階段，建設資金短缺、技術和
經驗缺乏。「一帶一路」意在通過互聯互
通，發揮各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實現互通
有無、合作共贏和共同發展的目標。「一
帶一路」旨在弘揚古絲路和平友好、包容

開放的精神，不針對第三方，不搞排他性
制度設計，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經
營勢力範圍，沿線任何國家有合作意願都
可以參加。

相比之下，「馬歇爾計劃」是二戰後美國
對西歐的援助計劃，包含經濟和政治雙重目
標，根本服務於杜魯門遏制戰略。二戰後，
西歐各國經濟凋敝、政治左傾，社會主義思
潮影響上升，「馬歇爾計劃」意在通過附加
條件的援助，實現對歐洲經濟和政治的雙重
控制，遏制蘇聯社會主義的影響，鞏固美國
的霸權地位，意識形態色彩濃厚。對此，喬
治·凱南曾表示：「經濟上失序使得歐洲社
會容易受到各種集權政治的利用。『馬歇爾
計劃』是遏制戰略的有效工具。」

遵循平等互利 不會干預他國
「一帶一路」遵循平等互利原則。長期

以來，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核心
是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權，合作不
附加任何條件。「一帶一路」仍將秉持上
述原則，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各
國自願平等參與，完全根據本國利益自主
決斷，共建發展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
任共同體。「一帶一路」順應時代要求和
各國加快發展的願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
的發展平台，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
礎，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
家的利益結合起來，是中國與沿線各國實
現共同發展的長期合作戰略，是全方位的

合作政策，既包括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
易投資便利化和產業合作，也包括金融與
人文合作。「一帶一路」本着務實、效率
原則，充分利用既有合作機制，根據沿線
國家不同的發展優先和條件，創新合作形
式，靈活推動共同發展。

相反，「馬歇爾計劃」附加了諸多不平等
條件，取得干預西歐各國經濟政策的有力手
段。「馬歇爾計劃」首先確立了聯合援助的
條件，即單個國家不能享受援助，將西歐各
國共同綑綁在美國的影響之下。此外，美國
還提出了具體的受援條件，要求受援國平衡
預算、穩定匯率，廢除價格控制。據此，美
國剝奪了受援國自主決定經濟政策的權利，
實現了將歐洲納入其主導的自由經濟政策秩

序之下、維護美國經濟霸權的目的。此外，
「馬歇爾計劃」通過制度性安排，服務其經
濟戰略目標：擴大美國在歐洲的市場、實際
確立美元的霸權地位。

共性：推動地區一體化
「馬歇爾計劃」與「一帶一路」沒有可比

性，但將二者進行對比也並非完全抹黑「一
帶一路」倡議。應該看到雙方在推動地區一
體化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共性。為了避免
誤解，針對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說明
「一帶一路」不是類似於「馬歇爾計劃」的
援助，而是南南框架下的共贏合作。對於西
方國家，則重點應對他們「中國重塑秩序」
的擔憂，強調經濟合作、共同發展的屬性。

菲律賓外交部2013年1月22日照會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稱，菲律賓

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以下簡稱《公約》）第287條和附件
7的規定，就中菲有關南海「海洋管轄
權」的爭端遞交仲裁通知，提起強制
仲裁。其後，菲律賓不顧中國的一再
反對，執意推進仲裁程序。

領土主權問題超出《公約》範疇
對此，外交部昨日發表的立場文件
指出，菲律賓提請仲裁事項的實質是
南海部分島礁的領土主權問題，超出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調整範圍，
仲裁庭無權審理。
事實上，中國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

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在南海
的活動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中國最
早發現、命名和開發經營南海諸島，

最早並持續對南海諸島實施主權管
轄。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更是
一直堅持並採取實際行動積極維護南
海諸島的主權。
立場文件指出，以談判方式解決在

南海的爭端是中菲兩國通過雙邊文件
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所達成的協
議，菲律賓單方面將有關爭端提交強
制仲裁違反國際法。
立場文件強調，菲律賓提出的仲裁

事項構成中菲兩國海域劃界不可分割
的組成部分，而中國已根據《公約》
的規定於2006年作出聲明，將涉及海
域劃界等事項的爭端排除適用仲裁等
強制爭端解決程序。
立場文件重申，仲裁庭對於菲律賓

提起的仲裁明顯沒有管轄權；各國有
權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中國不接
受、不參與菲律賓提起的仲裁具有充

分的國際法依據。

籲各方通過協商談判解決
立場文件同時還指出，南海問題涉

及多個國家，需要各方的耐心和政治
智慧才能實現最終解決。有關各方應
當在尊重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的基礎
上，通過協商和談判妥善解決南海問
題。在有關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之前，
各方應當開展對話，尋求合作，維護
南海的和平與穩定，不斷增信釋疑，

為問題的最終解決創造條件。
立場文件最後指出，菲律賓單方

面提起仲裁的做法，不會改變中國
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主權
的歷史和事實，不會動搖中國維護
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決心和意志，不
會影響中國通過直接談判解決有關
爭議以及與本地區國家共同維護南
海和平穩定的政策和立場。（立場
文件全文刊本報網站：http://www.
wenweipo.com）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軼瑋軼瑋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針對菲律賓針對菲律賓

就中菲有關南海就中菲有關南海「「海洋管轄權海洋管轄權」」單方面提起強制仲單方面提起強制仲

裁裁，，中國外交部昨日中國外交部昨日（（77日日））授權發表授權發表《《中華人民共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和國政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

題的立場文件題的立場文件》，》，重申中國不接受重申中國不接受、、不參與該仲裁的不參與該仲裁的

嚴正立場嚴正立場，，並從法律角度全面闡述中國關於仲裁庭沒並從法律角度全面闡述中國關於仲裁庭沒

有管轄權的立場和理據有管轄權的立場和理據。。文件強調文件強調，「，「強行將爭端訴強行將爭端訴

諸仲裁諸仲裁，，不能被認為是友善的行為不能被認為是友善的行為」。」。

中國反對菲提南海仲裁
外交部發立場文件 闡述仲裁庭無管轄權理據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昨日發表中
國政府關於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
問題的立場文件。該立場文件重申中國不
接受、不參與該仲裁的嚴正立場，並強
調，談判始終是國際法認可的和平解決國
際爭端最直接、最有效和最普遍的方式。
分析稱，該立場文件的發表，意在向國際
社會闡明中國政府的立場，亦或對緩解南
海爭端起到積極作用。
據中通社報道，清華大學法學院海洋法
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新軍表示，發表這個立
場文件是為了進一步說明中國政府為什麼
不出庭的立場，中國希望通過雙邊談判來
解決爭端，而不是通過第三方，特別是不
接受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下的訴訟
程序解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東南亞問題專

家賈都強指出，中國不參與、不接受仲裁，
但是菲律賓提出南海仲裁則是在複雜的國際
背景下採取的一種挑釁行為，如果任由這種
行為發展的話，肯定會產生一種骨牌效應。
由於爭端方還有其他國家，而中國發表這個
文件，就是向這些國家再次宣示中國政府堅
定不移的立場。如果中國能夠在仲裁上挫敗
菲律賓的圖謀，向國際社會說明中國維護地
區和平的意願，實際上有利於推動南海局勢
向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

「一帶一路」絕非中國的「馬歇爾計劃」
金 玲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張紫
晨 北京報道）
外交部昨日授
權發表中國政
府關於菲律賓
所提南海仲裁
案管轄權問題
的立場文件。

對此，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表示，
菲律賓提出的仲裁事項本質上是領土主權
問題，而領土主權問題根本不屬於《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
調整範圍。中菲之間已達成通過談判解決
有關爭端的協議，而且中國從未就有關爭
端接受強制程序。因此，菲律賓單方面提
起強制仲裁，顯然是濫用《公約》規定的
強制爭端解決程序。
徐宏說，中國政府發表立場文件，從法

律上闡明中國認為仲裁庭沒有管轄權的立
場和理據，闡明中國不接受、不參與該仲
裁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以匡正視聽。立
場文件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述仲裁庭對菲方
提起的仲裁沒有管轄權。
一是從菲律賓提請仲裁事項的實質來

分析。菲律賓提出的仲裁事項本質上是
領土主權問題，而領土主權問題超出了
《公約》的範疇。《公約》框架下的強
制爭端解決程序僅限於處理有關《公
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無權處理《公
約》以外的事項。

菲單方提仲裁違國際法
二是從中菲之間已經達成的協議來分

析。中菲兩國之間通過一系列雙邊和多邊
文件，已經就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的方式
解決在南海的爭端達成共識，排除了其他
方式。這是雙方之間的國際法義務。菲律
賓單方面就有關爭端提起仲裁，違反了兩
國之間的協議，違反了國際法。
三是從《公約》本身的爭端解決條款來
分析。即使菲律賓提出的仲裁事項在某些
方面可能被認為涉及有關《公約》解釋或
適用的問題，但它也是中菲海域劃界不可
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中國已於2006年根據
《公約》第二百九十八條作出聲明，將涉
及海域劃界等事項的爭端排除適用仲裁等
強制爭端解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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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闡明立場
或利緩解爭端

發表立場文件讓國際社會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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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表立場文件中國發表立場文件，，重申擁重申擁
有南海諸島主權有南海諸島主權。。圖為駐守南圖為駐守南
沙赤瓜礁的海軍戰士在礁堡上沙赤瓜礁的海軍戰士在礁堡上
進行軍事訓練進行軍事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南海問題涉及多個國南海問題涉及多個國
家家。。圖為中國三沙市的宣圖為中國三沙市的宣
德群島七連嶼德群島七連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被菲律賓侵佔的中國中業島被菲律賓侵佔的中國中業島。。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
徐宏。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