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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的无核梦想

“总统访问广岛是为营造无核世界的
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英国广播
公司援引白宫新闻发言人的话说。

2009 年，刚刚就任总统不久的奥巴马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演讲中高调喊出“无
核世界”的口号。“无核世界”的诱惑是如此
大，以至于奥巴马仅提出这一理念，就成为
他获得 2009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理由之
一。此后，奥巴马召集的核安全峰会开始
高效运转。

“‘无核世界’的口号是奥巴马一上台
就提出来的。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也是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大国，美国的总
统提出这个口号当时甚至让人觉得可笑。”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
征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不过，就个人而言，
我认为奥巴马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即
将离任之际，奥巴马仍然希望对‘无核世
界’有所推动。当然，奥巴马也是希望能留
下些外交遗产。”

《华盛顿邮报》文章还指出，奥巴马此行
必定引发广泛舆论关注，这有助于奥巴马对
抗此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提出的“让
日本和韩国发展核武器保护自己”的言论。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反对核扩散。特朗
普的言论是‘灾难性的’。”白宫称。

奥巴马此行被反核武人士密切关注。
文章指出，“如果奥巴马不能清楚地指出一
条削减全球核武数量的道路，他的广岛之
行就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毕竟，奥巴马
一面喊着要实现“无核世界”，另一面，美国
政府却在花费大笔金钱升级核武器。根据
美联社的报道，2015年1月，国会预算办公
室估计，未来 10年美国将在核武器上花费
3480亿美元。有人则估计，未来30年的花
费近1万亿美元。

逐渐改变的美国民意

正如媒体普遍指出的，美国的主流民
意一直认为，投放原子弹加快了二战的进
程，使无数美国士兵不用死于战争。所以，在
美国政坛，访问广岛是毫无疑问的敏感议
题。作为投放核弹的国家，美国的总统如果
访问广岛很容易被解读为向日本“道歉”。

奥巴马面临的压力其实更大。在其整
个总统任期内，共和党人一直指责奥巴马
向其他国家“道歉”、展开“道歉之旅”。正
如《华盛顿邮报》网站文章指出的，奥巴马
总统的广岛之行无异于隐晦地承认：无论
理由多么充分，炸毁整个城市都是可怕

的。这样的姿态自然会招来保守人士的攻
击。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又到了任期即
将结束的时候，奥巴马此时已经不是那么
顾忌舆论了。”袁征认为。

更何况，美国的民意也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去年，皮尤民调中心整理了多年来
美日两国对核爆态度的调查数据。数据显
示，1945年核爆刚刚发生后不久，高达85%
的美国人赞同核爆。2015 年，该数字降为
56%。而且，18 岁到 29 岁的美国人中 47%
认为使用核弹是正义的，在 65岁以上的美
国人中，该数字为70%。

此外，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
广岛为奥巴马“试了一下水”。民众的温
和反应也让奥巴马安心。《华盛顿邮报》网
站文章指出，克里的广岛之行在美国几乎
没有遭到批评。包括《华盛顿邮报》和《纽
约时报》在内的几家主流媒体甚至发表社
论鼓励奥巴马访问广岛。

于是，奥巴马没什么压力地打破了这
个近71年的禁忌。

各有算盘的广岛之行

奥巴马确定要访问广岛。最高兴的无
疑是安倍政府。在电视画面中，安倍在说

出“由衷表示欢迎”时，声音都在颤抖。
“这无异于给安倍政府打了一剂政治

强心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沈丁立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对日本民众而
言，这是一个多年的伤口。奥巴马访问广
岛使日本民众积累的情绪得以纾解。”

奥巴马也有自己的考虑。“这一次可以
说是奥巴马对日本的告别之旅，其主要目
的还在于加固美日同盟关系，也给民主党
的总统候选人提供外交上的铺垫。”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奥巴马希望以此来证明其‘亚太再
平衡’战略是有成果的。”

但是，争议不是没有。对于安倍政府
而言，广岛是塑造日本二战“受害者”形象
的一种工具。“奥巴马此行是有争议的。日
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对历史问题进行过深刻
反省，而是一味地把自己打扮成‘受害
者’。而奥巴马此行客观上有可能帮助日
本扮演‘受害者’，混淆视听。”袁征说，“当
然，某种程度上，奥巴马政府也是有私心
的。奥巴马广岛之行是给了日本一个面
子，有助于拉近美日关系、强化美日同盟。”

当然，美国的底线是“不道歉”。正如美
国总统助理本·罗兹在“推特”中所说，奥巴
马不会道歉，并强调，“公开承认历史才能有
未来”。这话，似乎正是对日本说的。

本报电 日前，第六届东亚汉语教
学研究生论坛暨第九届北京地区对外
汉语教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成功举办。本次论
坛以“多元·融合·创新——面向多样化
需求的国际汉语教学与研究”为主题，
旨在加强东亚地区汉语教学领域的学
术交流，促进学科后备人才的培养。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来自日
本大阪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越南河
内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等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北京大学研
究生院副院长龚旗煌在开幕辞中表示，
希望本次论坛可以为研究生搭建更加
广阔的平台，促进对外汉语学科进一步
发展。随后，台湾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两位教授在大会
报告环节中作了专题讲座。

在之后举行的分论坛中，各高校的
参会代表分组展示了论文报告，并由相
应研究领域内的资深教师进行了点评。

（刘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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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为何触碰敏感议题奥巴马为何触碰敏感议题
本报记者 张 红

★环球热点

在美国，访问核爆地日本广岛一直是敏感议题。不

过，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确认将在本月底G7峰会期间访

问广岛，成为首位访问广岛的在任美国总统。为什么奥巴

马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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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渐成为中美关系的头号问题，似乎中美地缘政治
竞争正通过南海问题展现出来，彼此开始从战略层面评估
对方意图。这使得双方战略互信进一步受到损害，对抗情
绪在两国社会蔓延。南海问题的本源是围绕南沙群岛及
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权益之争，是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
部分东南亚国家间的争议。南海问题一直是局部和可控
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环境
相对稳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过“黄金二十年”。
南海形势是从 2009 年、特别是从 2012 年后逐步紧张起来
的。那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东亚区域合
作经历蓬勃发展之后，南海问题是如何演进的？是什么样
的行为激发了什么样的反应？

冷战背景下的争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菲律宾和当时的南越政权开
始在南沙动作。更大规模的侵占浪潮发生在 20世纪七八
十年代。越南北方政权原本明确承认了中国对南海诸岛
的主权，但南北统一大势确立后改变了立场，1975年占据
了曾经被南越当局侵占的南沙群岛 6个岛礁，后又陆续抢
占了染青沙洲、万安滩等 18个岛礁。1988年 3月 14日，越
南还在赤瓜礁附近与中方爆发海上冲突。菲律宾陆续占
据费信岛、中业岛等8个南沙岛礁，马来西亚则侵占了弹丸
礁、南海礁和光星仔礁。这些国家还以制定国内涉海法
律、发表政治声明等方式，纷纷正式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
权诉求，对南沙周边的海域提出权益要求。而中国方面，
台湾当局二战后派人进驻太平岛，中国大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控制并驻守南沙6个岛礁，1994年在美济礁上
建筑了渔船避风设施。美国在早期曾通过外交询问、申请
测量、通报航行飞越计划等方式，显示出承认中国对南沙
群岛主权的立场，中国台湾当局还曾在太平岛接待过美国
军事人员。但对于菲律宾等国在南沙夺岛占礁的疯狂举
动，美国长期未有明确态度，只是向台湾当局咨询过对这
些岛礁主权归属问题的意见。1957年至1961年2月间，美
军驻菲律宾的空军人员在黄岩岛及南沙群岛区域实施海
图测量及气象调查时，曾多次向台湾当局提出申请，表明
美国实际上认为台湾当局代表中国拥有这些岛礁的主
权。而同期美国出版的地图和书籍等，例如 1961 年版的

《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1963年版的《威尔德
麦克各国百科全书》、1971 年版的《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

书》，也都确认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美国的政策困
境是，基于道义和国际法理应承认中国对南沙岛礁的主
权，但出于反共和亚太战略考虑，不情愿让中国大陆占有，
更不愿因此损害与菲律宾等盟友的关系。

通向《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之路

20世纪90年代初，在冷战终结、发展经济成为主基调
背景下，中国确立开创和维护周边稳定的政策，对东盟增
信释疑，推动全面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东盟关系
进入快车道。但这期间南海局势并不平静。一是相关国
家启动新一波占岛与油气开发行动。上世纪90年代，越南
又侵占5个南沙岛礁，实控岛礁总数达到29个。马来西亚
1999 年侵占榆亚暗沙、簸箕礁，大量开发南沙附近的油
气和渔业资源。二是菲律宾在中国的美济礁、黄岩岛、
仁爱礁等多次挑衅。1995 年发生中菲在美济礁对峙的事
件。1997年菲企图侵占黄岩岛未遂，1999年又在仁爱礁
制造了利用旧军舰坐滩事件。中国政府在实施有力反对
措施的同时，仍进行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管控局势，
维护地区合作大局，使局势走向缓和。东盟也主动与中
国商谈，1998 年提议“推动在争端当事方之间建立‘南
海地区行为准则’”。经过多轮商谈，2002年，中国与东
盟国家达成并签署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 为南
沙争议降温和稳定地区形势做出重要贡献，并遏制住各
方占礁行为。但在 《宣言》 涵盖范围的称谓上，越南坚
持要求写入不存在争议的西沙，为避免突出中越分歧，

《宣言》 最终采用了“南海”而不是“南沙”的模糊化处
理。而在后来的年月里，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南沙之
争”与“南海之争”的概念开始混淆起来。

总体平静但暗流涌动的十年

《宣言》签署后的 10年，中国遵守了其规定和原则，未
采取使争议扩大化的行动，同时积极推动海上和平合作和
共同开发。而东盟未能约束其成员，越南、菲律宾等国不
断对所占据岛礁改建和扩建，加紧油气资源开采，还不时
抓扣中国渔民等。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指向是固化非法
侵占所得，否定存在争议，而不是“搁置争议”。这些做法
不能不引起中方的严重关切，也不断刺激中国民众和舆论

的反感情绪。
不过一直到2009年前，南海局势总体上是平和的。局

势复杂化的转折大约发生在2009年，这与联合国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关于提交 200 海里外大陆架界限信息的期限

（2009年5月13日）有一定关系，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则
是更大的变化因素。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甫一履新，即
释放出将把战略重点优先放在亚太地区的信号，这显然助
长了个别争端方在南海与中国角力的念头。中美在南海
也开始频现摩擦，仅 2009年，美国军舰与中国船只在侦察
与反侦察过程中，就至少发生5起对峙事件，最著名的当数

“无暇”号事件。进入 2010 年，美国对南海的政策表现出
“选边站”的倾向。中国政府为稳定南海局势进行的艰苦
外交努力未能对冲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带来的影响，更未能
换来菲律宾、越南等方的克制。它们对所占南沙岛礁继续
进行改扩建，与美国在南海周边频繁军演，一些国家出现
抱团针对中国的倾向，不断采取完全无视中方关切的挑衅
性做法。

多方综合博弈下的紧张局势

2012年 4月的黄岩岛事件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草”，突破了中国政策和忍耐的底限。黄岩岛属中国中沙
群岛，以东隔马尼拉海沟与菲律宾群岛相望。直到20世纪
90年代，菲律宾出版的地图还将黄岩岛标绘在菲领海界限
之外。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潟湖内例
行作业时，突然出现的菲军舰对渔民进行堵截和干扰。中
国渔民被菲律宾军人押到甲板上暴晒的照片，瞬间成为中
国各大媒体和网站头条新闻。菲方粗暴挑衅和中国国内
舆论的强烈反应，促使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制行动。
双方激烈交锋，直至6月3日菲方船只才全部撤出潟湖，为
防止新的挑衅行为，中国船只留守附近海域，实施实际管
控。为改善中国南沙岛礁民生和基本军事防御以及维护
主权权益，中方于2013年底在自己驻守的岛礁上开始扩建
工程，这些岛礁远离国际航道，不存在影响航行自由的问
题。但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大肆炒作和指责中国。

在中国许多人看来，美国是新一轮南海局势紧张的推
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愈来愈将中国视为主要针对
方向，美军炒作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威胁，并积极完
善几乎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空海一体战”等作战概念，这
些举动无疑增加了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局势的复杂和紧

张程度。中国许多学者担心，美国是否在为其亚太战略调
整预设地缘威胁，这是否会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

2014 年起，美国直接介入南海争议，偏袒盟友及其他
争议方，提出所谓成本强加战略，即动用政治、外交、舆论、
军事等各种手段，增加中国在南海行动的成本，迫使中国
后退，以期在不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制止中国的所谓南
海扩张。

美军针对中国的各种威慑、挑衅动作也愈加频繁，明
显增加对南沙岛礁周边海域海空抵近侦察活动，进入中国
南沙、甚至不存在争议的西沙岛礁12海里内进行航行自由
宣示行动，还有意识地强化在南海周边的盟友体系和军事
网络。美军在南海及其周边的排兵布阵推动地区局势进
一步紧张，也使得南海争议在全球战略棋局中的位置被刻
意夸大。美国南海政策的大幅调整和军事动作不仅削弱
美方公正说话的地位，也进一步加深了中方对自身利益受
到更多损害的担忧，刺激中方增强捍卫自身利益能力的决
心。貌似中美间的地缘竞争要超越其他矛盾，成为南海局
势的主线。

中国在南海利益诉求一以贯之

南海局势发展到今天，既是相关各方基于主权、资源、
战略安全诉求的现实利益纠葛，也有有关方面历史脉络记
忆的缺失和信息的不连贯因素，更有相互间战略意图和政
策目标的揣测与猜度。中美、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存在激
化矛盾甚至战略误判的风险。

对中国在南海的目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首先，中国南海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海洋权益，一向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中国民众绝
不会允许任何国家进一步损害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及其附近
海域的主权和权益，强烈期待国家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
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权益，并增强管控局
势和避免进一步遭受损失的能力。目前看，只要没有重大
威胁，宜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中方致力于
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的政策没有也不应改变。

其次，中国致力于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航道安全。每
年全球货物海运总量的40%要经过南海，南海航行自由与
安全攸关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重大利益。中国贸易和能
源 70%-80%也依靠南海航线，是南海通道最大的使用者，
南海也是中国海军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最大公约数是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中方之所以始终努力管控争议，就是为了维
护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今后中国需要更多地向外界提供信
息、分享资料，增进了解；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务，增加地区的
安全与福祉；通过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构
建地区有效规则。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中国有权利，也
有义务在南海保持军事防御和维护和平的必要能力。

第四，中美在南海不存在主权争议，有维护航行自由
与安全的共同利益，都从地区繁荣稳定中受益。中国没有
旨在谋求所谓地区霸权的动机和设计，美方不应用敌手思
维构建所谓地缘战略竞争的镜像，双方需要通过坦诚的对
话澄清彼此意图，努力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和误解。中美
需要也应该在南海合作。中国迈向建设海洋强国，世界广
阔的海洋对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合作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海
洋视野注定要超越南海，用陆权思维和传统的海洋控制理
念去揣度中国是没有道理的。

主权权益之争还是地缘政治之争？

南海紧张局势是如何步步演进的
主权权益之争还是地缘政治之争？

南海紧张局势是如何步步演进的
编者按：5月10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了由中国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社科院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

长吴士存联合撰写的英文长文《关于南沙争议和南海紧张的缘

由》。这篇近万字的文章梳理了自二战胜利特别是冷战终结以来

南沙争议的发展脉络，详解了这一问题如何从“围绕南沙群岛及

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权益之争”泛化为“南海问题”乃至“地缘争

夺”，“在全球战略棋局中的位置被刻意夸大”。文章还就如何理

解中国在南海的政策目标和如何避免彼此战略误判提出自己的

思考。篇幅所限，本报摘登其主要观点。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卡
拉卡耶夫10日表示，俄战略火箭部队军备更新正
在顺利进行，到 2021年底，半数俄战略火箭部队
都将装配井基“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以保障俄
军核威慑力。俄罗斯导弹系统现代化率在今年
将达到56％，到2022年这一数值将达到100％。

俄导弹系统现代化率将达56％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军队 10日出动战机空
袭了土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
装数个目标，打死 11 名该组织武装人员。近
期，土耳其境内恐怖袭击频发，土政府随即加
大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打击力度，并在多
地逮捕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有牵连的人
员，同时加强边境管控。

土军队空袭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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