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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12 日公布的
所谓“最终裁决”，台湾各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没有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的判决是无效
的，而菲律宾的主张自相矛盾，纯属闹剧。中
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完全可以理解。两岸
同属一中，有责任共同维护南海主权。

裁决无正当性

台湾 《观察》 杂志社社长纪欣表示，国际
仲裁庭对南海案的裁决不具有正当性。其一，
不论从中国历史文献或英国、美国的地图来
看，南海自古即属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对南
海诸岛有“历史性权利”。而世界各国对其领土
最早的权利都来自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主权
自不例外。其二，仲裁案非诉讼案，通常都是
双方当事人同意一旦发生争议，得以提起仲
裁。中国大陆一再表明菲律宾不该单方面提出
仲裁，但仲裁庭还是坚持进行，并在过去3年间
只听取菲律宾单方面的证词及证据。其三，中
菲之间确曾在过去 20 年间多次通过谈判协商方
式试图解决争端，尤其 2006 年大陆根据 《公
约》 规定向联合国提交声明，表明中国不接受

《公约》规定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仲裁庭不应
否定中国作为缔约国享有自我选择争端解决方
式的权利。

台湾知名学者、澳门理工大学名誉教授邵
宗海 12 日晚受访时认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结
果，大致在两岸的预料之中。对这个不具合法
性的结果，大陆方面一直表示不承认、不接
受，台湾当局今天也声明“绝不接受、不具法
律拘束力”。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张麟征表
示，仲裁案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一直很受质疑，

所谓的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仲裁案的背后是什
么势力在推动是非常清楚的，但大陆方面的态
度一直很明确，不接受、不承认也不参与，所
谓的裁决不过是一张废纸，不会影响中国在南
海的主权和权益。

台应坚守底线

裁决结果出炉后，中国国民党召开记者
会，强调南海是“固有疆域”，应明确宣示、捍
卫在南海海域的战略利益，绝对不可以抛弃任
何主权领土与海域。国民党强烈批评仲裁“根
本是睁眼说瞎话”，表示对仲裁结果完全不满
意、不接受更不承认。

亲民党发表声明称，南海各岛礁为“固有
疆域”，对所谓仲裁“概不承认”，要求台当局
动用一切力量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如任何
官员主张或决策放弃太平岛，均应被追究刑
责，同时应加强南海军事守备。

新党主席郁慕明发表声明表示，仲裁结果
不具有国际法效力。南海海疆诸岛是中华民族
共同祖产，须坚决捍卫。他呼吁两岸联手合
作，共同维护“固有疆域”。

台湾《中国时报》12日社论呼吁，新当局应该
坚守南海“U形线”，“保住两岸互信”。如果“U形
线”被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为由判定不具备法律
地位，那将是两岸在捍卫南海权益的一次重大挫
折，也必然会引发南海的巨浪波涛。迄今为止，蔡
英文一直回避对“U形线”法律地位表态。

《中国时报》 认为，在美国与日本的操弄
下，南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风平浪静。台湾新
当局当然不可能放弃太平岛，但是如果蔡英文
一方面主张拥有太平岛的“主权”，但是另一方

面又将太平岛作为换取参与美日“价值同盟”
的筹码，或让美、日舰队接近，或提供战略协
助，这也是不智的选择。

两岸理应联手

台湾《旺报》12日的报道，关注一段由台湾网
友发布、全长7分钟的南海问题短片。这个短片叫

“一次让你看懂南海主权争议”，以讲故事的方式
解释南海问题始末，表达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
领土，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的岛礁并加以命名，
开发当地的资源；如果大陆失去了南海主权，台
湾也会失去东沙群岛，因此两岸应联手共同捍卫
主权。该短片旁白幽默且叙事有条理，一出现就
引发众多大陆网友共鸣，用力按赞。

台湾当局 12 日晚间也就南海仲裁案发表声
明，表明绝不接受的立场。国台办发言人应询
表示，两岸同胞有责任共同维护南海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
本利益。对此，张麟征教授表示完全赞同，因
为国台办之前就多次强调，“南海诸岛及其附近
海域是我们固有领土，维护老祖宗给我们留下
的祖产、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和根本利益，是两
岸同胞的共同责任”。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刘
复国表示，南海岛礁水域和天然资源关系主
权和整体利益，两岸在南海面临共同挑战，
在保护南海主权上有共同责任，对历史固有
的祖产应该有寸土必争的共识，应当加强协
商互动，强化两岸对于南海主权权益的国际
话语权。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冠雄也表示，
对于维护南海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
两岸需要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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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12 日公布了所谓“最终裁
决”。这一恶意裁决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一张充斥
谎言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
况下不受仲裁裁决的影响，中国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
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这一纸无效裁决既不可能改变南
海“旧格局”，也不可能开创南海“新现实”，只是留下了一
笔用伪规则破坏国际法治、破坏地区秩序的劣迹。

剧本：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2013 年 1 月，菲律宾提请仲裁，15 项仲裁事项可简单
归纳为三类。针对这三类仲裁事项，中国外交部2014年12
月 7日受权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
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逐一予以反
驳：一、只有首先确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才能判断中
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是否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允许的范围；二、南海部分岛礁的性质
和海洋权利问题与主权问题不可分割；三、中国在相关海
域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基于中国对有关岛礁享有的主权以
及基于岛礁主权所享有的海洋权利。

表面上，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条条紧扣《公约》，是寻
求仲裁庭依据《公约》作出相关认定和解释；实质上，仲裁
内容的核心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和海域划界
问题，前者不属于《公约》调整范围，后者已被中国于 2006
年的排除性声明所排除。简而言之，菲律宾提请仲裁的不
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菲律宾试图借助法律手段
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主权及海洋权利的政治野心。

仲裁庭没有理会中方立场主张，于 2015 年 10 月底裁
定对菲部分诉求拥有管辖权，使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精
心编织的政治谎言正式披上了法律的外衣，堂而皇之地以

“国际法治”的形式在世界舆论中发酵。

舞台：一个纵容狼奔豕突的仲裁庭

南海仲裁案解决不了南海问题。相反，仲裁案本身存
在的严重法理缺陷注定其只会加剧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
难解度，不但有损国际法的公平公正，破坏地区安全秩序

和对话机制，还将严重威胁《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1945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共形成5万多份各类条约，这

些条约共同构成了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以下简称为《宣言》）是南海地区法律和规则秩序的基
础，是当前处理南海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仲裁庭一路推
进仲裁直至出台“最终裁决”，完全没有顾及《宣言》等已经
建立的国际法规则，没有顾及正在发挥作用的地区对话机
制、平台与框架，强行把《公约》强制凌驾于受国际法保护
的既有和平对话框架之上，构成了对国际法的伤害和对地
区和平对话机制的损害。

2006年，中国依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将
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等方面的争端排除在

《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排除性声明不是《公约》可
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公约》解释和适用过程中不可分割
的重要组成部分。仲裁庭无视中方排除性声明的内容，强
推仲裁程序，实质性剥夺了《公约》赋予缔约国行使选择权
排除特定类型争端的权利。

对自身的法理缺陷视而不见，对中方的多次声明听而
不闻，对仲裁案的负面影响心不在焉，仲裁庭一路猛跑，以
推进程序为借口，为了裁决而裁决，不仅枉法不公的“病灶”
将使其在今后的国际法判例学中成为反面的经典，而且还
让原本平静的南海成为各种域外野心狼奔豕突的舞台。

旁白：我们为什么要说“不”

任何法律都不能脱离现实。应有乱则治，而非治而生
乱。

过去几年的现实是，仲裁案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外

部势力频繁介入，海上安全紧张加剧，周边国家分歧趋多，
地区民生受到波及。这是试图滥用某一部公约规则解决复
杂历史和政治争议的后果。

“定纷止争”是国际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宗旨和《公
约》的本意。各种争端解决方式均应有助于实现依据可适
用的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目标，从而缓解紧张局
势，促进争议方之间的和平合作。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通
过《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寄托了各国对通过仲裁
等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希望。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宪
章》规定了包括谈判和仲裁在内的争端解决方式。

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关键在于，各国应本着合作精
神，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善意使用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
不得滥用这些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而损害其宗旨。要避
免打着国际法的旗号，损害缔约国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更不能以某一部法律，破坏业已成态的地区法治承诺和
法治秩序。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依
照国际司法程序以及国际法赋予的权利，对仲裁庭管辖权
提出合理质疑与纠偏；对裁决结果采取不承认、不执行的
立场，恰恰体现对国际法的尊重和遵守，恰恰表明中国对
避免国际法被政治化滥用的严谨态度，恰恰是对仲裁庭甘
愿充当枉法裁判角色的必要警示，恰恰是对企图操纵国际
法玩弄南海局势的不良居心的一种合法、合理的抗争。

四个“不”，是这幕闹剧中贯穿终始的正音。

导演：谁在把南海当成好莱坞

过去几年，伴随南海仲裁案，美国、日本等一些域外国

家不断在南海抛出各种“规则”，例如“航行自由”、“捍卫国
际法”等，加上一些西方媒体的应和鼓吹，南海被编造成一
个没有航行自由、没有规则秩序、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和平
稳定的“火药桶”。这种宣传造势与舆论诋毁在许多西方学
者眼中早已是见怪不怪。美国著名律师布鲁斯·费恩一针
挑破：美国当前的南海政策体现了“危险的帝国思维”，跑
到南海去渲染“中国威胁”除了加剧地区紧张、给亚洲国家
发出错误信号外，美国只会一无所获。

用各种美丽的谎言，把自己的规则强加到其他地区，
甚至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制胜法
宝，也是美国对国际法“利则用、不利则弃”的最佳演绎。南
海之于美国，恐怕是搞合纵对抗中国、拉同盟抵制中国、造
舆论诋毁中国的最佳演武场，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绝
好落脚点。

中国从来不排斥规则，中国是既有合理合法规则的坚
定守护者与推动者。但解决南海问题的规则，绝不应该是
任由几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所谓专家，打着国际法的旗号，
简单片面、颠倒是非地给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历史性的地区
问题下定论，更不应该是任由毫不相干的域外势力往地区
问题中掺沙子，夹带具有典型“选择性法治”和“片面性法
治”特征的所谓“规则”。

南海不是好莱坞，不是美国排演战略剧情的外景地。
真正的规则，需要在有关各方的对话中，权衡各方主张，考
量各种因素，协商各种方案，寻找各种可能。这是中国的定
力。

尾声：一纸荒唐言怎断南海千古事

有没有所谓的仲裁，南海，都在那里。
判不判定岛屿的属性，南海诸岛的主权及海洋权利都

不会改变。仲裁改变不了任何历史、任何事实、任何现状。
归根结底，是历史和事实不容仲裁。
对南海而言，仲裁不仅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更不会促

成任何改变。对于南海问题的解决，仲裁不仅徒然无益，更
只会挑起麻烦与事端。

仲裁庭把仲裁案从闹剧演成丑剧。但历史会给它一个
真正公道的仲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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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动仲裁程序开始，菲律宾方面主张其在中
国南海拥有“海事管辖权”的申诉已有3年。海牙
仲裁庭今年 7 月 12 日出台仲裁结果。中国从 2013
年起便态度鲜明地表示，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
方面推动的仲裁。中国为何会持这一立场？印度尼
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如下观点。

历史性权益有据可考

狄伯杰首先强调，中国一直在历史和法律层面
强调其对中国南海拥有绝对主权。毫无疑问，是中
国人最早在中国南海地区航行、捕鱼甚至是命名这
一海域。从东汉的 《异物志》到随后唐、宋、元、
明、清年间的众多史料显示，中国南海屡次被以

“石塘”“长沙”等词汇命名。七下西洋的郑和曾在
他的 《郑和航海图》 中确认过这些地名。清朝的

《四海总图》中更是将该片海域划分为“东沙”“西
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由于缺乏淡
水，中国人并没有在南海定居，但中国历朝政府在
该海域的巡查从未间断。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
这段时间里，中国在东沙建有海上瞭望台。1933
年当法国军队在中国南海侵占9座岛屿之时，中国
坚定地捍卫自己对这一海域的主权，并于 1938 年
将法军赶走。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占领南沙
诸岛，但之后的《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均
责令日本归还包括南海在内的一切中国领土。正是
基于对中国南海历史权益的考证，中国政府在1948
年出版的中国地图上标志出“11段线”（后被更改为

“9段线”）。时至上世纪 70年代，除了越南以外没有
任何国家反对中国在中国南海的主权地位。

然而，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不断有国家开始
声张其对中国南海诸座岛礁的主权甚至将其侵
占，其中包括菲律宾在中国南海仁爱礁停靠军舰
并借机占领。借助联合国海洋法就 12 海里领海以
及海上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菲律宾希望将这种占
领合法化进而公开地攫取这一地区的自然及海洋
资源。而这恰恰是中国不接受仲裁的原因，因为无
论是联合国海洋法还是此类仲裁，都无权裁决中国
对南海拥有绝对主权。由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是
内部相联系的，当事者双方共同协商将有利于问题
的解决。将此类问题诉诸国际仲裁非但无意义而且
会被中国唾弃。

和平协商才是有效途径

狄伯杰认为，与其指望仲裁，当事双方不如通
过和平协商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中国和菲律宾都是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约国，以该宣言为基础
当事双方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争议问题已被证明在
中国同东盟国家解决同类问题时切实有效。如果该机制顺利运行，类似中国南海
的“行动准则”有望建立，然而菲律宾方面执意推动的仲裁决议无疑将使上述目
标很难实现。菲律宾试图通过仲裁给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以及美国插手都将
使问题复杂化并威胁这一地区的安全。

外部势力插手只会让问题复杂化

将南海问题送交国际机构仲裁，狄伯杰认为这种方式在本案中有失公允。他
说，由于其仲裁团主席是日本人柳井俊二，而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又是显而易
见的，中国已对5名仲裁员中的4名提出异议，其中包括在此前同类问题上反对
中国立场的成员。因此，中国认为此次仲裁团的组成是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此次
仲裁更像是在为菲律宾方面做代理。例如该仲裁团已声称本案并不涉及领土主权
和海界划定，但这一裁决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中菲双边谈判的进程，因为它将使菲
律宾在同中国就领土及领海谈判上处于有利地位。

狄伯杰同时认为，美国已在亚太地区部署了25万军队，5艘航母，250余艘
舰船以及1500架战机，其目的是增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与美国的“重返
亚太”战略相吻合，但事实上它已威胁到中国南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美国不断
唆使其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一些小国与中国展开对抗，但实际上中国南海并不直接
涉及美国利益，而且美国至今甚至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因此中
国有理由相信，美国是披着主张航行及航线自由权的外衣推行其霸权同时限制中
国，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发言权。基于上述原因，中国谴责美国施行双
重标准，以“选择性沉默”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主张的那些非法被占领海域。事实
上美国从未反对某些国家在所侵占中国岛屿上展开开垦活动，例如越南已经占领
了南沙大片岛屿，美国要求“停止所有开垦活动”只是嘴上功夫。

菲律宾领导换届或许是契机

就中菲南海问题如何解决，狄伯杰相信菲律宾领导人的更替或许是一种契
机。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看起来要比他的前任更加务实。当前所需要的是当事
双方回到谈判桌旁友好地进行协商，以至促成两国间各项协定的达成。扮演美国
的马前卒只会更加损害菲律宾自身的利益，而非其他国家的利益。

捷克前总理顾问、著名政评家克雷伊奇近
日在捷克最大政评网站 《议会报》 和斯洛伐克
主流政评网 《言论》 上同时发表长篇访谈，阐
述南海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支持中方通过双边
谈判和平解决争议的立场，警告美国和菲律宾
不要在南海问题上玩火。

克雷伊奇首先指出，设在海牙的仲裁庭审
议南海案本身就不合理。2013年1月菲律宾提起
关于南海权益的诉求，但中国宣布不接受、不
参与仲裁，这使仲裁案存在诸多问题。因为仲
裁庭无权审理涉及主权、边界争议或者历史所
有权问题。有 30 多个国家对公约声明保留了意
见。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除美国未
加入 《公约》 外，其他 4个国家都进行了排除。
简言之，常设仲裁庭根本不应介入此案。

从历史上看，南海主权毫无争议地归属于
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就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包括古代地图在内有一系列证据。对南海岛屿
提出诉求的还有台湾，这其实是中国诉求的一
部分，台北的依据是 1948 年蒋介石政府同美国
划定的“九段线”。上述岛屿被划定在中国境
内，只是用的断续线。很长时间都无人对该划

界提出异议。
克雷伊奇说，美国宣称要维护南海航行自

由、捍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自相矛盾的
是，这个国家至今没有签署上述公约。南海问
题变得错综复杂，还因为它涉及诸多当事方的
经济利益，并且在历史因素和称霸野心的作用
下，使问题更加棘手。比如，西沙和南沙群岛
蕴藏丰富的海洋鱼类资源和原料，特别是石
油。上述问题正是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南海地区
国家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尤其是南海覆盖马六
甲海峡东部，从中东运往中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石油绝大多数需经此地。回程
货物不仅运往中东，而且远达非洲和欧洲。这
也是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南大门。这正
是美国不惜以军事手段对该地域加以管控的原
因。

克雷伊奇指出，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辩驳
的主权。当然一切争端必须从现实出发加以解
决，而不能采取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现在有
两个原则，一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
谁对岛屿现实管辖来判定归属。另一个是 1928
年常设仲裁庭判决美国与荷兰关于帕尔马斯岛

归属的仲裁案例。当时依据的是“有效占领”
原则，即事实占有成为所有权诉求的基础。但即
便这一原则也不能令争议各方满意。因此外交谈
判确实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的、理智的办法。

在当前情况下，解决问题可能和理想的方
案是，南海岛屿主权归中国、相关国家共同开
发南海资源。但无论何种程度的妥协，都只有
通过双边谈判达成。比如采用 2002 年中国同东
盟 10 国共同签署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达
成的解决方式。根据宣言第四条，应由直接当
事国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
议。正如 2000 年中国同越南签定关于北部湾划
界及渔业合作协定时，双方所展现出的诚意。

克雷伊奇强调，强制仲裁的挑衅手法不过
是一种炒作，只会使局势更加紧张。菲律宾恐
怕除了得到华盛顿的“良好服务”外，其余将
一无所获。这点很快就将得到验证。以提供保
障为名妄图在南海纠纷中实现自身地缘政治野
心的国家，也终将玩火自焚。紧张局势必须得
到缓和，唯有谈判、谈判、再谈判。即便是再
复杂、再冗长的谈判，也好过一日的战争。

（本报记者管克江根据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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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政评家克雷伊奇指出

南海主权毫无争议属于中国

台湾各界表示

恶意裁决无效 两岸应该联手
本报记者 任成琦 王 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