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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12 日作
出所谓最终裁决，13 日出版的香港主
要报纸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仲裁结果
罔顾历史与法理事实，根本没有法律
效力，只是“废纸”一张。

《大公报》 发表社评指出，海牙仲
裁庭所谓“裁决”罔顾历史与法理事
实，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
则，是对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
粗暴侵犯。仲裁庭否定了中菲间存在
的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协议，接受菲
单方面提出的仲裁请求并作出裁决，
完 全 背 离 了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以下简称 《公约》） 争端解决机制的
目的和宗旨，损害了国际法的完整性
和权威性，为滥用 《公约》 开了一个
恶劣先例。

《星岛日报》 社论表示，根据国际
法，国与国之间须在双边友好协商未
能解决争议后，才可以提出仲裁。此

次中国和菲律宾没有就南海问题作出
磋商，菲律宾即单方面寻求仲裁，并
不符合法定仲裁条件，但仲裁法庭却
仍然开庭审议，因此这个仲裁本身是
否合乎法律程序，实在大有问题。

《明报》 发表的社评认为，中国对
南海诸岛的主权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
前，中国对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仲裁庭却
对此完全无视，彻底否定中国在南海
的主权和权益。此外，仲裁庭将南沙
群岛所有海上地物都裁定为岩礁，令
人费解，这样的裁决让人联想到是出
于政治考虑和政治操作。

除了质疑仲裁庭裁决的合法性，香
港舆论还对做出裁决的仲裁庭本身的
中立性和公正性提出疑问。多家媒体注
意到仲裁庭 5 个仲裁员的身份背景，质
疑仲裁庭本身人员组成有失公允。

《东方日报》 评论认为，仲裁庭的

公正性一直备受质疑，它起码是深受
西方舆论影响的。而西方舆论经常将
中国妖魔化，仲裁庭的这一裁决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已不言而喻。仲裁案就
是一场闹剧，与其说是“仲裁”，不如
说是“偏帮”。

《明报》 社评认为，仲裁庭的裁决
客观上使南海争议更加复杂化。若各
方埋首缠斗，得到好处的或许只有域
外国家，当事国极可能各败皆伤。期
望东盟诸国领袖展示政治智慧，为南
海的稳定、和谐、发展和繁荣奠基。

《文汇报》 社评表示，谁在遵守和
维护国际法，谁在曲解和践踏国际
法，事实已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仲裁案的幕后反映出某些外部势力企
图借南海问题来围堵中国的战略图
谋，其目的根本不是对外宣称的所谓
主持国际正义，而是要借此来遏制和
围堵中国，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阻

挠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
香港互联网新媒体 《香港 01》 评

论认为，南海争议不仅是一个复杂的
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
题，期待这样的争议在短时间内得到
解决根本不切实际，南海仲裁结果更
不可能为解决问题提供任何捷径。正
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思考解决南海
争端现实可行的途径，避免零和博
弈，才是各方应该着力的地方。

《香港商报》 的评论员文章指出，
中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
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
解决有关争议。这一坚定立场，代表
了国人心声，也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支持。这场仲裁闹剧已结
束，历史终将证明，谁才是国际法治
与秩序的真正维护者。

（据新华社香港7月13日电）

香港舆论：

所谓南海仲裁结果是“废纸”一张
谢希语 颜 昊

“香港高考”今日放榜
本报香港7月13日电（记者陈然） 有“香港高考”之称

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DSE） 今日放榜，4 名学生考获 7 科
5**的顶尖成绩，荣登应届“状元”，人数为历届最少，其中3
人为女生。

在本届68000多名考生中，约36%考获入读本地大学的最
低要求，较去年微升 1.2%。也有不少考生因成绩未达大学录
取标准，转而报读职业训练局职专文凭课程或由香港特区政
府教育局开设的毅进课程。香港各院校和培训机构共提供约
74000 个学额，包括 24400 个学士学位、31700 个副学士学位
和11300个其他文凭学额等。

据介绍，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自2012年起开始实行，学生
在完成3年初中及3年高中教育后才可应考。大部分考生报考
4个核心科目 （中文、英文、数学和通识教育） 及 2至 3个选
修科目，选修包括高中科目、应用学习科目和其他语言科
目，例如化学、经济、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日语等。

考生在各科目中的表现分为1至5等级，第5级为最高等
级，其中表现特别优异的将获5**标志。教育人士表示，今年
预计考生总分需达22分或以上，才可顺利入读大学。

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工具书又出新版
两岸大学生书法夏令营开营

本报西安7月12日电（记者吴储岐） 日前，2016年两岸
合编中华语文工具书第二次成果发布会在西安举行。大陆编
委会词典编写组组长李行健介绍了大陆版 《中华语文大词
典》（试印本） 的编写过程。他说，《中华语文大词典》（试印
本） 是在 2012 年两岸合编的 《两岸常用词典》《两岸通用词
典》 基础上扩充字头和词条编成的。词典收字头 1.1万多个，
其中包括大陆 《通用规范汉字表》 中的8105个字和台湾 《国
字标准字体母稿》 中的常用字和次常用字，收录两岸共同使
用的同中有异、同实异名、同名异实、属于一方特有的词条9
万多条，共10万多字词条目。

2016两岸大学生汉字书法艺术交流夏令营同日开营。据
了解，来自陕西和台湾高校的十多所高校100名大学生将在为
期8天的时间里，参加汉字书法艺术讲座、书法教学、书法创
作展示、观摩碑林等活动，通过“体验式交流”，了解两岸语
言文字使用和交流现状，体验两岸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同根
同源”“和而不同”，增进理解信任，共同珍惜、尊重和传承
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增加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认同。

海外统促会强烈谴责南海仲裁闹剧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记者张盼） 近日，海外统促会以

发表声明、侨界集会、接受采访、举办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强烈谴责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政治闹剧，坚决拥护中国
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呼吁南
海问题相关国家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7月8日，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2016·曼
谷）千余名海外华侨华人与会代表集体发声，指出南海诸岛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海内外中华儿女坚决支持中国政府
对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
呼吁菲律宾政府以中菲关系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为重，与
中国政府一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12日，所谓仲裁庭决议出炉后，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联合会、美洲中国统一促进会联合总会、欧洲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东部非洲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南美洲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等洲际性统促会组织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相继发
表声明，强烈谴责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和国
际正义的强盗行径，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南海诸岛拥有主
权，坚决反对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

海外统促会纷纷表示，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各
统促会的神圣使命，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向所在国主
流社会和民众说明事实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
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

针对南海仲裁闹剧结果出炉，台湾
舆论持续发酵。一方面，南海最大岛屿
太平岛被降格成“礁”，让岛内各界大
感意外。“无理判决”、“黑箱仲裁”、

“一面倒”、“硬拗”等词语在 13 日的岛
内报纸版面上随处可见。台湾新当局的
立场也空前强硬起来，并迅速派遣巡防
舰赶赴南海宣示立场。同时，认为两岸
成为仲裁案最大受害者的声音越来越
高。因为就在美国“重返亚洲”之际，
这样的判决背离事实甚远，难脱“政治
仲裁”嫌疑。不少媒体呼吁，两岸应该
有维权默契甚至破冰联手。

无法置身事外

台湾 《联合报》 13日以 《南海仲裁
是荒腔走板的不智判决》 为题的社论认
为，仲裁庭否定中国大陆主张的九段
线，太平岛则被认定为“礁岩”而非

“岛屿”，不可主张专属经济海域。这对
两岸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结果，仲裁庭
不仅昧于事实，且偏颇不智，势必治丝
益棼，引发南海更多争端。

《中 国 时 报》 同 日 社 论 则 认 为 ，
美、日等欲借此制约中国大陆对南海之
掌控的意图昭然若揭。事涉太平岛地位
及“U 形线”内相关之海域利权，台湾
无法置身事外。因为两岸对南海的权利
主张，不仅“历史性权利”遭法律上的
否定，在南沙群岛最大天然岛屿太平岛
被曲解为“礁”后，亦无从依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121条，享有200海里经
济海域，形同以国际法迫使两岸退出南
海。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认为，这
份裁定把太平岛法律地位“降格”，反
而升高南海的紧张、扩大原有的对立、
侵害了台湾的权益、破坏了南海的和
平，更伤害了仲裁法庭的公正性。马透
过脸书表示，“非常错愕与愤怒。”他抨
击，在背后操控的势力看似赢了面子，
其实却输了里子。

台湾各界怒批，“太平岛若不是
岛，冲之鸟礁更只是鸟。”连绿营都有

“立委”表示，应该采取动作，安排民
间人士或者“立委”到太平岛考察发
声。蓝营更表示，蔡英文应该即刻登岛
宣示“主权”。

台湾权益谁顾？

岛内认为，如今美方将可借助所谓
裁决，“合理化”美军巡防南海动机。
只是这样的判决，不仅“崩解”仲裁庭
的公信力，也戳破了曾经的假象，引发
一系列问题。

有人投书媒体直言，“是美国先毁
掉国际仲裁的！”1984 年，美国在尼加
拉瓜港口布雷，遭尼加拉瓜一状告到海
牙国际常设法院并宣判美国败诉。1985
年 1 月 18 日，美国宣布退出国际法院，
指责尼加拉瓜兴讼乃出于政治与宣传目
的，误用国际法院云云。至今美国未重
返国际法院。此外，美国更非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的缔约国，美国在全球海
域的霸权，素来是靠坚船利炮，而非以
理服众。

有岛内专家表示，如果太平岛不算
岛，恐怕世界上一多半岛屿都不符合标
准，包括日本的冲之鸟礁，美国的贝克
岛、金曼礁等在内都有疑问。其中冲之
鸟只有 3 个榻榻米大小，过去日本一直
对外宣称冲之鸟是岛不是礁，企图扩张
本身的经济海域，而不被大陆和韩国所
接受，只有台湾新当局强调“没有特定

立场”。如果美、日不能按照统一标准
表态，何以强加南海仲裁结果于大陆和
台湾？

媒体直言，美国为遂行其亚太再平
衡政策抵制中国崛起，一再拉拢台湾，
但是在南海主权争议上显然是以其自身
利益为优先，不会顾及台湾的权益。蔡
当局如果指望美国，后果很可能如同太
平岛的仲裁结果一般。两岸对于南海拥
有相同的历史权利主张，面对国际强权
的染指，只有共同捍卫这片祖先留下的
资产，才对得起历史。

切莫进退失据

《联合报》 报道说，日前一度传出
民进党当局准备“微调”对南海“主
权”的论述，可能不再重复过去国民党
当政强调的“固有疆域”或“十一段
线”的“历史主权说”，而强调依国际
海洋公约处理，只凸显对太平岛的实质
占有，以免让国际社会误认为台湾与大
陆“联手”。

但是如今太平岛被降为礁，对于这
样被矮化的结果，让向来亲美日、远大
陆的民进党更难堪了。在仲裁案之前，
台湾主张南海各声索方的主张都必须依

照国际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九
段线”或“十一段线”却被认定没有法律
依据，如果岛内不从历史及实质面据理
力争，如何赢回“法律”这一仗？

有媒体评论，民进党过去对马当局
捍卫南海“主权”充满讪笑，如今责任
都落在自己肩上。蔡英文 13 日登舰宣
示，大家也等着看她能否提出完整的南
海“主权”论述。

《中国时报》 更是建言，蔡英文当
局在南海的因应作为上，切勿画地自
限，自废武功，自南海撤退，更莫因陷
入岛内政治的“统独”迷思，动摇1947
年以来的“十一段线”主张，造成在两
岸关系及南海博弈中进退失据。

凸显命运与共

有细心的媒体观察到，12日晚间的
央视新闻联播都罕见播报了“台湾当局
的声明”。加上台湾当局“绝不接受仲
裁”的表态，已创造两岸共同对话基
础。南海问题若能重建两岸互信与默
契，或可望为两岸关系迎向“Ｕ形”微
笑曲线。

有台北市民投书媒体说，本于同舟
一命之道理，两岸亟须对南海主权争议
寻求共识。两岸对南海议题，最少要维
持相当程度的默契，切忌彼此孤立无
援，给南海周边国家可趁之机。

台湾《旺报》在13日晚间刊发社论
表示，南海仲裁案出炉，看似不利两
岸，但换个角度思考，或许也提供了两
岸同仇敌忾，共护祖产，建立互信的契
机。蔡当局要审慎以对，化危机为转
机，调整台湾的战略布局，让南海仲
裁，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中华两岸文经观光协会创会会长许
文彬也认为，黑箱仲裁凸显两岸命运与
共。面对南海议题，海峡两岸因着历史
情境，如今彼此实有“命运共同体”的
感受与体认。该趁此时点开启两岸和平
发展新局。《旺报》 表示，两岸能否借
此携手合作，为僵持已久的两岸关系

“破冰”，共同面对南海问题，维护“中
国固有疆域”，考验蔡当局智慧与决
心。建议两岸借后续声明，给予彼此互
相支持和呼吁，逐步释出善意，营造两
岸重启对话氛围。

因自导自演短视频而成为跨越海峡
的“网红”，1988年出生的侯汉廷被两岸
网友称为“台湾男版papi酱”。日前，他
在台北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谈起自
己的理想：“当然是希望中华民族复兴、
强盛，希望海峡两岸通过和平对话解决
分歧，最终实现统一。”

戴着眼镜，一米七的个头，侯汉廷
看上去文质彬彬，却有着非凡的辩才。
他 2012 年加入新党，目前担任该党新思
维部主任，负责文宣工作。

侯汉廷曾连续两年获得海峡两岸高
中学生辩论赛“最佳辩手”称号，如今
他经常参与电视节目录制和各种研讨
会，讨论热点问题，虽然还在上大学，
但已经是一位人气颇高的青年公众人物。

侯汉廷说，朋友告诉他大陆“papi
酱”的网络视频很红，他看了之后就开
始效仿制作 《鬼岛那些事》 的视频，针
砭时弊，嘲讽岛内政治乱象，在社交网
络平台上迅速爆红，影响力还跨过了海
峡，如今他在新浪微博的粉丝数已超过
11万。

在新党总部会议室里，侯汉廷和记
者聊起自己的成长经历。会议室一面墙
上挂着写有“中华儿女”四个大字的匾
额。

谈起对中国人的认同，侯汉廷认
为，这与家庭和小时候的教育有很大关
系。他的祖父是河北滦县人，1949 年来
的台湾。

“我上小学时，教科书还没怎么受到
‘去中国化’的影响，接受的历史教育很
自然使我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侯汉廷
说，自己小时候喜欢看关于中国历史文
化的漫画书，比如 《史记》《论语》 等，

“很自然觉得这是我们的历史”。
到了高中阶段，赶上陈水扁当局大肆推行所谓“去中国化”

的文化历史教育，但是侯汉廷坚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对大陆的
经济崛起、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等，他说自己同感荣耀。

“我反对‘台独’，因为我认同中国的文化历史。我是一个中
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

对于民进党新当局上台后即宣布废除旨在消除“去中国化”
影响的课纲微调政策，侯汉廷认为，这是“台独”思想试图重新
染指教育，而自己对台湾社会最担忧的就是政治操弄下“仇中”

“反中”情绪的蔓延。
“年轻人受到‘去中国化’教育的负面影响，容易被政客、媒

体煽动。”侯汉廷说。
在大学里，侯汉廷创立了“中华复兴社”，这是一个旗帜鲜明

反对“台独”的学生社团，旨在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两岸交流。
他对记者说，希望台湾青年增加对大陆发展和进步的了解，消除
误解，更多地参与两岸青年交流，一同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
展。 （据新华社台北7月13日电 记者李来房 陈键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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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2日，NBA 球员杜兰特在活动中向香港青少年
球员示范运球。当天，杜兰特出席在香港修顿室内运动
场举行的篮球训练活动。在活动中，杜兰特带领24名香
港青少年球员进行训练，向他们传授球技，与他们分享
篮球心得。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球星杜兰特访问香港

台湾挨闷棍 太平岛成“礁”

“黑箱仲裁”足证两岸命运与共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台湾挨闷棍 太平岛成“礁”

“黑箱仲裁”足证两岸命运与共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太平岛俯瞰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