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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论道★国际论道

国际舆论认为：

南海仲裁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本报记者 宦 佳

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12日作出非法
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后，国际舆论纷纷发
声，认为仲裁结果难以令人信服。不仅不
具备法律效力，更丝毫无助于和平解决南
海领土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共同利益。中
国外交部部长王毅12日就南海仲裁结果发
表讲话称，仲裁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恶意炒
作和政治操弄，将南海问题带入了一个加
剧紧张对抗的危险境地。现在，这场闹剧
已经结束，是回到正确轨道的时候了。

公道自在人心。世界已经看清，南海
仲裁案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
政治闹剧。不仅是中国人民绝不接受，国
际上主持公道的人们也不会认同。

位于荷兰海牙的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12日公布
仲裁结果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临时仲裁庭结论荒
谬的程度和“一边倒”的偏袒态度令不少西方媒体都
有些“赧然”。

加拿大自由新闻网刊文称，这是一个滥用 《公
约》 强制仲裁程序和仲裁庭超越职权范围受理案子的
例子。

此次，临时仲裁庭“一方面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
是否拥有管辖权取决于中国历史性声索的性质，另一
方面又声称中国声索的性质取决于法律依据。这是在
做循环论证。”该网站这篇文章称，出于以上种种原
因，仲裁庭接受菲律宾的要求，承担菲律宾提出的强
制仲裁的管辖权，这是一种专横的反复无常的举动。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临时仲裁庭”到底是个什
么机构？德国 《时代》 周刊刊文称，该仲裁庭是“国
际冲突的调停机构，它并不是真正的法庭。因此，它
不能就主权问题或就海域问题进行判决。它不是固定
机构，菲律宾一案由一个专门组建的小组来处理。”

曾在联合国国际法院工作过18年的前任法官阿卜
杜勒·科罗马表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不是联合国
的司法机构，不能与联合国国际法院混为一谈，其所
谓仲裁结果也不能被误解为国际法院的裁定。

除了管辖权问题，临时仲裁庭并没有“真正关注
可受理性问题，除了表明在菲律宾和中国的南中国海
争端中没有必要第三方以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刊
文称，陆地 （和岛屿） 领土的主权问题不属于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的管辖范围，因此根本不可能构成有
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或适用”的纠纷。

更别说，临时仲裁庭的组成本身
就是政治操作的结果。日本与中国
在东海有争议，日籍庭长柳井俊二本
本应避嫌不推荐仲裁员。然而临时
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中，除一人由当事
方菲律宾指派外，其余四人均由柳井
俊二任命。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柳井俊二早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便
表示坚定支持美国的一切措施，成为
了第一批“与美国紧紧站在一起”的
外国使节。

事实上，裁决结果公布后，国
际法院在其网站首页发布提示信
息，声明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由常
设仲裁法院下的一个特别仲裁庭做
出。国际法院作为完全不同的另一
机构，至始至终未曾参与该案。

“中国对待仲裁结果的做法无可
指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安娜斯塔西亚
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称，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的做
法“于法有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
规定，若争议涉及主权问题，当事国有权拒绝任何国
际仲裁。中国与菲律宾争议的南海问题本质上是主权
问题，而不是所谓的经济权益之争。

“这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糟糕比赛”，德国“战争新
闻”网评论说，美国 100 年来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
地，现在却要阻止和平大国之一的中国保卫南海岛
礁，简直是个丑闻。西方主导的南海仲裁就是一出闹

剧。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临时仲裁庭就南海问题做

出裁决后，联合国也呼吁各方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
升级的行动。

“世界需要彻底明白这一切关系到什么。如果局势
处理不当，当今的超级大国与未来的超级大国之间爆
发战争是切实的危险。因此，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克
制。这片大海上的一举一动所产生的冲击波将传遍全
球。”英国 《金融时报》 12 日发表题为 《各国需要对
南海仲裁保持克制》的社评称。

闹剧落幕后，反对的声音迅速集聚。
美国 《华盛顿邮报》 网站刊文称：“合法性只是争论

的一部分，事实上法庭并没有立场执行任何裁决。最终，
这一问题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即在全球大国关系的博弈
中，或是在全球民意的某个想象的法庭上。这正是美国的
双重标准之所在。”该文章指出，尽管小布什政府和奥巴
马政府都为之付出过努力，但美国国会从未批准《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因此，当美国、欧盟和日本敦促中国遵守
一个“基于法律”的国际体系的时候，这种警告常常会给
人虚伪的印象。

正如香港《南华早报》所说，如果美国遵守国际条约
而非倚仗海上实力行事，那么其言论可能更有说服力。但
如今，美国只不过是个伪君子，一味玩弄权力而已。

《外交》杂志网站发表格拉汉姆·埃利森的文章称，从
未有过任何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服从国际仲裁法
庭有关海洋法的裁决。“如果中国拒绝接受南海仲裁案结
果，它不过做了其他大国这几十年一直在做的事”。

巴基斯坦 《每日邮报》 总编巴伯·马克杜姆 12 日以
《不可信的仲裁员主导的仲裁闹剧》 为题发表文章称，整
个国际社会，尤其是法律界和媒体界早就清楚临时仲裁庭
将作出否定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决定，这可能是近代历史上
法庭做出决定前国际社会便已知道仲裁结果的唯一案例。

“中国在南海享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是谁都无
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可追溯至 2000 多
年前，中国是第一个发现、命名、探索和开发南海的国
家，也是第一个对南海岛屿持续行使管辖权的国家。早在
明清时期就出版过含有南中国海诸岛地貌的地图。现代历
史中，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所有权已经得到多方认可，这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英国、德国 （东德和西
德）、法国以及前苏联的地图中都有记录。”该文章称，

“这不过是由不可信的仲裁员主导的一场闹剧。”《每日邮
报》认为，由于某些域外国家的干涉，南海问题已经从领
土主权争端转变为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焦点。南海问题已
经超越主权争议、权力和利益，成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

正所谓“得道者多助”，中国坚持不接受、不承认南
海仲裁结果的立场，已经得到了至少90多个国家的230多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公开支持，同时它们也呼吁对话协商
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柬埔寨首相洪森说，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结果是“出于
政治动机”。柬埔寨不会支持这样的结果。他呼吁域外国
家停止干预南海问题，有关方面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分歧。

12日晚间，东盟也在官方“推特”上作出表态，声称
东盟对南海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成员国重申和再次肯定
致力于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连菲律宾都有些“受不了”美国一味挑事的态度。菲
律宾《世界日报》13日发表社论批评，临时仲裁庭“乱点
鸳鸯谱”，对南海仲裁案作出一面倒裁决的“胆量”让人
为之捏一把汗，这5名仲裁员的历史常识几乎等于零。文
章称，“虽然菲方对仲裁结果表示欢迎，但由于中国不参
与、不接受、不承认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因此可以预
期，裁决并不能解决南海争端。”

“美国像一只乌贼一样，希望把南海水搅浑”。《世界
日报》称，中菲双边对话的阻力主要来自于美日两国。而
如果南海问题成为两国的长期心结，将让所有热爱中菲友
好的人士感到心灰意冷。所谓的契机就在眼前，就看中菲
两国是否愿意相向而行共同把握了。

“就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美
国只能就仲裁结果进行口头攻击
……”《印度斯坦时报》 12日称，中国在南海仲裁上的做
法反而可能成为地缘政治上的赢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无利不起早”。对于南海问题而言，
得利的究竟是谁？本地区的真正利益又该如何保证？

法国华文报纸《欧洲时报》13日发表评论文章称，这起意
在制造冲突的仲裁“没有必要也不合法”。闹剧制造者菲律宾、
始作俑者美国和希图渔利者日本蓄意挑起和操纵仲裁，是企
图煽动和利用国际舆论损害中方国际声誉，从中套利。此套
路虽不难识破，却已形成制造麻烦、绑架多方的事实。

“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为未来的亚太地区树立一个糟糕
的先例。在最糟的情况下，它将导致争端激化成为冲突。”澳
大利亚洛伊解读者网站刊文称。

“这样的仲裁结果不利于未来的政治磋商，因为相关方
可能会利用该裁决来强化自己的立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刊文称，对菲律宾而言，这样的仲裁结果会抵消菲律宾新总
统杜特尔特想要通过磋商解决争端的意愿所产生的效果。

“菲律宾新上任的总统杜特尔特或许在
寻求一种结果，取代只对军事承包商和好斗
民族主义分子有利的军事对抗的‘三输’局
面。”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文称。

毕竟南海局势一旦紧张甚至混乱，亚太
地区稳定与发展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必
将受到影响。“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已建立自由
贸易区，双方年贸易额达数千亿美元，存在巨
大共同利益，不要让共同利益因争议问题受
到损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专家彼得罗夫
斯基说。

不仅仅是东盟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澳大
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刊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
略国防研究中心教授休·怀特的一篇文章称，
如今与中国决裂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恐怕美国
已无法承受了。“这意味着，美国高调部署军
力所暗含的威胁或许只是虚张声势。如果北

京继续采取行动，华盛顿可能会面临一种灾难性的选择。它
要么后撤，这等于承认中国在该地区的优势日益增加，以及
美国领导权相应的衰落；要么展开一场武装冲突，它很可能
会升级为一场主要冲突。我们希望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
这种可能性确实会让局面变得相当危险。”

“重要的是使该区域的所有争议不越过谈判进程的框
架，不转变成危险的国际冲突。为此该地区之外的大国必须
不干涉这些争议，相关各国通过和平政治手段在国际法律
基础上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俄罗斯卫星网援引莫斯科卡
内基中心亚历山大·加布耶夫的观点称。

“在某种程度上，目前南海形势的发展超越了判决本
身，菲律宾新总统在判决前多次重申，希望与中国重启双边
谈判，这表明南海各方都希望以政治手段，用外交和双边谈
判来解决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
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来西亚总理前政治秘
书胡逸山表示。

当下域外大国想借着仲裁结果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挑
拨离间”的行为恐怕难以如愿。毕竟中国在南海地区开发的
公共设施已经有所成效。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
国在永暑礁上建设的飞机跑道也可用于民用飞机。该媒体
还报道称，“北京已经在帕拉塞尔群岛（即我国西沙群岛）建
造了两座灯塔和 4 座灯桩，并为无线电通信和民用手机网
络建设了多个基站，从而对该地区实现信号全面覆盖。”

是时候让南海问题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了。

“无效”的仲裁

所谓的“国际仲裁”究竟有多大效力？
着急出来发声的美日等域外大国好像忘
了，它们自己对待这样的裁决曾经是什么
态度？

▶案例一：
在 1983 年底和 1984 年初，美国在中

美洲国家尼加拉瓜的多个港口附近布雷。
尼加拉瓜于 1984 年 4 月将美国告到海牙
国际法庭。而美国在尼加拉瓜申诉的前 3
天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对于1946年美国发
表的接受国际法庭强制管辖的声明在两
年内不适用于“与任何中美洲国家的争
端，或由中美洲发生的事件引起、或同中
美洲事件有关的争端”，该通知立即生效，
排除国际法庭对美国的管辖权。在美国阻
止国际法庭审理此案失败后，美国随后宣
布退出国际法庭。在 1986 年 6 月，国际法
庭做出了有利于尼加拉瓜的判决。但由于
国际法庭没有执行权，尼加拉瓜不得不去
安理会申请执行。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连续 5年行使否决权拒绝执
行。此后，尼加拉瓜又去联合国大会寻求
帮助。尽管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结果是尼加
拉瓜获胜，美国依旧无视判决。1992年，尼
加拉瓜撤诉。

▶案例二：
日本也曾无视国际法庭的禁令。长期

以来，日本以科研的名义进行商业捕鲸，
捕猎的鲸肉进入本土的市场和餐馆。为阻
止日本以科研调查为名捕捞南方蓝鳍金
枪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在1999年便提
起了仲裁。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仅 2013年，日本就以科研名义捕杀 417头
鲸，而全世界当年的鲸捕杀量为 1600 头。
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于 2014 年 3 月就澳
大利亚诉日本捕鲸案做出判决，认定日本
每年在南极海域捕鲸并非出于其自称的
科研目的，违反了 1986 年的《全球禁止捕
鲸公约》，要求停止这一活动。然而2015年
12 月 1 日，一支由 4 艘船组成的日本捕鲸
船队不顾国际法庭的禁令和动物保护组
织的抗议，在日本政府巡逻船护航下启程
前往南极海域，恢复所谓的“科研捕鲸”。

▶案例三：
2003 年，美国罔顾 《联合国宪章》

的主权原则和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对伊
拉克等国进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
以及在美国监狱对士兵进行非法关押和
虐俘行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的相关原则。 （孙 萌整理）

资 料 链 接资 料 链 接

7月13日，《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
议》白皮书发布会现场。 陈晔华摄 （据新华社)

闹剧 范建平作 （新华社发）

在中国南海驻守的士兵 （图片来源：日经中文网）

仲 裁 无 理仲 裁 无 理 ——“中国的做法无可指责”

仲 裁 无 力 ——临时仲裁庭“乱点鸳鸯谱”

仲 裁 无 利 ——挑拨离间难以如愿

（南海军演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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