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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创立的中
国南海网（www.nanhainet.cn）于 7 月 18 日
正式上线。这是首个专门针对南海问题的
专业资讯网站，对于揭示南海问题真相、提
供南海服务信息有着重要意义。

在当天举行的上线仪式上，人民日报
社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王树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戴旭，人民
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王咏赋、李建兴、刘
玉琴，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
所长商乃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执行院长王文，海外网总经理、总编辑
姚小敏等共同启动水晶球，祝贺中国南海
网上线。

王咏赋在致辞中指出，在未来一段时
期内，南海问题都将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
点，因此，此时创办中国南海网正当其时：
首先，这是在南海问题上展开舆论斗争、发
出中国南海主张的需要；其次，这是为了服
务海内外民众对南海信息的需求，普及南
海相关知识；同时，这还体现了人民日报海
外版推进媒体融合、打造新的舆论场的追
求。王咏赋还对中国南海网的定位提出了
具体要求：中国南海网要努力建成南海问
题的权威资讯平台，服务广大海内外读者
走近南海、了解南海的信息需求。

戴旭在致辞中肯定了中国南海网诞生
的“不同凡响”，希望这个网站“担当伟大的
历史重任”。戴旭指出，南海问题正成为国
人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个非法的仲裁，
是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和转折的开始，从内
部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经受考验的开始。
他还建议，在“后仲裁时代”，应全民关注南
海，加强南海的自主开发。

随后，中国南海网主编牛宁向与会嘉
宾介绍了中国南海网的创办宗旨和特色内
容。“中国南海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
网“报网融合”的最新举措，集知识性、资料
性、专业性于一身，面向海内网读者，及时
呈现关于南海的最新资讯与服务信息。网
站首页首屏设立“南海观察”、“最新资讯”
两个原创内容栏目，针对舆论热点进行解
读。此外，网站还通过“历史经纬”、“玩在南
海”、“开发与建设”等图文并茂的信息类频
道，帮助读者全方位了解南海的昨天、今天
与明天。

上线仪式由海外网副总编辑聂传清主
持。王文主持了随后的南海问题研讨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戴旭、中国
海洋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主任金永明、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
所长康霖、中国社科院海洋法与海洋事务
研究中心主任王翰灵、中国社会科学院亚
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叶海林、海
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晓博、海
外网专栏作者高望等与会专家学者针对南
海“仲裁案”的后续影响和南海局势的未
来走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专家发言过后，现场媒体记者迫不及
待地进行互动提问。来自香港中评社记者
提问：越南正在谨慎评估仲裁案的影响，这
个结果对越南的南海权益主张是不利的。
那么，中国是否会同4个南海权益声索国进
行接触，与东盟国家合作？

康霖表示，南海仲裁案对越南是不利
的，削弱了越南在南海声称的权益的法律
基础。如果越南反对仲裁案的结果，中国当
然是欢迎的。已经有几十个国家支持中国
的南海主张，越南自然可以加入其中。

康霖指出，仲裁结果对越南不利，对文
莱也不利，甚至对菲律宾自己也是把“双刃
剑”。仲裁既然否定了南海区域内存在岛
屿，那同时也就否认了菲律宾在南沙以岛
屿为中心，主张 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那
么，今后菲律宾在南沙中部地区进行油气
开采和渔业捕捞，本身就没有法律依据，是
侵犯中国主权权益的行为。

中国南海网的上线受到海内外媒体的
广泛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
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搜索、360、搜狐
网、中国日报网、观察者网、今日头条、
一点资讯、海峡之声、人大重阳网等近50
家媒体在其显著位置转发消息。此外，多
维新闻网、加拿大加西网、星岛环球网、
外来客等境外媒体也纷纷全文转发中国南
海网上线的报道消息，并在首页显著位置
呈现；中评社则以 《中国南海网上线 阐
明立场引导舆论》为题刊发独立文章。

在新浪微博，关于“中国南海网”的
话题阅读量近16万，网友积极参与评论。有
网友留言表示：在南海问题上需要有个统
一的舆论指向，希望中国南海网能够“网如
其名”，对外发出我们中国声音。还有网友
给“中国南海网”留言：非法仲裁案，中国不
接受、不参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主权
问题，没有商量退让的余地。

南海仲裁结果的出台，有可能由坏
事变好事。

此事至少有三重“积极意义”，一
是，仲裁出台前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第一次掀起了一场大的社会共识与关
注，这无疑是一次全民教育，推动了民
众对南海的了解，中国南海网的成立也
将起到这样的作用；二是，在南海岛礁
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航空线
路、手机信号等的建设会更快推进，此前
已有消息称 3G 信号已经覆盖南海全域；
三是，中国海洋事务的治理会向前推进，
行政管辖、决策流程会进一步优化。

第一，美、日、菲
都知道，仲裁结果这张

“废纸”起不到丝毫作
用，但他们为什么要
搞？就是要关上中国向
东走向太平洋、向西走
向印度洋的通道，让中
国只能向内陆发展，打
断中华民族复兴的进
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日前在演讲中，把南海仲裁案和美国在亚的“自
由航行”行动相联系，称为“时代大格局的一部
分”。卡特还赤裸裸地说，美国今天与中国的关
系，就像 50年前和苏联的关系模式一样，也就是
说，要按照解决苏联的模式解决中国。

第二，针对美日等国的长远战略图谋，中国
也应有长期的反制措施。中国应该利用类似中国
南海网这样的平台，集聚海内外华人、各行各业
民众的力量。在具体措施方面，可以加强在南海
的行政管控和军事威慑。

第三，中国要加强南海的大开发，“全民挺进南
海”，加紧自主开发。美菲对南海“下手”，有过去
南海疏于管理、疏于开发的因素，今后，要以当年
汉武帝开通“河西走廊”的决心和意识，开通“南
海走廊”。

对美日图谋应有反制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戴旭

南海仲裁可由坏事变好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

行院长 王文

南海仲裁案结果完全否定了中国的合法权
益和主张，让我们丢掉幻想、面对现实。首先
我们应就仲裁案的内容，它在法律上存在哪些
问题，它如何滥用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
缺陷，在舆论层面上进行梳理和批驳。其次，
对中国主张的对南海“历史性权利”和 《公
约》的关系，我们要加以研究，对外说清楚。

美日利用南海仲裁结果向中国施压，要求
中国执行。中国在处理与这些国家以及东盟国
家的关系时，基本立场是，不会根据所谓最终
裁决的结果进行谈判和协商。

在国内，我们要加强统筹海洋体制、机制
建设。目前中国有很多有关海洋管理的机构，
但没有规范的法律对它们的职权进行划分。因
此，应尽快制定《海洋法》，同时，在国家层面
上总体规划，明确问题，建立“南海领导小
组”等机构。

丢掉幻想，面对现实

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上海）主任 金永明

越南对仲裁结果的反应值得关注。南
海仲裁案结果出来，认为南海域内不存在
岛屿，全都是“礁”，也就不存在 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的权益，而越南在南海有很多
油气开发的利益，所以这个裁决对越南也
是不利的。越南未来怎么应对仲裁结果，
中越是否会在南海问题上转向一定的默
契，共同应对菲律宾的做法，值得思考。
从资源开发的角度而言，仲裁案对中国有
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仲裁案后，美国可能加大力度介入南海，
这不一定是坏事。美国可能派遣更多的军机
和军舰来南海，对中国南海岛礁进行侦查。从
某种角度来看，美国到南海来越多越好。中国
的海外利益遍布全球，有朝一日中国也要在
海外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可以从美国这一
次的做法，了解所谓的“游戏规则”。

中国应学会

在海外维护自己利益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

究所副所长 康霖

仲裁结果“越线”，
是非法无效的。“仲裁”
把太平岛判定为“礁”，
不承认是岛，这在很多外
国人看来都是很荒唐的，
缺乏基本常识。我们不执
行这个仲裁，理直气壮。

美国为了强迫中国执
行仲裁，派了两艘航母过
来，但这也能将其转化为机遇。美国大军压境，中国仍
然很强硬，那他的“小兄弟”菲律宾、越南就会看到美
国的虚弱，美国在南海的影响力将被削弱。所以，中国
能利用这个机会，反制美、菲、越等国。中国的军方、海
警要加强在南海的防卫。

南海目前是“两个秩序”之争。一个是美国主导
的，由它的盟友菲律宾、越南、日本支持的，要建立以

“仲裁”裁决为基础的，有利于他们的秩序。一个是中
国长期和东盟国家合作的，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
中菲南海问题协议等为基础的秩序。中国要打掉的，
就是前一个秩序。

最后，所谓仲裁认定太平岛是“礁”，让蔡英文
当局有所反思，反思原来在南海问题上亲美的立
场。我们可以以仲裁为契机，促进两岸在南海问题
上的合作。

两岸应加强在南海的合作

中国社科院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

主任 王翰灵

首 先 ，
要 以 一 个 常
态 化 的 心 态
看 待 南 海 局
势 。 目 前 国
内 媒 体 对 南
海 的 报 道 是
应 激 式 的 反
应 ， 但 未 来
要 转 入 长 期
的 管 辖 权 的
斗争。一些媒体所谓中国在南海“首战告
捷”的说法，不够负责任。

其次，中国的南海主张得到了很多国家
的支持。这说明，正义在中国一边。

第三，美国对于中国南海主权的挑战会
是长期的，不是仲裁案这几天的事。美俄在
黑海的“斗法”，持续了几十年。中国在南海
维护主权的斗争也会持续很长时间，既不要
宣扬“速胜论”，也不应过分夸张“战云密
布”。

国内媒体主要应建设中国民众关于南海
的常识架构，要有大局观和负责任的态度，
向民众传递一个正确的南海问题常识和逻辑。

中国在南海仲裁
案上的态度是不参
与、不接受。南海问题
可能短时期内不会有
更好的解决方案。从
日前中国发布的白皮
书可以看出，我们目
前依然坚持采取谈
判、协商的手段来解
决南海问题。

维护中国利益的手段有很多，不一定都是战
争。7 月 12 日仲裁结果出来前后，中国两架民航飞
机降落南海；目前我们在南海已经建设3个机场，拥
有 3000 米的跑道，这也是维护南海权益的重要举
动。中国体量这么大的国家，在南海的建设进行得
很快，一定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菲律宾这些国家都
能清晰感受到。

当前网上有很多要求武力解决南海的言论，但
这不是国家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动用多样化
的手段，不是简单的强硬或是武力解决。南海的面
积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在全球海洋面积中只占到
0.9%。作为发展中的海洋大国，南海的权益我们要
争取，全球的海洋利益我们未来也要争取。因此，
类似美国的“航行自由”这样的观点，我们也要加
以分析、吸收，不是简单的批判。

所 谓 仲 裁
结果出来后，中
国保持了克制。
仲 裁 结 果 出 来
后，可以看出，中
国 是 有 长 远 的
打 算 和 战 略 定
力的。有的学者
提出，采取“黄岩
岛模式”，对菲律宾、越南采取一系列行动，收回
它们所占领的南海岛礁，但中国没有这样做。维
护南海的稳定，是中国的一个大前提。

中国在南海的建设力度很大。以前一直说
太平岛是南海最大的岛礁，其实还不到 0.5 平
方公里，现在我们扩建的美济礁有5平方公里、
永暑礁近 3平方公里，我们在南海控制的岛礁
面积是最大的。另外，我们在南海建的 3 个机
场，基本上能够覆盖整个南沙群岛的区域。

通过仲裁案，使我们的国家和中国的民众
认识到南海问题的紧迫性。美国想通过所谓的
仲裁案的“程序正义”实现所谓的“实体正义”，
但是仲裁本身的程序是有瑕疵的，美国的目的
没有达到。经过这个过程后，中国利用国际法
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家权益的能力，都会有
相当的进步。

南海维权斗争将持续很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 叶海林

用多种手段维护中国权益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晓博

用多种手段维护中国权益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晓博

中国有长远打算和战略定力

海外网专栏作者 高望

中国南海网上线仪式暨南海问题研讨会中国南海网上线仪式暨南海问题研讨会77月月1818日在京举行日在京举行。。 谢谢 明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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