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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决心完成南海行为准则”

时值东盟成立 50周年，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最近
在菲律宾度假胜地长滩岛举行，这也是杜特尔特就任
菲律宾总统后，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以来举行
的首次东盟会议。

“东盟决心完成南海行为准则”。《马尼拉公报》报
道称，菲律宾外长亚赛东盟外长会后在记者会上表
示，东盟将与中国共同设计一项南海行为准则，东盟
希望在今年6月之前完成制定框架的工作，北京也显示
出渴望完成这一工作的姿态。亚赛说，“在菲律宾看
来，我们对于南海行为准则能在今年年中或此后不久
完成搭建框架的工作充满信心。”

各国都对未来充满信心。据新加坡 《海峡时报》
报道，新加坡外长维文在菲律宾表示，在全球面临巨
大不稳定背景下，东盟开始着手在今年6月份完成南海
行为准则框架，以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绿洲”。

“所有东盟国家都能认识到，我们尽早达成行为准
则意义重大。我们认为前进一步就能达成行为准则框
架。”《海峡时报》 网站文章引用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
马纳洛的话说。

菲律宾 《每日询问者报》 报道称，在 2002年底中
国和东盟十国签署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 14 年后，
此次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开始制定具有法律效力和约
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以切实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东盟十国有望再一次就南海问题解决方案达成一
致。

根据 《菲律宾商报》 报道引用菲律宾前国家安全
顾问吴礼斯的话说，因为菲律宾在今年担任东盟轮值
主席国，一个框架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准则可能成为
杜特尔特总统的政绩。

正如新加坡 《联合早报》 评论所说，在经历了
2016年的逐步降温之后，南海局势将迎来关键转折点。

美军巡航：“这类行动会继续下去”

就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为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努力的时候，某些国家依然不断试图搅动南海风云。

据美国 《海军时报》 网站报道，美国“卡尔·文
森”号航母 2 月 18 日抵达南中国海，开始执行巡逻任
务。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 18日在其网站上宣布了“卡
尔·文森”号的这一动向，称此次巡逻为“例行行
动”。这是“卡尔·文森”号第17次前往南中国海。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卡尔·文森”号

航母在南中国海的巡航是美国海军本月第二次在南中
国海高调亮相。不久前，暂时停靠在新加坡的美国海
军濒海战斗舰“科罗纳多”号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演习。

美国的做法引发了该地区各国的不安。菲律宾
ABS-CBN新闻网称，正当东盟外交官们坐下来谈论南
海行为准则时，美国“卡尔· 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进
入南海进行“例行巡航”，挑战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声索，这让相关讨论“复杂化”。

正如有分析指出的，如果美国要继续在南海挑起
事端，甚至加大在南海的挑衅力度，中国及东盟相关
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就将遭遇巨大困境。

可惜的是，目前还看不到美国有放弃这一做法的
打算。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报道，美国军方一位高级
官员说，“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到南中国海巡逻
表明美军致力于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的畅通，这类行
动会继续下去。

此次东盟外长会取得的成果还让日本感到酸溜溜
的。《日本经济新闻》称，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
宾在有关南海问题的讨论中起主导作用，但该国软化
对华姿态，抑制了对中国的批判，菲律宾为了寻求与
中国经贸合作，放弃对自身有利的南海仲裁结果，这
对要争取南海海权的东盟国家而言，相当不利。文章
称，身为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若采取错误行动，东盟
将变得很脆弱。

日本私底下也是小动作不断。《日本经济新闻》日
前报道称，日本政府已经确定将向东盟国家无偿提供
陆上自卫队二手运输车。候选对象国家为菲律宾、越
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在本届国会完善相关法
律后，将从今年夏天开始分别展开一对一的交涉工
作。迄今为止日本尚未批准过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在国会第一天
提出法案，将自卫队二手军备免费赠送给其他国家。

《读卖新闻》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政府此举的主要目
的，就是给菲律宾等东盟各国提供军备支援，以强化
其和日本的防卫合作，“因为这些国家都和中国有南海
争端问题”。

南海问题回到协商解决轨道

根据新加坡 《独立报》 报道，毫无疑问，特朗普
的政策将对已经面临团结问题的东盟产生影响。不
过，东盟外长们应该将重心放在东盟团结面对挑战方
面。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乔斯表示：“此次会议的一个
重要议题是各国外长将讨论世界局势的变化——包括

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变化。他们将探讨东
盟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并促进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每
日询问者报》报道称。

美国在南海正在变得更具挑衅性。美 《华盛顿自
由灯塔报》日前报道称，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打
击大队在南海海空域展开演习，此事是特朗普上任以
来对中国的第一次挑战。这次演习是在美国国防部长
詹姆斯·马蒂斯的命令下进行的。报道称，马蒂斯已经
表示将实践特朗普提出的“通过力量获得和平”政
策，并可能抛弃前任政府避免刺激中国的政策。他在
国会承诺要增加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称之为

“对于我国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美国的做法已经引发了不少质疑。根据路透社的

报道，美国前防长助理弗里曼直白地指出，“美国并不
是南海声索国”，“我的意见是，我们不会去挑战中国
对任何一个岛屿的所有权，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也
应该是越南人、菲律宾人或马来西亚人，他们才是南
海的声索方”。

据英国 《卫报》 日前报道，一名退役的澳大利亚
高级将领警告称，澳大利亚政府不要过度参与美国在
中国南海针对中国的挑衅行为。据澳大利亚 《先驱
报》 报道，在出席澳大利亚全国媒体俱乐部举行的一
次活动时，安格斯·休斯顿发表演讲警告称，澳大利亚
不应该参与到美国海军舰艇在南海进行的所谓“航行
自由行动”，原因是这一举措不会产生正面效果，甚至
会适得其反。

也有专家认为，这只是为华盛顿与北京的后续对
话争取最有利的谈判条件。俄罗斯今日经济通讯社网
站最近引用俄罗斯军事科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及
政治学家谢尔盖·苏达科夫的话说：“美方现在在南海
进行的军事动作主要是虚张声势。这是典型的懦夫博
弈，目的是吓唬对手，包括借助联盟组织，以便为自
己争取最有利的条件。现在我们没有在走向真正的战
争和军事行动，这些不会发生。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是
为了让其团队扮演黑脸，而他扮演红脸。特朗普认
为，这能够使其得到对付中国的王牌。”

无论如何，在南海问题已重回直接当事方通过谈
判协商解决正确轨道的情况下，域外国家应该做的
是，积极支持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而
不是相反。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在中国和东
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形势正在向好的和稳
定的方向发展。希望域外国家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的努
力，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题图：卡尔·文森号航母。 来源：AFP

据《韩联社》报道，乐天集团有关人士20日表示，将星州高尔夫
球场转让给国防部用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立场没有变化。乐天
将在2月底召开理事会，正式签署与韩国政府“换地”的协议。然而，
乐天内部仍有不少人担心，转让地皮后的在华事业会遇阻。仅从流通
行业来看，乐天在华运营150个乐天超市，销售额超过3万亿韩元。如
果中国政府真的对乐天采取措施，乐天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称，中国近日警告韩国乐天集团不要参与
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这是北京方面首次公开批
评该集团。“乐天将伤害中国人民，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中国人民不会
支持一家参与损害中国利益的公司。”中国官方媒体发表的一篇评论文
章称。

另就英国路透社表示，中方在消防检查后，叫停韩企乐天集团在
沈阳的房地产投资项目，这是中方对中韩关系因“萨德”出现的紧张
做出的又一回应。

对此，《俄罗斯卫星网》评论说，美国“萨德”已经伤及在华韩企
利益，许多在华韩企尝到了中国强有力的“回击”。中方不是全面禁
止，而是严格限制。然而，在华韩企抱怨，不仅经常受到各种检查，
而且还会遇到各种非关税壁垒。中国官方回应说，“一切都是按法律行
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企也不例外。”

受访专家：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李群英教授

近日，乐天集团向韩国政府部署“萨德”提供土地的消息，引来
中国的强烈抗议。作为韩国国内五大集团之一、世界五百强的跨国企
业，乐天除了在中国的沈阳、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发展零售、食
品、石化地产及金融等领域事业以外，还发展旅游业。仅在 2016 年，
中国就有近900万人去韩国旅游。作为韩国免税店行业的龙头企业，乐
天免税店去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中就有70.8%来自中国游客的腰包。对
此，乐天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激起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气愤。然
而，这种反对声已经不止于民间。

今年是中韩建交 25 周年，按照惯例，中韩将进行一系列纪念活

动，但此次政府之间的活动也被取消。“乐天事件”导致了一系列连锁
反应。该集团在沈阳在建的乐天世界停工，在淘宝的官方旗舰店全面
停业，另有几家乐天超市关闭……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明确回应，但这
与韩国部署“萨德”有着无法规避的关联。

中国并非主动向韩国施压。自中韩建交以来，无论在政治、经
济，还是外交领域的合作发展都比较良好。但是自去年7月份，朴槿惠
政府答应美在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来，中韩关系便达到了一个
冰点。

韩国“萨德”系统绝不止于朝鲜，其防御半径直接涉及中国国家
安全。中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不得不采取一些外交上的举措。
在此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韩国外长时就
强调：“一国安全不应建立在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之上，中方理解韩方
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韩方也应尊重中方的正当立场。”

（李素心采访整理）

据高盛集团称，虽然中国经济已
不在令人担忧的国家名单之列，但一
些重大风险仍然存在，包括中国大规
模的信贷繁荣戛然而止，以及当通胀
加速时中国作出过于激进的政策回
应。尽管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投资银
行预计，2017 年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发
生硬着陆，但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
温和放缓。

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月新
增贷款的规模相当于瑞典的经济产出
总额，从而引发了市场对于这种贷款

规模能否持续的担忧。衡量新增贷款
的最宽泛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月份
攀升至3.74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高位。

政策制定者已开始收紧货币市场
利率。分析师预计，中国将在不损及
经济增速的前提下进一步采取措施为
贷款降温。经济风险不仅存在于国
内。海外的威胁包括：外部需求放缓
或贸易壁垒升高——美国总统特朗普
曾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导致中国出口急速下滑，以及美联储
加息的速度快于市场预期。

2月27日，由中国与东盟国家11方

共同参与的第19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 工作组会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届时各方将就落实《宣言》、推进海上务

实合作及“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相关议

题交换意见。就在几天前举行的东盟外

长非正式会议上，菲律宾副外长马纳罗

表示，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希望年内能够

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此次会议备

受外媒关注。目前，虽然某些国家依然

试图搅乱局势，但南海形势正在向好的

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南海局势将迎南海局势将迎来关键转折点来关键转折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红红

国 际 论 道

中国反“萨德”立场不会变

专 家 视 角

图为韩国民众就部署“萨德”首尔示威。 资料图片图为韩国民众就部署“萨德”首尔示威。 资料图片

海 外 声 音

绿色和平组织报告显示，未来5年中国将继续以空
前的速度发展绿色能源，并跻身该领域的世界领导
者。中国国家能源局此前表示，中国计划在 2020年前
花费超过 360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利用。据绿色和
平数据，2015年中国就在太阳能发电量方面位居世界
第一。但 2016 年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翻番。
中国计划在 2020 年达成的目标发电量 2018 年就将实
现。绿色和平预计，2020年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份额可能达到 17%。同时，中国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
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能源体系，其中包括可以对过剩能
量进行再分配的现代能源。

——《俄罗斯卫星网》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世界领先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长期前景的
新报告《我们为何看好中国》，其中提到中国很可能会
避免一场金融危机，并将在2027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在摩根士丹利看来，中国的消费和服务业不断增
长，而关停竞争力低下的国企将为医疗、教育和环保
服务等新兴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扫清道路。这将有助于
打造在国内外都能占据市场份额的新一代中国跨国公
司。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领导层正将其关注点从刺
激经济转向控制金融风险的迹象也使他们倍感乐观。
政策层面最重要的进展，是决策者已显示出接受更低
增速的意愿，并且更加关注防范金融风险和资产泡
沫，这表明他们更加注重持续均衡的发展。

——美国彭博社

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正建造一台名为“天河三号”的超级计算
机，它的运算速度将显著超越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快的
计算机，预计在 2018年初研制完成。它将是世界上首
台浮点运算计算机，每秒运算次数达100亿亿次。这样
一来，它的运算速度将比目前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
中国“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快10倍。

据悉，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将帮助人们比现在更
精确、快速地模拟地震和疫情的暴发。中国还想利用

“天河三号”分析雾霾在全国的扩散情况。目前，中国
凭借“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占据全球最快
计算机排行榜前两位。美国最快的计算机“泰坦”排
在中国的计算机之后，位居第三。

——德国《明镜》周刊
图为“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首次采用的国

产核心处理器“申威26010”。 （资料图片）

中国将再建世界最快计算机中国将再建世界最快计算机

在通过放松信贷和政府支出强力
提振经济的背景下，中国 2016 年取得
6.7%的经济增速实属不易。中国去年
四季度经济增长 6.8%，成为 2016 年度
增速最快的季度。中国经济已经进入
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新常态，主要推动
力是家庭支出和服务业。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
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从 6.6%上调至

6.7%，超过印度重回全球经济增长率第
一，并且将对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
从 2016 年 10 月份的 6.2%上调 0.3 个百
分点为6.5%。

报告主要作者、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奥伯斯菲尔德
说：“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
动力。我们上调了对于中国 2017 年经
济增长的预测，这也是全球经济复苏
预计加快的一个关键支撑因素。”

美国《华尔街日报》：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
美国《华尔街日报》：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

美国彭博社：

中国经济一些重大风险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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