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西亚非洲 6 编辑部版权所有

#论  坛#

土耳其与希腊爱琴海争端解析

吴 传 华

  内容提要  爱琴海被土耳其和希腊环绕, 对双方而言均具有高度的政治、经济、军事和

战略意义。土耳其和希腊关于爱琴海的争端有其历史渊源, 同塞浦路斯问题等纠结在一起,

致使两国长期相互对立和敌视。爱琴海争端涉及岛屿归属、领海宽度、领空范围、大陆架划

分以及岛屿非军事化等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 不仅直接影响土、希关系, 而且严重威胁地

区和平与稳定。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土希关系出现缓和, 但两国在解决爱琴海争端问

题上均未作出让步, /爱琴海冷战0 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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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琴海位于地中海东北部, 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必经海域, 被两个国家所环绕, 东面是土耳其,

西面是希腊, 两国除在北部有少部分领土接壤外, 其余大部分领土隔爱琴海相望。爱琴海面积约 8万

平方英里, 海上大小岛屿星罗棋布, 其中 2 400多个属于希腊, 另有 60余个属于土耳其。¹ 爱琴海岛

屿可以划分为七大群岛: 色雷斯群岛、东爱琴海群岛、北斯波拉泽斯群岛、南斯波拉泽斯群岛 (或

称多德卡尼斯群岛 )、基克拉泽斯群岛、萨罗尼科斯群岛和克里特岛及其附近岛礁。希腊素有 /千岛

之国0 之称, 其大部分岛屿分布在爱琴海, 直接关乎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对土耳其而言, 爱琴海

是其从北部和西部出入地中海的通道, 保证爱琴海航海和航空自由权, 实现海上和空中出入畅通无

阻, 对土耳其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º 正是由于这种战略重要性,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在爱琴海问题

上尖锐对立, 互不相让, 产生了一系列争端, 涉及岛屿归属、领海宽度、领空范围、大陆架划分等诸

多方面, 异常复杂而又极为敏感。土耳其担心希腊将爱琴海变成 /希腊湖 0, 而希腊唯恐土耳其会占

领 /半个爱琴海 0。20世纪 70年代以后, 随着爱琴海海域发现石油, 土、希对爱琴海的争夺进一步

加剧, 多次引发严重危机, 甚至濒临战争边缘, 两国关系和地区局势因此长期高度紧张。

土 耳 其 和 希 腊 历 史 恩 怨 及 爱 琴 海 争 端 的 由 来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历史恩怨复杂, 可以说是一对宿敌。奥斯曼帝国从 15世纪开始占领希腊, 此

后长达 4个世纪的统治给希腊民族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和仇恨, 被希腊人称为 / 400年受奴役时

期 0»。1821年, 希腊人民发动起义, 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压迫。1832年, 希腊王国成立, 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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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正式独立, 这使奥斯曼帝国遭受空前打击, 因为希腊是该帝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独

立的附属国, 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可谓开创了 /恶劣 0

先例。¹ 独立后的希腊与土耳其仍然相互敌视, 1919~ 1922年希土战争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国家和民

族之间的仇恨。 1974年, 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 造成该国南北彻底分裂, 遭到希腊强烈反对, 塞浦

路斯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成为影响土希关系的巨大障碍。 1987年和 1996年, 两国又分别因爱琴海岛

屿归属和大陆架划分问题剑拔弩张, 一度走到战争边缘。此外, 两国间还存在其他一些纷争, 如土耳

其申请加入欧盟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歧视和迫害本国少数民族 (分别指土耳其的希腊族人和希

腊的土耳其族人 ) 问题等。上述矛盾和问题相互纠结, 越积越深, 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导致土耳其

和希腊长期对立, 互视对方为潜在敌人和重大威胁, 两国关系一直没有根本改善。

事实上, 土耳其和希腊关于爱琴海的争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随着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 其领

土和属地被列强逐步蚕食和瓜分, 爱琴海岛屿也不例外。1913年 5月,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 1912~

1913年 ) 中失利的奥斯曼帝国被迫签署 5伦敦和约 6, 将克里特岛割让给希腊, 爱琴海东部萨莫色雷

斯 ( Samothrace)、利姆诺斯 ( Lemnos)、莱斯沃斯 ( Lesvos) 等岛屿的归属则交由英国、法国、德

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 6个欧洲大国裁决。同年 11月, 六国根据 5伦敦和约 6 作出决

定, 所有被希腊实际占领的爱琴海岛屿, 除格克切岛 ( Gokceada)、博兹卡达岛 ( Bozcaada) 和梅斯

岛 (M eis) 外, 均划归希腊所有, 前提条件是希腊不得在这些岛屿上构筑防御工事或者将它们用于

军事目的, 并撤出其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军队。º 1914年 2月, 希腊和土耳其收到上述会议决定, 因

此它通常被称为 51914年决定 6。 1923年 7月, 取得民族独立战争胜利的土耳其同协约国签署了

5洛桑条约6, 取代了此前丧权辱国的 5色佛尔条约 6, 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但同时被迫在领

土方面作出很大让步。 5洛桑条约 6 确认了 5伦敦和约 6 和 51914年决定6 的有关规定, 并将土耳

其在爱琴海的领土范围限制在了 3英里以内, 这意味着只有距离本国海岸线不超过 3英里的爱琴海岛

屿才属于土耳其。» 该条约导致大部分爱琴海岛屿都归属希腊, 土耳其对此无法接受, 并长期耿耿于

怀。1947年 2月, 有关国家同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等 5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败国签署了 5巴黎和平条约 6, 其中 5对意大利和约 6 规定将意属多德卡尼斯群岛, 包括罗得岛

( Rhodos)、科斯岛 ( Kos)、锡米岛 ( Sim i) 等 14个有名字的岛屿及其毗连小岛割让给希腊。该和约

虽未涉及土耳其, 但由于多德卡尼斯群岛紧邻土耳其本土, 而条约并未对所有岛屿尤其是小岛和岩礁

的归属一一作出明确规定, 这就给日后土耳其和希腊之间产生争端埋下了隐患。

爱 琴 海 争 端 的 五 大 症 结

土耳其和希腊围绕爱琴海的争端是全方位的, 全面涉及陆、海、空, 具体包括以下 5个主要方

面: 领土争端, 即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 领海争端, 即领海宽度问题; 领空争端, 包括领空范围和飞

行情报区问题; 大陆架争端, 即大陆架划分问题; 以及爱琴海东部岛屿的非军事化问题。

(一 ) 领土争端

如前所述, 一系列条约对爱琴海众多岛屿作了有利于希腊的划分, 希腊在爱琴海的岛屿范围北起

萨索斯岛 ( Thassos) , 南至卡尔帕索斯岛 (K arpathou) , 绵延数百海里, 其中许多岛屿远离希腊本土,

而距离土耳其海岸近在咫尺。土耳其对此一直心怀不满, 并意欲挑战和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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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认为, 爱琴海的岛屿和岩礁有几千个, 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文件就能够全都划定的, 因此

需要与希腊进行谈判。¹ 对于一些缺少明文规定的岛屿, 土耳其进而提出 /灰色地带 0 一说, 即没有

任何条约明确划定归属的爱琴海岛屿, 如普塞里摩斯岛 ( Pserimos)、富尔诺伊岛 ( Fourno i)、西里纳

岛 ( S irina)、阿盖瑟尼西岛 (A ga thon isi) 等, 都属于 /灰色地带0, 它们的主权和归属尚待确定。希

腊坚决反对土耳其的主张, 称爱琴海所有岛屿 (包括无名小岛和岩礁 ) 的归属都由包括 5洛桑条约6

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作出了明确规定, 所谓 /灰色地带0 纯粹是土耳其为了觊觎爱琴海岛屿和挑
战国际法而杜撰的, 它所说的一些爱琴海岛屿主权问题无需、也不容谈判。

土耳其还对位于希腊克里特岛西南约 30公里处的盖维德斯岛 ( Gavdos) 和盖维德普拉岛

( Gavdopu la) 提出领土要求。土耳其声称, 这两个小岛原属于奥斯曼帝国, 没有任何条约表明它们曾

被割让出去, 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属于土耳其; 希腊则认为, 两岛在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便处于希

腊控制之下, 目前仍在希腊治下, 它们的主权无可争议。º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围绕爱琴海岛屿的争夺

到 1996年伊米亚岛危机时达到白热化, 几近爆发战争。

(二 ) 领海争端

希腊和土耳其曾分别于 1936年和 1964年宣布各自的领海宽度为 6海里。1958年, 在日内瓦召开

的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客观上加剧了世界沿海国家对海洋权益的争夺, 刺激了它们扩大本国领海

的愿望。希腊便是其中之一, 于 1974年提出了 12海里领海主张。 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通过的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明确规定一国的领海范围可达 12海里, 这更加坚定了希腊拓展本国领

海的决心。 1995年 5月 31日, 希腊议会批准了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正式成为该公约成员国的希
腊重申它有权利将本国领海扩大到 12海里。

按目前 6海里领海范围划分, 希腊领海约占爱琴海的 43168% , 土耳其领海占 7146%, 公海占

48185%; 若按 12海里划分, 这一比例则分别变为 71153%、8176%和 19171%。» 按此标准, 爱琴海

几乎成为希腊的 /内湖 0, 土耳其在爱琴海的各项权益, 包括航海、航空、渔业、资源开发等, 都将

受到极大的不利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言, 希腊在爱琴海的任何扩张都将严重影响土耳其同西方盟友

及欧洲经济共同体 ( EEC, 欧盟前身 ) 的军事和贸易关系; 由于希腊早已控制了爱琴海大部分区域,

其领海扩张将进一步限制土耳其出入地中海。¼ 因此, 土耳其坚决反对希腊扩大领海范围, 认为爱琴

海是半封闭海洋, 岛屿众多且大小不等, 人口分散居住, 地理特征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无法适用 12

海里领海原则, 而是需要公平的解决方案, 以使本国船只不必经过希腊海域就能进入公海。土耳其明

确宣布: /希腊在爱琴海任何可能的扩张都意味着挑起战争。0½ 鉴于土耳其的强硬态度, 希腊未敢贸

然行事, 但仍声称保留其扩展领海的权利, 只是尚未决定 /是否 0 及 /何时0 实施该权利。¾

希腊的 12海里领海主张还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俄罗斯以及黑海沿岸国家的高度关切,

它们主要担心本国经过爱琴海和地中海的通行权受到限制。国际问题观察家认为, 爱琴海西部岛屿距

离希腊本土近, 可适用 12海里领海原则, 但爱琴海东部岛屿远离希腊本土而距离土耳其海岸很近,

12海里领海原则明显行不通。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必须相互妥协和让步, 才有可能解决有关争端,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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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供考虑的方案有: 一是 12海里领海是从希腊本土海岸线算起, 而不是从希腊岛屿沿岸算起; 二

是爱琴海西部岛屿可适用 12海里领海原则, 但东部岛屿的领海范围应限制在 6海里以内; 三是爱琴

海西部岛屿可适用 12海里领海原则, 但东部岛屿的领海范围应限制在 3海里以内。¹ 围绕爱琴海领

海争端, 土耳其和希腊曾举行谈判, 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 ) 领空争端

爱琴海领空争端与领海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的目的都在于扩大本国领空, 压

缩对方领空, 保障本国航空安全和自由。希腊主张 10海里领空, 即从大陆和岛屿海岸线向外延伸 10

海里以内的大气空间属于本国领空范围。该主张比 12海里领海主张少 2海里, 但即便如此, 也足以

使爱琴海上空的大部分成为希腊领空。土耳其对此坚决反对, 认为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民航组织条例,

一国领空不应超过其领土和领海范围, 因此希腊的领空范围最大不超过 6海里。希腊则声称, 其 10

海里领空主张早在 1931年就确定下来, 早于国际民航组织规定, 并被所有邻国认可, 其中土耳其是

在 1948年前后承认的, 因此其权利应该得到尊重。º 希腊还认为, 根据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它有

权拥有 12海里领海, 因此完全可以主张 10海里领空。»

两国在爱琴海领空问题上互不相让, 并时常引发冲突。 1974年 8月, 土耳其发出 / 714号 0 飞

行通报, 称爱琴海东部是 /危险飞行区 0, 并将此事通知了国际民航组织。希腊针锋相对, 发出

/ 1066号0 和 / 1152号0 飞行通报, 称整个爱琴海都是 /危险飞行区 0, 进而通知国际民航组织, 声

明希腊对飞越该地区飞行器的安全不负责任。这是两国围绕爱琴海领空展开的第一次较量。此后, 土

耳其军用飞机经常进入希腊宣示的领空范围内, 希腊则派出飞机进行拦截和追逐, 严重时甚至引发

/模拟空战0, 给爱琴海地区的航空安全带来很大威胁。 2006年 5月 23日, 两国各自一架 / F- 160

战斗机在爱琴海上空进行 /模拟空战0 时相撞, 土耳其飞行员侥幸逃生, 但希腊飞行员丧生。希腊

指责土耳其飞机闯入其领空造成了事端, 应对事件负完全责任; 土耳其予以否认, 称其飞机是在国际

空域上飞行, 同时提出爱琴海空域划定、希腊岛屿非军事化等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舆论认为, 土耳其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 谋求建立爱琴海新秩序, 密切关注希腊反应, 向希腊施加压力, 执行空中照

相侦察任务, 并展示其军事实力。¼

(四 ) 大陆架争端

土耳其和希腊从未签署过爱琴海大陆架划界条约。希腊认为, 根据 1958年 5日内瓦海洋法公

约 6 (希腊于 1972年批准该公约, 土耳其未加入 ) 及 1982年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的有关规定, 岛

屿同大陆一样拥有其相应的领海和大陆架, 因此两国大陆架界线应该位于希腊东部岛屿和土耳其海岸

线中间或者等距离处。照此划分, 则爱琴海绝大部分大陆架都属于希腊。土耳其认为, 大陆架顾名思

义是 /大陆 0 在海底的自然延伸部分, 爱琴海东部大陆架是小亚细亚半岛在海底的自然延伸部分,

爱琴海东部岛屿是小亚细亚半岛大陆架在海上的升起部分, 一些岛屿由于历史原因划归希腊, 但这些

岛屿本身并无大陆架, 所以爱琴海中线以东大陆架的所有者应当是土耳其, 而非希腊。显然, 两国争

议的焦点在于爱琴海岛屿是否拥有大陆架问题上, /如果不计岛屿, 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的大陆架

划分比例为 59 B41; 但若考虑岛屿, 这一比例将变成 4 B10½。两者之间的悬殊可见一斑。土耳其主

张, 爱琴海大陆架划分应遵循 /大陆对大陆 0 的原则, 即在两国大陆之间划出一条中间线, 而不应

当以岛屿为准。土耳其还宣布, 它未加入 1958年 5日内瓦海洋法公约 6 和 1982年 5联合国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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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6, 因此不受它们约束。

随着 20世纪 70年代爱琴海发现石油,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对大陆架的争夺加剧。从 1974年起,

土耳其多次向爱琴海有争议的区域派出考察船只, /很明显, 土耳其不惜冒着挑起地区冲突的危险,

挑战爱琴海现状, 目标直指那里的石油资源0¹。1976年 8月, 一艘土耳其考察船在爱琴海有争议的

海域进行勘探, 引发希腊强烈不满, 于是派出海军监控该船, 造成两国关系十分紧张。联合国安理会

进行调解, 并通过 / 395号决议0, 敦促土耳其和希腊进行双边谈判, /提醒 0 双方考虑通过国际法

院解决争端的可能性。º 最终, 土耳其船只撤离争议海域, 事件得以平息。同年 11月, 土耳其和希

腊签署了 5伯尔尼协议6, 同意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爱琴海争端, 在达成有关协议之前, 双方不得采取

任何改变爱琴海现状的行动, 并停止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勘探考察。但是, 爱琴海相对平静的局面持

续了不足 10年, 1987年两国之间围绕大陆架争端又爆发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 一度接近战争边缘。

(五 ) 爱琴海东部岛屿非军事化问题

为了保护土耳其免遭来自爱琴海东部岛屿的进攻, 维护爱琴海地区稳定与均势, 51914年决定 6、
5洛桑条约6 与 5巴黎和平条约 6 等文件均对爱琴海东部萨莫色雷斯岛、利姆诺斯岛、莱斯沃斯岛等

岛屿的非军事化问题作了规定, 并以此作为土耳其同意割让这些岛屿的前提条件。但从 20世纪 60年

代开始, 希腊便在爱琴海东部一些岛屿上建造军事设施、派驻军队。 1974年, 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

导致该国与希腊关系急剧恶化, 希腊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它认为 /本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来

自土耳其, 而非华沙条约组织 0»。在此战略指导下, 希腊加紧了其在爱琴海东部岛屿建造军事设施

和布置军防的进程, 包括利姆诺斯岛、莱斯沃斯岛、希俄斯岛、萨摩斯岛和伊卡利亚岛等。以利姆诺

斯岛为例, 希腊在该岛上建造了一个大型空军基地, 部署了 2架 / F- 160 战斗机、6~ 10架其他类

型的飞机、一个导弹发射系统和一个高级雷达系统, 并派一个旅的兵力 (约 5 000人 ) 长期驻守。¼

希腊在爱琴海东部岛屿的军事化行动使土耳其感到极大的安全威胁。土耳其担心希腊会以这些近

在咫尺的岛屿为跳板对自己发动进攻, 1919~ 1922年的希土战争对土耳其就是一个深刻教训, 因此

它坚决反对希腊的做法, 批评希腊公然违反国际条约, 破坏爱琴海地区和平。土耳其认为, 由于非军

事化是其同意割让爱琴海东部岛屿的先决条件, 如果这些岛屿的非军事化状态已不存在, 那么希腊对

它们的主权就令人置疑了。希腊回应称, 自 5洛桑条约 6 签订以来, 爱琴海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

化, 土耳其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 并在爱琴海沿岸部署了大量军队 (称土耳其 /第四军 0 或 /爱琴

海军0 ) , 严重威胁到希腊安全; 根据联合国宪章, 一国自卫权高于其他任何条约义务, 既然土耳其

以武力威胁在先, 那么希腊有权进行自卫, 它在爱琴海一些岛屿上构筑防御工事正是完全出于自卫,

在这种情况下, 有关爱琴海东部岛屿非军事化的规定便失效了。½ 非军事化的初衷是为了缓和爱琴海

地区紧张局势, 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但事与愿违, 该问题后来演变成为加剧土耳其与希腊紧张关系

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五大争议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 问题解决难度非常大。由于事关领土、主权

问题,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政府均不敢轻易让步, 双方甚至对哪些问题存在争议及通过何种方式解决都

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争议问题认定上, 希腊认为只有大陆架划分是两国间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 土

耳其则认为, 两国对爱琴海一些岛屿的归属、东部岛屿非军事化、领海宽度、领空范围、航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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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行权等问题, 都悬而未决。¹ 在解决方式上, 希腊主张关于爱琴海大陆架划分的争端应交由国

际法院判决, 对此土耳其因担心国际法院判决会对自己不利而予以拒绝, 同时主张通过土耳其和希腊

两国政府间谈判解决爱琴海大陆架划分及 /其他所有争议问题0, 但希腊认为这是土耳其在提 /无理

要求0, 因为 /其他所有争议问题0 根本上是无需讨论的。º

爱 琴 海 争 端 引 发 的 两 次 严 重 危 机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在爱琴海问题上长期进行 /零和 0 博弈, 土耳其意欲挑战爱琴海现状, 改变

对自己不利的地位; 希腊则奉行防范和遏制土耳其的政策, 维护自己在爱琴海的优势。由于利益和立

场的根本对立, 双方围绕爱琴海争端龃龉不断, 并在 1987年和 1996年爆发了两次濒临战争的严重危机。

(一 ) 1987年危机

1987年 2月, 希腊政府计划将一家名为 /北爱琴海石油公司 0 的外资联合企业 (加拿大、西德、

美国 ) 收归国有, 并表示此举是为了停止该石油公司在其特许经营权到期后继续在爱琴海开采石油。

土耳其则认为, 希腊意在通过国有化控制该石油公司, 从而实现由政府主导爱琴海的石油勘探和开采

活动, 进一步扩大本国在爱琴海的利益, 并据此向希腊提出强烈抗议, 称其违反了 1976年 5伯尔尼

协议6。 3月初, 土耳其派出 /佩里 #雷斯 0 号 ( P iriRe is) 考察船进入希腊萨索斯岛附近海域。随

后, 土耳其政府授予国有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在希腊利姆诺斯岛、萨莫色雷斯岛和莱斯博斯岛附近海域

进行石油勘探开采的许可证。3月下旬, 土耳其继而派出 /西斯米科 - I0 ( S ism ik- I) 考察船在多艘

军舰的护卫下, 从伊斯坦布尔港驶抵达达尼尔港, 准备进入上述三岛附近海域。

土耳其咄咄逼人的举动最终触怒了对手。希腊政府发表声明称, /土耳其的行为构成了严重挑

衅, 这是希腊政府所不能容忍的。0» 安德列斯 #帕潘德里欧总理明确表示: /我们要阻止土耳其的这

种行为, 当然不是用言语, 因为言语已经不起作用。0¼ 他下令本国军队, 如果 /西斯米科 - I0 考察

船胆敢进入希腊海域, 就把它击沉到海底。希腊海、陆、空三军进入戒备状态, 军方领导人表示

/如果土耳其人胆敢继续进行侵略行动, 就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0½。土耳其针锋相对, 命令武装部队

保持戒备, 并发出警告称: /如果本国船只遭到攻击, 就意味着引发战争, 土耳其接下来要做什么就

很清楚了。0¾ 两国之间围绕爱琴海争端大有酿成全面武装冲突之势。

希腊还公开指责美国和北约应对这次危机事件负责。美国是爱琴海地区除土耳其和希腊以外的第

三大最重要角色, ¿ 而北约成员国中既有土耳其, 又有希腊。帕潘德里欧指出: /大西洋联盟、尤其

是美国, 应当对爱琴海事态的发展负责任, 因为它们不断支持土耳其扩充军力。0À 为了表达不满和

向美国施压, 希腊政府决定暂时关闭美国设在距离雅典约 20英里处的一个重要沿海军事基地, 并威

胁要关闭美国设在希腊的其他所有军事基地。

面对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 美国和北约加紧居间调停。美国进行穿梭外交, 北约多次召开紧急会

议, 敦促土、希双方作出让步, 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斡旋起到了积极效果, 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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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扎尔在访问美国后发表公开声明, 表示愿意恢复和维持爱琴海现状, 下令 /西斯米科 - I0 号离开

爱琴海、返回原地, 爱琴海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下来。但是, 土、希争端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土耳其仍

然无意停止其在爱琴海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勘探考察, /若土耳其停止勘探考察活动, 则无疑是将爱琴

海主权让给了希腊0¹。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更是宣布, 9715%的爱琴海大陆架应归希腊所有; 土耳

其认为这是希腊 /完全任意0 的态度, /应以均衡协调两国权益的方式 0 解决问题。º

(二 ) 伊米亚岛危机

伊米亚岛 ( Im ia) 位于爱琴海东部, 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面积仅约 500平方米, 距离希腊卡

利姆诺斯岛 ( Ka lymnos) 约 515海里, 距离土耳其海岸 318海里, 土耳其人称之为卡尔达克岛

( Kardak)。历史上, 不同的地图对伊米亚岛归属作出了不同的划分, 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均声称拥有

该岛主权。

1995年 12月 25日, 一艘土耳其货船在伊米亚岛附近搁浅, 希腊方面在收到求救信号后派船只

前往救援, 但遭土耳其船长拒绝, 他声称这是在土耳其领土上, 要求希腊不要干涉。事后, 土耳其和

希腊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照会对方, 均声称自己拥有伊米亚岛主权。 1996年 1月, 伊米亚岛事件被希

腊媒体披露, 引起广泛关注, 希腊卡利姆诺斯岛行政长官遂在伊米亚岛上升起本国国旗。 1月 27日,

土耳其 5自由报 6 的 3名记者乘直升飞机来到该岛, 撤下希腊国旗, 换上土耳其国旗。此后不久,

希腊海军和土耳其派突击队先后登上该岛, 展开了一场你争我夺的 /国旗战 0。两国政府和舆论相互

指责对方侵犯本国领土和主权, 致使伊米亚岛问题急剧升温, 双方军事力量迅速集结, 向伊米亚岛附近

海域派遣了大批战舰, 各类战斗机和直升飞机在岛屿上空盘旋, 两国在爱琴海上形成紧张的军事对峙。

希腊认为, 伊米亚岛是本国卡利姆诺斯岛的附属岛屿, 因为它距离该岛只有 515海里; 土耳其则

声称, 没有任何条约对伊米亚岛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 该岛距离本国海岸只有 318海里, 比与任何条

约提到的任何希腊岛屿的距离都要近, 因此它属于土耳其。» 对于有可能引发的战争, 土耳其总统德

米雷尔发表讲话称, /同土耳其发生战争不利于希腊, 但这由希腊来决定。0¼

伊米亚岛危机震惊了国际社会。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深表关注, 敦促土耳其和希腊立即撤

军。美国总统克林顿出面调解, 要求两国保持克制, 避免发生军事冲突, 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北约也

积极介入, 提出了促使对立双方建立互信的方案: 第一,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设立一条应急电话专线,

并与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相连, 用来防止危机升级; 第二, 北约在爱琴海举行军事演习时使用空中警示

与控制系统来监视参加演习的飞机, 防止它们侵犯别国领空; 第三, 修改 1988年土耳其 - 希腊条

约。½ 欧盟在表示支持希腊的同时, 又非常谨慎避免刺激土耳其。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 表达了对

爱琴海危机的关切, 并声明希腊边界是欧盟边界的组成部分, 要求土耳其遵守有关国际条约。这项决

议招致土耳其强烈不满, 称本国与欧盟的关系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为安抚土耳其, 欧盟部长理事会

否决了希腊提出的一项限制欧盟向土耳其提供财政援助的动议。

由于土耳其和希腊实际上均无意进行战争, 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希望内部成员国之间发生火

并, 两国在 1月 31日达成 /脱离接触协议0, 同意撤掉伊米亚岛上的国旗, 双方军队撤离该岛及其

附近海域, 结束军事对峙状态, 从而宣告伊米亚岛危机结束。但是, 两国在该岛归属问题上的立场并

未改变, 希腊仍然坚称拥有该岛主权无可争议, 土耳其更是强硬地表示, /土耳其不会觊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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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寸土地, 同时绝不会放弃属于本国的任何一块鹅卵石0¹。

爱 琴 海 争 端 的 影 响 及 未 来 走 向

爱琴海争端长期存在而又难以解决, 不仅直接损害土耳其和希腊关系, 而且严重威胁爱琴海地区

和平与安全, 进而波及地中海、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此外, 由于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 爱琴

海争端还给北约内部团结带来不利影响。

从爱琴海的国际影响看,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损害土、希两国关系。爱琴海争端的阴

影一直笼罩着土耳其和希腊, 加剧了两国、两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对立仇视。为保障本国安全和在

与对方较量中占据上风, 两国均高度重视发展自身军事力量, 展开了长期的军备竞赛。据统计, 希腊

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416%, 在北约所有成员国中是最高的; 土耳其与之旗鼓相

当, 为 411%。º 两国均尤为重视发展海军力量, 其目的不言而喻, 即为争夺爱琴海而战。第二, 阻

碍了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 1987年正式提出加入欧盟 (时称欧共体 ) 申请, 1999年赫尔辛基欧盟

首脑会议上或准成为欧盟候选国, 2005年开始入盟谈判。但直到现在, 土耳其仍被排除在欧盟之外,

而且入盟之日遥遥无期。原因很多, 其中土希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欧盟反复清楚地表明: /只

要与欧盟任一成员国存在双边冲突, 候选国无望成为其正式成员。也就是说, 土耳其若继续热衷于加

入欧盟, 将面临该组织要求它解决与希腊冲突的巨大压力。0» 土耳其要加入欧盟, 就必须改善与希

腊关系; 而要改善两国关系, 就必须妥善处理和解决爱琴海争端。第三, 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土耳

其和希腊分别位于中东和巴尔干地区, 均为多事之地; 爱琴海连接黑海和地中海, 地理位置特殊而又

重要。两国围绕爱琴海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乃至战争, 不仅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还将对

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构成威胁。此外, 由于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正常航海和航空将会受到影响, 受波

及的国家会更多。第四, 破坏了北约内部团结。土耳其和希腊均属北约成员国, 负责北约东南翼安

全, 两国因爱琴海问题引发的 /内讧 0 对北约的团结及发展构成巨大挑战和威胁, 这不仅表现在两

国直接对立, 还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如何处理爱琴海争端上。希腊认为, 土耳其在爱琴海问题上

奉行的是侵略、扩张性政策, 美国应对它采取严厉惩戒措施, 但事实上并未这样做, 而是奉行 /不

偏不倚 0 的 /等距离 0 政策。在希腊看来, /这一政策实际上是鼓励了土耳其的侵略行为, 因为它未

将侵略者 (土耳其 ) 和受害者 (希腊 ) 区别对待0, /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员0。¼ /几十

年来, 美国未能促使其跨爱琴海的两大盟友通过妥协与合作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

一大败笔。0½ 可以预见, 爱琴海争端若得不到妥善解决, 将一直会是影响北约内部团结的重大隐患。

随着形势发展, 考虑到 /斗则两伤0 的结果, 土耳其和希腊均开始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

尤其是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两国关系出现了缓和与改善的迹象, 逐步由对抗走向合作。 1999

年 6月, 土耳其外长杰姆和希腊外长帕潘德里欧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历史性会晤, 双方同意通过对

话和平解决争端, 从而为修复两国关系拉开了序幕。此后不久, 土耳其和希腊分别发生大地震, 两国

相互伸出援手, 支援对方抗震救灾, /地震外交 0 应运而生, 为改善两国关系进一步营造了良好气

氛。1999年 12月, 在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上, 希腊赞成接纳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 为发展两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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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迈出了关键性一步。2000年 1月, 希腊外长帕潘德里欧访问土耳其。2月, 土耳其外长杰姆回访希

腊, 实现了两国外长 40年来的首次互访,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同年 5月, 两国军队共同参

加了北约的军事演习, 这自 1982年以来尚属首次。 2001年初, 希腊取消了针对土耳其的战争动员状

态, 不再将土耳其视为首要威胁; 与此相呼应, 土耳其 2002年 8月制订了新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

其中不再有希腊是本国首要外部威胁的提法。¹ 2002年, 耳其和希腊两国举行爱琴海大陆架划界及领

土争端谈判, 2003年签署了 5扩大在爱琴海地区旅游合作 6 等协议。 2004年 5月, 土耳其总理埃尔

多安访问希腊, 双方同意进一步推进和解进程。2006年 5月, 埃尔多安总理出席了在希腊萨洛尼卡

举行的东南欧合作进程首脑会议。 6月, 双方签署了关于在爱琴海地区增进互信措施的谅解备忘录。

2008年 1月, 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访问土耳其,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两国贸易额逐年增长,

2001年为 8157亿美元, 2004年增至 19亿美元, 2008年则进一步增至 35亿多美元; º 双方人员交往

不断扩大, 其中前往土耳其旅游的希腊人 1996年只有 1417万人, 2004年增至 4815万人。»

土希关系的改善使人们似乎看到了解决两国间一系列问题的希望, 其中包括爱琴海争端。有些专

家学者纷纷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较为人所知的是希腊一位资深外交官贝隆#赛奥德罗普罗斯大使提

出的方案: ( 1) 双方暂停爱琴海大陆架划界和开发 30~ 50年; ( 2) 沿希腊大陆海岸线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 ( 3) 爱琴海岛屿的领海宽度为 6海里; ( 4) 爱琴海上的领空范围相应地进行重新调整。¼ 舆论

认为, 此方案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土耳其的利益, 若在此基础上再规定岛屿密集区域的领海宽度为 3海

里, 将更加合理可行。但是, 没有方案能够 /打动 0 土耳其和希腊双方, 关系缓和并未改变它们的

根本分歧, 两国在爱琴海领土和主权这一核心问题上均未作出让步。希腊之所以赞成土耳其成为欧盟

候选国, 意图非常明显, 即为了与对方达成妥协性交易: 希腊不再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以此换取土

耳其不再挑战希腊在爱琴海的权利和主张。正如时任希腊国防部长吉爱诺斯 #帕潘托尼欧 ( G iannos

Papan ton iou) 所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支持土耳其融入欧洲, 同时土耳其应当尊重我们的主权。0½ 基

于此, 帕潘托尼欧重申了希腊在爱琴海问题上的立场, 即除了大陆架划分之外, 两国间不存在其他有

争议的 /公开问题0, 而且双方应该通过国际法院解决大陆架划分争端。可见, 希腊的立场并没有任

何根本改变。对此, 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 ( E cev it) 曾表示: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已经开始的对话能

够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 却不能解决爱琴海争端。0¾

爱琴海对土耳其和希腊两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 安全问题是第一位的, 两国均高度

警惕和防范对方利用爱琴海来威胁和进攻自己; 其次, 领土和主权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感

情, 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敢轻易让步, 背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名, 这是爱琴海问题的政治意义所

在; 再次, 爱琴海的地理位置和丰富资源决定了它极具战略和经济意义。正因为如此, 爱琴海问题的

复杂性和解决难度可能会超乎人们的想象。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分歧远未解

决, 没有人会说 /爱琴海冷战 0 已经历史性地结束。¿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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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Pushtunistan: Its O rigin, Cause and Effect

Yao Daxue& YanW ei pp15- 11

  The issue o f Pushtun istan is the dua l product o f
histo ry and politica l rea lities. The / Durand
Ag reement0, s igned by British and Ind ia in 1893,
is the h istorical roots of / Pushtun istan prob lem 0.
The India- Pak istan partit ion in 1947 gave b irth to
the / Pushtunistan prob lem 0. W ith the change o f
international situat ion, / Pushtun istan problem 0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now it has
become a reg ional ho t spot issue. / Pushtun istan
problem0 now has impo rtant impac,t not on ly on
A fghan istan - Pak istan b ilateral re lat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fghanistan, and U. S. strategy in
A fghan istan, but a lso on world security and reg iona l
stability.

The Role of theM ideast States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 Peace Process

M eng Qingshun pp111- 18

  TheM uslim countries in theM iddle East played
several k inds o f ro les as supporters o f the M oro
M uslim, negotiations in termed iaries and promoters o f
comprehensive peace a t d ifferent stages of peace
processes in southern Ph ilipp ine.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shift from w ar situat ion to peace
talks, from paper to actual peace ta lks and from

partial peace to comprehensive peace in the southern
Ph ilipp ines. The M 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able to
play such a ro le based on the ir position of strength,
pr incipled stand and flex ib le interaction adopted by
Ph ilipp ine fore ign po licy and the ir good interrelations
w ith Ph ilippines.

Turkey and Greece: the D ispute on the Aegean Sea

Wu Chuanhua pp118- 27

  The Aegean Sea, surrounded by Turkey and
Greece, is o f h igh significance to both sides po lit-i
ca lly, econom ica lly, m ilitarily and strateg ica lly. The
A egean Sea D ispute, connected w ith many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Cyprus d ispute, has its deep
histo rical orig in and br ings about long- term hostility
between Turkey andG reece. TheA egean Sea D ispute
includes a series o f complicated issues: sovereignty
over some islands, w idth o f territorial sea, w idth o f

territorial space, delim 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and dem ilitarization of some islands. The long- term
dispute no t on ly affects the Turk ish- Greek relations
but a lso threatens the reg iona l peace and stab ility.
Though the Turkish - G reek relat ions have gained
d�tente since the end o f 1990s, both countr ies
w ou ldn. t make a comprom ise on the A egean Sea
D ispute. / TheA egean Sea ColdW ar0 hasn. t ended
up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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