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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

水电站选址过程中，缅方专家就对目前

的坝址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建议另外选

址。此外，西方的一些 NGO 成员以及

克钦独立军也多次表示，他们并不是反

对中电投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所有水

电站，除密松之外，他们对其余六个梯

级电站的选址基本认可，有的甚至提出

了替代目前密松水电站的方案。

第三，昂山素季的参与发挥了较

大的作用。今年 8 月 11 日，昂山素

季发布了关于密松水电站的请愿书。

在这封请愿书中，昂山素季主要是批

评环境报告不透明，下游的保护没有

规划，相关环保法律没有严格执行等，

并要求对密松水电站整个方案进行重

新评估，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也就

是说，当时昂山素季并没有完全否定

密松水电站，只是要求给缅甸人民消

除对密松大坝恐惧的透明理由。但是

9 月 26 日昂山素季的态度发生了变

化，加入了坚决反对密松水电站的行

列。此前昂山素季与缅甸政府的和谈

进展比较顺利，8 月 19 日昂山素季与

吴登盛总统会谈了约一个小时，也许

她态度的改变对吴登盛政府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

第四，缅甸政府与克钦独立军的和

谈没有取得成功。今年 6月 9日，缅政

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尽

管缅政府一度想把克钦独立军树立为

新一轮成功和谈的典范，但由于各种原

因双方 终未能成功签署和平协议。9

月 24 日，缅甸政府军对克钦独立军再

次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克钦独立军的

部分阵地，而且战事看起来短期内不太

可能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在克钦

独立军辖区内建设该水电站，该水电站

将可能会成为克钦独立军要挟政府的

利器，对于政府来说，暂停不失为一种

选择。

中国宜冷静应对

密松水电站建设被搁置之后，中国

国内民众的反应比较强烈，有人埋怨缅

甸政府出尔反尔，也有人担心缅甸对华

政策发生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为主的今天，

已经签署的合同就要尊重。即便要修

改合同，也要当事方事先商量，而不

能单方面撕毁。因此，不管以前签署

时是什么情况，现在缅方撕毁合同，

中电投都有权要求索赔。我们不否认

大选后缅甸政治转型的积极变化，但

是现政府与前军人政权的继承性也是

显而易见的，不能不承认前政权与外

国达成的协议、合同，更不能只针对

中国或者密松水电站这一个项目。

但是，缅甸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

因为密松水电站而膨胀起来了，甚至

可以说缅甸民间出现了一些反华的苗

头，如果我们采取针尖对麦芒的回应

方式，可能会使中缅关系变得更加脆

弱。如有的缅甸学者提出，如果缅甸

在与中电投的官司中败诉，他们将号

召每个缅甸人都捐 100 缅币来赔偿。

此外，缅甸有些非政府组织成员要求

组建一个评估委员会，对包括中缅油

气管道在内的中缅合作项目重新进行

评估。因此，作为学者，笔者认为宜

采取以下措施处理密松水电站被搁置

一事。

首先，总体上我方宜将其视为经

济合作中的纠纷，不要过多地上升到

两国关系层面。其次，从理性的角度

出发，不要鼓动民间对缅甸的不满。

第三，如果与缅甸方面商量赔偿事宜，

不一定用现金，可考虑项目置换的方

式。第四，密松水电站叫停、吴登盛

访问印度并不意味着缅甸将会全面倒

向西方或者印度，中国仍是缅甸第一

位的合作伙伴。当然，在大国之间寻

求平衡是缅甸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基本外交方针，我们对此也要理解。

第五，建议双方领导人秉着互信、互

利的方针，继续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

夯实中缅关系的基础，推动两国关系

的可持续发展。

联袂东南亚国家插手南海

10 月 11 日～ 15 日，日本外相

玄叶光一郎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三国，他在与印尼外长

纳塔莱加瓦会晤时，专门谈及南海

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两位外长表

示，有必要构建多边框架解决南海主

权争议问题。双方计划在 11 月份于

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上提出这

一主张。按照日本和印尼方面的说法，

届时，日本和东盟国家将发表一份新

的宣言，而新宣言的亮点便是海上安

全问题。此外，日本还在加强同东盟

的另一大国越南的往来。日本防卫相

一川保夫 14 日宣布，越南国防部长

冯光青将于 10 月 23 日至 28 日访日

本，双方将讨论如何合作应对“中国

在南海的扩张”。

而在此之前的 9 月 27 日，日本

首相野田佳彦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

基诺三世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加强两

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日菲两国

都认为，连接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南海

的和平与稳定至为重要，需要保障南

海的自由通行。为此，日菲两国都希

望尽早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

海行为准则”。日本不仅出资帮助菲

律宾强化南海警备，而且称还将帮助

训练菲律宾沿海警备部队，同时与菲

律宾建立有关南海问题的情报交换机

制。日本还希望与越南和菲律宾筹建

一个有关“南海主权”问题和保障航

行安全自由的协调机构。10 月 7 日，

日本防卫相一川保夫在会见越南驻日



27世界知识2011.21

大使阮富平时强调，为确保船只在南

海海域的安全航行，日本和越南将加

强合作。

觊觎南海，离间中国与东盟

国家的关系

日本地处东北亚，与南海领土争

议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其强行介入的

趋势，将使现有的南海问题更加复杂。

日本觊觎南海由来已久，但过去

多是事实性的介入，比如参与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等，而近期的表现让人感

到这种介入已上升到政府层面。有分

析人士认为，日本的这种表现与其去

年年底通过的新防卫白皮书将“面向

西南”防御作为重要战略指针分不开。

“面向西南”无疑就是针对中国的钓鱼

岛、东海，再往西南，就会直接延伸

到南海区域。日本此举是有意形成南

海、东海两翼策应之势，借扩大南海

问题的国际影响来给中国的东海政策

施加压力，至少让中国在东海问题上

面临困境。在南海搅局，就可以使它

在东海问题获得一个较大的延展空间。

经济命脉上的考虑也是日本垂涎

这块资源之海的重要因素。日本国内资

源十分匮乏，而南海地区石油地质储量

十分丰富，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

心之一。南海附近领域的部分资源被越

南、菲律宾、文莱等国所控制。但由于

这些国家大多不具备石油天然气勘探、

开发的技术，日本的企业便趁虚而入，

利用其成熟的技术从南海上获取利益。

早在 1978 年，日本就与越南达成协议，

就南海海底石油开发进行合作。在越南

□ 唐 宁

日本 ：全面介入南海事务

日本跟越菲两国越走越近，共同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和扩大化，来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以

大化地谋求自身的利益。日本还非常

担心如果南海地区的事务由中国主导

制定的话，日本被边缘化，因此希望通

过在南海问题上靠拢一些东盟国家，加

深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夺取东亚整合的

主导权，抗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向外

界显示日本仍是一个在东南亚有力量

的大国。另外，虽然东亚各国之间的领

土争端看上去是孤立的，但实际上相互

牵连，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领土

争端闹大，往往成为第三方的“机会”。

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此次的东南亚三

国之行，就是日本插手南海海域问题所

作的又一次努力。

有学者认为，南海问题目前正处

在 2002 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

以来矛盾 尖锐 复杂的阶段。日本

选在这样一个时间介入将会产生很大

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会造成越南、菲

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误判，给地

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风险；另一方面也

从客观上离间了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

的关系，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关

系更加微妙和复杂。

已经开发的白虎油田、青龙油田、大熊

油田、东方油田的勘探开发中，几乎都

可以看到日本石油企业的身影。南海

还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咽喉要

地”。作为世界上通航量第二大的海上

航道，日本对南海航线十分依赖，日

本 60% 的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都要

仰仗这条航线；日本 90% 的石油进口

要经过南海运输；南海地区出产的液

化天然气 75% 运往日本。日本将这一

航线视作其经济的“命脉和脐带”。

南海海域主权归属原本和日本无

关，日本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担心

有关各方通过双边友好磋商确认了主

权归属后，尤其是属于中国后，其航运

命脉可能会被中国钳制，从而受制于中

国。因此，日本希望通过把问题复杂化

>>2010年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进行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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