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海运安全合作: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

史春林

[内容提要 ] 中美两国在海运安全领域有相同的利益诉求,近 10年来双方在集装箱运输安全、

/海关 -贸易伙伴反恐计划 0、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海上救援、海运安全执法、危险品运输安

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合作。但是,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政治互信问题以及结构性矛盾制约了两国

海上安全合作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美国不断加强对海上战略通道的争夺和控制对中国海运

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鉴此,中国一方面应与美国在现有合作基础上, 建立海军信任机制,发展海

上安全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应加紧提高保障自身海运安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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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110后, 美国为预防海上恐怖袭击,出台了

一系列海运安全保障措施, 如 /集装箱安全倡议 0

( CSI)、/海关 - 贸易伙伴反恐计划 0 ( C - TPAT )、

52001年港口和海上安全法 6、52002年海上运输反

恐法6、52006年安全港口法 6等,并加强了与其他国

家的协调与合作,谋求建立有效的跨国海运安全体

系。进入新世纪后, 中国海运安全保障问题日益突

出。中美两国既是重要贸易伙伴, 又都是国际海事

组织 A类理事国, 在海运安全领域有许多相同利益

诉求和政策取向,因而存在交流与合作的空间。

一

近 10年中美两国在海运安全领域进行了初步

合作, 取得一定成效,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

一,在集装箱安全方面的合作取得稳步进展。集装

箱运输由于货物被密封在集装箱中, 再加上重量大,

造成通关时不可能检查所有集装箱。 / 9# 110后,

美国政府对每年进出美国多达 600多万只海运集装

箱中只有 2%左右得到检查的状况极为担忧, 深恐

会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通过集装箱运入美国境内,

为此于 2002年 1月 17日提出了 /集装箱安全倡

议0, 即美国海关先与有关国家海关达成协议, 再派

出工作小组常驻协议国家港口, 并同当地海关人员

一起识别和查验高风险集装箱。美国先在对美出口

海运集装箱最多的 20个外国港口进行试点, 其中包

括中国的上海和深圳。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由此展

开。 2002年 5月美方正式提出希望中国加入 CS I,

同年 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与布什总统就中国

加入 CSI达成原则共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 CBP)局长罗伯特 #邦纳认为, 这对保护世界贸易

体系全局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即集装箱货物运输是

非常重要的举措。
¹
2003年 7月 29日,中美海关在

北京签署了 5/集装箱安全倡议 0合作原则声明 6。

中国海关总署牟新生署长就此表示, 两国海关在反

恐领域的合作有着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前景, 希望尽

早启动该项合作的具体实施工作, 确保有关港口的

*  本文为 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远洋航线安
全保障能力研究0 (项目编号: 09BG J007)的部分成果。

¹ /C hina Jo ins the U. S. in Con tainer Security In it iat ive0, h t2
tp: / /www. cbp. gov/xp /cgov/new sroom /new s_ releases / arch ives / lega2
cy /2002 /102002 / ch in a_ jo ins_cs i_1025. xm .l (上网时间: 2010年 2月

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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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贸易秩序和高效运作。¹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

局局长邦纳指出,签署这项声明具有历史意义,上海

港和深圳港的加入使 /集装箱安全倡议 0提供的保

护网得到扩大和加强; º中美两国将并肩作战, 保护

两国公民和两国经济和活力不受恐怖主义袭击。»

2005年 3月 28日中美两国海关就5/集装箱安全倡

议 0合作基本实施程序 6达成一致, 同年 4月和 6月

该实施程序分别在上海港和深圳港正式启动。此

后,美国又表示希望在中国其他港口派驻海关官

员, ¼两国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就此进行磋商。

与此同时, 中美两国还在集装箱安全技术开发

方面进行了合作。如, 上海港联合美国萨瓦纳港共

同研制开发了集装箱电子标签,可对物流全程实时

在线监控,极大提升了集装箱物流的安全性。 2008

年 3月 10日全球第一艘装载贴有电子标签集装箱

的中国商船 /中海宁波 0号从上海港驶往美国萨瓦

纳港。参加开航仪式的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

讲话中指出,该项技术将有效提高集装箱运输的安

全和服务水平,对保障港口航运安全,促进国际反恐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½

第二,正式启动中美在 /海关 - 贸易伙伴反恐

计划0方面的合作。 / 9# 110后,美国为防止恐怖分

子利用货运渠道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入美国,于

2001年 11月 1日推出了 /海关 -贸易伙伴反恐计

划 0,加强美国海关与国际商界的安全合作, 以保证

输美货物供应链各环节的安全。中美在该领域的合

作近年在加紧实施。 2007年 6月美国海关与边境

保护局局长巴沙姆率团访华,提出愿在 C- TPAT获

得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之前作为临时措施与中国海关

联合进行 C- TPAT认证;同年 12月中美海关在北

京就 C- TPAT认证试点问题进行了技术磋商; 2008

年 3月双方签署了5中美联合验证试点合作声明6,

并随后在深圳和东莞举行了两次 C- TPAT联合验

证试点培训。美方认为, 中美联合验证取得重要成

就表明两国在国际商业正常运行领域的合作在加

强,这种努力增加了美国进口货物的安全性。¾

第三, 中美不断加强在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活

动以及在海上救援等方面的合作。一是加强交流与

沟通。 2002年 7月,中国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西北

太平洋海事会议, 讨论打击海盗和反恐问题。 2003

年 12月, 中美在华盛顿签署了新的 5中美海运协

定6, 规定双方船舶如果在对方海域发生海难事故,

对方应及时予以援助, 并尽快通知当事方。2008年

12月,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在北京会见了

来访的美国运输部副部长托马斯 #巴雷特, 双方就

打击海盗、维护海运安全加强合作交换了看法,随后

两国在美举行第三次海运会谈, 再次就应对日益严

重的海盗问题开展合作进一步交换了意见。二是举

行联合军事演习。 2006年 9月, 由 /青岛 0号和 /洪

泽湖 0号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与美国 /肖普0号

军舰在圣迭戈港西北海域举行了中美海军首次联合

搜救演习。对此,中方指挥员王福山少将评价说,此

次演习情节设置和情况处置得当, 两国海军救援行

动迅速,配合非常默契, 展示了中美海军良好的合作

前景。美方指挥员吉尔迪准将表示,通过这次演习,

我十分有信心在未来的海上搜救实战情况下, 两国

海军一定能够完成好联合搜救。¿ 同年 11月, 两国

海军在中国南海举行了第二阶段搜索与营救演习。

三是加强在索马里海域的护航合作。为应对日益猖

獗的索马里海盗, 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

决议于 2008年 12月决定派海军舰艇赴亚丁湾海域

实施护航。对此,美国方面反应积极,美军太平洋总

部司令基廷上将认为,中国派舰艇参加反海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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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美中双方的军事关系,并表示美方愿意向

中方提供情报支持。¹ 在护航期间, 美国 151特混

编队指挥官斯科特#桑德斯少将已于 2009年 11月

应邀参观访问了中国的 /舟山 0舰, 而中国第三批护

航编队指挥员王志国少将也回访了美国 /乔辛0舰,

并对美 151编队为中方提供信息情报表示感谢。双

方还就反海盗行动经验、国际反海盗交流合作等议

题深入交换了意见。º

第四, 中美保持在海运安全执法方面的密切合

作。近 10年尽管中美两国政治和军事关系时有起

伏,但美国海岸警卫队 (USCG)与中方相关部门 (海

监、海事、渔政、缉私、海警 )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包括人员交往、舰艇互访和联合执法。 2005年 3月

中国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访美, 双方就商签 5中美

海上安全合作备忘录6、建立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

信息交流机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察官工作交流、开

展沙盘搜救演习以及海上救助人员培训交流等问题

加强了磋商。» 同年 12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克莱

格 #伯尼少将访问宁波, 中美就港口保安工作等问

题进行了交流。 2006年美国海岸警卫队还首次在

美驻华大使馆设立了联络官,以加强与中方官员的

联络。 2009年 7月中国交通运输部与美国海岸警

卫队签署了部门间5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 6, 双方均

表示希望加强在海运安全和保安、海上人命救助、海

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协商与合作,共同构筑安

全、高效、环保的海上运输环境。¼ 在舰艇互访方

面, 2004年 5月美国海岸警卫队 /美洲杉 0号访问上

海成为第一艘访华的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 此后其

/急流0号和 /鲍特维尔 0号又分别于 2006年 6月和

2007年 8月访问了青岛和上海, 并与中国海警进行

了联合演练。此外, 从 2002年起至今,中国渔政船

每年都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在北太平洋进行联

合执法,共同打击非法捕鱼者,维护航道安全。2006

年 6月,中国渔政员谭立周还应美国 /急流0号舰长

唐纳#沃尔上校的邀请,登上 /急流 0号随舰赴北太

平洋执法,并还被美方授予少校军衔,赋予指挥该舰

官兵开展打击海上犯罪活动的巡逻检查的权力。½

第五, 中美在危险货物安全运输方面开始初步

合作。危险货物运输有别于一般物品运输, 一旦出

现事故,则具有影响大、危害大、伤亡人数多等特点,

因此加强危险品运输管理、提高运输安全水平对于

构建高效、安全的运输物流体系至关重要。2008年

11月,中美两国有关部门在南京联合举办了国际物

流会议,美国运输部危险品事务管理署高级代表主

持了危险品运输圆桌论坛, 期间探讨了中美在该领

域的合作空间。同年 12月,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翁孟勇在北京与出席中美交通论坛第一次会议的美

国运输部副部长托马斯 #巴雷特就中美危险品运输

安全合作交换了看法。在此基础上,两国于 2009年

3月签署了部门间 5危险货物安全运输合作项目的

安排 6及其 5行动计划 6。双方一致认为, 两国加强

在该领域的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和需要,它将会成为

中美交通领域 /双赢 0合作的范例。¾ 为落实上述协

议,两国还于 2009年 6月在北京举办了中美危险品

运输安全交流会, 为两国危险品运输领域的官员和

企业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流与对话的平台; 同年 11

月,两国运输安全研究所又在上海举办了危险品海

洋运输国际规则培训班。

二

中美在海运安全领域的合作近年尽管有了一定

进展,但两国间业已存在的政治互信问题、结构性矛

盾以及合作中的具体问题制约着合作的进一步发

展。其中,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将直接影响双方相

关领域的合作。典型的例子如 2008年 12月末中国

海军舰艇赴亚丁湾海域护航后, 美国希望中国海军

舰艇能加入其组建的特混编队, 目的在于将中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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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行动纳入自己的旗下, 对此中国方面表示双方

可以进行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但未同意加入由美军

牵头成立的多国海上联合舰队。 2009年 3月, 美国

/无暇0号监测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海南岛附近海

域探测中国海军动向,则暴露了美国更真实的意图。

另外, 2009年 10月 19日中国 /德新海0号商船在索

马里海域被海盗劫持后, 中国军方建议实行 /分区

护航0, 这一提议虽然得到许多国家响应, 但在实践

中受阻,焦点问题是主导权之争,中国主张由联合国

主导,但美国不同意。

从长远看,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限制了两国

海运安全合作的深度。近 10年中美海运安全合作

主要集中在集装箱安全、港口安全、贸易链安全、危

险品运输安全等民事和技术层面, 属于海上安全的

/外围0,而在海军层面只进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和护航信息交流,合作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其原

因在于两国存在战略利益冲突。美国海运安全政策

是其海洋霸权战略的组成部分,现有的中美海运安

全合作并没有改变和弱化美国唯我独尊的本性,美

国在5国家海上安全战略6白皮书中虽然强调海上

安全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骨子里仍把中

国视为其防范对象, 并不断加强对海上战略通道的

争夺与控制, 有意阻止中国走向海洋, 遏制中国崛

起。

中美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问题。一

是台海问题。台湾海峡是联系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捷

径,台湾以东海域是中国唯一能够直接进入太平洋

的重要通道, 而美国把台湾视为其封锁中国 /第一

岛链0的重要一环, 利用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大陆的

重要工具。为此美国不断间接或直接介入台湾事

务, 竭力拉台湾参加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 TMD ), 向台湾出售超越自身防御需求的高端武

器,妄图使台湾成为包围、封堵大陆 /第一岛链0中

一段不断的链条。2010年 1月奥巴马政府决定向

台湾出售总价值近 6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可被认为

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的重大战略行为。

二是南海问题。南海是中国走向 /两洋 0 (太平

洋和印度洋 )的枢纽部,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的货物

贸易绝大多数也需经南海航道转运。对于南沙诸岛

争端问题,中国一方面主张 /主权属我,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0, 另一方面也充分满足美国等第三方对

南海海运等问题的关注, 反复强调中国捍卫南海领

土主权及相关海洋权益并不影响外国船只在南海国

际通道航行的自由和安全。但美国却把中国对南海

地区正当的主权要求视为对其海运安全的威胁, 认

为 /中国坚持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以及对海洋

法的 -曲解 .是对该水域航行自由的 -直接威胁 . 0,

要防止 /中国对南中国海海上航线的绝对排他性控

制。0¹近年来, 美国一方面暗中支持南海问题国际

化以促使南沙分割局面永久化, 另一方面加大美军

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活动, 并将新加坡海军基地作为

美军进出印度洋和监控中国南海航道的桥头堡。

三是侦察与反侦察问题。近年美国海军不断派

监测船和侦察船利用国际通道航行权, 以所谓 /科

学测量0名义不经中方允许擅闯中国专属经济区实

施间谍活动。 2009年 3月和 5月美国海军 /无暇 0

号和 /黑森 0号先后进入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进行

情报搜集工作,严重威胁中国的海上安全和海洋权

益,中国不得不派海监船等进行依法驱赶,而美国却

指责中国 /骚扰0了美军测量船的正常作业。中美

围绕军事测量船进行侦察和反侦察较量将来还会时

有发生,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或由于误判,有可能会

/擦枪走火 0引起 /偶发性 0事件导致双方对抗或冲

突。

四是海上防扩散问题。 2003年美国布什政府

提出 /防扩散安全倡议 0 ( PSI), 允许各参加国拦截

和扣留被怀疑运载非法武器的轮船, 以防止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技术设备与原料通过海运扩

散。º PS I虽然对海上反恐有一定作用, 但不符合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等有关规定,一方面自设拦截

目标和自行采取拦截行动可能会扰乱公海秩序, 妨

害海上航行自由,危及海上正常国际贸易;另一方面

PSI可能会导致登临权和紧追权的滥用, 侵犯实际

船旗国的国家主权和海运安全。中国坚决反对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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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但主张在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框

架内,通过政治与外交等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到目

前为止,中国没有加入 PSI。如果将来美国强行在

公海上拦截其认为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嫌疑的中

国过往船只,会对中国海上贸易通道的畅通造成不

利影响。

五是利用海上通道威慑问题。美国兰德公司曾

提出,一旦发生台海危机,美军不需直接派兵干预,

只需在印度洋航道上拦截中国远洋运输船队,便可

动摇大陆对台用武的决心。¹ 马六甲海峡是美国必

须控制的咽喉通道之一, 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每年

对外贸易量的 30%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另一方面该

海上通道也是中国的南海咽喉和最重要的能源供应

线,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油轮中 60%是通往中国

的,控制它就等于把手放在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战略

石油通道的咽喉上, 随时可对中国海上贸易和能源

运输安全构成现实和直接威胁。一旦美国在未来军

事冲突和反恐斗争中找借口临检中国出入马六甲海

峡的船只或针对中国关闭马六甲海峡, 其后果将不

堪设想。

此外, 中美近年在海运安全上的合作还存在一

些矛盾和纠纷,这也影响到两国合作的进一步展开。

不难看出,美国近年推出的 /集装箱安全倡议0、/装

船前 24小时申报舱单规则 0 (简称 / 24小时规

则 0 )、/海关 -贸易伙伴反恐计划 0等安全措施带有

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 它们都以维护美国海运安全

利益为出发点, 在规则制定和推行方面我行我素。

如 /集装箱安全倡议 0自提出始便遭到他国颇多非

议,但美国态度极为强硬, 强调要么让美国海关人员

直接在出口国港口检查过往集装箱, 要么就让这些

集装箱在美国口岸接受苛刻的安检, 且美方不对检

查行动造成的经济和贸易影响负责。显然, 实行

CSI最大的受益方是美国。又如美国 52002年海上

运输反恐法 6授权海岸警卫队对所有以美国为目的

地的外国港口和有可能影响国际贸易安全的外国港

口进行安全弱点评估, 考察它们的安全性及反恐措

施是否符合美国标准, 这相当于无形中强迫其他国

家的港口安全建设采取美国标准。

美国这种以自我安全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倾向,

造成中美在海运安全合作过程中摩擦不断, 不仅给

中国海运业务的开展增添许多不便和困难, 而且妨

碍了双方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

一些问题: ( 1)美国要求其海关驻上海和深圳海关

工作组成员享有外交豁免权, 但中国认为这个问题

比较敏感,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司法主权,不能轻易

承诺。 ( 2)美国要求从 2014年起对输美集装箱在

出发港口进行 100%安检, 这对中国将构成极大压

力:一方面会延长集装箱装卸时间,影响船期。上海

港通过模拟实验表明,当对集装箱的随机抽检率达

到 10%时,整个港口就会陷入瘫痪状态。另一方面

会增加安检成本, 而这些成本最终被转嫁给贸易商

和制造商,给中美贸易带来负面影响。集装箱物流

安全问题正成为中美贸易的重大隐患。 ( 3)关于严

格船员签证制度问题。美国自 2003年 8月 1日起

取消了以往的船员集体签证方式, 进入美国港口或

过境船员都需要面试,同时船员在港区活动范围也

受到限制。对此, 中方多次与美方交涉。 ( 4)关于

货物申报问题, 2008年 12月在第三次中美海运会

谈中,中方指出美国 5进口商安全申报和承运人额

外要求6中关于留船货物申报规定存在问题, 表达

了对承运人造成负担的关注。

三

从总体上看, 中美海运安全关系与整个中美关

系一样,既有结构性矛盾, 又有共同的利益; 既有利

害冲突的一面,又有互利合作的一面。中美交往的

历史表明,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 在海运安全领域也

是如此。目前中美海运安全合作的初步成果为两国

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未来合作的深度与广

度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为此, 中美两国应相互

尊重对方的合理利益、照顾对方的关切,以现有海运

安全合作为纽带和平台, 不断充实合作的实质性内

容,增进互信, 减少摩擦,消除隐患,从而实现两国在

海运安全领域的良性互动。

49

5现代国际关系6  2010年第 5期

¹ Roger C lif,f / En tering the d ragon. s lair: Ch inese an ti- 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 p licat ion s for th e Un ited S tates0, h ttp: / /www.

rand. org/pubs /monograph s/2007 /RAND _MG524. pd.f (上网时间:

2010年 3月 7日 )



第一,中美应通过安全磋商建立海军信任机制。

/如果说美国因中国建立-蓝水海军 .而对中国缺乏

战略信任,那么, 一个正在迅速崛起而又没有 -蓝水

海军 .的中国, 对于作为全球超级大国而又在太平

洋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 将同样本能式地缺乏战

略信任。0¹ /随着越来越多的油轮穿梭于美国海军

控制的航线,中国人对美军可能的石油封锁越来越

感到担心。0º因此, 中美海军应通过安全磋商增进

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消除双方从战略到战术各个层

面的误解,以减少误判,预防意外事故发生和避免矛

盾激化,并对中美可能发生的海上危机进行掌控和

妥善处理。为此,两国应在 1998年中美签署的 5关

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6和 2008年

签署的 5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 6

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

关海上安全的具体规则与操作程序, 同时注意及时

进行信息沟通,通过加深相互了解来减少分歧,降低

猜忌。

第二, 中美应在海运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海

上安全伙伴关系。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目

前中美两国在海运安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已为双

方建立更为广泛的海上安全伙伴关系奠定了一定基

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大力发展与美国各方面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积极寻找契合点,在两国具有共同

利益、面对共同威胁的领域深化安全合作,如在打击

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以及以海运偷渡和毒品走私、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实行海上人道主义援

助、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 加强中美现有的合作关

系,使双方成为平等、负责的 /海上利益攸关方0,进

而形成彼此战略依存关系。

第三,通过进一步磋商,解决双方海运安全合作

中的实际问题。比如, 中美海关有必要将集装箱安

全合作的原则具体化。中美海关 5关于在有关港口

加强海运集装箱安全合作的原则声明 6中只强调了

尊重主权和对等原则,但对于参加 CSI可能导致的

货物流动受阻问题却没有细化的处理方式。从目前

上海和深圳两地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货物从报关、

进港到放行、装船,一般在 24小时之内完成,如果等

待美方的查验就会超过 24小时, 这将影响货物装

船。因此,对美方提出的查验要求,应当有一个时间

界定,超过时间点的, 中方可拒绝查验,否则带来的

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为此, 中美海关应通过继续磋

商形成补充协定。又如, 中美港航界应尽快把集装

箱电子标签技术在现有 /中国上海港 ) ) ) 美国萨凡

纳港 0示范航线基础上, 普及到所有中美航线, 以保

障集装箱运输各环节的安全。此外, 中美还应努力

缩小在海运安全管理与立法方面的差距。一方面,

美国应改变其不合时宜的以自我安全为中心的单边

主义倾向,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交换意见, 通过协

商, 扩大共识, 加强合作。另一方面, 中国需要加强

海运安全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缩小差距, 减少

纠纷,包括转变观念,把过去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转

变为在满足海上反恐要求前提下保证海运畅通; 加

强海运安全法规建设,尽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海

运安全法规体系;对国内还没有实施 CSI的港口, 应

积极主动创造满足 CSI的条件, 投资装备安检设施,

改善信息管理系统,调整操作程序;针对美国提出的

到 2014年要对所有输美集装箱进行 100% 扫描的

规定,中国应选择 1- 2个港口参与美国的 /港口安

全试验计划0,测试 100%安检可能带来的问题, 并

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第四,中国应提高保障自身海运安全的能力。

从长期来看,美国不会改变其海洋霸权战略,也不会

轻易放弃从海上方向围堵和封锁中国,因此中国海

运安全的结构性威胁将长期存在, 这要求中国在与

美国加强合作的同时必须提高保障自身海运安全的

能力。一是需要加强与国际海事组织在海运安全方

面的合作。 / 9# 110后, 在美国积极推动和倡导下,

国际海事组织 ( IMO )于 2002年 12月召开了 5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6 ( SOLAS)缔约国政府大

会,通过了 5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6

( ISPS) ,初步建立了海上反恐国际合作框架。 2005

年 10月 IMO重新审阅和修改了 51988年制止危及

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6 ( SUA ), 把美国海上

反恐、防扩散和登船程序纳入了现有国际协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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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方面的行动还有些滞后, 为此中国一方面

应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海运安全机制中有利于中国的

部分,扬长避短, 以国际通行规范拓展利益空间;另

一方面要在新的国际海运安全规则和危机处理过程

中积极参与,主动设计海运安全公共品,争取话语权

和有利地位。二是需要主动参与海上咽喉要道安全

保障机制建设,特别是加强与咽喉要道周边国家的

区域多边合作。比如在马六甲海峡安全问题上,

2004年 3月美国以反恐和打击海盗为借口在其 5地

区海上安全倡议 6( RM SI)中提出要派美军进驻马六

甲海峡。这一倡议引起马六甲海峡共管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警觉,三国认为海峡的安

全应由海峡沿岸国负责。但这三国安全保障能力很

有限,这正是美军提出进驻马六甲海峡的借口。针

对这种情况,中国应主动介入马六甲海峡安全事务,

利用自身有利的地理优势和较强的海上经济与科技

力量,积极参与马六甲海峡通道的规划、建设与维护

工作,与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开展海上联合搜救、海

损事故调查以及海上反恐和反海盗信息交流等多层

次、全方位的合作, 确保马六甲海峡通道安全与畅

通,堵住美军进驻马六甲海峡的借口。三是需要大

力发展具有一定威慑力的海军。中国要想实现和平

利用出海口和海上通道的目的, 最重要的支撑是发

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为中国远洋航线的安全保驾护

航。中国海军必须拥有在必要时控制通往邻近海区

的重要海峡和通道的能力, 享有进出自身所处太平

洋的自由权。在此基础上, 还应发展具有前往关系

到中国海运安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和印度洋部分水

域执行各种任务的能力, 以便根据国家需要随时应

召集结到某一海区形成有效威慑力量,遏制有害行

为,传递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立场和决心。只

有中国有了强大、自信的海上反击能力,美国才不敢

轻易拿破坏中国远洋航线安全做要挟。当然, 中国

追求的是有限性海权,保护本属中国的主权和国际

海洋法确定的应属中国的海洋权益, 而非美国式的

全球海上霸权。o

(责任编辑:张浩 )

(接第 44页 )病、非洲维和和良政治理等领域, 中国

也并非能以一国之力所及, 与各类国际组织加强在

非洲事务上的合作也是必要的选择, 多边合作尤其

是必要之需。

第四,要积极扩大对外宣传,树立中国良好的国

际形象。对非援助不光要 /做0, 也要 /说 0。中国需

要逐步在援助政策上加大开放和宣传力度, 与西方

国家开展有效对话,大力宣传中非合作、对非援助的

理念、原则、精神、项目和实际效果等,化解各方的猜

疑和误解。

中国对外援助概念与西方有很大差异, 与西方

国家将官方援助与经济合作明确分开的做法不同,

中国在开展对外援助时, 并不很严格区分对外援助

与对外经济合作之间的差别,这源于中国对援助概

念的不同理解。中国对非援助时, 并不认为非洲仅

仅是受援对象,而是认为非洲也是中国经济的机遇

所在,希望通过互利合作式的援助来促进双方经济

与社会发展。同时,中国也认为 /授人以鱼, 不如授

人以渔0, 援助项目只有同经济合作项目相结合, 才

能更好地促进非洲的发展, 从而发挥更多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在表达与

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时, 就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

/合作 0而不是 /援助 0一词,强调双方互利合作而不

仅仅是中国对非洲的单方面援助, 这些都与西方国

家所主张的援助理念有很大差异, 需要在宣传工作

中多加以解释和说明。在宣传策略上,中国应建立

立体宣传体系,制造话题, 掌握话语权;在宣传主体

上要重视非政府组织和国外的有利声音。因为很多

事情从宣传效果上看,由政府宣传不如由非政府组

织力量宣传好,由中国人宣传不如由外国人宣传好。

具体到中国对非政策,非洲人的评论具有最佳效果,

西方学者的客观评价至关重要, 学者意见远比政府

宣传有效。o

(责任编辑: 蒋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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