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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的,体现了和平协商、互谅互让与相互调整以及睦邻、安邻等特点。由于一些海上邻国对中

国海洋领土主权的不时挑衅和侵犯, 中国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及权益面临着巨大挑战, 也使 /主权属

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0的政策受到了质疑。不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政府要做的不是

放弃这一政策,而是应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强化其实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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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在 60年的外交工作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了独具特色的边界政策, 并成功地与周边大多数陆

上邻国解决了边界争端。但是,中国拥有主权和管

辖权的海洋面积达 300多万平方千米,其中却有一

半以上存在争议,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及权益面临巨

大挑战。本文旨在分析新中国边界政策的特点,当

前面临的困境及挑战,以及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

新中国的边界政策是从 20世纪 50年代末 60

年代初以来在与缅甸等周边邻国谈判解决边界争端

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至少体现了以下

几个特点:坚持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方式;奉行互谅

互让、相互调整的基本原则; 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睦

邻安邻的政策目标。

新中国始终坚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边界争

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杀戮之后, 整个国际

社会普遍要求和平, 主张以和平协商而不是战争方

式解决国际争端。新生的中国在经历了百年动荡和

战乱后也急需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因此, 新中国

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当缅甸最早提出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要

求后,中国政府主动与缅方在 1954年 12月 12日发

表联合公报,明确表示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

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1957年 7

月, 周恩来在谈到新中国边界政策时进一步指出,解

决边界问题必须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推广联系起来进

行, 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 /绝不能采取另一种办

法; 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因为这是与我国和平外交

政策相违背的 0¹。正是中国政府本着友好协商、和

平解决争端的态度,中缅双方才顺利地达成协议,解

决了双方边界争端,从而也为新中国与邻国解决边

界争端树立了典范。在 20世纪 50年代末, 中印之

间就边界争端和边界冲突进行交涉时,中国政府同

样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通过友好协商方式

全面解决边界争端问题。及至由于印度顽固推行

/前进政策 0,引发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后,中国

政府仍没有改变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的初衷。在

成功制止了印军入侵势头之后, 中国政府先后于

1962年 10月 24日、11月 21日发表声明, 分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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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通过外交谈判方式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三项建

议、中印边界线停火和中国边防部队主动从实际控

制线后撤 20千米等主张。中国在取得军事胜利后

仍主动撤回到 1959年 11月 7日时的位置,特别是

撤出中国所不承认的 /麦克马洪线0以南的中国领

土,以实际行动显示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

争端的愿望和决心。在中印关系解冻和改善后,中

国政府多次向印方表示, 希望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

商解决双方领土争端,并于 1993年 9月与印度政府

签订了 5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

与安宁的协定6, 再次明确了 /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 0和 /两国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

方式解决 0的宗旨。时至今日, 尽管中印边界谈判

进展缓慢,印度在中印边界不时有所动作,但由于中

国政府坚持和平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原则,避免了

局势的恶化。上述实践活动充分说明, 新中国始终

强调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边界争端。

新中国还始终坚持以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原

则解决边界争端。新中国成立之初, 与周边国家间

存在着相互交织的三种 /边界线 0: 不平等条约规定

的边界线、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

中国政府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采取什么态

度,周边很多邻国都颇为疑惧。在与缅甸谈判时,中

缅双方就遇到了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 ) ) )

/ 1941年线 0。这条线是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利用中

国抗战的困难而逼迫当时的中国政府划定中缅边界

南段的一条对中国极为不利的边界线, 也是中缅边

界谈判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中国是否应该接受

/ 1941年线 0呢? 对此,周恩来总理指出,修改旧条

约或废弃旧条约重订新条约,会使人觉得过去历史

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 会导致四邻不安。

因此, /在边界问题上, 根据正式条约划定边界, 应

根据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并不排除两个友好

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 求得双方公平合理的解

决。0¹这一立场反映了两层意思: 第一,应该按照国

际法的一般原则对待历史上的旧界约, 尊重旧政府

与外国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及依此所划定的边界,

即使是不平等条约划定的边界也应予以尊重; 第二,

对旧的不平等条约,可以在两个国家友好、和平协商

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调整, 以充分照顾到双方的合

理利益。这一主张既坚持了尊重旧条约的原则, 又

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 得到了缅方的同意和支持。

按照最后签订的条约,缅甸同意把按照 1941年中英

两国政府换文规定的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在

/ 1941年线0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从而消除了这两

个部落被 / 1941年线 0人为分割在中缅两个不同国

家的不合理状态。作为交换,中国将原来英国 /永

租0的猛卯三角地区移交给缅甸, 成为缅甸联邦领

土的一部分。中缅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处理充分体

现了平等协商、互利互让、相互调整的原则精神, 照

顾到了双方的历史和现实。中缅边界谈判中所恪守

的这一原则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谈判中也有鲜明反

映。 1979年 2月,邓小平副总理对来访的印度外长

瓦杰帕伊说:我们应该求同存异, 边界问题可以通过

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 1988

年 12月印度总理拉 #甘地访华时,李鹏总理也强调

指出,互谅互让、相互调整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

本出路。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仍始终坚持互

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原则。 2003年中印双方建立特

别代表会晤机制后,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中着力强

调 /互谅互让和互相调整 0的原则。 2005年 4月温

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期间, 中印双方签署了 5关于解

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6,除重申通过

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 互不使用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外,还强调 /双方应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谅

解的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意义

的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调整,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 0º。

2008年 11月 8日,印度外长慕克吉未经中方同意,竟

然擅自 /访问 0中国达旺地区,甚至公然宣称印度对达

旺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 11月 11日

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对于中印

边界问题,中方愿与印方通过和平友好的谈判, 本着

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精神,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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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收的解决方案。0¹虽然 /互谅互让、相互调整0的

原则在中印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中具体将如何体现还

有待双方协商, 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这一原则下

中印边界争端的解决才有出路。

新中国坚持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为核

心的边界政策,其根本目的不仅在于顺利解决边界

问题, 维护国家主权, 还有营造和平周边环境的更深

层考虑。周恩来总理曾指出, /如果因为边界问题

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

决为好,以待时机的成熟。0º他还说, /我们要解决

边界问题, 其目的是安定四邻, 争取国际形势的和

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

起来。0»事实上, 新中国的边界政策起到了睦邻安

邻效果。在解决中缅边界争端的谈判过程中, 中国

政府在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基础上提出

的解决方案得到了缅甸政府的充分肯定。缅甸总理

吴努表示, 这是照顾双方利益、公平合理的主张,

/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缅甸是一个弱小的

国家, 中国能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非常满意。0¼也

正是边界争端的和平友好解决为中缅长期保持睦邻

友好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以和平协商、互谅互让与相互调整、睦邻安邻

为特征的边界政策的指导下, 20世纪 60年代和 90

年代, 新中国先后两次掀起了与邻国谈判解决边界

争端的高潮,解决了与大多数邻国间的、历史遗留下

来的边界问题,划定的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

长度的 90%,从而使中国在较长时期内拥有了相对

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为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

加强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和平环境。

二

与大多数陆地邻国成功地解决边界争端后,中

国边界政策在陆地的重心已经由划界勘界转变为有

效管理和维护边界,建设持久稳定的边界,而在海上

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及权益则面临着巨大挑战。根据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的相关规定, 中国拥有主权和

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 300多万平方千米, 但其中一

半以上存在争议。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中国政

府在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坚持 /主权属我、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 0的政策主张, 同样体现了和平协商、

互谅互让、睦邻安邻的政策精神。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0的基本含义

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主权属我是首要前提; 第二,对

有争议的领土,在不具备条件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可

以先不谈主权归属,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

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

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 通过合作增进

相互了解, 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归属创造条件。½

从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0的立场和角度出发, 客观

冷静地对待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并为其最

终解决创造时机和条件, 既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潮流,也符合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准则,更符合中

国与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实际需要。然而, 从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0思想提出以来的

实践看,这一政策并没有像陆上那样取得实效。

首先, 中国一些有争议的海洋领土被周边邻国

侵占,相关国家还强化宣示 /主权 0, 使得 /主权属

我、搁置争议 0政策未能真正得到落实。日本、越

南、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国片

面划定的涉及中国管辖海域的所谓 /海域 0约达 150

万平方千米,其中数十万平方千米的中国海洋国土

已然成为这些国家的渔区、专属经济区和实际开发

区。¾ 以争议最大的南沙群岛为例, 从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南沙群岛露出水面的岛礁以及海域大部

分被周边国家侵占和分割。在南沙群岛中, 属于中

国控制的只有 9个, 其中大陆占 8个,台湾占 1个,

而被越、菲、马、印尼和文莱所占的岛礁却多达 45

个, ¿其中越、菲、马三国还对岛礁进行军事占领,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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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越南为甚。越南自 1984年正式派兵进驻其在南

沙所占的 8个岛屿后, 为强化其军事存在,不仅在所

占岛屿修建简易机场, 直接将所占岛屿并入国内省

份管辖,还在其所占的全部岛礁都派有驻军,总人数

超过 2000人, 成为南海争议岛屿驻军最多的国

家。¹ 另外一些较小的岛礁也有许多处于他国的控

制之下,南海海疆 /九段线 0名存实亡。此外, 南海

周边国家为了强化它们对所占岛礁的控制, 还纷纷

制定了军事现代化计划,竞相扩大军费开支,大量购

买先进武器,建造海军基地, 一些国家甚至与美国、

日本等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其次, /共同开发 0成了相关国家 /排中国化 0的

竞相开发,中国权益被完全漠视。在瓜分和侵占岛

礁的同时,越、菲等南海周边国家还疯狂掠夺南海资

源。以油气资源为例, 这些南海周边国家已经与埃

克森 -美孚、英荷壳牌等 200多家西方公司在南海

海域合作钻探了 1000多口钻井, 年石油产量达

5000万吨以上。º 与南海周边国家如火如荼地 /共

同开发 0南海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中国至今没有在该海域产出一桶油。这一方面

是由于中国海洋开发能力不足,存在技术、资金和组

织管理上的瓶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顾全大局,

力图避免与相关国家在南海资源开发问题上激化矛

盾而做了让步。此外, 南海渔业资源也遭到周边国

家的大肆掠夺, 为宣示 /主权 0, 一些南海周边国家

频频抓扣中国渔船。印尼政府更于 2008年底在海

洋事务和渔业部内部设立了专门的抓捕局, 配备了

近 30艘监督船, 由一名海军少将负责协调各方行

动,多次窜入中国传统海域抓扣中国渔船。据统计,

2000年以来, 海南、福建、广东和广西四省区共有

530多艘渔船被南海相关国家扣留, 涉及渔民近

6000名,经济损失惨重。»

第三, 一些国家还对中国海洋领土进行法理上

的吞并。一方面是利用其国内立法, 企图以立法形

式吞并中国海洋领土。 1978年 6月菲律宾总统马

科斯签署第 1596号总统法令,将南沙群岛的主体部

分宣布为菲律宾的 /卡拉延群岛 0, 同时还对南沙群

岛附近 6. 5万平方海里的海域提出管辖权要求。同

年 11月底,菲议会起草和讨论了一份法案, 重新划

定了菲海域,其中将南沙群岛的大约 60个岛礁划为

己有。¼ 1999年 5月,菲律宾政府出版新版菲律宾

地图,把黄岩岛及部分南沙群岛都划入了菲版图。

2009年 2月, 菲议会通过 /领海基线法案 0, 首次以

立法形式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法占领的 8个岛

礁和黄岩岛及周围水域划为己有。此后,越南表示

要仿效菲颁布 /越南海域法0, 马来西亚也表示要

/修改、完善0有关法律。½ 另一方面, 一些国家妄图

利用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以下简称 5公约 6 )的相

关规定, 使其对中国海洋领土的侵占合法化。 5公

约6规定, 沿海国在主张 200海里以外大陆架时不

能单方面确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必须首先向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申请并接受审议。 2001年 5

月5公约6缔约国大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 要求

在 1999年 5月 13日之前成为5公约6缔约国的国家

必须在 2009年 5月 13日之前完成 200海里以外大

陆架的外部界限划定以及有关的法律程序工作。就

在这一期限到来之前,周边邻国不断对南海诸岛和

钓鱼岛采取行动,宣示主权。 2009年 5月 6日, 马、

越联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 200海里

外大陆架划界案,几乎把南海南部瓜分完毕。5月 7

日越又单独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将包括中国

西沙群岛在内的南海中部大片海域划为其外大陆

架。 5月 11日, 文莱也向该委员会提交了 /初步信

息0,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海域划为其外大陆架。

这些所谓的 /划界案 0不仅是对中国在南海主权赤

裸裸的侵犯,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 /主权

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0的海上边界政策效用的

有限。

海洋领土被大肆侵占、海洋资源被疯狂掠夺、主

权和安全形势受到严重威胁的现实使得国人开始质

疑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0政策。国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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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民众和学者认为,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0的原则

立场并未落到实处,甚至已经失效。¹ 也有人认为,

尽管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0的主张为中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但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南海周边国家并未理会中国的主张,

而是加大了对南海领土侵占和非法开采其资源的力

度,因此该政策不可能成为解决南海问题的长久之

计。º 还有人认为由于在实践中仅仅是中国单方面

地 /搁置 0了争议,实际上束缚了中国政府处理有争

议领土的手脚,造成了一种 /我退他进 0的局面, 也

使中国提出的这一政策主张形同虚设, 南海周边邻

国实际执行的是 /搁置与中国争议, 共同与西方开

发 0。一些激进者甚至认为, 中国现行的政策太过

软弱, 进而要求对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0政策进行

重新考虑,重新做出抉择。

周边邻国无视中国权益,侵占中国海洋领土、掠

夺资源, 并以多种方式强化对有争议海域的所谓

/主权宣示0,再加上国内部分民众及学者对现有政

策的质疑, 似乎已经使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0政策处于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 /鸡肋0境地。

三

综而观之,中国有关和平协商、互谅互让、睦邻

安邻为特征的边界政策, 其贯彻效果在陆海两个不

同方向的差异很大。在陆地方向, 这一政策收效很

大;相比之下,在海洋方向, 这一政策则显得成效有

限,不尽人意。尽管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中国与海上

邻国间的边界和领土争端没有影响和平发展大局,

但由于海上边界划分问题的复杂性, 以及中国与周

边国家在海洋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特殊性, 新中国与

周边邻国在解决海上边界和领土争端上面临着十分

艰巨的任务,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在复杂的周边环境下,中国在维护海洋领土主

权问题上举步维艰,既定政策难见实效,一些民众认

为为了维护主权,中国政府应放弃现行政策,甚至不

惜一战。但实事求是地讲, 现行边界政策特别是针

对海洋主权和权益的政策仍然是当前条件下的唯一

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周边多个邻国存在海

上争端,在南海问题上更是处于以一国对多国的不

利局面;另一方面, 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

不是一个尚武的国家,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更是一贯

奉行和平睦邻的外交政策。无论是中国的国情国策

还是现实的国际环境都决定了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海

上领土争端, 是不可能也无法通过武力来解决的。

同时,武力解决也不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因此,中

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海洋领土争端必须也只能通过

外交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目前中国政府要做的不

是放弃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0的政策, 而

是应采取有力措施使这一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第一,合理有效利用国际国内立法,以法律武器

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和权益。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的海洋法典,它为沿海国

家维护其海洋领土主权和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

据。为有效维护 5公约 6所赋予中国的海洋领土主

权和权益,中国在批准 5公约 6前后相继颁布了 5领

海及毗连区法 6、5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6、5海域

使用管理法6等一系列涉海法律法规,修改了 5海洋

环境保护法6和 5渔业法 6等法律法规, 出台了 5全国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6等一些重要规划, 使中国

海洋法律和规划体系初步形成。在当前中国与周边

邻国的海上领土争端中,争议国更多的是以 5公约 6

为据,单方面扩张海上领土, 同时积极进行国内立法

建设。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在强调主权归属的历史

依据的同时,应更充分重视对国际国内立法的利用,

更多地依据 5公约 6所赋予的权利和国内立法规定

来宣示自己的权利,从而使自己的主张有坚实的法

律后盾。此外, 中国还应进一步加快和推进对 5领

海及毗连区法 6、5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6等海洋

法律的配套法规的制定, 充实和细化中国海洋立法

内容,增强海洋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完善中

国海洋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 积极推进海洋法律

体系入宪的工作, 以弥补现行宪法鲜有涉及海洋法

律的重大缺憾。

第二,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建设海洋强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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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力量不是指单纯的军事力量, 而是指国家拥有

的用于开发利用和控制海洋的整体实力, 它既包括

国家的海洋战略、海洋军事和防卫运输能力,又包括

海洋调查研究能力、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海洋水文气

象保障能力和海洋管理能力等,其中核心力量是海

军舰队。国家政策以实力为后盾, 客观现实也表明

有效的实际控制是宣示和维护主权的最有力依托,

而强大的海军力量则是有效的实际控制的坚强后

盾。中国在与周边邻国海上领土争端中的劣势地位

以及中国海洋权益的有效维护,需要中国建设强大

的海军力量,从而对本国海洋领土实现有效的军事

控制。在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同时, 更需要加强开

发利用海洋的实力。 /共同开发 0几近流于口号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中国开发利用海洋的实力不足。

据介绍, 全球能够在水深 300米开采油气的企业不

足 20家,在 3000米海底开采石油的企业更是凤毛

麟角, 而南海平均水深达 1200米。直到 2004年,中

海油才掌握了部分深海勘探开发技术。¹ 因此, 要

使中国成为 /共同开发 0的主角之一, 必须加强开发

利用海底油气和渔业资源等方面的实力。

第三, 进一步明确自身在争议地区的关键利益

所在,开展有针对性的维权。在有关海洋领土争端

问题上,特别是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 应该说, 中国

主张的权益诉求因为过于笼统而导致了政策的模

糊。在 300多万平方千米海域中, 有争议区域高达

150多万平方千米, 而且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处于不

利地位。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

内,中国要想完全拥有对这 300多万平方千米海域

的绝对主权不仅是不现实的,反而还会刺激相关邻

国更加用 /一个声音0来对付中国。因此, 中国必须

客观冷静地看待自身海洋权益,明确自己的海洋利

益所在,有针对性地维权。换言之,中国的海洋边界

政策需要在坚持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0

的总原则下,有更明确的政策指向,在此基础上进行

合理维权,维权的尺度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中

国虽应力避剑拔弩张乃至动武,但适度强硬和显示

力量也是必须的。在目前的南海争端中, 人们更多

看到的是其他国家频频发难,挑战中国的主权宣示,

而中国的反应则更多的是停留在外交辞令上, 不知

不觉中成为了 /沉默的羔羊 0, 其结果不仅放纵了一

些邻国的得陇望蜀之心, 更重要的是也放纵了相关

邻国对其所占领土和权益的实际控制。从现代国际

法和海洋法的有关判例来看, 这种局面的出现和发

展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 有效维护海洋领土

主权和权益,必须加大维权力度。一方面,中国必须

建立全海域定期巡航制度,派海巡船、海巡飞机等海

空协同监管和监视,在自己所主张的管辖海域内,多

方显示自身存在, 体现有效的实际管辖; 另一方面,

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方面要改变目前多头并举、

维权执法过度分散的局面, 整合与协调目前海洋管

理各部门的资源,大力推进海上统一执法队伍建设,

提高装备水平,以加强海洋维权执法能力。

第四,注重对国内舆论的引导,使民众理解和支

持国家的边界政策。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民整体素

质的提高,当前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事关国家领

土主权的问题倾注了高度的热情和关注,基于爱国

的激进主张和对现行政策的批评也屡见不鲜。然

而, 边界问题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权益的重大

问题,其解决往往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期望在短期内得到理想的解决是不现实的。因此,

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质疑,政府应该重视民众舆论,

并及时进行引导。一是让公众明白不管是中国还是

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在关系到自己国家核心利益的问

题上轻易做出让步,也绝不会鲁莽冲动行事;二是让

民众有足够的耐心,因为此类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

而就的,需要时间和时机。

新中国边界政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始终

体现了和平协商、平等互利、互谅互让及睦邻友好的

鲜明特点。尽管由于海上邻国对中国海洋领土主权

的不时挑衅和侵犯, 使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 0的政策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但在今后一个较

长时期内中国政府不应放弃这一政策,而应采取积

极有力措施强化其实施效力。o

(责任编辑: 何桂全 )

50

5现代国际关系6 2009年第 10期

¹ /千余口外国油井矗立南海 中国开发内外受阻 0,新华网,

h ttp: / /new s. xinhuan et. com /m il /2009 - 08 /25 / conten t_11939651 _3.

h 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