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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
,

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了引人注愈的
动向

,

一些与我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国家以

及西方宜传工具
,

针对我完善海洋立法和维护我海洋

权益等做法
,

利用召开第 3 次南中国海问题研讨会和

第 25 届东盟外长会议讨论地区安全问题之机
,

突出宜

传南沙地 区的紧张局势
,

有意谊染所谓中国的
“

威

胁
” ,

形成了联合对我施压之势
,

我外长在东盟外长会

议上阐述了对南沙问胭的立场后
,

有关国家与我在南

海问题上的对立情绪有所级和
,

但对我疑虑并未消除
。

近期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些动向

(一) 利用我完善海洋立法等做法
,

突出谊染所

谓中国的
“

威胁
” 。

越南与东盟国家大肆宜传我公布《领海法》
、

与美

国公司签署联合勘探南沙油气资探合同和在小南瀚礁

竖立主权标志是
“

有目的
、

有计划的扩张行动
” ,

旨在
,

向东南亚地区
“
显示力,

” ,

攻击我正在以
“

武力为后

盾
” ,

在南沙地区推行
‘.

新的猫权政策
” ,

是
“

地区和

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 。

一些西方国家的舆论工具也借

题发挥
, ’

把我加强海军建设和购买原苏军的武器等事

与南海问题联系起来
,

诬我有
“

称雄亚洲
”

的企图
,

西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

有利于保持这一地区

玫治的稳定
。

经济上
,

日本是全球性超级大国
,

在这一地区拥

有技术和资金上的绝对优势
,

但是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

自然资旅也很贫乏
。

而俄罗斯与日本正好相反
。

因此
,

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粉很强的互补性
。

随着国际经济的

区城化
、

集团化趋势的日益加强
、

经济发展上的互补

性已显得越发重要
。

日俄经济关系如能有大的改善
,

必将给亚太地区的区城经济的发展注进新的活力
。

.

军事上
,

亚太地区曾经是严重对峙的地区之一
。

冷战绪束后
,

虽然针对性的军事活动已大为减少
,

发

生冲突的可能性已明显降低
,

但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集结水平仍然超过保障该地区安全的需要
。

俄罗斯在

其远东地区仍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存在
, ‘

在北方四岛仍

有驻军 , 日本在稳步地发展高技术军事力t 和远洋打

击能力; 朝鲜半岛上还存在着对峙; 该地区的其他国

家也在增强军事力t ; 美国放慢了从这一地区收缩军

力的步伐
。

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裁军尚未有任何实质性

的开展
。

这种军事上的不同步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
、

经济关系的发展
。

日俄两国过去是对崎的前沿
,

如能

通过改善双边关系
,

建立起相互信任
,

将有助于降低

该地区的军事力t 集结水平
。

但是
, “

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
” 。

日俄领土争端的

解决和双边关系的改善不会是轻而易举的
,

特别是叶

利钦在决策上受其国内因素的严重制约
。

制约因素主

要有
:

1
、

民族矛盾极为尖锐
。

北方四岛和远东地区的

居民强烈反对归还北方四岛
,

曾以独立相要挟
。

在俄

国内也还有其它的自治共和国在闹独立
。

因此
,

稍有

不懊
,

就会在俄境内形成新的民族矛盾的热点
,

甚至

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国际性的领土纠纷
。

2
、

军方反对交出北方四岛
。

俄罗斯军方认为
,



面目前最有可能的是
’‘

城补
”

原苏联和美国减少在东

南亚军事力, 后的
“

真空
” ,

挑唆东南亚国家应
“

采取

更多的行动来遏制中国
” 。

(二 ) 借讨论地区安全形势
,

大肆宜扬南海正孕

育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新
“

热点
” 。

最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

东南亚国家先后举

行了南中国海问粗研讨会和东盟外长会议
,

主要讨论

地区安全问翅
,

一些与我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

的国家借此大作文章
,

称我在南海的举动
“

加剧了地

区的紫张局势
” 。

一些西方国家的舆论工具也乘机大肆

宜传所谓南沙
“

热点
”

问题
,

称我对南沙地区的
“

扩

张之势咄咄通人
” ,

而有关国家也表示
“

将蝎尽全力捍

卫
”

其在南沙的
“

权益
” ; 并谊染这种

“
互不相让

”

的态度
.

使南海地区潜在粉发生
“

武装冲突
”

的因素
.

特别是南海地区
“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

又鱿藏着
“

丰 ! 的石油和天然气
” ,

不能排除个别国家为了获取

这些利益
,

采取
“

甘险行动
” , “

动用武力的因素正在

急侧增长
” ,

南沙
“

将有可能成为影响东南亚地区和平

与安全的新
“

热点
” 。

(三 ) 有关国家在重申
“

主权
”

的同时
,

均表示

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

并以尽快进行谈判为名对

我施压
。

越南通过各种宜传形式
,

称其在南沙拥有
“

不可

争琳的主权
”。

越南外交部 7 月 21 日发表了所谓南沙

问题备忘录
,

谎称早在 17 世纪南沙群岛就已
“

归属
”

了越南的巴地省
,

而且在此后的驻印支的法国殖民当

局和越南的历届政府均对南沙群岛
“

连续
、

实际地行

使了管辖权
”。

最近越南外长阮孟琴再次声称
, “
只有

越南有权对这一地区的助探和开发问题作出决定
”。

菲

律宾总统拉莫斯称
,

菲不会放弃
“

在斯普拉特利群岛
.

(即我南外群岛)的资裸和粗界
”

.

菲律宾参议院外交

委员会主席布拉斯
·

奥普来还声称
,

菲将根据 199 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正式封定南沙

的
“

新边界
” 。

马来西亚也要求我
“

放弃
” 《领海法》

中有关
“

侵犯其领海的条款
”。

与此同时
,

有关国家也

表示应
“

和平谈判解决
”

南沙群岛争端
。

越共中央总

书记杜梅 7 月 19 日表示
,

对于与中国
“

出现的一切问

题
.

我们都要和平协商解决
” ,

并
“

越快越好
”。

菲律

宾总统拉莫斯在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上说
, “

对南中国
海廊}的对立主权要求⋯⋯

,

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

而要紧急而认真地去寻求解决
”。

东盟外长会议发表的

《南中国海问题宣言》 也呼吁
“

任何领土争端和司法

争端都应以和平手段解决
”。

越南及东盟国家都试图以

尽快与我进行谈判为名
,

对我施加压力
。

(四 、 东盟外长会议后
,

一必国家与我的对立情

绪有所缓和
,

但疑虑并未消除
。

我在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在南海问题上
“

拥置争

议
,

共同开发
”

的建议后
,

受到了与会代表的
“

谨镇

地
”

欢迎
,

并在 《南中国海问题宣言》中被
“

部分地

采纳
” 。

最近有关南海问题的报道明显减少
,

一些国家

与我的对立情绪也较前缓和
。

菲总统 已向我提出联合

开发南沙油气资源的建议
,

马总理马哈蒂尔称
, “

谁也

不应该怀疑
”

中国
“

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
” 。

这表

明我国提出的主张可以成为我与有关国家解决南海争

端问题的基础
。

但总的看对我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
,

柞总统继续呼吁东盟
“

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
” ,

并要求

差国在南沙问题上确乍
“

给予帮助
“ 。

越南对俄罗斯外

长提出的保留金兰湾基地的要求
“

暗示欢迎
” ,

并称这
“

有助于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
” 。

对南海形势的几点看法

从苏联到俄罗斯
,

军方逐渐地丢掉了西部的前沿阵地
,

又在海沟战争中丧失了在南部中近东诸邻国发挥作用
的机会

。

因此
“

不能允许
”

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作出

让步
,

因为整个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战略
、

’

军事愈义
, “

即使是一部分土地也不能归还
” 。

3
、

俄议会反对政府急于解决俄日领土争端的做

法
。

在 7 月 28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举行的
“

俄 日关系

和俄联邦领土问肠
”

听证会上
,

多数议员批评政府在

俄日领土问题上操之过急
,

独断专横
,

认为领土问题

可能引起俄罗斯整个对外政策的雌炸
,

并表示要牵制

叶利钦在访日期(a] 不要匆忙作出归还领土的决定
。

总的来看
,

虽然存在上述种种制约
,

但解决北方

四岛争端的主动权在俄罗斯方面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将取决于叶利钦的决断
。

(一 ) 近期南海问题比较突出
,

有以下主要原因
:

一

是与几个会议的召开有关
。

6 月 18 一29 日召开的越

共七届三中全会
,

围绕南沙问题争论激烈
,

部分委员

要求对中国的
“

挑衅
”

作出
“

强烈反应
” 。

6 月 30 日

至 7 月 3 日召开的
“

南中国海问题研讨会
” ,

议题是
“

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威胁
”

问题
,

并着重讨论了中国
“

在南中国海的动机和政策
”。

不久前举行的东盟外长

会议
,

又侧重讨论了
“

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
” 。

在上述

情况下
,

一些国家要人与新闻媒介的言论和报道比较

集中
,

形成了一定声势
,

而一些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对

南海问题进行了大肆谊染
,

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二是反映了在冷战格局结束后
,

随着原苏联和美国相

继减少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
,

一些国家担心我

乘机
“

填补真常
”

.

于是形成了联合对我施压的局面
。



三是有关国家为了在南海地区获取更多的利益
,

企图

把我国排斥在南海之外
。

(二) 南海问题
“
国际化

”

趋势在发展
。

近年来
,

南海毗邻国家都加快 了吸引外资联合开

发南海资源的步伐
,

越南继年初对油气开发的 5 个项

目进行了国际招标后
,

7 月初又与法国公司签订了勘

探越南南部沿海石油资深的协议
。

马来西亚利用外资

开发曾母暗沙盆地油气已取得进展
,

最近发现在曾母

暗沙以北 9 0 海里处有 6 座钻井平台先后出油
,

激起 了

外国投资者的
“
兴趣

”。

目前在南海投资勘探油气资源

的外国公司已达 6 0 余家
,

一些国家以
“

维护地区安

全
”

为名
,

多次组织了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
,

使南海

问题已
“

超越 了地区范围
” ,

菲外长提出将南沙争端递

交
“

国际仲裁
”

的建议虽未被采纳
,

但引起了国际社

会的
“

普遍注意
” 。

上述情况表明
,

南海问题
“

国际化
”

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
,

这将使我在维护南海权益方

面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

(三 ) 越南与有关国家联合对我的趋势还会有所

发展
,

但总的来看是有限的
。

今年以来
,

越
、

菲
、

马等国之间均在高层讨论了
南海问题

,

从最近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它突出对我施

压的情况看
,

他们之间可能达到了某些联合对我的欺

契
,

特别是越南的动作
,

值得密切注视
。

最近越南签

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7 月底其部长会议主席武

文杰也对马来西亚
、

印尼和泰国进行了访问
。

据外电

引用一位越南官员的汤说
,

武将与三国领导人讨论海
洋

“
石油勘探问题

”。

武文杰还巍访国领导人发出了

访越的邀请
,

并将
“
继续讨论南海资谏的利用问肠 ,’o

这表明越与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联合对我的趋势还

将发展
。

但总的看这种联合是有限的
,

因为虽然有关

国家与越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些共同利益
,

但也存在尖

锐矛盾
:

首先是南海问题涉及到各国的
“

领海
、

领土

主权
” ,

他们对越都不会轻易作出让步; 其次是他们对

越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长远企图也心存贬虑
,
一

直担心越会损害他们的国家权益 ; 第三是上述国家娜

与我 国有着更广泛的利益
,

发展与我国的关系是主流
,

各国都不会因南沙问题而导致与我关系倒退
,

越南也

不希望使中越关系倒退到正常化以前的状况
。

(四 )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

南海成为新
“

热点
”

的可能性不大
。

尽管目前围绕南海问越的斗争尖锐复

杂
,

但是不会像某些人估计的那样成为新的
“

热点
” 。

这是因为
:

1
、

有关国家都在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

需琴一个和平
、

稳定的周边环境
,

希望在德定的地区

形势的前提下
,

在南海地区谋求最大的利益
。

如果发

生武装冲突
,

就有丧失既得利益的危险
,

这是他们不

愿看到的
。

2
、

一些已把资本投入南海油气劫探开发

的酋方国家
,

不希望因武装冲突而使他们在南海地区

的利益受到损害
。

3
、

南海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必

经之路
,

各国都不希望这一国际航道受阻
,

特别是企

图在亚太地区谋求更大利益的美国和 日本更不希望出

现这种局面
。

综上所述
,

南海争端问题将长期存在下

去
。

估计今后围绕南海问题的斗争将呈现时紧时松的

局面
。

最黑暗时期

法美关系的

法国 《世界报》最近刊载一篇文章指出
,

许多巴

黎的外交家认为
, “

法美关系史上的最黑暗时期已经来

临
” ,

不久前法国外交部长访美未获成功就是例证之

其实
,

还在法国外交部长访美之前
,

白宫的代表

就已经把法国称为
“

战略敌人
” 。

这个称号仅次于美国

把日本称为
“

头号敌人
”。

文章分析说
,

法国目前推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引

起美国的极大不满和气愤 白官最为恼怒的是
、

今年

3 月底
,

密特朗总统竟宣布哲级为核试脸拨救
,

并呼

吁其他国家仿效
。

此外
,

法国政府关于建立法德联合

军队使之成为欧洲安全基础的构想也使美国人大为不

快
。

在关贸总协定谈判范围内
,

华盛倾对巴黎的愤怒

抨击令人吃惊一一指责法国封锁了美国达 6 年之久
。

文章追忆说
,

在美国人眼里
,

法国早就是一位
“

执

拗的盟友
” 。

还在裁高乐时期
,

法国的举动就不时导致

两国关系紧张
,

甚至出现危机
。

从法国政府 l傲汤年告

别北约军事组织的特殊立场到现在反对北约组织在欧

洲事务中发挥过于积极的作用 ; 从密特朗对星战计划

持否定态度到允许共产党进入法国政府
,

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

文章强调指出
,

苏联解体后不再把它视为习惯上

的敌人
,

因而西方联盟内部角逐加剧
,

昔 日的伙伴将

上升为敌人
。

而首先扮演这一角色的就是法国
。

(徐娜株幼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