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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踩踏中国底线：菲律宾莫打错算盘

近一个月以来，菲律宾在我国中沙黄岩岛海域不断制造事端：袭扰中国渔船，提出
国际仲裁，给黄岩岛改名，欲去除岛上与中国有关的标志……

黄岩岛事态将如何演变？围绕相关问题，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和相关人士。

近一个月来，菲律宾对
中国坚持通过外交协商解

决事态的立场置若罔闻，公
然在世人的眼皮底下，采取
更改黄岩岛岛名、清除岛上
标识等挑衅举动，并图谋以

向美求援、吁邻站队、大打

悲情牌等方式，不断扩大乃
至恶化事态，严重侵犯了中
国的主权。

菲律宾为什么不听中方
劝说一味扩大事态？底气

不足的菲律宾心里明白，唯
有最大限度地把事态扩大
化、复杂化、国际化，才能指

望浑水摸鱼，捞得好处。更
有媒体指出，菲政府还存有
另 一 个 摆 不 上 台 面 的 心
思：借黄岩岛问题，遮掩并
转移菲国内民众对其执政
表现的不满。

从菲律宾当局的言行来
看，菲方从一开始就对整个

形势和周边反应做出了一厢
情愿而且极为错误的判断，
竟以为中国一贯奉行睦邻友
好政策、坚持和平发展，就可

以因此任意踩踏中国的底

线，大大低估了中国捍卫固
有领土主权的决心。

中国对周边国家一贯主

张睦邻友好。但菲律宾必须
明白，在事关领土主权的核

心利益问题上，中国的底线
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
有任何国家会容忍他国任意

和长期踩踏自己的领土主权
红线。菲律宾政府的当务之
急，不是继续一意孤行地搞
小动作，而是清醒头脑，尽快
回归正确道路。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中国渔政310船曾于4月20日抵达位于我

国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执
法管理。这是中国渔政 310 船的资料照片

（2010年11月16日摄）。 新华社发

中国外交部发表白皮书

中日韩将举行首次
救灾合作桌面演练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中国外交
部 9 日发表了《中日韩合作（1999-2012）》
白皮书，回顾三国友好交流历程，展现务
实合作成果，展望未来广阔前景。

白皮书全文约15000字，由序言、中日
韩合作概况、政治安全领域、经贸财金领
域、可持续发展领域、社会人文领域和展
望等部分组成。

白皮书说，经过十多年发展，中日韩
合作已建立起较完备的合作体系，形成了
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外交、经贸、科
技、文化等18个部长级会议和50多个工作
层机制为支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合作格局。

白皮书指出，中日韩三方就亚洲政
策、非洲政策、拉美政策、反恐等重大事务
举行多项磋商。

白皮书说，中日韩三国今年将在秘书
处的协调下，举行首次中日韩救灾合作桌
面演练，以提升三国协同应对灾害的能
力。三国正在为演练预做准备。

俄罗斯红场阅兵
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7周年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9日电 俄罗斯

9 日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庆祝
卫国战争胜利67周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及
其他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普京发表讲话，
向俄罗斯国民、卫国战争老战士和军队官
兵表示节日的祝贺。他说，应牢记战争爆
发的原因，反思其教训，这在今天仍然有
迫切性。

随后，分列式开始，代表俄罗斯陆军、
空军、海军、战略导弹部队、航空兵、伞兵
部队、后勤保障部队、联邦安全部队、内卫
部队、紧急情况部部队及军校学员方阵陆
续经过观礼台。共有约 1.4万名受阅官兵
参加分列式。

阅兵式上还展示了约 100 件军事装
备。首先驶过红场的装备方阵是虎式装
甲运输车。其他先进重型武器还有“白
杨-M”洲际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M”
战术导弹、“铠甲-S1”地空导弹系统、
S-400防空导弹系统，以及BTR80轮式装
甲车和 T90 主战坦克。最后，悬挂俄罗斯
国旗、武装力量旗帜以及陆军、海军和空
军旗帜的5架米-8直升机飞掠红场上空。

俄罗斯全国各地和独联体其他多
个国家和地区当天也以各种形式庆祝
胜利日。

焦点一：谁在蓄意挑起事端？

黄岩岛距离海南岛550海里。
“黄岩岛一带是我们潭门人祖祖辈辈耕耘的海域，上

一辈人领着下一辈人，传承着潜捕、航海等谋生的技巧。”
潭门渔民柯维秀说。

世代在自家的岛礁上捕鱼的渔民，自上世纪90年代
开始，频频遭到菲律宾军方的袭扰。据农业部南海区渔
政局介绍，1998年1~3月，我4艘渔船相继在黄岩岛海域
被菲海军拦截，51位渔民被菲拘押近半年；1999年 5月，
一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遭菲军舰撞沉。2000 年~2011
年，菲律宾军舰在黄岩岛海域追赶、抢劫、抓扣等袭扰事
件10宗，涉及我渔船32艘，渔民439人。

今年4月，菲律宾军舰袭扰我国12艘渔船，对渔船实
施逐个搜查。9 名菲律宾海军拿着照相机到处搜查、拍
照，还让渔民在太阳底下站4个小时，不允许说话。

焦点三：最现实的解决途径是什么？

一旦中菲两国在黄岩岛问题上发生武力冲突，将对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失，对于这一点，两
国的决策者都十分清楚。

“南海岛礁主权归属问题并不是中菲关系的全部。”
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说，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妥善处理与他国争
议是应有的选择。

“在拉拢美国和东盟成员国入局企图破碎，诉诸国际
仲裁亦无望的情况下，菲律宾应尽快扭转对形势的误判，
尽快返回到谈判桌前来。”李国强说。

焦点四：事态会如何演变？

自4月10日以来，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挑起主权争议
已近一个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表示，黄岩岛
事态下一步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菲律宾方面如何作为。

“如果菲律宾撤走在黄岩岛海域船只，停止干扰中国
渔船作业和中国政府公务船依法执行公务，事态就会向好
的方向发展；如果菲律宾继续错误行动，事态可能就会升
级，向更复杂化和长期化发展。”曲星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认为，从目前看，
菲律宾方面仍然继续错误估计形势，继续坚持战略误判，
黄岩岛事态在短期内的发展难以令人乐观。如菲方继续
一意孤行地挑战中国的主权底线，必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严
重后果。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焦点二：菲方主张是否站得住脚？

1997年以前，菲律宾从未对中国政府对黄岩岛行使
主权管辖和开发利用提出过任何异议。但最近十多年
来，菲律宾在黄岩岛“小动作”不断，隔三岔五挑起事端，
觊觎黄岩岛的主权。为了将黄岩岛侵为己有，菲律宾编
织了多套说辞。那么，这些说辞是否站得住脚？

——“地理邻近论”。菲律宾歪称，黄岩岛离其最
近，理所当然“归属”菲律宾。“从国际法和国际司法实践
看，所谓的‘地理邻近论’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国家海洋
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说，不存在以地域
远近确定主权归属的国际法准则，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
距本土非常遥远而距其他国家更近的领土。

——“专属经济区论”。菲律宾宣称“黄岩岛在菲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其对黄岩岛的主权声索符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国南海研究院学者刘
锋认为，菲律宾是典型的避实就虚，“公约中既没有任何
对国家陆地领土进行变更的条款，更未赋予任何国家凭
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去侵吞位于其中的
他国领土主权的权利”。

——“主权继承论”。菲律宾声称，美国曾控制黄岩
岛，因而菲律宾从美军手中“继承了对黄岩岛的主权和
管辖权”。“上世纪70年代驻菲美军曾经把黄岩岛当做靶
场，但美国从未宣称对黄岩岛拥有过主权，菲律宾怎么
能继承呢？真是荒唐。”张海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