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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并推动南海仲裁案

应菲律宾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将于近
期作出裁决。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并推动南海仲裁案，
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 ， 中国官方密集表态回应驳
斥，学界、民间广泛关注。

菲律宾舆论抨击阿基诺政府将南海问题提交仲裁
据新华社电（记者杨柯）菲律宾《旗帜报》14 日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说，阿基诺政府将南

海问题提交有关仲裁庭进行仲裁的做法，是给菲律宾自身安放了“定时炸弹”。
这篇由专栏作家罗德·卡普南撰写的评论说，阿基诺执政 6 年，积极追随美国所谓“重返

亚太”政策，肆意误导菲民众情绪，煽动民众对邻国的敌意。 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人是在
替美国火中取栗”。

卡普南认为，阿基诺政府决定将南海问题提交仲裁庭，一下子把菲律宾送上了一条不归
路，菲律宾因此丧失了通过与中国直接谈判解决分歧的渠道。 阿基诺政府没有认识到，只要
保持谈判渠道的畅通，弥合分歧的可能性就会存在。

在卡普南看来， 菲律宾完全没有抓住中国提供的机遇， 比如共同合作开发利用南海资
源。 相反，阿基诺政府一意孤行，采取“冷战”政策，因此丧失了通过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实
现经济繁荣的机遇。 实际上，东盟不少国家正是通过这种做法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实现了睦
邻友好，而不是相互仇视。

卡普南指出，美国有意利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为其在菲律宾驻军和在
中国南海海域“海上常规巡逻”寻找理由。 仲裁庭的决定会为美国在菲律宾长期驻军提供借
口，因此也会让菲律宾付出更高的代价。

仲裁案由何而来？ 菲律宾强推目的何在？ 中国如
何应对？……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梳理了各界关注
的九个问题，并采访有关政府部门官员、法学专家、历
史学者，就上述问题一一作答。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菲大使馆称，菲律宾就中
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并声称其依据是《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
的仲裁。

2014年1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
题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阐述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以及仲裁庭对本案
明显没有管辖权的立场和理据。

然而，在菲律宾执意推动下，仲裁庭仍然强行推进程序。目前，仲裁庭
已完成对实体问题的审理，并将于近期作出最终裁决。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长期非法侵占中国南沙岛礁并大搞建
设。 现在却贼喊捉贼，滥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单方面提起仲裁，是一种

‘恶意起诉’和讹诈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强说。

据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介绍，2013 年 1 月 23 日， 在菲律宾启动仲
裁程序的第二天， 菲外交部就发布了一份文件， 明确把提请仲裁的目的
描述为“保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和海洋区域”，声称不要“放弃我们的国家
主权”，把真实意图很露骨地讲了出来。

“菲律宾执意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实质目的是通过仲裁这种手段
将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岛礁据为己有， 从法律上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马呈元说。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执行理事长曾令良说， 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
法律途径，“仲裁”乍一听是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做法。 而菲律宾的
单方面行为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作为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违
反《公约》规定，强行审理和行使管辖，属随意扩权和滥权。

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肖建国表示，仲裁庭一味全盘接受菲律宾的非法
无理主张，实际上已沦为菲方的代理人，完全偏离了第三方程序应有的公
正立场与审慎品格。

“仲裁庭从一开始就缺失成立的根基，恰如凭空建立的空中楼阁。 ”肖
建国说，“对于这幢违法建筑，应予拆除，有关仲裁庭应予撤销。 ”

“作为《公约》缔约国，中国所做的一切，针对的不是包括《公约》在内
的国际法，也不是国际海洋法法庭，针对的是强行审理和行使管辖权、随
意扩权滥权的南海案仲裁庭。 ”李国强说。

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并不代表中方在此问题上无所作为。 实际上，从菲律
宾单方面提起仲裁案起，中国就通过多个途径、采取多种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14年 12月 7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清华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新军表示，这一立场文件是中国政府标志性的“有所作为”。

此外，2015 年 10 月，仲裁庭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作出裁决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
出裁决无效，对中方没有约束力，并阐述了五点法理依据。

中方还通过其他多种渠道向国际社会宣介自身立场。 外交部长、驻外大使、发言人等，在
会见会谈、演讲、记者会等多个场合阐明中国立场，批驳菲方行径。

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无论仲裁案最终结果如何，中方都不会接受和承认裁决，更不会执行
裁决。 中国不会同意任何国家以此裁决为基础与中方商谈南海问题，也不会接受任何国家、机构
和个人以仲裁裁决为基础提出的一切诉求和主张。

多位国际法专家认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缺失合法性、公正性，
所谓中国不承认、不执行裁决结果违反国际法，“完全是贴标签”。

“由于仲裁庭一开始就不具有管辖权，所以无论裁决结果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都不具备
法律效力，自然也就谈不上执行问题。 ”马呈元说。

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表示，判决还没有作出来，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要中国遵
守、执行裁决结果。“这些人究竟要中国执行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是要用这个裁决来限制中国
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或者主权行动，那岂不正好证明了仲裁庭是在越权裁判？ 这个裁决又怎么
可能是个有效的裁决？ ”

国际法专家表示，这种情况只有裁决得到执行才会出现，但中国在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
是不接受、不执行，且仲裁庭没有相关执行机构，因此仲裁结果不会影响中方维护南海权益。

徐宏说，无论是菲律宾提起仲裁，还是仲裁庭作出裁决，都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
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 不会动摇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也
不会影响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有关争议，以及与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政策
和立场。“希望任何方面都不要被这个案件所绑架。 ”

“这是一场综合实力和意志的较量，涉及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事没有妥协空间。 ”欧
阳玉靖说。

问 南海仲裁案由何而来？

问 菲律宾为何要提南海仲裁案？

问 中国对仲裁案采取什么立场态度？
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 绝不接受单方面诉诸第三方争议解

决办法，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立场和态度
一直很清楚：不接受、不参与。 未来裁决结果作出后，也将不承认、不执
行。

曾令良说，领土主权争议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事项；而关
于海洋划界，中国政府早在 2006 年就根据《公约》规定作出了排除性声
明。“虽然菲律宾对南海仲裁案进行了精心包装，但本质上都属于领土主
权争议和海洋划界问题。 ”

此外，将南海争议提交仲裁也违背中国同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以及中菲之间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争议的共识。

“菲律宾的做法一不合法，二不守信，三不讲理，对中国无约束力，不
影响中国行使自己的权利。 ”李国强说。

问 仲裁庭是否公平公正权威？

问 南海仲裁案是不是单纯的法律案？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绝不是一起单纯的法律纠纷， 而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
治闹剧。 ”徐宏说，“大量证据表明，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的真实目的就在于否定中
国对南沙岛礁的领土主权，并将其非法窃取中国南沙岛礁的行为合法化。 ”

域外国家的介入更让南海仲裁案充满阴谋意味。 外交部长王毅曾公开指出：“菲
律宾的一意孤行，显然有幕后指使和政治操作。 ”

事实上，从 2013 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起，美国就如影随形。 仅从公开报道
看，美国白宫、国会、国务院、军方都有政要表达过对菲律宾此举的支持。

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张海文说，随着美国推进“重返
亚太”战略，南海问题逐渐升温。 美方公开声称，南海岛屿领土争议事关美国国家利
益。 在这个背景下，南海仲裁案绝不能简单地放在国际法框架下分析。

问不参与是否意味着不作为？

问不承认不执行裁决结果是否违反国际法？

问不利裁决是否意味着丧失南海权益？

5 月 12 日，在多哈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多哈宣言》，强调阿拉伯
国家支持中国同相关国家根据双边协议和地区有关共识，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领
土和海洋争议问题；强调应尊重主权国家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享有的自主选择争
端解决方式的权利。

据记者了解，已有约 40 个国家对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上的立场明确表示支持，既包括东
盟国家，也包括域外国家。

“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通过协商处理南海问题、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立场的理解和支持，代表着世界上维护公平正义的声音。 ”曾令良说。

他表示，仲裁庭作出裁决后，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杂音噪音。 对此，中国要保持在南海问题
上立场、政策、态度不变，继续坚定维护自身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新华社记者 白洁、杨依军、王卓伦）

问中国是否“孤军奋战”？

新闻延伸>>

菲方强推目的何在？
中国是否“孤军奋战”？

九问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已有约40国支持中国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