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问题解决“迟滞不前”？中外专家这样“支招”
■ 南海之声

“过去20年来，《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在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它体现出中国与东盟国
家的合作精神和亚洲思维。”
在 11 月 3 日至 4 日举行的

“2022 年海洋合作与治理论
坛”上，来自中国、菲律宾、越
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
国的专家学者对《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
高度评价。

南海和平稳定是地区国
家共识

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
寨金边举行的中国与东盟领
导人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签
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

在《宣言》的框架下，南海
问题当事方承诺通过谈判解
决争议，保持克制，在和平解
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之前，有
关各方承诺本着合作与谅解

的精神，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建
立信任，并探讨和开展合作。
制定“南海行为准则”（COC）
在《宣言》第十条被明确提出，
也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至今
不懈努力的方向。

在越南外交学院副院长
阮雄山看来，《宣言》的签署是
东盟国家和中国在南海问题
上的重要里程碑，《宣言》达成
的共识一直得到东盟国家和
中国的支持，它帮助和促进各
方在南海问题上有效管控分
歧、建立信任和促进合作。

20年来，为全面有效落实
《宣言》，签署国共召开了19
次高官会和36次联合工作组
会。在《宣言》框架下，中国和
东盟国家积极深化海洋领域
务实合作，取得累累硕果。

据中国驻东盟特命全权
大使邓锡军介绍，中方设立了

“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积
极支持中国和东盟国家各类
海上合作项目。中方和东盟
国家还积极加强海上互联互

通、海洋科技联合研发等领域
合作。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
中方尝试率先使用岛礁民用
设施，向周边国家提供防灾减
灾、预警搜救等公共服务。

种种举措对南海沿岸国
家积累互信起到了积极的意
义，对探索合作机制起到了促
进作用。阮雄山表示，“只要
各方有政治共识和意愿，就一
定能找到解决南海问题的最
终路径和方案”。

解决南海问题须摒弃西
方式对抗外交

尽管南海和平稳定是区
域国家的共识，但近年来，南
海区域依然暗流涌动，逐渐成
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不
少专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
原因，是美国等域外国家在南
海问题上的不断介入。

美国海洋问题专家马克·
瓦伦西亚表示，美国在亚太区
域挑起的针对中国的对抗和
竞争，让南海成为亚太地区潜
在的冲突爆发点。如果大国

间对抗性的竞争没有改变，
“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
将会持续受到影响，南海问题
也很难尽快得到有效解决。

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
究所副主席安娜·马林达·乌
伊认为，正因为亚太区域充满
挑战的地缘政治现实，东盟国
家和中国应摒弃西方式的对
抗外交，转向更加亚洲化的争
端解决方式。这也让在《宣
言》的框架下积极推进“准则”
磋商变得更加重要，它将让南
海问题当事方通过对话、谈判
与协商来形成更多新的共识。

事实上，不少专家都表
示，《宣言》的签署和实施表示
中国和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
解决彼此之间的海洋主张和
管辖权争议，地区国家才是妥
处南海问题的真正主人。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
中心主任胡波认为，在南海和
东亚地区，处理争议的范式与
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西方
世界所倡导的有形的国际安

全机制并不一定适用于南海
区域，尽管《宣言》并非具有约
束力，但各方通过相互克制、
战略沟通与政策对话，依然让
南海区域维系一定程度的和
平与稳定，这种东亚模式是有
效的，也需要我们有更多耐
心、智慧和努力去构建有形的
南海安全机制。

以蓝色经济促南海和平
南海问题的解决并非一

蹴而就，但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将注意力集中在促进地区
合作与发展上，却是中国与东
盟国家的共识。

安娜·马林达·乌伊表示，
虽然当前南海局势远非理想，
但不可否认的是，“南海地区
整体是和平的，南海区域的经
济发展潜力也是巨大的”。

通过中国-东盟对话机制
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自贸
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等合作平台，中
国与东盟国家不断深化经贸
合作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地区

国家的发展繁荣和人民福
祉。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13
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
盟已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

在海洋经济领域，中国和
东盟已从渔业、港口航运等传
统产业，逐步扩展到海洋旅
游、海洋科技等领域。中方提
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环南海
经济合作圈”等合作倡议，为
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海
洋经济产业合作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机制性动力，“蓝色经
济伙伴关系”正在稳步构建。

越南外交学院南海研究
所所长阮氏兰英认为，当前中
国正在“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东盟国家可以充分利
用这个机会，加强与海南自贸
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合作，以
更大的经济合作促进更多的
政治互信，为南海区域秩序构
建增加更多新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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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邻乘风造访 印中友谊长存

在全球经济前景大幅走弱
的背景下，二十国集团的国家
领导人们会聚在印尼巴厘岛。
当今世界正发生全球性变化，
进入快速发展和大变革的新时
期。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各
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信息化
和数字化进程加速。与此同
时，当前国际社会浮现的挑战
和威胁更加複杂，国际形势逐
步恶化，地区衝突和危机层出
不穷，持续升级。

到目前为止，疫情对世界
的影响还在持续，而我们也体
会到全球的经济都面临著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各国领导人在
巴厘岛举行会议之后，整个世
界会往何处，我们又该怎样来
理解此时的中国成为一个亟待
解答的问题。

这次新冠肺炎袭来，从中
国的视角来看，外部世界的局
势不容乐观。美国的疫情未曾

缓解，前途不明。美国以及西
方国家对疫情控制的水平不容
乐观。面对严禁複杂的国际疫
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中国要坚
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内应
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工作
准备。中国也要推动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纵观今天的世界大概只有
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可能做到国
内大循环，其他国家根本不具
备这样的产业能力和制度安
排。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型国家。意即，中国是一个在
漫长历史进程中慢慢整合起来
的一种国家体制。中国崛起的
程度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是
一般国家难以比拟的。所以中
国以其超大型以及超文明的国
家型态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的
格局。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

贡献连续多年都超过30%。
中国在不断积蓄高质量发

展潜能，筑牢现代经济体系建
设的制度基础。近期一系列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建
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
环体系的政策措施接连出台。
这些政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彰显中国经济锚定高质量发展
的定力。

中国经济韧性强，将为世
界经济企稳复甦提供强大动
能，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机会。中国高质量发展释放出
的动力会继续惠及全球，即便
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过去两年，
中国两年经济平均增速仍达到
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
列前茅，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引擎。

我们都见证了中国在世界
经济舞台上的崛起，而21世纪
的前30年毫无疑问将是中国完

成它崛起的最佳时期。中国的
崛起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也
体现在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上。

中国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入了
世界贸易体系，这将全球市场
潜力和一体化程度提高到了一
个史无前例的水平。而由不断
扩大的世界市场带来的、规模
更大、深度更广的国际分工则
为促进世界生产、贸易和消费
以及提高各国福利水平提供了
新的机遇。

中国经济充满了创造力，
中国已经是全球秩序的建构
者。中国崛起不是排他的而是
包容的，中国的崛起不但是和
平的而且是包容性的。中国的
经济发展不会重蹈其他国家从
事领土扩张的覆辙，这是由中
国文明特性、历史记忆、制度性
质与国家战略所决定的，中国
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而

不是破坏者。中国崛起是共赢
的，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而是
为世界提供“一带一路”这样
的、平等互利合作的大平台。
中国不是国强必霸，而是国强
好仁，不是要控制世界关键资
源，而是要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
国的包容性崛起将带来巨大发
展机遇，带来投资、技术、产业
和理念的革新，使得这些国家
能够提高内生发展能力，能够
更好地参与全球化。中国崛起
会推动全球秩序的完善。中国
已经深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
系之中，是全球秩序的坚定维
护者。

中国崛起及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今年是印中建交72周年，尽管
新冠疫情持续冲击着全球经济，但
疫情可以隔离人，却无法隔离人
心。今年3月31日，外长蕾特诺访
问中国期间，在安徽屯溪同中国外
长王毅举行会谈。7月26日下午，
佐科总统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
谈，佐科作为北京冬奥会后中国接
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在北京停留了
两天，不可谓不重视。印中高层之
间的频频交流互访，充分体现了双
方对发展印中关系的高度重视。

万水千山 不负众望
迈着风尘仆仆的脚步，不辞辛

劳的奔忙，怀着兼济天下的情操与
重情讲义的品格，习近平主席的足
迹将让印尼更加亲近中国、读懂中
国，进而更加深切体悟到一个大国
领导人想为了推动民族迈向复兴
的梦想与执着、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的智慧与担当、促进两国携手向前
的谋划与睿智。

印尼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渊
源由来已久。2013年,当时习近平
主席刚刚就任国家主席不久，就造
访我国。我亦盛情款待，邀请习近
平在我国会大厦演讲，使其成为印
尼最高立法机构发表演讲的外国
国家元首。习主席投桃报李，以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的演讲提出加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让全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重
新认识了中国。而正是在这场半
个小时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
了举世瞩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

而次年11月，当时佐科总统就
任还不到一个月，就动身前往北京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见中，习近平
主席盛赞佐科总统的提出的建设
海洋强国理念，称与其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高度契合，

我们双方可以对接发展战略，推动
两国合作上天入海。”中国人常说
的英雄所见略同应该如此，印尼和
中国都有着旷阔的领海，印中两国
文明的孕育都与海洋密不可分，成
长在太平洋母亲哺育下的印中两
国,在发展理念互相呼应、不谋而
合，佐科和习近平以他们超乎常人
的深谋远虑看到了这一切，印尼也
盼望着这次出访中习主席能够将
中国的倡议分享到爪哇岛上。

习近平不单单是高瞻远瞩的
领导人，还是一位亲和至诚的长
辈。苏庚·拉哈尔曾在2014年到
2018年担任前任驻中国大使，与习
近平主席曾有过6次会面。他说：

“每次与习主席的见面，都给我留
下深刻的印象。他待人亲和，态度
诚恳。他曾亲切地问我来中国住
得习惯不习惯，希望我有机会一定
到中国各处多走走、多看看。习近
平说话不多，是位实干家，工作起
来事必躬亲，是一个有担当、正直
的人。”习主席的目光不局限于中
国人民，更胸怀整个人类，此次出
访就是为了深化印中双边合作，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印尼乃
至整个世界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大格局、大作为。

国之典范 以“合”为贵
印中都拥有辽阔的海洋与陆

地，这让两国都成为了物产富饶的
大国，双方贸易互补性很强，印尼
引以为傲的水果、动植物油、木浆
纸品等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
之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中国出口
到印尼的商品大到钢铁、水泥，小
到彩电、手机比比皆是，这些产品
也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自1950年4月13日印中两国
建交以来，在两国政府的不断引
领和两国人民的同心协力下，印
中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地区发

展中国家之间合作共赢、联合自
强的样板。据官方数据显示，中
国不仅连续9年成为印尼最大的
贸易伙伴，还连续6年成为印尼最
大的产品出口目的地国。即便是
在疫情紧张下，2021 年两国之间
的贸易额逆势上升 54%，印尼从
两国间不附加政治的经济合作获
得了25万个就业机会。

面对新冠大流行，印尼与中国
更是坚定的战友，一开始就开展了
疫苗和新冠特效药研发合作。中
国还毫不吝啬地向印尼伸出抗疫
之手，迄今已向印尼提供疫苗2.9
亿剂。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我们
能够取得抗疫的成功不仅依靠自
身地不懈努力，也与印中两国之间
守望相助密不可分。后续印尼还
将与中国进一步深化疫苗全产业
链合作，促进建成区域疫苗生产中
心。此外，我国新首都和北加里曼
丹绿色工业园建设也会有更多中
国品牌地出现，中国将推动两国合
作旗舰项目雅万高铁如期竣工。

新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陆慷在
年初接受采访时说道，他们和许
多印尼朋友都认识到，我们的关
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就是
相互尊重，包括政治上平等相待，
能够切实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经济上互利共赢，特别
是在经贸往来和合作中从不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文化上，两国都能
够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印尼从
不认为自己是任何一国国家的附
属国，中国也秉承“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正是这种平等，才让合作
共赢成为可能。

情深已久 民众相盼
印度尼西亚群岛也被称为”南

洋群岛”，长辈有个“下南洋”的兄
弟对很多中国地区的沿海人民来
说并不新鲜，从古至今，印尼人民

与中国人民之间都有着非常频繁
的交流。而印中两国交往史，可谓
是不同地区文明接触交流的佳话。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文化上的
相亲相近有利于夯实两国交流的
民意基础。印中之间的交流，最早
可以追溯到距今2000多前的中国
汉代，彼时两方文明隔海相望，渔
民驾着小舟将交换着两国的物产，
交流着彼此的传说，印中便是在好
奇与友善之中邂逅了彼此。公元3
世纪，彼时中国处在魏晋南北朝时
代，史料记载，印尼古奴隶王国毗
骞国曾与当时的中国王朝互派使
者来往。也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
南部的少数民族逐步与我融合，印
尼文明也在这种融合中吸纳着中
国文化。到了15世纪中国的明代
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更是留下了两
国之间友好相处的瑰宝——古城
三宝垄。

三宝垄的名字来自郑和的小
字“三保”，据史料记载，农历六月
三十日，郑和船队首次登陆爪哇。
我国人民感动于郑和所带来的和
平与友好，于是将郑和船队登陆地
点改为“三宝垄”。在三宝垄，还有
一座称作记录郑和下西洋历史的
民间博物馆——三保洞，其中保存
着大量当时的珍贵文物。三保洞
正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动例
证，是印尼人民对“海内存知己，天
涯若比邻”的真实诠释。

我们欣喜地看到，印中之间的
海洋并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
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友
好纽带，印中两国的交流在两国领
导人的推动下越发紧密。“你的源
泉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
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一直流
入海洋”，让我们唱响《美丽的梭罗
河》，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迎接
印中关系迈入新时代。

Assistant Professor at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y
Programs, 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印尼总统大学国际
关系学助理教授），Vice Sec-
retary General (Industrial and
Trade Section) at Perindo Party
（印尼统一党第六届副秘书
长），中文名：赖剑文。

江春书法作品

Harryanto Aryodiguno 博士

■ 华人头条

自作诗 壶口观涛（上阙）
黄河远来晋陕间，冲岭裂崖奔腾急。
跌落壶口卷巨澜，浊浪排空声震天。

多国元首齐抵步，
峰会仙岛掀序幕。
环球经济临困境，
群策共商有出路。
佐科领导有建树，
安定繁荣世人慕。
大国声誉渐日升，
举世瞩目送祝福。

喜迎G20峰会
占碑：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