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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中国海警执法程序，菲律宾的“癔症”又发作了

中国需加大对美国的反制
■廖省：林越

““蹭会蹭会””闹剧八连败证明闹剧八连败证明
““台独台独””是绝路是绝路

■国际锐评

非洲，在团结自强中奋进

菲 律 宾 外 交 部 日 前 就
中 国 发 布《海 警 机 构 行 政
执 法 程 序 规 定》（简 称《规
定》）发 表 声 明 ，恶 意 抹 黑
中 国 立 法 程 序 ，蓄 意 歪 曲
攻击中国的南海权利主张
和 政 策 立 场 ，试 图 误 导 国
际 社 会 ，此 前 一 些 菲 律 宾

媒 体 也 就 此 事 故 意 炒 作 ，
别有用心地挑高菲律宾国
内与中国的对抗情绪。

过 去 一 年 多 来 ，菲 律
宾 在 黄 岩 岛 、仁 爱 礁 等 地
挑 衅 不 断 ，舆 论 认 知 层 面
也尝试了多种套路。在中
国 的 有 效 反 制 下 ，事 态 的
发展并没有按照菲律宾设
计 的“ 剧 本 ”推 进 ，不 过 菲
律 宾 的“ 心 理 病 症 ”仍 在
不 时 发 作 ，其 对 在 国 际 上
打造所谓“受害者”的人设
已经上了瘾。

菲 律 宾 外 交 部 发 表 的
此份声明就是属于典型的

“ 自 我 炒 作 ”和“ 自 娱 自
乐”，是马尼拉为了维持海
上 摩 擦 的 话 题 热 度 ，在 舆
论和认知层面不断对中国

进 行 攻 击 的“ 自 我 加 戏 ”，
也 是 想 借“ 渲 染 中 国 威 胁
论 ”继 续 拉 拢 一 些 域 内 外
国 家 为 其 提 供 支 持 和 策
应。

中 国 在 南 海 的 权 利 主
张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
依据，这无需赘言，中国海
警近段时间针对菲律宾有
关 侵 权 挑 衅 所 采 取 举 措 ，
也正是为了维护自身领土
主权。

对 于 菲 律 宾 当 下 在 南
海问题上的种种负面言行，
中国在反制中掌控着节奏、
把 握 着 力 度 ，也 保 持 着 定
力。换言之，中国不会坐视
菲律宾不断侵权挑衅，不会
放任菲律宾破坏地区和平
稳 定 ，但 也 不 会 被 菲 律 宾

“拉低智商”，在什么事情上
都“随之起舞”。

先 以 基 础 性 法 律 作 出
概 括 性 规 定 ，再 由 配 套 规
定 予 以 细 化 和 补 充 ，这 是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立法实践所总结出的成功
经 验 。 2021 年 颁 布 实 施 的

《海警法》为中国海警机构
行 使 职 权 提 供 了 法 律 依
据 ，但 它 更 多 是 框 架 性 的
总 体 性 的 规 则 ，通 过 配 套
实 施 更 具 体 的 程 序 规 定 ，
海警机构就可以在执法过
程中更有章可循。

《规 定》的 发 布 正 是 中
国为了健全完善海警执法
制 度 体 系 、落 实《 海 警
法》、提高海警行政执法专
业 能 力 而 出 台 的 ，属 于 配

套规定。它反映出中国涉
海 警 立 法 的 系 统 性 、整 体
性、协同性、时效性都在不
断 提 升 ，是 在 涉 海 行 政 执
法领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战略的生动体现。

中 国 是 海 陆 兼 备 的 大
国 ，岛 屿 众 多 ，海 岸 线 绵
长，海域面积广阔，沿海地
区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
的开发利用的倚重程度越
来越高，海洋经济、海洋科
技在推动沿海地区发展中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 些 客 观 现 实 对 海 警
机构在海上治安管理、海上
缉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渔
业管理等五个行政执法领
域，科学专业地开展执法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 ，《规

定》的出发点，是中国在国
内法层面健全完善海洋治
理 体 系 的 现 实 需 求 ，其 出
台背景与当前南海形势没
有 直 接 关 联 性 ，与 中 国 反
制菲律宾海上挑衅没有必
然 联 系 ，外 界 对 此 不 应 做
过度解读。

如 果 借 此 故 意 在 国 际
舆 论 场 上 炒 作 ，只 会 反 证
出其另有所图、别有用心，
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中的
有 识 之 士 也 定 能 看 清 真
相 ，不 会 被 歪 曲 解 读 和 恶
意炒作所误导。

（本文作者：丁铎，中
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今 年 5 月 中 旬 ，刚
放 言 要 对 中 国 联 网 智
能 汽 车 下 禁 令 的 美 国
商务部长雷蒙多，又把
37 家 中 国 企 业 和 科 研
机 构 列 入“ 实 体 清
单”。其借口是这几家
实 体 为 中 国 的 量 子 技
术、无人机技术和所谓

“高 空 监 视 ”计 划 提 供
技术或服务，威胁美国

“国家安全”。
美媒爆料，拜登预

计 近 期 将 对 中 国 电 动
汽车、电池和太阳能设
备 征 收 针 对 性 的 新 关
税 。 这 是 对 中 国 高 科
技 产 业 发 动“ 突 袭 ”，
是 给 针 对 中 国 的 新 一
轮 金 融 战 打 前 哨 。 分
析称美国如今是在“赌
国 运 ”，但 明 显 走 了 一
步 臭 棋 ，理 由 太 拙 劣
了。照雷蒙多的逻辑，
中国什么先进，什么就
是威胁，就要彻底进行
打 压 。 为 了 保 障 美 国
的 所 谓“ 安 全 感 ”，中
国 必 须 永 远 趴 在 产 业
链 底 层 缝 袜 子 、卖 资
源，美国的作为是赤裸
裸的霸道行径。把“中
国不配发展高端产业”
这句话写在脸上，一点
掩饰、狡辩的伎俩都全
免了。

去年底，中国刚宣
布 对 美 国 进 行 第 一 波
反 制 裁 。 今 年 3 月 中
旬，中国买家三天内撤
销 50.4 万 吨 美 国 小 麦
订单，回应美国对华政
策。5 月 24 日，第二波
反制裁又强势登场，直
接 一 口 气 反 制 裁 了 12
家 美 国 重 要 企 业 和 10
名高官，狠狠地给白宫
一个教训！

被制裁的有：洛克
希德·马丁集团 2 家公
司、通用动力旗下 3 家
公司、铁山解决方案公
司 、应 用 技 术 集 团、标

枪合资公司、雷神导弹
系统公司、海岸间电子
公司、系统研究与模拟
公司、阿克西恩特公司
等，至于那 10 名高管，
是 这 些 军 工 企 业 的 领
导。

关 于 为 什 么 会 针
对 这 12 家 企 业 开 刀 ？
分 析 认 为 ：首 先 ，美 国
无 视 中 国 在 俄 乌 冲 突
问题上的中立，经常以
中 俄 间 正 常 的 贸 易 为
借口，实施非法单边制
裁 ，侵 犯 中 国 合 法 权
益。其次，美国经常干
涉中国内政，多次挑唆
中国内部关系，还一直
对台湾出售武器。

中 国 第 一 次 反 制
裁 充 其 量 是 发 出 一 个
警告，没想到美国还以
为 中 国 的 手 段 不 过 如
此 ，所 以 ，第 二 波 反 制
裁 接 踵 而 至 ！ 并 直 接
打到白宫的七寸，这些
被 反 制 裁 企 业 在 中 国
的资产会被直接冻结，
加 上 丢 失 中 国 这 个 稳
定的大市场，未来的亏
损还会更多呢。

此外，美国军工企
业，最需要的是原材料
啊 ！ 一 旦 中 国 限 制 稀
土和镓锗等稀有金属，
美 国 就 要 跳 脚 了 。 虽
然别的国家也有，但质
量、供给绝对没那么可
靠。有网友会问，恼怒
的 美 国 会 开 着 航 母 来
挑衅吗？其实，美海军
已 两 次 和 中 国 发 生 海
上对峙。

回顾 1994 年，朝鲜
半岛发生核危机事件，
美 国 派 出“罗 斯 福 ”号
航母、4 艘驱逐舰、2 艘
巡洋舰、2 艘攻击性核
潜 艇 及 不 计 其 数 的 舰
载机，对朝鲜半岛西海
岸 进 行 了 封 锁 。 10 月
27 日，中国当时较落后
的 091 号核潜艇，在返
回 青 岛 基 地 途 中 被 美
舰队发现，中国潜艇所

在海域被投声呐浮标，
进行 7 次模拟攻击，嚣
张 进 行 军 事 挑 衅 ！ 中
国派战机进行驱逐，英
勇 的 飞 行 员 驾 战 机 朝
挑衅的美机撞去，美军
舰队这才返航撤离。

2016 年 ，美 国 力 挺
菲律宾争夺黄岩岛“主
权”，带着“小弟”们强
闯中国南海领域，还派
出 2 个 航 母 战 斗 群 。
不料，中国直接派三军
进行联合军演，上百艘
舰艇，火箭军和战略轰
炸机严阵以待，东风导
弹头也都装上了；两军
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没 想 到 ，当 年 7 月
5 日，美军突然从南海
消失，他们是否正在进
行 备 战 无 线 电 静 默 ？
最后，中国在卫星和无
人侦察机配合下，找到
了 藏 在 菲 律 宾 的 美 军
航母舰队，美军只好撤
退 。 并 重 新 对 中 国 海
军进行定义，确定已升
级 为 美 军 不 敢 轻 易 招
惹的对手。

今年 5 月 26 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外 国 制 裁 法》规 定 ，中
国 正 式 对 美 军 工 企 业
进行一系列反制措施，
冻 结 其 在 中 国 的 不 动
产 、动 产 及 各 种 财 产，
中止合同。

有网民疑惑，美国
的 军 工 企 业 和 中 国 应
该 没 什 么 关 系 吧 ？ 中
国 制 裁 他 们 有 什 么 作
用呢？

现实情况是，目前
所 有 军 工 产 商 都 依 赖
中 国 。 尤 其 是 高 能 炸
药、稀土等重要武器原
料 。 中 国 是 全 球 唯 一
能 生 产 第 四 代 炸 药 的
国家，其他国家都受限
于 技 术 设 备 不 够 和 原
料 不 足 等 问 题 。 一 旦
中国对这些公司断供，
那 么 美 国 恐 怕 连 像 样
的炸药都生产不出来。

美 国 CSIS 智 库 针
对中国进行兵棋推演，
觉察一个问题，若仅靠
当 前 美 国 弹 药 储 备 作
战，只需三周就消耗殆
尽。原因很简单，一旦
和中国作战，对美国出
口的炸药断供，生产不
出 武 器 来 。 美 国 智 库
还有点自知之明，到时
中 国 绝 不 会 继 续 给 美
国供应炸药。

然 后 是 高 性 能 稀
土 材 料 ，尤 其 是 砷 化
镓 ，还 有 机 械 零 件 、电
路 板 等 一 系 列 武 器 基
本元件，美国都依赖于
中 国 进 口 。 如 果 中 国
对 美 军 工 企 业 进 行 制
裁，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内，美国的武器生产会
受到巨大打击，何况为
了 支 援 乌 克 兰 和 以 色
列，武器库存紧缺。

美 国“ 去 工 业 化 ”
引发的问题逐渐显现，
而“金 融 经 贸 ”的 综 合
症 开 始 迸 发 。 据 日 本
《 日 经 亚 洲 》25 日 报
道 ，全 球 最 大 对 冲 基
金 、桥 水 基 金 创 始 人
瑞·达 利 欧 表 示，美 国
目前正处于“巨大动荡
的 边 缘 ”。 他 解 析 ，这
是 一 个 以 财 富 和 价 值
观 的 巨 大 差 异 为 特 征
的 阶 段 ，导 致 左、右 两
翼 的 民 粹 主 义 不 惜 一
切代价争取胜利，而不
是达成妥协。

舆论称：若没有制
裁 、没 有 战 争、没 有 霸
凌 、没 有 控 制 ，美 国 就
无法生存。

数 十 年 来 美 国 以
“黑 手 党 ”方 式 在 全 球
薅羊毛，如今才遇到中
国“ 反 制 ”，结 果 会 怎
样呢？

当 地 时 间 27 日 ，
第 77 届 世 界 卫 生 大
会再次上演了这样一
幕：大会明确拒绝将
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
身份参会”提案列入
议程。连续第八年，
台湾当局被世卫大会
拒之门外。这充分说
明，一个中国原则是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
势力搞政治操弄损害
全球公利，“蹭会”闹
剧自取其辱，“台独”
就是绝路。

在前几天的就职
讲话中，台湾地区领
导人赖清德公然抛出
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的新“两国论”，大肆
渲染所谓“世界的台
湾”，企图继续“倚外
谋独”。本届世卫大
会，成为他们削尖脑
袋往“国际”上钻的一
个机会。于是，在大
会开幕前，台湾所谓

“卫福部长”等官员轮
番下场，搞各种活动
呼吁世卫大会“接纳”
台湾。美国国务卿布
林肯发表声明“强烈
鼓励”世卫组织邀请
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
会，作配合策应……

花 招 不 断 ，但 注
定徒劳。个别国家所
谓涉台提案不过是废
纸一张，因为它违背
了一个中国原则。一
中原则是联合国大会
第 2758 号决议和世卫
大会 25.1 号决议确认
的基本原则，也是台
湾地区参加包括世卫
大会在内的国际组织
活动的先决条件。世
卫大会连年拒绝涉台

提案，体现了国际社
会 捍 卫《 联 合 国 宪
章》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的广泛共识。

台湾当局与其徒
劳“蹭会”，不如反省一
下：为什么台湾地区
2009 年至 2016 年能以
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
大会，之后却不能？那
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上
台后顽固坚持“台独”，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
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
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
复存在。

但民进党当局并
不死心，找出所谓“防
疫缺口”这个借口，企
图打“悲情牌”博取国
际社会同情。这完全
是政治表演。两岸同
胞是一家人，中国中
央政府始终关心台湾
同胞的健康福祉，在
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
前提下，对台湾地区
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
出了妥善安排。台湾
地区设有《国际卫生
条例》联络点，获取世
卫组织信息的渠道畅
通。台湾医疗卫生专
家也能够以个人身份
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
活动，仅过去一年就
达 到 21 批 24 人 次 。
显然，所谓民众健康
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倚
外 谋“ 独 ”的 幌 子 罢
了。

说 到 民 众 健 康 ，
民 进 党 当 局 有 必 要
向台湾民众解释下：
为 何 罔 顾 民 意 进 口
美国“毒猪肉”、拒绝
大陆新冠疫苗、为日
本 核 污 水 排 海 洗
地 ？ 置 台 湾 民 众 安
危 于 不 顾 ，还 妄 图

“以卫谋独”，民进党

当局谋的不过是“台
独 ”分 子 私 利 ，哪 里
是岛内民众的利益？

至 于 美 国 ，一 贯
把 台 湾 地 区 当 作 遏
制中国发展的棋子，
这些年更是不断“挺
台 参 会 ”，企 图 通 过
翻 炒 议 题 来 冲 撞 一
中 红 线 。 加 上 今 年
是美国大选年，不难
想 象 一 些 政 客 趁 机
打台湾牌展示“对华
强硬”，来扩充票仓。

美台勾连利用世
卫大会搞政治操弄，
国际社会看得十分清
楚，并用行动给出了
坚决回应：一段时间
以来，世界绝大多数
国家都向中方重申坚
持 联 大 第 2758 号 决
议、坚定支持一个中
国原则、反对台湾参
加世卫大会，上百个
国家通过专门致函世
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
支持中方立场。

当前，全球正处于
加强卫生合作的紧要
关头。本届世卫大会
将讨论《国际卫生条
例》修订、“大流行协
定”缔结等重大议题。

台湾当局和少数
国 家 却 执 意 操 弄 政
治议题，将政治私利
凌 驾 于 国 际 公 共 卫
生 安 全 之 上 。 对 于
这样的搅局者，国际
社会必然唾弃。

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
一 部 分 。 无 论 民 进
党 当 局 和 少 数 国 家
怎 么 演 、怎 么“ 蹭 ”，
都 改 变 不 了 这 一 事
实，也改变不了碰壁
破 产 的 命 运 。 一 个
中国原则不可撼动，

“ 倚 外 谋 独 ”、“ 以 台
制华”注定失败。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5月
26日电新华社记者刘方强

5 月 25 日，是非洲人民
争取独立、加强团结的重要
纪念日——“非洲日”。1963
年 5 月 25 日，非洲联盟（非
盟）前身非洲统一组织（非
统）成立，将 5 月 25 日定为

“非洲日”。非统的成立，开
启了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共
同发展的新篇章。非盟接过
历史的接力棒，团结带领非
洲国家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
阔步前进，不断提升非洲的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为了庆祝今年的“非洲
日”，不仅乌干达等非洲国家
民众身着传统服饰载歌载舞，
北京等世界多地也举行了庆
祝活动。非盟委员会主席穆
萨·法基25日在发表纪念日

讲话时表示，解放、发展和融
合在非洲已成为现实。埃塞
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
非洲各国在“非洲日”回顾“共
同经历”并“建设一个更加公
平、繁荣和团结的非洲”。

非洲各国的这段“共同
经历”，就是遭受西方国家长
时间殖民和经济剥削，被迫
沦为其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
销地的苦难。“非洲日”设立
初衷是纪念非洲国家摆脱殖
民主义奴役以及取得民族解
放的胜利。非统成立后，通
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矛头
直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
霸权主义，在捍卫国家主权、
发展民族经济、支持非洲殖
民地的独立和解放、加强非
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维护

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如今，“非洲日”已不仅
仅是非洲人民争取独立与自
由的象征，更是非洲人民追
求和平与发展的标志。

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自
成立以来，非统（非盟）的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理与非洲
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如
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冲突后
重建与发展等。“发展”“繁
荣”等目标在“非洲日”庆祝
活动上被频频提及，这是非
洲大陆共同的愿景。预计到
2050 年，非洲人口将占全球
人口的1/4，且超过一半人口
年龄在25岁以下，丰富的人
力资源和自然禀赋为非洲发
展带来无限可能。非盟正团
结非洲国家，大力推进一体

化和自贸区建设，朝着非盟
《2063年议程》描绘的美好愿
景加速前进，全力建设和平、
团结、繁荣、自强的新非洲，
这不仅将造福非洲人民，也
为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为
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动能。

当前，“全球南方”加速
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趋
势，不断发展的非洲也正成
为世界政治、经济、文明发展
的重要一极。非盟长期致力
于推动非洲国家在涉及集体
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统一
立场，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团
结一致的声音。去年 9 月，
非盟受邀加入二十国集团
（G20），使非洲在全球治理
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
提升。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

负责人伊丽莎白·西迪罗保
洛斯认为，非盟作为正式成
员加入G20，是“非洲在全球
经济治理中扩大话语权的绝
佳机会”。

在非洲走向团结自强的
过程中，作为非洲的好兄弟、
好伙伴，中国始终相伴，并提
供坚强支持。中国始终把发
展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作为
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2023
年，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成功
召开，双方决定相互支持探
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共同
为实现发展愿景创造良好环
境。今年秋天，中非合作论
坛新一届会议将在中国举
办。论坛成立24年来，中非
贸易额增长20多倍，中国对
非投资增长超过 100倍。中

国始终支持非洲独立自主和
团结自强，既营造了良好的
国际对非合作环境和价值导
向，也增加了非洲开展对外
合作的自信。坦桑尼亚外长
马坎巴表示，中国是非洲永
远值得信赖的朋友，愿同中
方一道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
理的世界经济秩序。

60 多年来，非洲国家沿
着独立自主、联合自强和一体
化建设的道路阔步前行，在维
护多边主义、捍卫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的斗争中展现“非洲
力量”。非盟《2063 年议程》
稳步推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
区正式实施，次区域组织相互
协作不断加强，非洲正在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一极。
展望未来，非洲将进一步凝聚
内部力量，加强国际合作，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非
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