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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活动或其他形式
的人工改造不能改变
《海洋法公约》对这
一特征的分类。

东 南 亚 新 闻
（South East Asia 
News）9月18日援引
自 由 亚 洲 电 台 报 道
称，德国、法国和英
国在提交给联合国的
普通照会中表示，（
中 共 ） 在 南 中 国 海
的"历史性"主张不符
合国际法，2016年7
月12日菲律宾诉中国
一案的仲裁裁决明确
证实了这一点。

印 度 《 经 济 时
报》也报道了这一消
息 ， 称 德 国 、 法 国
和英国9月16日在致
联 合 国 的 照 会 中 表
示 ， （ 中 国 ） 在 南
中国海的"历史性"主
张 不 符 合 国 际 法 和
《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UNCLOS）的
规 定 。 报 道 称 ， " 法
国 ， 德 国 和 英 国 认
为，必须根据《海洋
法公约》的原则和规
则以及《公约》规定
的解决争端的手段和
程序，和平解决南中
国 海 的 所 有 海 事 主
张。"

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立即在推特上对该
三国在联合国拒绝中
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事
主张表示欢迎。9月
22日，蓬佩奥在的推
文 中 写 道 ： " 我 们 欢
迎英国、德国和法国
在联合国拒绝中共非
法的南中国海海事主

张。中国必须遵守国
际准则。我们与盟国
一 道 拒 绝 ' 强 权 即 公
理'的观点"。

澳大利亚更早加
入反对中国阵营。7
月23日，澳大利亚也
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
一份声明，就中国对
南海宣称拥有主权的
做法发出了明确且强
硬的抵制。在这份写
满 两 页 A 4 纸 的 声 明
中 ， 许 多 段 落 都 是
以"澳大利亚拒绝"、"
澳 大 利 亚 政 府 拒 绝 "
以 及 " 澳 大 利 亚 政 府
不接受中国有关……
的说法"开始的。

澳 政 府 明 确 表
态：澳方拒绝中国所
谓历史上长期对南中
国 海 拥 有 " 历 史 性 主
权 " 以 及 " 海 洋 权 益 "
的说法。并称：国际
法庭2016年已经判定
相关主张违反了《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国没有法律依据在
南中国海的海洋特征
或'岛群'最外围地带
划笔直基线。澳大利
亚拒绝任何基于这类
基线的对内部水域、
领海、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提出的主权要
求。澳洲政府提及的
国际法庭裁决，中国
没有参与，也不予承
认。

此前，虽然澳大
利 亚 一 直 支 持 美 国
之捍卫南海航行自由
的立场，但到并没有
明确表示站在南海主
权争端的任何一方。

在菲律宾向国际法庭
提出诉讼时，时任澳
总理特恩布尔一方面
表示：中国在南海争
议海域的军事布署对
解 决 南 海 争 端 只 会
起到"适得其反"的效
果；另一方面强调澳
大利亚对南海没有诉
求，对那场国际法争
端不持立场。如今澳
大利亚政府向联合国
的明确表态，彻底推
翻了之前不持立场的
态度。

3  杜特尔特突然
变调：坚持南海仲裁
案

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近日强调，海牙
仲裁法庭就南中国海
的仲裁不容置疑和妥
协。

9 月 2 2 日 ， 杜 特
尔特在联合国发表的
视频讲话中强调:"海
牙仲裁法庭的裁定已
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部
分，这里没有讨价划

价的余地，任何政府
更迭都不能弱化或出
卖 这 一 裁 定 。 " 杜 特
尔特在讲话中还对国
际社会对海牙仲裁的
支持表示感谢。

杜特尔特的此番
表述完全出乎国际舆
论的意外。

杜 特 尔 特 上 台
后，他选择了一条更
为亲近中国的外交路
线，主张淡化同中国
的领土争议，而强调
扩展菲中合作，与此
同时，将南海仲裁案
束 之 高 阁 ， 不 再 过
问。

但是，现在却一
反常态，突然变调，
不免让人诧异。其中
可能促使其改变立场
的因素，其一是美国
的介入、以及德国、
法 国 和 英 国 等 国 在
联合国阐述的立场对
杜特尔特形成了巨大
的外交压力和内部压
力。其在联大这样的
场合不可能回避南海

仲裁案，他重提2016
年的仲裁结果实际上
是为了缓解来自国内
的压力。

其二，外部因素
的变化有利于菲律宾
在南海领土争端中处
于有利地位，作为菲
律宾总统不可能轻易
放弃其维护国家利益
的立场，不排除借用
西方势力争取更多利
益。

其三，西方舆论
认为，杜特尔特的亲
华 路 线 收 效 并 不 显
著 。 《 法 兰 克 福 汇
报 》 的 一 篇 报 道 指
出，一方面，中国承
诺的大规模投资计划
并未全面兑现，另一
方面，杜特尔特坚持
数年的亲华路线，并
没有使北京在南中国
海的扩张政策有所收
敛。凡此种种，使得
杜特尔特在国内不得
不面临来自军界和外
交 界 越 来 越 大 的 压
力。

与上述立场相联
系，在美国首次就南
海争端制裁24家中国
企业之后，菲外长公
开 呼 吁 不 与 受 美 国
制 裁 的 中 国 企 业 合
作。8月28日，菲律
宾外长洛辛表示，他
建议政府终止与涉及
中国南海军事化人工
岛建设、被美国列入
黑名单的中国公司打
交 道 。 他 说 ： " 如 果
他们以任何方式参与
南海造岛，那么我们
将终止与他们的任何

南海局势突变：美国动作不断、
英德法澳力挺、菲越反目变调（中）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