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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罗宇凡

近日，国家网信办召开全国跟帖
评论专项整治视频会议，部署集中治
理跟帖评论存在的突出问题。各省
（区、市）网信办以及部分中央新闻网
站、商业网站负责人参加。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任贤良指出，
跟帖评论是群众在网上发表意见、表
达观点、互动交流、舆论监督的重要
平台。跟帖评论乱象扰乱信息传播
秩序、破坏网络舆论生态，人民群众
深恶痛绝，必须下大力气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要重点抓好三方
面的工作：一是集中清理跟帖评论中
违反“九不准”、触犯“七条底线”的违
法违规有害信息，大力净化跟帖评论
空间。二是加大执法监督管理力度，
畅通网络举报受理渠道，推动形成对
有害信息人人喊打、群防群治的良好
机制。三是广泛开展网上宣传教育，
持续开展“阳光跟帖”行动，积极培育
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使
文明评论、理性跟帖、善意回帖在网
上蔚然成风。

任贤良强调，跟帖评论生态治
理 关 键 在 于 落 实 网 站 主 体 责 任 。
网 络 媒 体 不 能 一 味 追 求 点 击 率 ，
要 切 实 担 负 起 应 尽 的 社 会 责 任 ，
健 全 信 息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加 强 跟
帖 评 论 自 律 管 理 ，兑 现 对 公 众 作
出 的 庄 严 承 诺 ，让 互 联 网 更 好 造
福人民。

新华社 万象周密摄

6月22日，江西鄱阳县向阳圩滨田河堤段决口封堵工作正

式启动，武警水电二总队近500名官兵携带近百台套装备作为主

力军参加“战役”，力争26日前完成封堵工作。

新华社 徐海涛

6月21日，安徽省商务厅原厅长
曹勇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在滁州
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曹勇被指控
在任淮南市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
受贿人民币2147万余元，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滥用职权同意违规返还土
地出让金 17 亿余元，造成 15 亿余元
至今未能追回。

现年 51 岁的曹勇曾任安徽省
淮南市市长，案发前任安徽省商务
厅党组书记、厅长。2015 年 5 月，
经安徽省检察院指定，滁州市检察
院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曹
勇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指控，曹勇在任淮南市
市长期间，在项目建设、资金拨付、道
路工程款等方面给他人提供便利，收
受贿赂2147万余元，巨额贿赂款共分
为两笔，且均与其妻子刘静云（另案
处理）有关；在某公司投资淮南主题
公园项目过程中，滥用职权，同意违
规返还土地出让金17亿余元，造成国
家损失15亿余元至今未能追回。检
察机关认为，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
权罪追究曹勇的刑事责任。

鉴 于 案 情 重 大 ，法 庭 将 择 期
宣判。

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
跟帖评论专项整治

安徽省商务厅原厅长
曹勇出庭受审

被控造成国家损失
15亿余元

封堵决口封堵决口

新华社 侯丽军

相关国际法、国际问题专家表示，应菲律宾单
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对菲律宾
提出的所有仲裁事项均没有管辖权，其执意接受菲
方主张、推进仲裁程序和作出裁决均属随意扩权和
越权，不具有法律效力。

仲裁庭无权就领土主权问题作出裁决
专家指出，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多种多样，强制仲裁只是其中

之一。谈判是首要的。与谈判协商等方式相比，仲裁是次要的、补
充性方式。菲律宾所提事项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
仲裁庭对此不具有管辖权，更没有资格作出裁决。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首席专家、（世界）国际法研究
院院士易显河指出，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
领域主权问题和中菲海洋划界问题。领土主权问题超出了《公约》
的解释或适用范围内，不受仲裁庭管辖。有关海洋权益来源问题和
岛礁性质问题在南海特定地理框架下，明显对中菲海洋划界产生影
响，因此涉及划界问题，而涉及《公约》划界条款的解释或适用问题
已被中国2006年的声明排除，不得提交仲裁。

2006年，中国根据《公约》第298条作出声明，明确将“关于划定
海洋边界的争端”排除适用包括仲裁在内的强制程序。类似声明共
有约30个国家作出过，除中国外，还包括英、法、俄等其他3个已加
入《公约》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声明是《公约》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对所有缔约国都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仲裁庭却对事实真相置若罔闻，执意接受菲方无理主张，
强行推进仲裁程序，属随意扩权和越权。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薛
力指出，仲裁庭没有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而是曲解《公约》的规定
以迎合菲方主张，有损其作为第三方的公正性。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祖兴表示，《公约》第298条允
许当事国将有关“历史性所有权”的争端排除出《公约》强制争端解
决程序的适用范围。因此，在实体审理阶段仲裁庭不可避免地要对

《公约》298条中有关“历史性所有权”的规定进行解释。但是，无论
在海洋法还是在一般国际法框架下，“历史性权利或所有权”等术语
都没有确定的含义，解释这类规定超出仲裁庭的管辖权。

张祖兴认为，从更深层次上看，“历史性权利主张”相关问题属于高
度政治性质而非法律性质的问题，适于通过政治解决的方法加以解
决。这类问题涉及国家的多个重大利益，没有明确的可适用的法律。

菲方提起仲裁违反国际法“禁止反言”原则
中菲之间一系列双边文件和两国均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确认了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南海争端的共识，构成了《公约》第281
条规定的“协议”，并排除了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

专家指出，中菲两国各项双边文件以及《宣言》的相关规定相辅
相成，构成中菲两国之间有拘束力的协议。菲律宾单方面提请仲
裁，违背自己的承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贾宇表示，菲方无视承
诺转而将纠纷诉诸司法程序、执意提起仲裁的做法构成“禁止反
言”，严重违反国际法。

贾宇说，菲律宾关于南海部分岛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
架上“因而应该属于菲方”的说法本末倒置，既不符合“陆地支配海
洋原则”，也违背了《公约》的意旨和原则。

贾宇指出，“陆地支配海洋”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领土主
权是主张海洋权益的基础，海洋权益从领土主权派生而来。《公约》
赋予沿海国主张和划定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国家管辖海域并对其
中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权利，但《公约》不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沿
海国的主权权利不能否定、损害他国的固有领土主权，也不能成为
沿海国主张新的领土主权的依据。

“仲裁庭对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存在的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显然重
视不够。在中国看来，问题的本质是中国的领土主权受到侵犯，而
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国家竟然利用法律途径试图进一步侵犯中国
的利益，并且要求仲裁庭为其背书，这是难以接受的。”张祖兴说。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韩爱勇表示，菲律宾所提南海
仲裁案不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案件，而是一种政治博弈，目的是在国
际社会制造中国“不遵守国际法”的错觉，抹黑和孤立中国。

美国干涉是南海局势恶化的最大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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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等军、政要员都表达过对菲
律宾此举的支持。

专家指出，美国干涉南海问题是地区局势逐渐恶化的最大外
因。美国的南海政策正不断从“幕后”走到“台前”，从“不介入”转向

“介入”、从“不选边”走向公开“选边”。深度介入南海主权争议、为
其他南海主权声索国撑腰，进而削弱和限制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与
战略利益的空间，已成为美国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韩爱勇表示，南海问题反映到中美关系中，就是中国维护领土
主权的诉求和美国维护自身海上霸权诉求之间的矛盾。

他认为，美国站在《公约》外，言必称《公约》，时时以《公约》监护
人自居，又迟迟不愿加入《公约》，根本原因在于《公约》所能保障的
只是国家作为“沿海国”所享有的海洋权益，而美国自认为是“海洋
大国”，除了作为沿海国的海洋权益外，美国更需要世界海洋的权
益，这是《公约》无法满足的。

韩爱勇说，因为有“美国规则”的存在，美国除了享有作为沿海
国家的应有权益之外，还拥有作为“海洋国家”的权益，尤其是军事
利用海洋空间的利益，这对于维持美国霸权尤为必要，因为它事关
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到达和机动能力、对主要海上通道的掌控与封
锁、对盟国安全保护和承诺的可靠性，关乎美国海洋霸权的“责任与
声望”。

专家指出，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和
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这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唯一正确
出路。仲裁案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地区形势进一步复杂
化。地区国家已达成《南海行为宣言》，如果各方切实遵循这一地区
秩序和规则，本地区和平与稳定能够得到维护。当然，这也需要包
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同中国和东盟国家相向而行，而不是相反。

专家认为：

南海仲裁案裁决将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