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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联合国电 记者朱旌 张伟报道：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世界食品价格指数 6 月份平均为
163.4 点，比 5 月份上涨了 6.6 点（4.2%），创过去 4 年来的
最大单月涨幅，这也是该指数连续第五个月上升。

报告显示，除了植物油之外，6 月份所有商品分类指
数都出现上扬态势，处在首位的是食糖，价格明显激增；
谷物、乳制品和肉类价格上涨明显。

报告显示，6 月份谷物价格指数平均为 156.9 点，环比
上涨 4.4 点（2.9%），但仍比去年同期水平低 3.9%。上月谷
物的上涨几乎全部是由于玉米价格坚挺导致的，其首要
原因是巴西现货出口供应紧张；6 月上半月小麦价格也出
现上涨态势，后半月因美国报告单产创纪录和黑海地区
收成高于预期出现价格逆转；大米价格变动极小。

此外，粮农组织乳制品价格指数 6 月份平均为 137.9
点，比 5 月份上升 9.9 点（7.8%）。大洋洲 2016/2017 年度
乳业前景不稳定以及欧盟 4 月份奶产量月增速放缓是造
成报价坚挺的原因。

肉 类 方 面 ，粮 农 组 织 肉 类 价 格 指 数 6 月 份 平 均 为
158.3 点，比 5 月份修订后的指数值上涨 3.8 点（2.4%）。所
有肉类平均报价连续 3 个月坚挺，猪肉和羊肉价格涨势明
显，牛肉和禽肉报价涨幅不大。禽肉价格今年以来持续
缓和上涨，自 1 月份以来上涨了约 10%。

粮农组织还公布了世界粮食供给和需求简报，指出
全球粮食增产的主要作物是小麦。目前全球小麦产量约
7.32 亿吨，比 6 月份的预期高出 1%，原因是小麦主要产区
欧盟、俄罗斯和美国的天气条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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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国 际 仲 裁 庭 受 理 并 裁 决 菲

律宾单方面发起南海仲裁案是否合理

合法？

李明江：国际上一些比较权威的海
洋法专家认为，强制性的仲裁机制在国
际海洋法中有明确规定，其目的不是仲
裁主权归属、海洋划界和相关海域内的
军事活动等，而是解释海洋法条款的适
用性，菲律宾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菲
律宾单方面发起南海仲裁案违背了菲
律宾与中国达成的就南海问题进行全
面磋商解决的原则。中菲双方的外交
文件、共同声明以及中国与东盟达成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都有明确要求，
应首先由当事国协商解决南海争端。
同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也有明
确规定，对于海洋争端首先应由当事国
双方以协商方式解决。从政治层面上
来讲，国际仲裁庭受理并裁决此案具有
一定的争议性。

记者：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

非常热衷于谈论“南海航行自由问题”，

甚至一些相隔甚远的域外国家也开始

热衷于此，这是出于何种原因？

李明江：原本周边及域外很多国家
并不关注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而且对
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关注度明显没
有现在这么大。首先，航行自由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炒作起来的，美国
将自己理解的航行自由概念，即将军事
舰船和商用船只混为一谈抛出，影响了
其他国家对航行自由的理解。其次，近
些年南海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域外国家
也随之更加关注在该地区会否发生军

事冲突的可能性。最后，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的观点和举动经外媒曲解，加剧了
其他国家对本区域局势稳定的忧虑。
比如，一些英文媒体在关于南海问题的
报道中称“中国意图声索整个南海”，但
实际上中国从未有过类似表述。

记者：据 了 解 ，国 际 仲 裁 庭 将 于 7

月 12 日公布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该

结果对南海问题的解决及南海局势有

何影响？

李明江：国际仲裁庭受理菲律宾发
起的南海仲裁案并作出裁决，短期内无

益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反而会使南
海局势变得更加尖锐复杂，甚至存在引
发小规模冲突或者危机的可能。南海
仲裁案结果会引发其他南海问题声索
国效仿。此外，某些国家或许会依据仲
裁结果更进一步行使所谓的“航行自
由”，因此仲裁结果的公布极有可能加
剧南海的紧张局势。

记者：您对于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有

何建议？

李明江：由当事国直接谈判协商是
解决南海问题的最佳方式，法律仅仅是
一个政策选项。南海问题错综复杂，涉
及大国竞争、各国国内政治、民族主义
情绪和历史因素等，因此完全依靠法律
不可能真正解决南海问题。要想真正
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谈
判的轨道上来。此外，中国与东盟国
家，特别是与南海问题争端国开展海洋
合作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合作进一
步增强互信互助、建立共识将对和平解
决南海问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强制仲裁无益于南海问题和平解决
——访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南海问题专家李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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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白云飞报道：韩国银行（韩国的央行）近
日发布了《金融安全报告》。报告认为，韩国金融安全虽存
在一些问题，但整体保持了稳定态势。报告提出，韩国家庭
贷款违约率下降，负债结构有所改善，但负债规模上升，债
务负担加重。除造船、海运相关企业外，其他企业的利润和
财务结构均有所改善，但销售额减少。银行利润虽然持续
欠佳，但银行资产呈稳健趋势发展，并有良好的抗损失能
力。非银行性质金融机构的资产持续高速增长且安全性提
高。利率、股价、汇率趋稳，国内金融市场维持整体稳定。
韩国外债虽有增加，但银行具备良好的应对能力。

与此同时，报告也揭示出了一些问题：第一，韩国家庭
负债规模今后将呈现进一步增加趋势，韩国仍需继续改善
家庭负债结构并增加国民收入，同时要特别注意低收入阶
层的违约风险；第二，韩国企业面临利润持续减少、竞争力
下降等风险；第三，今后一段时期内，韩国仍将处于低利率
时代，银行利润将持续欠佳。此外，世界经济风险也会对韩
国金融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韩国央行发布报告认为

韩国家庭负债呈增加态势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
道：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旗下《星报》《比勒
陀利亚新闻报》《开普时报》《水星报》等
主要报纸日前刊登南非资深国际问题评
论员、独立传媒外事主编香农·易卜拉欣
的文章，揭露美国借策划、推动南海仲裁
案遏制中国的实质，支持中方在仲裁问
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文章指出，如果遏制中国是美国外
交政策的重要战略支柱，那么南海问题
仲裁庭即将作出的裁决对美国至关重
要。尽管中国多次指出仲裁不合法，但
裁决无疑将加剧南海这个本已是世界热
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一方面，美国使出
浑身解数围堵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南海紧张局势未来可能

进一步升级。
文章认为，美国将中国看作其全球

霸权的主要挑战者，并试图针对日益强
大的中国建立“包围圈”。对美国而言，
地缘战略上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
地区代理人控制中国的海上通道，进而
影响中国的贸易和能源运输。南海已成
为以中国为一方和以美国支持的南海声
索国为另一方的博弈场。奥巴马政府上
台前，各方在南海问题上虽有口舌之争，
但地区形势处于可控状态。此后，美国
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调整政
策支持南海周边国家提出领土声索，地
区国家普遍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
中国。美国已成为南海地区紧张局势背
后那只“看不见的手”。美国声称其在南

海的利益是保护航行自由，但迄今中国
从未对南海航行自由造成任何威胁，且
中 国 同 样 致 力 于 维 护 该 海 上 通 道 的
安全。

文章认为，正是美国一手导演了南
海仲裁案的闹剧。有消息称，美国组建
了律师团队协助菲律宾，并怂恿菲律宾
在日本籍法官担任国际仲裁庭庭长期
间提出仲裁请求，这位法官在以往多起
案件中反对中方立场。自 2013 年 1 月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后，中国
即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中国坚持
认为，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所调整的范畴，并且中国已
于 2006 年依据《公约》规定将海域划界
问题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

序。世界上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在
内的 30 多个国家也作出了相同的排除
性声明。因此，在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
争端上，中国不会接受任何第三方争端
解决方式。

文章指出，中国认为，中菲多次确认
通过双边协商解决南海争议，这一立场
也与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中的相关表态一致。

文章指出，美国匆忙推动南海仲裁
案可能产生哪些后果，中国下一步将采
取哪些反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人们
不禁要问，美国是否把挑起军事对抗作
为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如若不然，
美国为什么要在 2030 年将 60%的军舰
和战机部署到南海地区？

南海仲裁案是美国一手导演的闹剧
南非国际问题专家发表文章揭露美国借策划、推动南海仲裁案遏制中国的实质

由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12日公布，《经
济日报》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
关系学院南海问题专家李明江。他认为，菲律宾方面在没有充分
通过双边协商解决南海问题的前提下，单方面发起国际仲裁，违背
了与中国以及中国与东盟整体外交上的共识。同时，国际仲裁庭
对此案作出裁决短期内将使地区形势变得更加尖锐复杂，无益于
南海问题和平解决。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

全球粮价现四年来最大单月涨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