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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在马岛争端中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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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８０ 多年的马岛争端史使其成为全球最为悠久的领

土争端ꎮ 长期的阿英马岛主权谈判无实质性进展ꎬ 阿根廷在马岛争

端解决中陷入困境: 阿根廷的马岛主权依据占优势ꎬ 但收回主权乏

力ꎻ 国际社会大多数支持阿根廷的马岛主权诉求ꎬ 但国际机制作用

有限ꎻ 马岛居民人口虽少ꎬ 影响却大ꎻ 多重利益交叉与争夺ꎬ 加剧

了马岛争端的复杂化ꎮ 对于阿根廷来说ꎬ 若要解决马岛争端ꎬ 阿英

双方应大力加强政治互信与合作ꎬ 建立马岛争端管控机制ꎻ 非殖民

化是全球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ꎬ 马岛亦不例外ꎻ 阿方应强化马

岛争端解决方案的 “顶层设计”ꎬ 阿方政府的更替不应成为方案设

计断档的缘由ꎻ 马岛居民是重要的第三方力量ꎬ 阿方应充分考虑马

岛居民的意愿及相关利益ꎻ 阿英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是当前马岛争

端的务实选择ꎮ
关 键 词: 马岛争端 　 主权主张 　 非殖民化 　 马岛居民

共同开发

作者简介: 杨珍华ꎬ 法学博士ꎬ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

院和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讲师ꎬ 武汉大学历史学

院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ꎮ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９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 ６６４９ (２０１７) ０１ － ０１３３ － １３

—３３１—

∗ 本文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英国海洋战略问题研究” (编号: ＡＯＣＺＤＡ２０１３ ０９)
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案例与实践研究” (编号:
１３ＪＺＤ０３９)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马岛争端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历史产物ꎮ 历经多国的殖民统治历史ꎬ
晚近油气及海洋资源利益的争夺ꎬ 加剧了马岛争端的复杂性ꎬ 马岛由此成为

全球领土争端历史最为悠久的岛屿ꎮ① 作为争端方ꎬ 阿根廷与英国进行了长期

的谈判ꎬ 甚至不惜发动马岛战争ꎬ 然而ꎬ 这丝毫没有改变英国 １８０ 多年以来

实际控制马岛的现实ꎮ② 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多重现实因素深刻影响着马岛争

端解决进程ꎬ 阿根廷在解决马岛争端问题上陷入困境ꎮ 本文试图从阿根廷在

马岛争端中的主权主张入手ꎬ 指出阿根廷在马岛争端中面临的困境ꎬ 并重点

分析阿根廷面临困境背后的现实原因ꎬ 最后为马岛争端解决指出可行

性的路径ꎮ

一　 阿根廷在马岛争端中的主权主张

马岛 (阿根廷称 “马尔维纳斯群岛”ꎬ 英国称 “福克兰群岛”)③ 位于阿

根廷南端以东南大西洋巴塔哥尼亚大陆架水域ꎬ 由东福克兰、 西福克兰两大

主岛和 ７７８ 个小岛组成ꎬ 总面积 １２１７３ 平方公里ꎬ 居住人口不足 ３０００ 人ꎮ④

西距阿根廷东海岸 ５００ 多公里ꎬ 北距英国本土近 １３０００ 公里ꎮ 马岛扼守太平

洋和大西洋航道要冲ꎬ 和南极大陆遥遥相对ꎬ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ꎮ⑤ 可以说ꎬ
马岛集合了丰富的油气资源、 航道资源与渔业资源于一身ꎮ

纵观阿根廷政府立场及相关文献资料ꎬ 可知阿根廷在马岛争端问题上提

出了一系列的主权主张及相关的法律和历史依据ꎮ 总的来说ꎬ 阿根廷的主权

主张基于以下几个方面ꎮ 其一ꎬ 马岛最早由西班牙发现ꎬ 而且西班牙的权利

得到了宗教势力的支持ꎮ 其二ꎬ 法国和英国在许多条约中都曾明确意识到并

承认西班牙在马岛的主权ꎮ 其三ꎬ 自 １７７４ 年至阿根廷独立期间ꎬ 西班牙曾任

命了 １９ 位总督管辖马岛ꎬ 西班牙曾和平地占领并实施了马岛管辖行为ꎮ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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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ꎬ 阿根廷独立享有继承权ꎬ 也就是说ꎬ 阿根廷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时ꎬ 继

承并享有西班牙在马岛的一切权利ꎮ 其五ꎬ １８２５ 年阿根廷独立时得到了英国

的承认ꎬ 阿根廷随即派出官员在马岛实施管辖ꎬ 但英国并未提出任何有关马

岛主权主张的声明ꎮ 其六ꎬ 阿根廷方面曾派出五位行政长官对马岛实施过和

平的、 未被打断的占领和管辖ꎬ 即便当时爆发了勒克星顿事件ꎬ 阿根廷马岛

主权权利也并未因此丧失ꎮ① 其七ꎬ 从马岛的地理特点来看ꎬ 它属于巴塔哥尼

亚大陆架的一部分ꎬ 且邻近于阿根廷ꎮ 其八ꎬ 虽然马岛居民绝大部分是英国

殖民后裔ꎬ 但并不能成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ꎮ② 其九ꎬ 英国对马岛的实际控制

是源自于 １８３３ 年英国对马岛的武力入侵ꎬ 也就是说英国凭借非法入侵从阿根

廷手中夺取马岛实际控制权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ꎮ③

事实上ꎬ 在马岛 １００ 多年的纷争中ꎬ 阿英双方都声称拥有马岛主权ꎬ 各

自为自己的主权主张履行了大量的举证责任ꎮ 由上可知ꎬ 阿根廷的马岛主权

主张依据主要分为地理、 历史、 法律三个层面ꎮ④ 比较两国的马岛主权主张依

据ꎬ 无论是在马岛历史层面还是在法律层面ꎬ 阿根廷的主权主张依据丝毫不

逊色于英国ꎬ 而英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对马岛实施了 １００ 多年的有效控制和管

辖ꎮ⑤ 笔者认为ꎬ 英国实际控制和管辖马岛的现状ꎬ 使英国在马岛争端解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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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处于主动地位ꎮ 尽管阿根廷的马岛主权主张更具有支撑性ꎬ 但是ꎬ 阿根

廷在马岛争端中无法掌握主动权ꎮ

二　 阿根廷—英国马岛谈判历程

根据上述阿根廷的主权主张ꎬ 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权利与继承西班牙的

权利密切相关ꎮ 事实上ꎬ 继西班牙之后ꎬ 阿根廷曾在 １８２０—１８３２ 年期间实际

控制马岛ꎬ 并行使管辖权ꎮ① １８３３ 年 １ 月 ３ 日英国入侵占领马岛后ꎬ 阿根廷在

１５ 日发表了抗议声明ꎬ 但当时阿根廷方并无实力夺回马岛ꎮ 随后ꎬ 阿根廷发

表了一系列类似的声明ꎬ 反对英国对马岛的入侵行为ꎮ② 自 １８３３ 年以来ꎬ 阿

根廷与英国曾就马岛主权归属问题做了不少努力ꎬ 开展了一系列的对话与谈

判ꎬ 但都无果而终ꎮ 就其方法而言ꎬ 阿方最初在 １９ 世纪的对话曾建议通过司

法仲裁的方式解决马岛争端ꎬ 但是英方明确表示反对ꎻ 之后更多是选择谈判

与协商及调解方法ꎮ 阿英马岛谈判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③ꎮ
１ 阿根廷谋求谈判时期 (１８３３—１９６４ 年)ꎮ 马岛争端成为两国间突出主

题与当时阿英关系发展程度密切相关ꎮ 阿根廷独立后ꎬ 自身经济根基并不牢

靠ꎬ 也并未全力扭转殖民时期外国势力的影响ꎮ 鉴于此ꎬ １８３３ 年马岛被英国

入侵后的 １００ 多年中ꎬ 阿根廷本来可以连续抗议英国的非法行为ꎬ 但根据文

献资料显示ꎬ 阿根廷只间断地提出过几次抗议ꎮ 直到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联合

国大会上ꎬ 阿根廷的抗议起到了一定效果ꎮ 在联合国的压力下ꎬ 英国的态度

发生了一定的转变ꎬ 同意联合国在每年的报告中增加马岛作为自治领土的相

关内容ꎮ④ １９４５ 年以来ꎬ 英国放弃了 ５２０ 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ꎮ⑤ 从某种程度

上说ꎬ 非殖民化趋势使英国从最开始的拒绝谈判态度有所松动ꎬ 这给阿根廷

收回马岛主权带来了希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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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ｌｌ Ｓ 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ｌｋｌａｎｄ ( Ｍａｌｖｉｎａｓ ) Ｉｓｌａｎｄ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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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抗议具有间断性特点ꎬ 这是因为英国势力对阿根廷的政治和经

济影响深远ꎬ 这种影响持续到 ２０ 世纪初ꎮ①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罗萨斯 (Ｊｕａｎ
Ｍａｎｕｅｌ ｄｅ Ｒｏｓａｓ) 当政时代 (１８３２—１８５４ 年)ꎬ 阿方曾试图利用马岛作为解决

两国债务问题的谈判筹码ꎬ 不过此举遭到英国的拒绝ꎬ 英国不承认马岛主权

存在争端ꎮ② 显然ꎬ 针对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ꎬ 英国政府认为马岛是英国

重要的殖民财富ꎬ 英国不愿意与阿根廷就马岛主权归属问题进行谈判ꎮ③２０ 世

纪初阿根廷迎来了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的高潮ꎬ 对阿根廷人民而言ꎬ 马岛主

权归属问题上升到事关阿根廷人的国民身份、 民族自豪和荣誉方面的优先问

题ꎮ 阿根廷政府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ꎬ 既在国际社会进行舆论造势ꎬ 同时对

于有关马岛的国内法进行了完善ꎮ 比如ꎬ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颁布了将南极洲和

南大西洋相关岛屿纳入火地岛管辖范围的法令ꎬ 其中就涉及马岛、 乔治亚岛

和南桑威奇岛ꎮ④

２ 英国参与谈判时期 (１９６４—１９８２ 年)ꎮ 该阶段可分为秘密谈判时期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 年)、 搁置主权时期 (１９６９—１９７６ 年)、 主权问题再现时期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年)ꎮ⑤ 受益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先后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 １５１４ 号、
第 ２０６５ 号决议以及印度用武力收回果阿主权行为的影响ꎬ 阿根廷方的马岛主

权声索得到极大的鼓励与支持ꎮ⑥尽管联合国大会决议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ꎬ
但是ꎬ 联合国机制层面不但把马岛争端定性为非殖民化问题ꎬ 而且还呼吁阿

英两国应和平解决马岛争端问题ꎬ 两国应立即谈判ꎮ⑦

秘密谈判时期ꎮ 最初ꎬ 阿英双方试图采用政治方法解决争端ꎬ 直到 １９６６
年英国才同意与阿根廷商谈马岛归属问题ꎬ 而马岛居民并未参与谈判ꎮ 双方

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尊重马岛居民的意愿以及是否给予马岛居民权利来决定

马岛的归属ꎮ 英国放弃马岛主权权利的前提是要符合马岛居民的 “意愿”ꎮ 英

国甚至提议让马岛的主权搁置 ３０ 年ꎬ 届时再由马岛居民选择归属哪方ꎮ 阿根

廷反对英国的提议ꎬ 认为搁置的时间太长ꎬ 且马岛主权的转移不应以岛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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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为前提ꎬ 否定马岛居民拥有表决权ꎮ① 经多轮谈判后ꎬ 英国似乎愿意把马

岛主权转移给阿根廷ꎬ 同时也强调马岛居民意愿的重要性ꎮ
搁置主权时期ꎮ 阿英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ꎬ 双方调整了策略ꎬ 把马岛争

端的关键问题即主权问题搁置一边ꎬ 更多地关注主权外的相关现实问题ꎬ 比

如马岛的交通问题等ꎮ １９７１ 年ꎬ 为了解决马岛居民身份等问题ꎬ 英国同意把

马岛居民纳入阿根廷ꎮ② 阿方试图调整策略以软化英国对马岛居民意愿的立

场ꎬ 在国际政治上加强了舆论宣传ꎬ 在国际社会中也得到了不少国家的支持ꎬ
但对马岛争端解决并无实质效果ꎮ 期间ꎬ 英国还提出了两国共管计划ꎬ 最后

也是不了了之ꎮ 此外ꎬ 由于在马岛海域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ꎬ 马岛争端的

复杂性加剧ꎮ③该时期的马岛争端谈判深受阿英外交关系波动影响ꎮ
主权问题再现时期ꎮ １９７６ 年阿根廷军人发动政变上台后ꎬ 阿英两国就解

决马岛争端进行了秘密谈判ꎮ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双方达成和平解决马岛等领土争端

的共识ꎬ 还同意建立阿英经济合作框架ꎬ 如果有必要ꎬ 双方可以建立特别工

作组ꎮ④ 期间双方举行了多轮谈判ꎬ 但马岛问题仍悬而未决ꎬ 使阿根廷政府丧

失了信心ꎬ 这也为之后阿根廷发动马岛战争造成了重大影响ꎮ⑤

３ 谈判停滞时期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 年)ꎮ １９８２ 年马岛战争爆发ꎬ 阿根廷战败ꎬ
但马岛战争并未解决阿英之间的马岛主权争议ꎮ 期间ꎬ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

系列决议ꎬ 要求争端方尽快恢复谈判ꎬ 采用和平方法解决马岛主权问题ꎮ 尽

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相关决议并在马岛战争后成立了特别委员会ꎬ 试图形成

国际压力ꎬ 阿根廷也提出了诸多争端解决方案ꎬ 但英国声称马岛战争已解决

了主权问题ꎬ 拒绝与阿根廷协商解决马岛问题ꎮ⑥

４ 谈判新时期 (１９８９ 年至今)ꎮ １９８９ 年阿英两国恢复外交关系ꎬ 前提条

件是双方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ꎬ 双方承认对马岛存在主权争议ꎮ １９９０ 年阿英

签署 «英国和阿根廷关于渔业资源保护的共同声明»ꎬ 双方保留各自的马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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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及主权声索主张ꎬ 并强调双方为马岛主权谈判创设有利条件ꎮ① 期间ꎬ 阿英

两国在马岛争端问题上经历了从缓和到恶化的波动过程ꎬ 双方既有合作ꎬ 又

有争斗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 阿英签订了油气勘探与开采合作协定ꎬ 建立了马

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合作机制 (２００７ 年阿根廷退出该机制)ꎮ②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马岛争端再度引发两国关系风波ꎮ 英国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和督促ꎬ 坚持在

争议地区实施单边活动ꎬ 不仅涉及争议地区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勘探

与开发ꎬ 还在马岛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等活动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英国单方面强力

推动马岛全民公投ꎬ 试图利用国际法中现代领土变更方式强化自身在马岛的

相关权利ꎬ 此举引发了阿根廷的强烈抗议ꎮ

三　 阿根廷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就马岛争端现状而言ꎬ 阿根廷希望与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马岛争端ꎬ 但英

国一直拒绝谈判主权问题ꎬ 导致阿根廷陷入困境ꎮ
第一ꎬ 阿根廷的马岛主权依据占优势ꎬ 但收回主权乏力ꎮ 客观而言ꎬ 从

马岛主权争端双方的主权主张来看ꎬ 阿根廷的主权主张在地理、 历史、 法理

方面占据了优势ꎮ 除马岛邻近阿根廷之外ꎬ 在传统与现代的领土取得方式上ꎬ
无论是从发现、 割让、 先占、 时效还是民族自决与全民公投来看ꎬ 阿根廷的

主权依据都要优于英国ꎮ③ 根据全球文明史发展进程ꎬ 马岛的发现及殖民是欧

洲国家凭借坚船利炮征服其他大陆和文化的结果ꎮ④ １８３３ 年英国第三次武装

占领马岛ꎬ 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ꎬ 在全球事务中占主导地位ꎬ
为其 １８０ 多年的实际控制创造了重要条件ꎬ 马岛成为英国殖民扩张的一部分ꎮ
阿根廷也无力抵抗英国的入侵ꎬ 只表示了抗议ꎮ 阿根廷的声索优势并未使其

如愿收回马岛主权ꎮ
第二ꎬ 国际社会多数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诉求ꎬ 但国际机制作用有限ꎮ

马岛主权归属问题是殖民主义遗留的历史产物ꎮ ２０ 世纪全球非殖民化运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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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发展的趋势ꎬ 得到了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与推动ꎬ １９６０ 年联合国大会通

过了第 １５１４ 号决议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①ꎬ １９６１ 年通过第

１６５４ 号决议批准成立了非殖民化委员会②ꎮ 如前所述ꎬ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ꎬ
英国被迫改变殖民统治方式③ꎬ 放弃了不少海外殖民地ꎬ 其殖民政策的调整

与转变是一种顺应非殖民化潮流的具体反映ꎮ 在此契机下ꎬ 阿根廷充分利

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场合发表马岛主权主张的声明ꎬ 如在 １９４５ 年旧金

山会议中提出应关注主权问题ꎬ １９４７ 年在泛美会议上提出对马岛主权的

声索ꎬ 等等ꎮ④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阿方对马岛主权的声索终于得到了联

合国的支持ꎬ 前述相关决议就是最好的明证ꎮ 可以说ꎬ 阿根廷的主权诉求

行为获得了拉丁美洲众多国家的支持ꎬ 中国也坚定不移地支持阿方解决殖

民历史遗留问题ꎮ⑤ 然而ꎬ 尽管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制所形成的决议明

确要求阿英双方应尽快和平解决马岛争端ꎬ 但国际机制的乏力使阿根廷陷于

尴尬境地ꎮ⑥

第三ꎬ 马岛人口虽少ꎬ 影响却大ꎮ 马岛居民只有 ２０００ 多人ꎬ 大部分是英

国殖民时期的第九代后裔⑦ꎬ 马岛人口构成特点成为英国对马岛主权权利主张

的重要抓手ꎮ 单从马岛居民意愿而言ꎬ 与母国的天然联系使得英国自然成为

其首要选择ꎬ 可以说ꎬ 马岛居民对整个马岛争端谈判态势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力ꎮ 从最初英国拒绝与阿根廷谈判直到同意商讨马岛主权ꎬ 阿英之间的谈判

历程深受马岛居民的影响ꎮ 是否遵从马岛居民的意愿、 让马岛居民作为谈判

的第三方力量成为马岛争端谈判不可忽视的议题ꎮ 事实上ꎬ 马岛居民的影响

不仅表现在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马岛成立的紧急委员会事件上 (马岛居民感觉英国背

着自己向阿根廷 “出卖” 马岛)⑧ꎬ 而且马岛议会、 相关媒体在舆论上施加压

力ꎬ 他们希望 “搁置主权争议ꎬ 共推经济合作”ꎬ 一直在谋求马岛事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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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决定权ꎬ 对于阿根廷收回马岛主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ꎮ① 阿英谈判过程中

确实经历了搁置主权争议的阶段ꎬ 但最终效果并不明显ꎮ 尽管阿方做了大量

的努力ꎬ 然而ꎬ 大多数马岛居民强烈反对任何政治解决方法ꎮ② 笔者认为ꎬ 马

岛争端的最终解决始终绕不开马岛居民ꎬ 阿根廷要收回马岛主权ꎬ 必须考虑

如何获得英裔马岛居民对阿根廷的支持ꎮ
第四ꎬ 马岛争端解决方案颇有争议ꎬ 要达成协议长路漫漫ꎮ 关于马岛的

争端解决ꎬ 阿英双方提出了诸多方案ꎬ 学界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ꎬ 但马

岛争端还是处于无解状态ꎮ 总的来说ꎬ 学界提出的马岛争端解决方法主要围

绕法律方法和政治方法ꎬ 国际机制方面主要包括联合国机制和区域性机制

(比如美洲国家组织)ꎮ③ 事实上ꎬ 阿英双方都曾提议用法律方法来解决马岛

争端ꎬ 如 １８８４ 年阿根廷曾建议通过仲裁的方式裁决马岛主权的归属ꎬ 但英国

拒绝接受④ꎮ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ꎬ 英国的态度发生变化ꎬ 愿意选择国际法院

解决马岛争端问题ꎬ 其中还涉及南极领土主权争端ꎬ 然而ꎬ 英国的立场又遭

到阿根廷的反对ꎮ⑤ 从这个意义来说ꎬ 法律方法难以解决马岛争端ꎮ 在政治方

法上ꎬ 学界更多的是借鉴当前国际领土争端解决的成功实践模式ꎬ 以此为基

础提出了不少方案ꎬ 如托管、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模式、 南极模式、 托雷斯海

峡模式、 奥兰群岛模式、 香港模式、 安道尔模式ꎮ⑥ 鉴于马岛争端绝非短期内

能解决ꎬ 建立马岛争端解决管控机制或临时措施显得尤为必要ꎮ 值得一提的

是ꎬ １９９３ 年时任阿根廷外交部部长曾访问奥兰群岛ꎬ 探究奥兰模式对马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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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解决的适用性ꎮ①

尽管国际上有某些成功的领土争端解决先例ꎬ 然而ꎬ 在马岛争端问题上

照搬这些模式难以达成最终协议ꎬ 需要考虑马岛争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ꎮ
即便在阿英关系恢复正常后ꎬ 两国对待马岛争端问题的态度却迥异: 阿根廷

方面继续强化马岛的民族主义情绪ꎬ 试图督促英国回到谈判的轨道上来ꎻ 英

国方面在马岛问题上坚持岛民的意愿优先性ꎬ 也就是说ꎬ 只有征得马岛居民

的同意后ꎬ 英国才会与阿根廷商谈马岛主权问题ꎮ② 是否存在解决马岛争端的

办法呢? 理论上说是存在的ꎬ 如回租、 某种形式的共管或联合主权、 主权治

权分离等方案在理论层面可行ꎬ 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很棘手ꎮ③

第五ꎬ 多重利益交叉与争夺ꎬ 加剧了马岛争端的复杂化ꎮ 马岛之争牵涉

英国与阿根廷ꎬ 阿英在马岛问题上存在多重利益的交叉与争夺ꎮ 此外ꎬ 马岛

在两国的南极利益主张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ꎬ 加剧了马岛争端的复杂程

度ꎮ 马岛所涉及具体利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ꎮ 其一ꎬ 马岛在军事和交通上的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ꎬ 其地缘政治意义超然ꎮ 马岛邻近南大西洋与南太平洋的

要冲航道———麦哲伦海峡ꎬ 是南大西洋海洋控制权关键的一环ꎮ 其二ꎬ 马岛

作为南大西洋的资源宝库ꎬ 经济利益明显ꎮ 马岛自然资源丰富ꎬ 附近海域蕴

藏 ６００ 亿桶的石油资源ꎬ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马岛海域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后ꎬ
英国对马岛争端态度变化明显ꎬ 这阻碍了英国向阿根廷转移马岛主权的进程ꎮ
其三ꎬ 马岛问题与阿英南极利益争夺息息相关ꎮ 马岛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

极开发的重要基地ꎮ １９０８ 年ꎬ 英国最早对南极提出了领土要求ꎮ 之后ꎬ 掀起

了南极主权声索潮ꎬ 阿根廷亦不例外ꎮ 事实上ꎬ 阿英的领土争端不限于马岛ꎬ
南极主权争夺也十分激烈ꎬ １９４８ 年爆发的 “霍普湾事件” 直接导致了冻结主

权争夺的 «南极条约» 的诞生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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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阿根廷在马岛争端中的出路

鉴于马岛争端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特点ꎬ 笔者认为阿根廷解决争端的出路

有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 应大力加强政治互信与合作ꎬ 建立马岛争端管控机制ꎮ 马岛战争

结果说明ꎬ 武力无法解决马岛争端问题ꎮ １９９０ 年阿英恢复邦交以来ꎬ 马岛之

争经历了 ２０ 多年的平静期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两国签署了关于在马岛海域进行

石油天然气勘探与开采合作的联合声明ꎬ 然而ꎬ ２００７ 年阿根廷宣布退出 １９９５
年 «阿英联合声明» 所确立的机制ꎮ ２０１３ 年英国单方推动马岛公投ꎬ 马岛之

争一度刺激着阿英两国关系ꎬ 两国在该问题上不断角力ꎮ 可见ꎬ 两国政治互

信度不够ꎮ 实际上ꎬ 两国在渔业、 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合作

空间ꎬ 但这需要两国政治互信为前提ꎮ 马岛争端不应该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

展的羁绊ꎬ 其最终解决离不开阿英双方的政治互信ꎮ 在全球性领土主权争端

代表性案例中ꎬ 香港模式值得关注ꎮ 香港之所以能够回归中国大陆ꎬ 与 １９８４
年 «中英联合声明» 建立了中英两国政治互信有莫大的关系ꎮ 中英两国就香

港回归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ꎬ 最终达成了共识ꎮ 香港模式不一定适合马岛ꎬ
但加强政治互信与合作是解决马岛争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ꎮ

第二ꎬ 非殖民化是全球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ꎬ 马岛亦不例外ꎮ 非殖

民化的概念是 １９３２ 年由莫里茨尤里乌斯波恩提出的ꎮ① 二战后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非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ꎬ 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通过了多项非殖

民化决议和宣言ꎬ 大力支持全球非殖民化运动ꎮ②可以说ꎬ 非殖民化运动有坚

实的法律基础③ꎬ 已成为全球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ꎮ 非殖民化与殖民统治

息息相关ꎮ 马岛的非殖民化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ꎮ 阿根廷作为争端方应抓

住非殖民化运动大潮ꎬ 充分利用当前国际社会及相关国际机制ꎬ 特别是联合

国以及众多拉美国家的支持ꎬ 早日促使英国回到谈判桌上ꎬ 解决马岛主权问

题ꎬ 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之举ꎮ
第三ꎬ 阿方应强化马岛争端解决方案的 “顶层设计”ꎬ 阿方政府更替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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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方案设计断档的理由ꎮ 马岛争端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决定了解决争端

不可能一蹴而就ꎮ 阿根廷在与英国漫长的谈判历程中ꎬ 不乏相关的成功经验

和失败教训ꎮ 为此ꎬ 阿根廷应强化马岛争端解决方案的 “顶层设计”ꎬ 寻求当

前困境的破局ꎮ 阿方政府更替不应该成为其马岛政策与立场变更的理由ꎬ 马

岛主权问题不应成为党派牟利的工具ꎮ 马岛争端解决方案应注重政策的连续

性和可行性ꎬ 各届阿方政府的马岛政策都应该服务于马岛争端解决的大局ꎮ
笔者认为ꎬ 阿方的马岛方案设计应注重以下几点ꎮ 一是为马岛争端解决设计

一个 “分步走” 的战略规划ꎮ 首先ꎬ 双方应确定解决马岛主权问题的指导原

则并达成相关共识ꎬ 这是下一步谈判的基础ꎻ 其次ꎬ 双方就指导原则和共识

逐一深入谈判ꎬ 达成框架协定ꎻ 再次ꎬ 考虑到司法方法在马岛问题上适用有

限ꎬ 谈判与磋商可以作为争端解决的首选办法ꎻ 最后ꎬ 就主权的具体问题进

行谈判ꎬ 最终达成协议ꎮ 二是阿根廷的马岛主权声索应与其南极政策强化协

同效应ꎮ 阿根廷在南极有着重要的国家核心利益ꎬ «南极条约» 的签署确立了

阿根廷在南极的大国地位ꎮ① 同样ꎬ 英国也是南极战略决策的重要大国ꎮ 如何

解决马岛主权问题以及扩大自身在南极的地缘优势ꎬ 是阿根廷政府需要面对

的重大现实问题ꎮ
第四ꎬ 马岛居民是重要的第三方力量ꎬ 应充分考虑马岛居民的意愿及相

关利益ꎮ 尽管马岛人口不多ꎬ 然而ꎬ 它是马岛争端解决中重要的第三方力量ꎮ
在马岛争端解决最终方案中ꎬ 阿方应该妥善处理好马岛居民的重大关切与利

益ꎮ 虽然马岛争端的实质在于岛屿主权的归属及其油气等资源的争夺问题ꎬ
但马岛争端要比阿英领土主权声索更为宽泛ꎮ 比如ꎬ 马岛居民一直视阿根廷

的主权主张是对其身份、 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威胁ꎮ② 在马岛争端谈判中ꎬ 英国

设置了最终解决方案中必须以马岛居民的意愿为前提ꎬ 为马岛居民设置了马

岛事务的否决权ꎬ 这与阿根廷一直想收回马岛主权的底线相悖ꎬ 阿方绝不可

能放弃马岛主权主张ꎮ 马岛争端要得到解决ꎬ 阿方应摒弃旧思维ꎬ 其解决方

案应考虑马岛居民的意愿及相关利益ꎮ 马岛居民与英国有着天然的联系ꎬ 如

何使岛民意愿倾向于阿根廷是阿方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ꎮ 对马岛居民而

言ꎬ 他们关心的现实问题与马岛渔业、 经济与社会发展、 自身在马岛事务中

的政治地位紧密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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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ꎬ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是当前马岛争端的务实选择ꎮ 马岛争端的复

杂性决定了其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ꎬ 马岛争端将在相当长时期持续存在ꎮ 鉴

于马岛海域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ꎬ 比北海油气资源蕴藏量还高一倍ꎬ 显然ꎬ
搁置马岛主权争议、 共同开发油气资源不失为一种适合时宜的选择ꎮ 阿英两

国对当前的马岛形势都不太满意ꎮ 英国需要维持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人规模的马岛驻

军来保卫 ２０００ 多名马岛居民的安全ꎬ 每年军费支出大概 ８１００ 万英镑ꎬ 对英

政府是笔不小的开支ꎮ① 阿根廷面临资源丰富却面临能源无法自给的尴尬境

地ꎬ 严重影响阿根廷的能源安全及能源战略发展ꎮ② 考虑到马岛与英国本土距

离遥远而邻近阿根廷的地理特点ꎬ 阿英两国在马岛海域共同开发油气资源有

深入合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ꎮ③ 当前马岛要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ꎬ 还需要两国

展开合作ꎬ 扫清当前的障碍ꎮ
总之ꎬ 马岛争端解决不仅涉及阿根廷与英国ꎬ 马岛居民亦是不可忽视的

一方ꎮ 就当前各方立场而言ꎬ 都不太可能轻言放弃ꎮ 也就是说ꎬ 阿根廷和英

国各自一如既往地声索马岛的主权权利ꎬ 马岛居民坚称自己享有民族自决权

并谋求在马岛相关事务中的话语权ꎮ④ １００ 多年的马岛争端史及马岛战争充分

表明ꎬ 谈判与协商才是马岛争端解决的可行办法ꎮ 马岛争端还将长期存在ꎬ
其最终解决需要双方政府与领导人的智慧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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