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ean world

74      OCEAN WORLD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阿根廷 智利

南极洲 智利

智利 南极洲

智利 阿根廷

南极洲 智利

阿根廷 智利

ocean world

74      OCEAN WORLD

霍普湾事件——英阿马岛战

争的预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

际社会掀起了南极考察热潮，阿

根廷和智利也参加进来，战争期

间隐蔽的南极领土冲突表面化。

为了对抗英国，1947年智利和阿

根廷达成协议，宣布双方在南极

主权所有方面“不发生争论”，

智利与阿根廷建立起了共同对付

英国的“统一战线”。阿根廷同

英国首先爆发了军事冲突——这

阿根廷、智利
     与与南极洲

◎ 郭培清
就是南极史上著名的霍普湾事件，

也有人将之称为1982年英阿马岛战

争的预演。

　　虽然南极探险始自18世纪末，

但因为对南极战略价值认识的不

足，一直到20世纪初仍没有哪个国

家对南极提出主权要求。1908年，

英国率先宣布对西经20°到西经

80°之间包括南极半岛的扇形地区

的权利主张，而后阿根廷依靠地利

条件，从20世纪30年代起积极向南

极半岛地区渗透，到40年代初南极

半岛及周围的岛屿几乎都出现过阿

智利和阿根廷虽然距离南极最近，但因为直到19世纪初才
开展独立运动，所以无缘早期的南极探险活动，到20世

纪初，这两国才加入到南极探险活动中。1904年2月24日，
阿根廷在南极洲南奥尼克群岛建立了奥长达斯站，这算得上
是世界上最早的南极科学考察站。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际
的20世纪40年代，智利和阿根廷先后正式对南极提出了主权
要求，两国的主权要求区都把南极洲地理位置最佳的南极
半岛囊括在内，分别称为“阿根廷南极属地”和“智利南极
属地”。但此前1908年英国早已对以南极半岛为核心的地区
提出了主权要求，这样，在对南极领土分割的扇形图中，英
国、智利、阿根廷三国互有交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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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探险家的身影。1943年，阿

根廷宣布对西经25°至西经74°

之间的南极大陆拥有主权，即“阿

根廷南极属地”。这一地区恰与英

国的地盘交叠。阿根廷在这些地方

升起国旗，设立邮局和气象站，清

除英国设立的主权标志，进行了

“有效占领”。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英

德海战波及南大西洋。德国利用南

极半岛和周围的岛屿为基地袭击盟

国船只，威胁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

的通道德雷克海峡，给英美船只造

成很大威胁。英国海军部认为应加

强在南大西洋上岛屿的存在，以保

护德雷克海峡，遂派出军舰“百慕

大女王”号登上梦幻岛，摧毁了

阿根廷设在岛上的能源补给设施和

捕鲸站。1943年1月28日，为强化

英国南极属地的权利，英国政府派

军舰登上南极半岛和周围岛屿，清

除了阿根廷主权标志，换上英国标

志。但不久英国发现，自己的标志

被拆除，换上了阿根廷标志。英阿

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一场“标志破

袭拉锯战”。1948年英国霍普湾

的基地毁于火灾后，阿根廷马上在

距英国原基地不远处建立了自己的

考察站。因为霍普湾良好的地理位

置，英阿两国都希望把它控制在自

己手中，于是便发生了1952年的

霍普湾事件。

　　1952年1月30日，一队英国科

学家乘坐“约翰·比斯科”号考察

船，从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

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出发，驶

往南极，准备在南极半岛的霍普湾

登陆，重建1948年毁于大火的霍

普湾英国基地。船队刚要登陆，岸

边突然出现一群身披白色斗篷、全

副武装的阿根廷士兵。他们递上抗

议书，反对不经允许擅自踏上阿根

廷“土地”。英国考察队被挡在了

船上。

　　考察队立即报告了马岛总督克

里福德。克里福德是一个大英帝国

利益的强硬维护者，认为“霍普湾

事件”是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和南极

洲挑战英国主权的系列行动之一，

如果英国后退，阿根廷会得寸进

尺，以此来削弱英国在此地域的权

利。克里福德紧急报告英国政府，

不待英国政府做出反应，他立即下

令“比斯科”号留在霍普湾，同时

调动驻马岛的一艘军舰奔赴南极

洲。

　　对峙2天后，2月1日上午英国

考察队打算登陆卸载物资。阿根廷

军队送上了第二封抗议书，措词十

分强硬，警告必要时他们将使用武

力予以阻止。下午阿根廷军队包围

↓    雄性帝企鹅将蛋

置于脚面上，用腹部下

垂的袋状皮褶将脚面覆

盖，于是蛋被帝企鹅的

肚皮与脚面夹裹，就像

装进了一只恒温的孵化

器中。雄性帝企鹅在孵

化期间，要坚持约2个

月的“绝食”，全靠消

耗脂肪来维持。小企鹅

孵化后，企鹅爸爸还要

背负着养育企鹅的职

责。



ocean world

76      OCEAN WORLD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阿根廷 智利

南极洲 智利

智利 南极洲

智利 阿根廷

南极洲 智利

阿根廷 智利

ocean world

76      OCEAN WORLD

了英国考察队，用机枪对天鸣射。

士兵们挥舞着武器，勒令英国人退

到自己的船上去。不管英国船长如

何抗议，他们都置之不理。英国考

察队被迫退回。接着阿根廷方面的

第三封警告信又至，提醒英国人，

阿根廷已经在岸边布置了大批警卫

队，严防英国人登陆。

　　英国国内，外相艾登一方面援

引国际法宣布英国在马岛和南极洲

的权利是无可争议的来反对阿根廷

抢占英国的领地；另一方面，声明

英国不会在霍普湾部署军队，将继

续保持英国考察队的非军事性质，

把英阿南极冲突称之为一个偶然性

的“地方”事件，不是对方有预谋

的行动，希望双方交换意见，通过

外交途径解决。

　　阿根廷也不希望冲突恶化。一

方面重申对马岛和南极半岛地区

“无可争议”的主权（英阿双方

都把南极冲突与马岛之争联系起

来）；另一方面指出事态的出现是

由于当时的军队指挥官对英国登陆

“过于敏感”。在英国表态后，阿

根廷政府很快做出反应，打算接受

英国政府的建议。1952年2月2日，

阿根廷外长会见英国驻布宜诺斯艾

利斯大使，表示阿根廷政府希望事

情尽早顺利解决。与此同时，英国

水兵在霍普湾登陆，阿根廷部队后

撤。在海军保护下，英国考察队重

建了基地。到此为止，持续仅4天

霍普湾事件平息。

　　霍普湾事件发生在冷战大背景

下，英国虽是美国的亲密盟国，但

↑    “维拉特”号

原为英国皇家海军

“竞技神”号航母，

曾作为旗舰参加了

1982年马岛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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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和智利是美国打造的泛美互

助条约体系中的重要成员。盟国之

间的争斗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安全战

略，所以美国的态度是反对发生南

极冲突。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建议

政府支持阿根廷和智利，以巩固美

洲“团结”。在此情况下，英国只

能采取法律途径，诉诸国际法院。

从1947到1954年，英国先后4次就

南极领土主权分歧上诉国际法院，

但遭到了智利、阿根廷的反对，两

国认为南极半岛是它们的领土，拒

绝由国际法院审理。1955年，英

国单方面向国际法院提出仲裁申

请，因为智利阿根廷的反对，国际

法院拒绝受理。在美国“主持”

下，英国与阿根廷、智利于1956

年11月21日达成协议，三国不派

军舰去南极，以减少摩擦。

　　霍普湾事件绝非偶然，它是20

世纪以来英阿两国争夺南大西洋权

利系列冲突的一次上演而已。所谓

的南大西洋利益，实质上就是对马

尔维纳斯群岛和南极半岛地区的控

制权。

　　霍普湾事件以后，英阿两国都

把精力转移到对马岛的争夺上。虽

经多轮谈判，但未能解决主权归属

问题，最终导致了1982年的马岛

战争。

“维拉特”号原为英国皇家海军

“竞技神”号航母，曾作为旗舰参

加了1982年马岛战争。

与美国联手催生《南极条

约》

　　智利与阿根廷在南极领土问题

上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南极条

约》的诞生，两国也因此成为《南

极条约》的创始会员国。

　　在反对联合国托管南极问题

上，智利和阿根廷两国与美国有着

共同“利益”。1956年2月17日，

印度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将南极

问题纳入第11届联合国大会议事

日程，最终实现南极地区由联合国

托管。智利、阿根廷和美国坚决反

对。虽然反对的理由不尽相同，但

有一点是共通的，三国都认为，如

果联合国托管，他们将彻底失去主

权要求的机会和权利。

　　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

年期间，各国掀起了南极建站热

潮。大批苏联军舰和后勤船只穿梭

奔忙在南大洋上，令美国十分焦

虑。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阿根廷和

智利等国的大使发出指令，要求他

们向驻在国传达美国的意愿：不要

允许苏联使用他们的机场，不向苏

联的考察活动提供便利，理由是尚

不知苏联的真正意图。美国政府希

望南极洲领土的解决既能最大限度

地符合美国利益，又能不致引起美

国与友邦的摩擦；应该由美国和盟

国控制南极洲，不给苏联以机会。

美国的建议得到智利、阿根廷的积

极呼应，两国同样把苏联的进入视

为对本国安全的威胁。

　　但是智利和阿根廷的南极领土

决心令美国政府颇为头痛。1948

年美国曾提出共管方案以谋求妥

协，即美国同其他七个主权要求国

成立一个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共同

管理南极。阿根廷、智利坚决反

对，它们认为，将南极国际化与



ocean world

78      OCEAN WORLD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阿根廷 智利

南极洲 智利

智利 南极洲

智利 阿根廷

南极洲 智利

阿根廷 智利

ocean world

78      OCEAN WORLD

泛美互助条约的原则是不相符的。

1958年智利政府发行的一枚邮票

中，向世人展示了智利政府1940

年9月6日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极“领

土”，以及智利领土权力要求的历

史根据，声称早在16世纪智利就

发现了南极；是智利而非他国“首

次”成功开展了南极点的探险；宣

布智利已在南极建立了人类第一个

永久性居住点等等。阿根廷亦做出

呼应，积极强调其南极“领土”的

尊严。鉴于此，美国政府考虑到，

如果美国提出主权要求，很可能激

化南极地区业已存在的英国与智、

阿的矛盾，使得“兄弟阋于墙”，

而使苏联有机可乘。因此，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提出主权要求不

符合美国的政策目标，甚至与之

相悖。相反，如果同包括智利、阿

根廷和苏联在内的国家签订一项多

边条约，成立一个多国的南极管理

机构，可能会更有效地实现美国的

目标。在条约有效期内，南极地区

的法律地位被冻结。“不需要任何

参加国放弃它对南极的主权要求，

不需要完全承认或部分承认其他国

家的主权要求”，智利阿根廷的权

利要求不受丝毫触动。因为这一建

议的合理内核，美国的南极中立化

政策得到了智利、阿根廷的积极呼

应，致使《南极条约》最终顺利出

台。

南极色彩浓重的智利和阿根廷

　　《南极条约》回避了领土主权

↓    美国《福布

斯》杂志日前公布

了2006年世界十大

旅游胜地排行榜，

出 人 意 料 的 是 ，

排在第二位的竟是

首次进入这个排行

榜的南极。由于与

南 极 有 关 的 影 片

《快乐的大脚》和

《帝企鹅日记》的

放映，南极成为人

们越来越关注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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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资源管理以及在南极洲所

有国家的平等权益等更困难的问

题，而且规定只有在条约生效期内

领土的冻结才有效，对这些局限性

智利与阿根廷自然清楚。问题不仅

仅如此，还在于南极洲独特的管理

模式。南极是世界上唯一一块主要

由有关国家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进

行合作管理的大陆，其政策是前瞻

性的。根据《南极条约》，南极事

务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南极条约协商

会议，采用所有国家一致通过的方

式，协商会议每年（1991年之前

每两年一次）在协商会议成员国之

间轮流举行，任何协商国都有自由

否决权。因此南极洲无超国家管理

机构，管理模式松散，更多的是依

靠国际社会的道德约束力量。南极

条约不从属于联合国，联合国也爱

莫能助。

　　条约生效后，智利和阿根廷

丝毫未减缓南极活动的“高涨热

情”，其中当然不排除其开展科学

活动的目的，但事实上也强化了他

们在南极的政治存在。在南极洲活

动的国家中，智利和阿根廷两国的

南极设施非常“生活化”。两国在

南极建立了邮局、机场等设施，甚

至还在南极建立了幼儿园、学校、

医院、银行和电视差转站。1978

年一个名叫帕尔马的阿根廷小孩在

南极诞生，马上被宣布为阿国公

民，此举在国际法上意义重大。今

天，阿根廷出版的地图无不把“南

极属地”列入其版图内，阿政府数

度到南极洲召开国务会议，阿总统

甚至常常选择某一时间到南极办

公。智利政府也不甘落后，在智利

南极空军基地的邮局向智利本土寄

信、打电话都按照国内标准收费。

智利政府一贯强调以地理、历史和

法律为依据，保护和加强本国的南

极权益，通过忠实履行《南极条

约》的行动，加强和提高智利在

《南极条约》中的影响。自1958

年以来，两国利用其毗邻南极半岛

和南极大陆的优势，开展起了富有

特色的南极旅游，这势必对南极脆

弱的环境构成强大威胁，同时也引

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

　　2000年智利新任总统拉格斯

上任不久，即赴智利南极弗雷站视

察，并在室外签署了智利新的国家

南极政策。智利在历年来的南极协

商会议上都很活跃，表现了很强的

参与意识。为了便于南极计划的推

行，智利加强了南极机构的建设，

强化了智利南极政策委员会的协调

功能。为促进国际合作水平，智利

提出努力加强同阿根廷、澳大利

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在南极环

境、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充当

进入南极的桥梁国家。在此基础

上，参与所有关于南极大陆及毗邻

海域的管理活动，在不损害智利领

土权益的前提下，加强成员国之间

的政治合作。作为南极桥梁国家，

智利努力改善为各国南极考察提供

服务设施的条件，将自身的南极科

考方向同国际大趋势接轨，大力发

展南极科学数据系统，建立国家南

极数据中心，鼓励智利科学家参与

国际南极研究计划，优化对现有南

极站、基地和避难所的使用。

　　2001年7月，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举行的第24届协商会议决定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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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条约常务秘书处总部设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过近半个

世纪的争吵，具有行政效能的秘书

处终于建立起来。阿根廷外交部发

表公报称，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将秘

书处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决定，

体现了对阿根廷近百年来在南极科

学考察方面作出贡献的肯定。

　　阿根廷、智利作为赴南极旅游

的最主要的两个中转国，是国际南

极旅游经营者协会的重要成员国，

南极旅游业在两国经济中所占比重

越来越高。2007年初，美国《福

布斯》杂志公布了2006年世界十

大旅游胜地排行榜，南极洲排在第

二。赴南极的游客大多选择智利、

阿根廷两国作为出发点，两国最南

端的彭塔阿雷纳斯和乌斯怀亚更将

南极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在国际

社会环保势力的压力下，为防止人

类旅游给南极环境带来的破坏，智

利与阿根廷政府决定开展有控制的

南极旅游。

　　阿根廷和智利作为距离南极洲

最近的两个国家，充分享受到靠近

南极大陆的天赐之便，其政治、经

济和社会生活染上了浓厚的南极色

彩。但两国同时也不得不“优先享

受”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南极臭氧

层空洞之灾，特别是南部地区，户

外防紫外线照射已经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紫外

线照射过量的后果十分严重，皮肤

癌、白内障等疾病的发病率上升都

与紫外线辐射有关。因此，两国理

应对南极环境保护承担更多责任和

义务。■

↑    2000年拍摄的南极臭氧空洞照片

↑    2004年拍摄的南极臭氧空洞照片

通过以上两张照片我们不难看出，南

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正在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