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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与出路: 海盗问题与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殷卫滨
(武警学院 警卫系, 河北廊坊 065000)

  摘要: 海盗问题由来已久, 其影响已超出了所在国家和地区范围, 成为全球性 /痼疾0。中国的发展越来

越受制于海上战略通道的畅通, 海盗问题的升级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对于海盗问题, 一

是要加强防御, 必要时实施军事打击; 二是要落实本土化政策, 扶植当地均衡发展 ; 三是要加强与全球和地区

主要大国的合作 , 共同维护世界主要战略通道的安全。

关键词: 海盗问题; 海上战略通道; 安全

中图分类号 : D815.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9774 ( 2009) 02- 0056- 05

  近来, 索马里海盗事件频发并日益升级, 其影

响超出了所在国家和地区,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各国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由此引

起世人极大的关注。

  一、海盗问题的由来

  (一 ) 海盗问题由来已久

海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可以说有了海船也

就有了海盗。最早的海盗记录出现在公元前 1350

年, 其经过被记载在一块黏土碑文上。在这一时期,

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是优秀的航海家, 其造船术和

航海术遥遥领先于地中海的其他民族。当时, 地中

海的海盗曾横行无忌, 以至于在罗马人征服了迦太

基和埃及之后, 地中海海域很少有其他国家的船队

了。而强大的罗马帝国, 也因初成气候的海盗而大

伤脑筋。此后, 生活在北欧 (今挪威、丹麦和瑞典

境内 ) 的维京人也有着海盗的历史, 他们远航的足

迹曾遍及整个欧洲, 南临红海, 西到北美, 东至巴

格达。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航海贸易业逐渐热了起来。

新大陆的发现、殖民地的扩张, 令世界各地游弋着

各种各样满载黄金和其他货物的船只, 各国的利益

竞争和殖民者对殖民地的野心提供了海盗活动的温

床。私掠许可证的出现, 甚至使海盗活动开始走向

/合法化 0。之后, 一些国家曾利用这些许可证来加

强海上力量建设, 使本国在不增加预算的情况下,

多出了一支能够攻击敌国商船的海上力量。在英国

成为海上霸主的历史中, 海盗也扮演过重要角色。

在这个炮声伴随海风的海盗黄金岁月, 先后出现了

一批传奇式的海盗头子, 如基德船长、 /黑胡子 0

蒂奇、 /黑色准男爵 0 罗伯茨等。

进入工业时代, 各国海军实力大大加强, 海岸

巡逻更加严密, 海盗们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从

18世纪末到 19世纪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海盗

几乎销声匿迹, 然而他们并未从此绝迹。

(二 ) 海盗问题为何难以根绝

由于海盗猖獗, 国际海事组织已将西非海岸、

索马里沿岸、红海和亚丁湾、孟加拉湾沿岸以及马

六甲海峡称为 /世界上最危险的五大海域 0。近年

来, 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整个东南亚海域发生的

海盗袭击事件占全球海盗事件的 56%以上, 这些海

域也因此成了 /海盗天堂 0。仅 1999年, 全世界共

有 285条船遭到海盗袭击, 其中 209起发生在该海

域。然而, 最近两年索马里海盗后来居上。由于受

国内无政府混乱状态影响, 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

直线上升。据统计, 2008年年初以来, 索马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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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已发生 120多起海上抢劫案, 30多艘船只被劫

持, 600多名船员遭绑架。 9月 25日, 索马里海盗

劫持一艘载有包括 30辆 T ) 72坦克在内的乌克兰籍

军火船; 10月 1日, 索马里海盗创下了 /一日四

劫 0 的最高记录; 11月 15日, 又将世界第二大油轮

) ) ) 沙特籍 /天狼星 0 号劫持。

海盗问题之所以难以根绝, 原因错综复杂。单

就索马里海盗问题而言, 首先, 海盗活动的海域面

积极为广阔, 难于完全监控。由索马里和也门环抱

的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 是从印度洋通过

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亚丁湾东西长约 800公里, 南

北宽约 250公里, 总面积约 20万平方公里。据统

计, 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约有 1. 8万艘, 其

中大多数都要经过亚丁湾。此外, 还有大量不经过

苏伊士运河的船只在这一海域航行。显然, 仅仅依

靠目前多国部署在该海域的 10多艘军舰难以完全监

控整个海域。用参与打击海盗行动的美国第五舰队

指挥官兼发言人珍 # 坎贝尔的话说, 如果要在亚丁

湾商船途经的 772公里狭长航线上, 每 13公里部署

一艘战船, 就需要 60艘战舰。

其次, 从武器装备到战术策略, 如今的海盗早

已今非昔比。法国最大的国防与安全专业服务私营

公司 / Secopex0 专家奥利维耶说, 索马里海盗堪称

/强大的海上黑帮 0。大部分海盗出身渔民, 与当地

黑帮、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部分劫持

事件最后以巨额赎金解决, 这些人把这一行当视为

/一本万利的买卖 0。索马里海盗装备有各种重武器

和现代化通信系统等先进设备, 从自动步枪、火箭

筒到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电话甚至雷达, 可以说应

有尽有, 而且往往 /毫无预警就开枪 0。从战术策略

来看, 索马里海盗的作案手法十分狡猾。海盗作案

具有隐蔽性, 难以事先防范, 而他们一旦控制了船

只和人质, 投鼠忌器的外国军舰往往很难有所作为。

索马里海盗通常是以改装过的普通民船作为 /母

船 0, 航行到距离较远的外海并找到目标后再放下快

艇对目标船只实施包围和袭击。因此, 在他们没有

出手前, 外国军舰很难从外表上判断出哪一艘船是

海盗船, 而在海盗登船控制船员后, 考虑到人质的

安全问题, 外国军舰此时即使赶到现场也不敢轻易

动用武力。鉴于亚丁湾的外国军舰正不断增多, 索

马里海盗已开始改变策略, 寻找其他地点发动袭击。

落入海盗之手的 /天裕 8号 0 渔船就是在索马里以

南的肯尼亚沿海被劫持的, 那里距离亚丁湾有 2000

多公里。 /天狼星 0 号被劫地点则更遥远 ) ) ) 位于肯

尼亚东南部港口城市蒙巴萨以东 700多公里的印度

洋上。

从根本上讲, 海盗问题的成因并不在茫茫大海

上, 而是在受苦受难的陆地上。索马里自 1991年陷

入内战以来, 无政府状态持续至今, 社会秩序混乱

日甚一日, 人民的生活极为艰难。在许多索马里人

的心中, 昨天是黑暗的, 充满饥饿、恐惧与失去亲

人的痛苦; 明天是空洞的, 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明

天是否还活着, 即使活着又能做些什么; 他们所关

注的只是今天, 只是自己眼下的生存。在这一背景

下, 陆地上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蔓延到海上, 导致

一些人铤而走险, 靠海上劫掠为生。由于这些人在

陆地上建有安全的据点, 自身的安全几乎不受任何

威胁, 可以明目张胆地在陆地上挥霍非法所得, 这

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人从事这一 /来钱快 0 的行当。

(三 ) 海盗问题的影响

海盗问题的影响日益严重, 远远超出了其所在

国家和地区, 成为眼下令国际社会最为头痛的一个

世界性 /痼疾 0。去年 6月以来, 联合国安理会已就

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通过了四个专门决议 ( 1816

号、 1838号、 1846号、 1851号 ), 呼吁有能力的国

家和区域组织依照安理会有关决议和国际法积极部

署军舰和军机, 共同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和海上武

装抢劫行为。决议鼓励有关国家及组织就打击索马

里海盗成立国际合作机制, 并建立打击索海盗区域

中心, 协调信息情报等。 1851号决议还授权有关国

家在陆上打击海盗, /应索马里过渡政府的请求, 安

理会决定从即日起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 12个

月内可以在索马里境内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

制止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0 尽管如此, 海

盗问题并不会立即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世界海盗问

题仍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困扰各国海上的

战略通道安全。

  二、海盗问题对于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的影响

  (一 ) 中国海上的战略通道

整个地球表面面积的 70%以上为蓝色的海洋所

覆盖。海上战略通道作为国家战略利益的海上输送

通道, 是国家战略利益在海洋上的自然延伸, 由一

系列海上战略性基点 (要地 ) 连贯而成, 其中尤以

海峡最具代表性。与广阔的大洋相比, 海峡本身海

道狭窄, 不易展开, 易于受到各种人为因素 (尤其

是沿岸海盗因素 ) 的影响。它们联结五大洲、沟通

四大洋, 不仅是世界海上交通和全球贸易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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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海军行动的重要航道和战略要冲。全世界有上

千个大小海峡, 可以航行的约有 130个, 其中经常

用于国际航行的主要海峡有 40多个, 基本上围绕欧

亚大陆边缘呈群状分布在 8个相互连接的区域, 由

北向南分别为: 北冰洋区域海峡群、北海 )) ) 波罗

的海区域海峡群、地中海 ) ) ) 黑海区域海峡群、墨

西哥湾 ) ) ) 加勒比海区域海峡群、东北亚区域海峡

群、东南亚区域海峡群、西南太平洋区域海峡群和

西印度洋区域海峡群等。其中, 马六甲海峡、望加

锡海峡、巽他海峡、朝鲜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

海峡、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斯

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格陵兰 ) ) ) 冰岛海

峡、巴拿马运河、佛罗里达海峡、阿拉斯加湾、非

洲以南和北美航道等 16个海峡, 因为分别为经济发

达地区的洲际海峡、沟通大洋的海峡、唯一通道的

海峡和主要航线上的海峡, 均为海上交通的咽喉要

道, 可扼控舰船航行和缩短海上航行, 具有十分重

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对中国而言, 其中许

多海峡在国家战略利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112
。

择要说明如下:

1. 马六甲海峡: 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交

通要道。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苏

门答腊岛之间, 是连接南中国海和安达曼海的一条

狭长水道, 也是沟通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海上交通

纽带,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有 /东方的直布罗陀 0

之称。

2. 朝鲜海峡: 日本海进出东海和太平洋的咽

喉。朝鲜海峡是对马海峡和朝鲜海峡的统称。其中

对马海峡位于日本对马岛和壹岐岛之间, 从海峡向

西南可直达中国东海, 向西通过朝鲜海峡与中国黄

海相连, 向东通过关门海峡、濑户内海可达太平洋,

向北通过日本海出鞑靼海峡到鄂霍次克海。

3. 苏伊士运河: 亚洲、非洲、欧洲通往印度洋

的捷径。苏伊士运河位于红海北端、埃及东北部,

是沟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著名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

亚洲、非洲的分界线上, 是亚洲、非洲、欧洲通往

印度洋和北大西洋的海上捷径, 比绕道非洲大陆西

南端好望角缩短航程 2970~ 4320海里, 具有极为重

要的战略意义。

4. 曼德海峡: 被称为 /世界战略的心脏 0。曼

德海峡和亚丁湾相连, 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和非

洲大陆之间, 是红海的南大门。曼德海峡是太平洋、

印度洋、大西洋的海上交通要道。

5. 波斯湾: 世界石油的宝库。波斯湾也被称之

为海湾, 位于印度洋西北部边缘海, 阿拉伯半岛和

伊朗高原之间, 西北起阿拉伯河口, 东南至著名的

霍尔木兹海峡, 为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地和供应地。

6. 霍尔木兹海峡: /海上石油通道的咽喉 0、

/世界油库的阀门 0。霍尔木兹海峡 ( /霍尔木兹 0

源出波斯语, 意即 /光明之神 0 ) 西接波斯湾, 东

连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因为波斯湾地区盛产石油, 而这些石油又必

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印度洋, 运往远东、欧洲、

美洲等地。据统计, 平均每 8分钟左右就有一艘巨

型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

7. 直布罗陀海峡: 有 /西方海上生命线 0 之

称。直布罗陀海峡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与非

洲大陆西北角之间, 北岸为西班牙, 南岸为摩洛哥,

是沟通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唯一水道, 西欧、北欧各

国进口的原油、原料以及出口的工业品绝大部分要

通过这里。

8. 巴拿马运河: 被称为 /地峡生命线 0, 是沟

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上交通捷径。巴拿马运河位

于巴拿马共和国中部的蜂腰地带, 横穿巴拿马。作

为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国际运河, 它比绕行南美

洲缩短了一万多公里的航程, 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经

济和战略意义。

(二 ) 中国的发展与海上战略通道

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布局与国家发展所需的石油

等战略性资源的海上输送通道, 具有极高的契合度。

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意味着国家发展所需的石油等战

略性资源能源的海上输送通道是否畅通无阻, 从而

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作为制造业大国, 中

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石油。中国社科院能源蓝

皮书显示, 从 2001年开始, 中国国民经济进入新一

轮增长期, GDP从 2001年的 97315亿元, 增加至

2006年的 209407亿元。GDP的高速增长对于石油消

费增速拉动效应明显。中国的石油消费从 1997年的

1. 96亿吨增加到 2007年的 3. 736亿吨, 年均增长达

6. 8%。有专家预计, 2007年 ~ 2020年期间, 中国石

油消费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2010年和 2020年

中国石油消费量将达到 4. 07亿吨和 5. 63亿吨, 分别

比 2006年提高 17. 42%和 62. 47%。据估计,我国石

油最终可采储量仅为约 115亿吨。一方面是需求的

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储藏逐渐枯竭, 更多依靠进

口为主, 从而导致对外依存度上升的速度非常快
122
。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 我国海运事业迅速

发展, 远洋运输船队往来于世界 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 600多个港口, 包括石油在内的大量战略物资是

通过海上运输的。相比较而言, 石油的海运成本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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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陆地管道营运成本的 1 /15。目前, 我国经过

马六甲海峡战略通道运输的石油约占进口石油总量

的 70%以上, 台湾海峡 ) ) ) 中国南海 ) ) ) 马六甲海

峡 ) ) ) 印度洋 ) ) ) 阿拉伯海运输线堪称中国海上生

命线。显然,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

不断提高, 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海上战略通道

的畅通无阻。

(三 ) 海盗问题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的威胁

海盗问题的升级已严重威胁到中国海上战略通

道的安全。去年 1至 11月, 中国共有 1265艘次商船

通过索马里附近航线, 平均每天 3至 4艘次, 其中

20%受到过海盗袭击。涉及中方的劫持案件有 7起,

其中两起涉及中方 2艘船只和 42名船员。特别是去

年 11月份, 短短 21天, 中国远洋集团所属的船舶

就有 20艘遭遇了海盗的袭扰, 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

心的程度。进入 2009年以来, 受各种因素制约, 海

盗问题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的严重威胁并没有从根

本上消除。据海军副参谋长张德顺少将透露, 自去

年年底我海军编队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

任务以来, 截至今年 3月 6日, 在短短 62天内, 我

方已组织 30多次对 110多艘可疑船只的驱离、警告

等行动, 完成 26批 80艘船只的伴随护航、 21艘船

只的区域护航任务, 并组织 29批 51人的随船护卫

任务。由此可见, 海盗问题对我海上战略通道影响

之大和压力之重。

中国海上战略通道, 直接涉及到国人生命安全

和财产安全, 直接影响我国贸易和经济发展, 直接

关系我国切身利益。我国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合作开采的份额油和进口石油, 都要经索马

里海域航运, 这里是我国海上石油运输的重要通道

之一, 也是我国远洋贸易的重要航线。海盗活动的

升级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并

已实际造成重大的人员、财产损失。中国已经成为

海盗问题的相关方, 参与解决海盗问题刻不容缓。

  三、对策

  (一 ) 加强防御, 必要时实施军事打击

加大防范和打击力度, 做到有备无患, 是解决

海盗问题最基本的考量。首先, 我国船舶公司、船

舶经营人和船长应提高防范海盗意识, 除按照国际

海事组织打击海盗和武装劫持船舶的有关通函采取

措施外, 还应该采取以下特别措施: 一是公司和船

舶应注意接收有关海盗活动的信息, 特别是有关航

行警告; 二是公司应加强船舶保安值班, 随时保持

与航经海盗活动猖獗海域的船舶的联系; 三是公司

一旦获悉发生海盗袭击事件, 应立即报告中国海上

搜救中心, 并保持与海事主管机关的联系; 四是根

据航行计划, 船长可采取适当绕航措施, 尽量远离

海盗活动猖獗海域航行, /惹不起, 躲得起 0; 五是

船长应加强值班力量, 建立 /反海盗班 0 值班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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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按照国际法公约 ( 51958年公海公约 6、

5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 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

决议 ( 1816号、 1838号、 1846号、 1851号 ), 我海

军舰队出兵近期海盗活动最为猖獗的索马里海域为

途径船只护航。 2008年年底, 我南海舰队 169号

/武汉 0 号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171号 /海口 0 号防

空导弹驱逐舰和 887号 /微山湖 0 号综合补给舰以

及两架舰载直升机和部分海军特战队员共 800余名

官兵已奉命于 12月 26日启程赴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 首次执行护航和打击海盗任务, 开始 15世纪郑

和下西洋后的最大实战远征。根据 5公约 6 规定,

我护航舰队享有无害通过权、豁免权和登临权等三

项国际法赋予的主要权利, 对于嫌疑船只, 可以依

次采取如下程序: 运用视听信号在可见范围内命令

嫌疑船悬挂国旗, 停船检查; 如嫌疑船拒不停船,

可鸣枪警告; 鸣枪警告后仍不停船, 可往船前打拦

截炮, 甚至使用武力; 嫌疑船停船后, 军舰可派一

艘由一名军官指挥的小艇接近该船并登船检查; 如

条件许可, 也可命令受检船船长携带船舶文件到军

舰上接受检查; 检验船舶文件, 如有怀疑, 可进一

步在船上进行检查, 但检查应尽量审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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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情况, 护航可采取不同方式, 包括伴随护航、

在特定区域护航和特战队员随船护航等。对运送战

略物资的船只, 根据需要可派特战队员随船护航。

特战队员将乘坐直升机降至这些船只上。一旦与海

盗发生冲突, 特战队员将做出警示性射击对海盗予

以警告; 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特战队员将实施精

确射击。根据索马里海盗机动速度快、分散面大和

舰艇吨位小等特点, 导弹、鱼雷、主炮、副炮等传

统海军主战装备在护航行动中使用机率很小。护航

舰队将携带一些陆军常规轻武器, 如自动步枪、轻

重机枪、火箭筒等, 并对官兵加强手雷、手榴弹等

专项训练。速射炮是最实用的武器, 一分钟可以倾

泻 4200多发子弹, 如瀑布一般。海盗流窜速度快,

武器虽不先进, 但适于海上游击战, 收起武器就是

/渔民 0, 拿起武器就是海盗。舰载直升机具有快速

机动性, 能起到警戒作用, 与军舰配合封死海岸线,

则可以起到关门打狗作用, 足以对付可能的海盗袭

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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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落实本土化政策, 扶植当地均衡发展

如前所述, 海盗问题的根源在于陆地。索马里

国内无政府状态一日不变, 索马里人民的生存境况

一日不改善, 索马里海盗问题便会一日不除。推而

广之, 国际海盗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根除, 与全球

政治经济体系不均衡发展密不可分, 贫富差距、地

区差距、种族差距、南北差距等等一系列经济全球

社会发展不均衡乃是国际海盗问题的 /原罪 0。海盗

问题出现在贫瘠的非洲和还不够发达的亚洲, 绝非

巧合。因此, 根治海盗问题, 不能 /头疼医头、脚

痛医脚 0, 而应积极扶植当地均衡发展, 改善当地人

民的生存境况。可以断言, 和谐、平等、发展降临

到全人类之日, 也就是国际海盗问题最终消弭之时。

在 /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

展 0 的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 是我国

政府的一贯主张。伴随企业 /走出去 0 战略实施的

深化, 我国企业 /走出去 0 拓展海外市场 (特别是

非洲市场 ) 的规模、水平正日益提升。目前, 中国

公司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电讯、

铁路、公路、建筑等领域。无论是经济援助项目,

还是承包工程,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援助历来都不

附带其他条件, 而是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习

俗, 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展现中国企业良好形

象, 努力融入当地社会, 走本土化经营道路, 实实

在在地为非洲人民带来了便利、就业机会和其他实

惠, 为当地社会的均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受到

了非洲百姓的认可, 实现了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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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加强与全球和地区主要大国的合作, 共同

维护世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

联合国安理会 1851号决议, 除了决定把对打击

索马里海盗的授权范围从海上扩大到索马里陆地,

还提出改变当前各国在打击海盗方面各自为政、一

盘散沙的局面, 加强统一和协调, 重点建立国际合

作机制。世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 早已超出了所

在国家和地区范围, 关系到全球各国战略利益, 尤

其是全球和地区大国的战略利益。海盗问题远非一

国之力可以最终解决。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尤其是

加强与全球和地区大国的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海上

战略通道的安全, 乃是唯一可行之策。这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早在 2005年 4月, 新加坡、日本、老挝和柬埔

寨即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

船只的多边协定 ) ) ) 5亚洲打击海盗和持械抢劫船

只地区合作协定 6, 旨在加强东盟各成员国之间以及

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

拉等国的合作, 共同打击海盗行为。截至 2006年 9

月 4日, 柬埔寨、日本、老挝、新加坡、泰国、菲

律宾、缅甸、韩国、越南、印度与斯里兰卡共 11个

国家批准了 5协定 6, 从而达到了规定的第 10个国

家递交批准书后生效的要求, 该协定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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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附近阿拉伯国家于 2008年 11月 20日决定

建立联合机制, 加强红海地区航运安全, 共同监督、

跟踪和打击任何试图进入红海海域的海盗活动, 并

通过阿拉伯国家联盟协调各国在国际和地区间打击

海盗问题上的立场, 呼吁国际社会为此提供技术和

物质帮助。

近年来, 我国在反恐、国际维和、灾难救援等

领域与各国开展了良好合作, 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

平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在打击海盗问题上, 在保

持行动自主性的前提下, 同样要建立与世界各国、

尤其是全球和地区大国合作的机制, 包括情报共享

机制、协同行动机制。在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

行护航和打击海盗任务中, 我舰艇编队一方面严格

遵守 5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6, 谨慎驾驶, 防止与外国

船舶发生碰撞事故或延误他国军舰的追捕行为; 另

一方面, 当他国军舰在追捕海盗过程中, 向我舰艇

编队提出协助请求时, 在情势允许的情况下, 我军

舰艇应依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尽力给予相应

协作和配合, 必要时参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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