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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土伊米亚岛屿之争 

刘卫新 

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见，扼守由黑海进入爱琴海，进而通向地
中海航道的有两个国家， 即希腊和土耳其。希土两国均具有极其重要
的战略地位，均是在世界上颇具影响的国家。但正是这两个毗邻而居
的国家，却没有成为和睦相处的好邻居，反而因领土、领海、大陆架
和民族等问题长期交恶，不时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 
一、希土交恶由来已久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临海，面积１３万多平方千米，其中
岛屿面积就达２万多平方千米。希腊是欧洲的文明古国，有２０００
多年文字记载史。公元前五世纪为全盛时期，后来，先后被罗马帝
国、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统治。１８２１年，希腊人民起义，反抗土
耳其统治。１８２９年，土承认希腊为自治公国。１８３０年，希宣
布独立并成立希腊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协约国，对德、奥
作战。二战中被德国占领，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１９４４
年１０月全国解放。显然，希腊人民有过长期、痛苦的亡国史。土耳
其则地跨亚、欧两大洲，濒临地中海和黑海，面积７８万平方千米。
土耳其史称突厥，１６世纪为鼎盛时期，此后开始衰落，一度沦为
英、法、德等国的半殖民地，１９２０年成立国民政府，１９２３年
成立共和国。显然，土耳其人民也有过痛苦的民族历史。 
这两个都有过痛苦民族历史的相邻国家，本应化干戈为玉帛，友好相
处，但却于１９９５年为爱琴海上距土耳其海岸不到４海里的一个小
岛伊米亚岛 土耳其称卡尔达克岛 恶语相向，针锋相对，甚至刀枪
相见。 
从地图上看，爱琴海位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海中星罗棋布３０００
多个岛屿。这些岛屿有些距土耳其沿岸只有几十海里甚至只有几海
里。根据１９３２年意大利和土耳其签署的条约，伊米亚岛等绝大部
分岛屿划归希腊所有。由于这些岛屿距土耳其海岸近在咫尺，土方一
直未予承认，为此争吵不断。 
二、希土伊米亚岛争端 
自本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希土两国在爱琴海的岛屿、大陆架、领海等
问题上一直有争议。希腊根据１９５８年日内瓦关于岛屿有岛屿架的
规定，认为爱琴海绝大部分大陆架应归属希腊。土耳其则认为，爱琴
海东部海底是土耳其小亚细亚大陆的自然延伸，希腊靠近土耳其的岛
屿是土耳其大陆架“升起部分”，因而希不应享有岛屿架。因此，爱
琴海中线以东的大陆架应归土耳其所有。至于领海，两国原确定的在
爱琴海领域宽度都是６海里。但是近来随着支持１２海里领海主张的
国家不断增多，希有意扩大其爱琴海领海宽度，两国首脑为此举行多
次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８日，希决定将由
加拿大、美国和希腊等国石油公司组成的北爱琴海石油公司收为国
有，并决定于３月２８日派船到爱琴海北部的萨索斯岛附近海域进行
石油勘探。对此，土耳其反应强烈，向希腊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希此
举违反了两国１９７６年签订的关于禁止双方在爱琴海国际水域勘探
石油的条约，指责希试图造成单方面在爱琴海有大陆架争议的区域进
行石油勘探的既成事实，扩大希腊的大陆架。为此，土也派出一艘勘
探船在４艘军舰的护卫下驶向同希腊有争议的海域，土武装部队则进
入戒备状态。希腊也不示弱，下令陆海空三军迅速进入戒备状态，甚
至宣称，如果土舰船到有争议的水域活动，希将“予以阻止”。之



 

后，由于北约的干预，双方才未因此演变成战争，但问题并没有得到
解决。不久，希土又发生了伊米亚岛之争，这一次火药味更浓，几乎
酿成一场真正的战争。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６日，一艘土耳其的货船
在距本国海岸不到４海里的爱琴海中的伊米亚岛附近搁浅，视伊米亚
岛为本国领土的希腊收到求救信号后，迅速派出船只前往救援，并将
遇险船只救起。但货船船长拒绝希方提供拖船将其拖走，并声称这是
在本国海域，要希方不要干涉。希方自然极为恼火。后通过外交途
径，总算将争端化解。然而事隔一月又起风波。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５
日，位于伊米亚岛附近的希腊卡利姆诺斯岛的行政长官率众登上伊米
亚岛，在这方圆不足一平方千米的荒岛上升起了希腊国旗。两天后，
土《自由报》的３名记者也乘直升机登上该岛，降下希腊国旗，同时
又升起土耳其国旗。希腊则反应强烈，立即派海军突击队登岛又降下
土耳其国旗，重新升起希腊国旗，于是双方展开了你争我夺的“国旗
战”。 
与此同时，希土双方又打起了“口水仗”，互相攻击对方侵犯了本国
领土。希腊称“拥有对付土耳其的手段，并将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手
段”，“希腊国旗将继续在伊米亚岛上空飘扬”。土耳其则称“希腊
争夺这个小岛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决心捍卫我们的权利”。双方
还调动陆海空军，磨刀霍霍，准备真刀实枪地干一场。几天之间，双
方在伊米亚岛附近各自集结护卫舰、潜艇等各型战舰达数十艘。双方
的战斗机和直升机也在该岛附近空域呼啸而过。１月３０日午夜过
后，土耳其派出１０名突击队员乘橡皮艇登上伊米亚岛，与护旗的希
腊海军突击队各据小岛一端对峙。一时间，爱琴海上战云密布，武装
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终于酿成了当时轰动国际社会的伊米亚岛争
端。 
三、伊米亚岛屿之争难以解决 
希土两国伊米亚岛之争骤然升温，不仅两国关系紧张，北约也跟着着
急，因为两国均是北约的成员国。成员国内部大动干戈，自然会使北
约处于尴尬的地位。如１９８７年３月，希土两国发生爱琴海石油勘
探争端，希腊就曾宣布，终止美国驻希腊新马克里基地的活动，警告
美国及北约不要为土耳其“开绿灯”，甚至称有的国家支持土对爱琴
海地区采取“有极大危险”的行动时，希将无法与美国就签定有关新
的基地等协议进行谈判等等，把矛头首先指向了美国，实际上也是促
美国出面对希土两国争端进行斡旋。希腊这一招也果真奏效。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维护其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出发，也
不希望希土两个成员国发生武装冲突。两国与西方大国无论在军事上
还是经济上关系都相当密切，一旦发生争端和冲突，美国和北约总是
急急忙忙出来帮着“灭火”。所以，１９９６年１月，当两国再次为
伊米亚岛发生冲突时，北约秘书长马上与希土两国领导人通电话，敦
促两国缓和关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要求两国马上停止军事对峙，以
谈判解决问题。北约出面连劝带压，希土两国自然不会不买帐。两国
虽然都不愿主动放下架子求和，怕伤脸面，但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把这
个小岛问题闹得太大。尤其是希腊，其所属岛屿遍布整个爱琴海，且
直抵土耳其沿岸，双方在伊米亚岛发生武装冲突，且不说胜负归谁
家，如果土耳其将战火再燃向遍布土耳其沿岸的其他希腊岛屿，希腊
还真的有些难办。因为这些岛屿距土耳其如此之近，简直就是在土耳
其的家门口，从军事角度看，土耳其占尽了“天时”、“地利”之
便。况且一般人认为，土耳其的块头大，国力在强于希腊。如果战端
一开，土耳其很可能要占大便宜。这样，希土两国特别是希腊在综合
考虑了诸多因素后，借着美国和北约的调解双方顺势下了台阶。１月
３１日，双方达成在伊米亚岛的“脱离接触协议”。希腊拔掉岛上的
国旗，双方军队撤离小岛。显然，在伊米亚岛的争端中，土耳其占了
上风。尽管希腊一再声称没有在伊米亚岛的主权问题上让步，也没有
承诺在岛屿与主权问题上与土进行谈判，但无论怎样说，希腊在声称
是自己领土的岛上拔掉国旗，撤出士兵，实在难以称得上“胜利”。
希国民不仅认为政府处理这一问题失当，还对美国强迫希让步不满。
考虑到本国国力等情况，防止在与土耳其的争端中吃亏，希腊大力游
说德、法、英、意等盟国，力促在欧盟成员国政府间会议上作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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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把成员国的边界视为欧盟的共同边界，以确保希边境的安宁。应
当说，希这一策略收到了效果。为了安抚希腊，２月１５日，欧洲议
会就伊米亚岛争端召开会议，强调“希腊的边界是欧盟外界边界的一
部分”，土耳其必须“遵守国际条约”。欧盟主席则呼吁两国通过
“国际仲裁”或海牙国际法院来实现“和平解决”。 
希土两国伊米亚岛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但并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伊
米亚岛之争只不过是两国诸多争端中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而已。两国
在其他岛屿、领海、大陆架、民族问题上的争端更多、更大、更敏
感，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