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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 南海争端呈现出复杂化的趋

势。本文概述了南海争端现状和各方对相关国际法律的不同解读, 分析探讨

了美国关注南海争端的原因、美国的立场政策、以及美国因素对南海争端当

事国的影响。通过剖析美国因素, 本文认为, 美国对南海问题当事国相关政

策或行动的支持倾向, 客观上已使得南海问题的 / 多边化0、/ 国际化0 态势

逐渐转为现实, 美国因素对中国试图解决南海争端的努力形成一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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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争端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 牵涉到相关国家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

益。同时, 南海问题又与各国力量博弈、各国外交政策取向、以及区域内外

国际关系格局密切相关。2009年初开始, 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先是美国 /无

瑕0 号探测船在南海与中国方面发生现场对峙; 接着, 菲律宾希望通过 /领

海基线法案0 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一部分纳入其版图; 其后, 又出现越南政

府任命西沙群岛主席, 马来西亚领导人登陆南海争议岛礁宣示主权等事件。

从中国的角度看, 南海问题和南海争端的实质是中国关于南海的传统主权观

受到部分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挑战。在错综复杂的南海争端背后,

美国扮演着什么角色? 美国因素对南海争端各当事国的立场和政策具有什么

影响? 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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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争端的现状

南海争端主要是因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而引起的包括岛屿主权、海

域划分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争端, 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领域。南海

争端首先反映在各当事国对于岛屿的主权归属持不同立场。自 20世纪 60年

代以来, 除中国大陆有效控制的 11个岛礁和中国台湾控制的南沙群岛最大

岛屿 /太平岛0 外, 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业等南海周边国家先后对

南沙群岛的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 并控制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目

前, 在南沙群岛 189个已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 有 43 个岛礁分别

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控制, 其中, 越南控制 29个, 菲律宾控制 9 个,

马来西亚控制 5个。¹ 此外, 文莱也对中国认为有主权的南通礁提出了主权

要求, 但尚未控制。

根据 1982年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除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

济生活的岩礁不能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外, 岛屿可以像陆地领土一样拥有

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º 由此, 岛屿不论面积大小,

都对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 岛屿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另一方面,

岛屿可以扩大国家管辖的海域面积, 从而扩大国家海洋资源的拥有量。因

此, 有关南海岛屿主权之争, 归根结底也在于这两方面的原因。

南海争端也反映出各当事国对于海域划界持不同立场。早在 1979 年,

马来西亚就将 27万平方公里的南沙海域划入本国版图, 致使其海域划界与

中国的传统南海界域相重叠。1982年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的签署导致了世

界范围内的 /海洋圈地0 运动, 原因是公约规定了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制

度和大陆架制度。南海周边一些国家据此单方面宣布 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或划定大陆架。这些立场和要求均不同程度地与中国的传统海疆线 ( / U 形

线0) 大不相符。有些国家还以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制度为依据, 进一步对

其划定区域内的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印度尼西亚虽然未控制南沙岛礁, 但其

宣布的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南沙海域达 5万平方公里, 与中国传统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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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叠。菲律宾政府则相继单方面宣布了一系列海洋立法, 规定 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 将南沙东部 4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领海。文莱宣布的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也涉及 3000平方公里的南沙海域。

综合来看, 在 1982年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的框架下, 南海各国主要围

绕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这两大问题展开。在大陆架问题上, 绝大多数南海周

边国家同意 1958年大陆架公约和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中的有关规定, 主

张对大陆架拥有主权和管辖权。马来西亚是 1958 年大陆架公约的签字国,

主张以 200米水深或容许开发的深度为标准; 印尼和菲律宾虽然未签订该公

约, 但也原则上赞同以容许开发的深度为大陆架的标准。越南主张大陆架自

然延伸原则, 同时认为应将不足 200海里扩展到 200海里。在专属经济区问

题上, 上述国家声称的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相互重叠的。当印尼从其群岛

直线基线扩展其声称的专属经济区时, 与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声称的专

属经济区重叠; 马来西亚所扩展的管辖范围已涉及印尼、文莱、菲律宾、越

南以及中国南海南部。¹ 除了划界问题和管辖范围重叠之外, 专属经济区的

扩展还将改变许多传统远洋渔场的法律地位, 即从原来的公海区变成某国的

管辖区。于是, 南海原先存在的主权争议因海洋法公约的实行而不断加剧。

资源的争夺是南海争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 60年代末, 南海地

区发现了储量巨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这对于人口众多、经济处于起飞阶

段的东南亚国家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于是, 这些国家纷纷将石油

钻井架到了中国传统海疆线内。迄今为止,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

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 共在南沙海域钻井 1000多口, 年采石油

量超过 5000万吨。文莱是对南沙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而未派兵的国家。

但是, 文莱目前已开发了 9个油田、5个气田, 年产原油 700多万吨、天然

气 90亿立方米, 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 南

海有含油气构造 200多个, 油气田 180个。据初步估计, 整个南海的石油地

质总储量为 230亿~ 300亿吨, 约占中国石油总储量的三分之一, 是世界四

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南海因此被称为 /第二个波斯湾0。º 近年来, 科

学家们又在南海探测到了丰富的可燃冰资源, 其储量相当于中国现有已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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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一半。这一发现使得南海再一次引起世界的关注, 对南

海资源的争夺必将愈演愈烈。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南海问题和南海争端的实质, 是中国关于南海的传

统主权观受到部分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挑战。由于各种原因, 中国

长期以来对南海诸多岛屿或岛礁并没有实际控制。目前, 南海处于中国大

陆、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中国台湾六国七方控制的局面

之下。其中, 越南基本控制了南沙西部海域, 菲律宾基本控制了南沙东北部

海域, 马来西亚基本控制了南沙西南部海域。印尼和文莱两国虽未曾直接控

制南沙群岛岛礁, 但是也已对南沙的资源进行了开发。

21世纪初以来, 南海争端当事国均致力于外交解决南海争端。2002 年

11月,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 成为解决南海争端过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05年 3月, 中国、菲律宾、越南的石油公司

共同签署 5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定6, 标志着南海相

关争议方迈出了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0 的第一步。可是, 南海问题相关文

件对南海当事国的限制毕竟有限, / 共同开发0 的原则并没有成为现实。与

此同时, 南海各当事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迥异, 部分国家民间舆论亦是

颇为激进。

美国关注南海争端的原因及其立场政策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何关注南海争端? 美国对于南海争

端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何在? 综合来看,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受其在亚太

地区的国家基本战略支配, 也受其对华政策和对东南亚国家政策的影响。对

于南海问题, 美国政府一直以来试图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中立, 其行为也不

无监控和防范中国崛起的成分。同时, 由于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南海地区

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 因此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会产生间接的或直接

的重要影响。大体说来, 美国关注南海争端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量:

维护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 是美国关注南海争端的首要因素。美国在

南海地区的利益主要有两项: 一是要确保南海航道安全和航行自由。据统

计, 南海地区的海上航线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 该地区的海上运

输占世界海运总量的 33%。近年来, 每年经马六甲海峡通过南海地区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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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六万多艘。马六甲海峡是美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主要通道, 而且, 美国在

亚洲的基地与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基地之间的军事调动与装备运输也要以南

海为枢纽, 这就使得南海主权归属中国及该地区的任何军事冲突都将危及美

国的战略利益。因此, 保持南海地区海上通道畅通与航行安全, 是美国的重

要战略考虑。另外, 美国高度重视南海的航行自由。这对于加强日美安全保

障体系, 维护同东盟国家的密切军事联系均具有重要意义。二是要保护美国

在南海地区的巨大经济利益。南海地区是美国重要的投资和贸易场所, 2000

年东盟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2002年东盟更是成为美国的第二大海外市

场。2007年, 美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超过 800亿美元, 超过其在中国、日本

和印度任何一国的投资。¹ 美国一直是东盟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是仅次于日

本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由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开放性, 美国目前正在通过

双边形式与东亚国家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同时, 美国在南海地区有着巨大

的石油利益。目前, 美国的石油公司几乎与该区域的所有争议方都有石油开

采协议, 并从中取得了巨额利润。美国要维持其在南海地区的既得利益和潜

在利益, 必然要关注甚至于介入争端的解决, 使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

展。

美国为监控和防范中国, 也需要密切关注南海争端。冷战结束后, 中国

经济飞速发展, 综合国力不断提升。2008年,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

已达 2311亿美元。º 2010 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后, 双方的经

贸合作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担忧。美国担心中国会影

响其推行全球战略, 尤其是会影响到其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为了确保美国

在东南亚地区的总体战略利益不受地区主义和地区大国力量的挑战, 美国开

始重点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扩展, 采取种种手段防范中国的崛起。九一一事件

后, 美国为维护和扩展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 以反恐为契机, 调整在

东南亚的战略部署, 加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 积极强化与盟国的军事合

作关系, 深化与扩大原有的双边安全联盟, 同时重点建构多边安全体系。

2002年, 美国与东盟 10国签署 5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宣言6, 建立反恐联

盟, 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南亚的控制。2009年, 美国宣布 /重返东南亚0,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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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手段平衡中国影响力。南海区域是整个亚太地区的核心, 是连接太

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干预南海争端, 在南海

周围构建起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 并促使该问题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都

意在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遏制和牵制作用。同时,

此举也有利于维护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 使其在争夺东南亚和亚太地

区乃至世界事务主导权上占据主动。

出于维持美国在南海军事存在的需要, 美国也必须密切关注南海争端。

长期以来, 美国在东亚地区始终保持大量驻军, 并将保持在东亚地区的军事

存在视为确保美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重要支柱。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

在作为其亚太 10万驻军的一部分, 对美国有重要意义。从 2004年起, 美军

就开始实施一系列旨在加强亚太军事部署的举措。美军将其战略轰炸力量的

三种主要机型, 包括 B252战略轰炸机、B22战略轰炸机和 B21B战略轰炸机

轮番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关岛基地。据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已决定在临近朝鲜

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地区 /前沿部署0 第二个航母战斗群。美国还将大力增强

在太平洋上的战略核力量部署, 准备将 4艘配置了美国核战斗主力 / 三叉

戟0 潜射弹道导弹的俄亥俄级核潜艇从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2006年 2月出

台的美国 5四年防务评估报告6 还提出, 美国将 /加大在亚太地区的部署,

海军将调整其部队和基地态势, 在太平洋地区至少部署 6艘可进行持久作战

的航母和 60%的潜艇0。一旦美军完成这些部署, 其在亚太地区的兵力规模

将首次超过欧洲地区。

为保护其重大利益,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南海地区的战略平衡和区域

稳定, 防止在南海地区出现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美国

主要是从营造南海地区稳定安全环境的宏观格局和维持区域内力量平衡的两

个角度出发, 来着手强化自身在南海地区的力量配置。加强与日本、印度和

澳大利亚的关系, 便是美国打造宏观格局的具体措施。在南海地区加强与日

本的关系, 有助于提高美国左右未来南海地区的安全环境的能力。在南海地

区, 美国与日本的利益在两个方面一致: 一是防范中国; 二是共同维护南海

国际航线的畅通。对于日本而言, 若 /海上生命线0 受阻, 则日本自身的生

存都成问题。在防范中国这个大目标下, 美国也加强与印度的关系。适当地

增强印度的力量, 尽量使中、印竞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有利于美国掌控

南海地区的主导权。进入 21世纪, 美印关系持续升温, 两国建立了新型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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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目前, 美印已经在马六甲海峡进行联合武装巡逻。在美国奥巴马政

府推行 /巧实力0 的新外交政策背景下, 澳大利亚通过强化澳美同盟关系、

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 5五国联防协议6, 成为美国南海战略的第三个支柱。

澳大利亚在 2009年 5月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 指出中国的军事能力引起了

邻国的忧虑。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安古斯 #休斯顿将军在 2009年 7月的

/香格里拉对话0 会议中表示: /澳大利亚在南海的利益在于维持该地区更广

泛的稳定, 包括向来存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 使这个重要的全球航海通道

得以继续维持开放和自由使用。0 ¹美国希望通过在南海周边营造这种宏观格

局, 能使自己处于 /仲裁者0 或 /平衡者0 的位置。

为了维持区域内力量平衡, 美国在南海地区采取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同与

南海问题相关的东南亚国家保持特殊关系。一方面, 美国继续保持与菲律

宾、泰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并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签订了使用这些国家军事设

施的协议。另一方面, 美国着力满足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现实利益需要, 为这

些国家提供武器装备、技术、信息等各方面的支持。在经济上, 美国加强与

相关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投资关系。在某些争端中, 美国表现出袒护南海问题

相关国家的立场。如在 / 美济礁事件0 中, 美国有偏袒菲律宾的倾向。在

/中国威胁论0 盛行期间, 美国部分官员及媒体也曾借南海问题表明其立场。

2005年 6月,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指责中国军力扩张影响区

域平衡与安全。º 5华盛顿时报6 连续发表有关中国的 /特别报告0 与之相呼

应, 五角大楼借 5华盛顿时报6 对外宣称: /中国扩军的目标并不仅止于攻

台, 为确保能源供应, 中国将不排除用武力攫取蕴涵丰富油气资源的战略要

地, 解决 -马六甲困局. 。0» 这种言论迎合了南海问题的某些东南亚当事国

对中国的防范心理。

长期以来, /保持中立0 是美国对南海问题和南海争端的具体立场。不

过, 随着奥巴马政府 /重返东南亚0, 美国的立场和政策已逐渐由从前的

/中立0 转为 /积极关切0, 并积极推动南海问题走向国际化。美国国防部长

办公室助理罗伯特#谢尔在 2009年 7月 15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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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南沙和西沙地区提出的领土主张存在争议, 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承认。0 ¹

同日, 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歇尔 /对中国和越南在南

海问题上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承诺将保护在南海活动的美国石油公司的利

益, 而且明确表示南海地区自由航行权受到威胁。0º

尽管如此,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 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

从而使得美国在南海争端中也要考虑中国的立场和影响力。至少从公开表态

来看, 美国政府依然是支持中国政府针对南海问题的 /搁置争议, 共同开

发0 原则, 并表示在南海争端方面持不介入立场。2009年 6月, 美国国防部

长盖茨在访问菲律宾期间明确表示不会介入南沙群岛的纷争, 并希望南海争

端可以和平解决。

美国因素对南海争端当事国的影响

2009年以来, 在 /重返0 东南亚的背景下, 美国更加注重在南海区域发

挥战略、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的影响。从加强军事存在和军事影

响的方面看, 美国这两年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活动有所加强。例如, 美国密切

关注中国海军实力的发展走向, 美国海军开始锁定并追踪中国潜艇在南海地

区的活动。2009年 3月 8日, 美国海军监测船 /无瑕号0 在靠近海南岛的中

国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时, 与中国发生现场对峙。2009年 6月 15 日, 美国

与东南亚的南海争端当事国及新加坡举行代号 /卡拉 20090 的年度联合军事

演习。该演习以南海纠纷为背景, 规模空前。美国派出了四艘宙斯级导弹驱

逐舰参与演习, 时间长达 3 个月。近年来美国的立场、政策和举动都表明,

基于在南海的利益和战略目标, 美国在南海问题和南海争端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美国因素对于南海问题当事国有着重大影响。

美国海军监测船 /无瑕号0 事件不仅涉及中美两国关系, 而且波及整个

南海区域。/无瑕号0 事件发生后, 美国政府向中国使馆提出交涉, 美国国

务院也发表声明, 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2009年 3 月 10日, 中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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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声明反驳美国的指控, 认为是美国海军情报船非法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

动, 中国政府有权驱离。¹虽然美国并未签署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但此时

却对该公约进行窄义解读, 认为专属经济区是国际公海, 可供美军进行情报

搜索工作。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 但此次是对公约进行宽义解读, 认为他

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不能滥用自由, 不可以在专属经济区进行对中国主权

有危害的活动。此次 /无瑕号0 事件发生在海南岛以南 65 海里处, 尽管事

发地超过了 12海里领海范畴, 但却在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范畴之内。5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6 规定领海是国家主权范围, 专属经济区提供该国经济和能源

开发。中国认为其对南海的主权有着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并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承认。根据中国的立场, 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划定在实践上要早于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关于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的规定, 并不能因为海洋法

公约的存在而否认中国传统的海域疆界。美国海洋法专家杰拉尔德 #曼贡在

谈到南沙群岛问题时明确指出: /主权问题并不能够用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来解决, 而取决于广义的国际法。0 º 美国学者约纳逊 #查尼也认为: /海洋

法公约的生效对于海洋划界的争端解决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0» 可以

说, /无瑕号0 事件折射出中美对于相关国际法尤其是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的不同理解, 而这些不同理解会对南海争端及其解决方案产生间接或直接的

影响。

美国因素对中国解决南海争端具有巨大影响。美国的南海战略布局一方

面加强了与东南亚当事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日

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介入南海问题, 使得中国在解决南海争端中不得不

兼顾多方面考量。南海问题日益大国化、国际化和复杂化, 也增加了中国贯

彻自己意愿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迄今为止, 中国的应对措施是冷静而坚定

的。对于 2009年以来美国派出各种船只在南海频繁活动的行为, 中国政府

改变了以往仅表示外交抗议的做法, 进而在行动上也表现出中国的立场。

/无暇号0 事件后, 中国政府派出两艘最大的渔政船赴南海水域执行渔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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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任务, 宣示中国主权。中国政府还通过与美国定期的政府、军事会晤机制

以及国际外交场合向美国政府表达中国对南海的立场。在应对美国因素的南

海问题影响力方面, 中国既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又适当地表达

不满情绪, 并辅之以坚定的行动。

美国因素对南海争端的东南亚当事国的立场和行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关当事国一方面利用美国因素平衡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则运用大国平衡战略来达到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近年来, 在美国因素日

渐突出的背景下,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南海争端当事国在南海

的 /三加快0 倾向 ) ) ) 加快主权固化、加快事实占领、加快独自开发 ) ) ) 表

现得特别明显。目前的南海争端事态发展表明, 东南亚当事国开始动用军事

或者准军事力量, 以加强管理各自控制的南海海域的力度。这包括越南频繁

出动武装渔船、菲律宾动用军舰、印尼组建由海军少将牵头的抓捕局专门针

对中国渔船。

美国因素对于越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中越两国确立了 /睦邻友

好, 全面合作, 长期稳定, 面向未来0 方针, 指导 21世纪双边关系的发展,

同时越南和中国也已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 但两国长期以来对于西沙群岛若

干岛屿的主权归属分歧巨大。近年来,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不小的行

动。这些行动包括越南政府任命西沙群岛主席, 并在南沙举行 / 国会代表0

选举, 划定南沙部分油气招标区块, 和英国 BP 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沙修建天

然气输送管道等。为使其在南沙控制的群岛主权进一步固化, 越南以各种优

惠政策鼓励渔民到南沙进行捕捞作业。近年来, 越南在南沙活动的渔船由原

来的几十艘发展到现在的三四百艘。由于中越力量对比非常悬殊, 越南希望

借助美国在南海的存在来防范与制衡中国。越南认为, 与美国建立安全合作

关系, 可以加重自己在南海问题影响力方面的砝码, 消除在地缘政治上对周

边大国的顾虑。基于这样一种 /心态0, 越南欢迎美国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

在, 特别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驻军。简言之, 越南希望在地区安全问题上

加强同美国的合作, 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一些美国重量级

的政治家也表态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2009年以来, 作为美国重建

与东南亚外交关系的一部分, 美国高官频频访问越南, 并公开支持越南在南

海的领土主张。共和党参议员约翰 #麦凯恩 ( John M cCain) 在访越期间,

希望越南向南海周边的美国盟国和友好国家靠拢, 要求进一步加强美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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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应中国在南海地区的 /安全新挑战0。¹ 民主党参议员吉姆 #韦布 ( Jim

Webb) 在 2009年 8月 19日访问越南时表示, /美国在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上

应当站在越南一边0。韦布还 /呼吁美国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保护伞, 使他

们免受中国的 -军事恫吓. 0。º 美国前任驻越南大使雷蒙德 # 伯格哈特在

2009年 8月 29日访问河内时称, /美国和越南在维护地区军力平衡、抑制中

国势力扩张方面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0。» 可以说, 越南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

持比较强硬的态度, 采取比较强硬的行动, 美国因素是起着重要影响的。

美国因素在菲律宾也很有影响。菲律宾与美国是盟国, 双方关系非常密

切。菲律宾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 增强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牵制。菲律宾

的愿望得到美国政府高官和智库的积极回应和支持。美国奥巴马政府特别重

视菲律宾在地区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奥巴马总统 2009年 7月 30日在白宫

会见阿罗约总统时, 称菲律宾是美国同东南亚关系的协调国 ( the coor dina2
t ing countr y)。¼ 长期以来, 菲律宾政府积极利用各种国际、地区会议和领

导人出访等场合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积极邀请美国等大国介入南海问题。

1998年, 菲律宾在东盟部长会议上牵头起草了 5南海行为准则6; 次年, 菲

律宾政府指示有关部门重新绘制了菲律宾地图, 将菲律宾沿岸 200海里内的

南沙岛屿全部列入其版图。阿罗约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较埃斯特拉达时

期更加强硬。阿罗约的国家安全顾问戈利兹公开宣称, 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是

地区安全的 /首要问题0, 为此, 菲律宾 /将在国际论坛上, 通过强硬的外

交手段解决南海争端, 迫使中国拆除美济礁上的永久性建筑物0。2009年 2

月, 菲律宾通过国内立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律宾领土。

菲律宾的新法律得到美国核心智库和部分官员的支持。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

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 #罗门 ( Walter Lohman) 认为, /美国应该毫不动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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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0。¹ 与此同时, 菲律宾在军事上也采取了

一系列强硬措施, 如不断增派舰机赴南沙和黄岩岛海域进行主权巡逻, 对黄

岩岛进行实际控制等。目前,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大队已接替海军

建筑部队驻防南沙, 并在已占岛礁增建了雷达站、机场等设施, 以确保能在

两小时内将增援部队部署到预定岛礁。

美国因素对于马来西亚也较有影响。尽管马来西亚在政治上与美国有很

多分歧, 但在军事上却积极参与由美国盟友澳大利亚组织的 5五国联防协

议6, 并每年参加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合军事演习。马来西亚积极借助美

国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以强化自己的实力, 并以此为基础在南海争端中不断宣

示 /主权0、开发资源。出于国内政治势力的担忧和意图, 马来西亚军事专

业媒体 5吉隆坡安全评论6 经常发表代表南海问题东南亚当事国观点的文

章, 呼吁成立 /南沙集团0 对抗中国, 主张把五国联防组织拉进南海争端。

马来西亚近年还加紧了军事准备, 其国防部于 2009年 5月宣布将从第 10个

五年计划开始, 每 5年采购两个多用途战机中队, 直至类似单位的总数达到

6个。º

美国因素在印度尼西亚也发挥着重要影响。美国和印尼关系自九一一事

件后不断得到改善, 美国现已全面恢复了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印尼在南海问

题的主要政策, 是借助多边会议和大国力量促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

从而实现其自身在南海利益的最大化。印尼在此问题上的突出表现, 是通过

主办 /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0 ( Wo 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 ial

Conf licts in South China Sea) 以施加对南海争端的影响。该研讨会由加拿大

国际开发总署 (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 资助, 由印尼

于 1990年首先在东盟成员国内部发起。从 1991年起, 所有涉及南海主权争

端的争议方都逐渐参与进来, 其中也包括中国台湾。从 1992 年起, 印尼一

再提议将该会议由非官方提升为政府间正式会议的形式, 并希望邀请美国等

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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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Gloria Jan e Baylon, / U1 S1 Sh ou ld S upport RP Claim on Sprat ly- US T hink T ank0 , Ph il ip2

pines N ew s A g ency ( PNA) , March 4, 20091

5东南亚组成五国联防组织在南海应对中国海军6, 载 5青年参考6 2009年 6月 7日。

林正义主编: 5南海情势与外交国防战略6 , 中国台湾 / 行政院0 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 1996

年编印, 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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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南海问题当事国产生影响外, 美国因素还可能对解决南海问题方

案的走向产生影响。就解决方案而言, 中国明确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 而东

南亚当事国则对国际化持赞同立场。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和南海问题东南亚

当事国的立场一致, 双方都希望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希望将南海问题置于国

际社会的监督和制约之下。中国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原因在于: 这种方案

一方面有利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争端当事国将其在南海占领

的岛屿、分割的海域以及开发的资源合法化;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美国等国家

达到防范中国和削弱中国的目的。显而易见, 通过高调 /重返东南亚0, 通

过强化与菲律宾盟国以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主要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

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关系, 通过增加在南海区域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存在,

美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南海争端解决方案的走向。

结  语

综上所述, 在 /重返东南亚0 的大背景下, 美国的亚洲外交策略已经做

出较大调整, 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是深远的。2009年 7月 21日, 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 # 克林顿出席东盟系列峰会并签署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

( TA C) , 就是美国高度重视东南亚的最明显标志。美国新一届政府采用 /巧

实力0 外交与东盟国家打交道, 将东盟放在美国亚洲外交的重要位置。美国

为了达到在南海及东南亚增加影响力的目的, 通过表达相关立场并对越、

菲、马等国在南海的行动给予间接或直接的支持, 客观上使得南海问题的多

边化、国际化态势由倾向性逐渐转为现实性。

美国在未来南海争端及其解决途径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对中国的

战略防范和对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或明或暗的支持, 是影响南海问

题的一个重大因素。如前所述, 南海问题和南海争端的实质, 是中国关于南

海的传统主权观受到部分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挑战。

南海争端所牵涉到的不仅是国际政治问题, 而且也涉及国际法律问题。

南海周边国家以相关国际法和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所论述的专属经济区或

大陆架为依据占据岛礁、划分管辖海域, 不时对中国在南沙岛礁上修建的渔

政设施、勘探石油等活动进行干预。有的国家还通过国内立法宣示对南海某

岛屿的主权, 如菲律宾所宣布的黄岩岛。 /无瑕号0 事件从另一方面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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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根据自己对相关国际法和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的解读而频繁进入中

国南海专属经济区活动。从某种意义上看,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对中国是

双刃剑。中国一方面要依据该公约反对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对中国

主权有影响的行动, 另一方面却要限制或制止南海问题东南亚相关国家借公

约之名而使得南海出现划界重叠、管辖范围重叠、或专属经济区重叠等复杂

现象。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律问题的解决, 往往与国际政治格局和各当事国的

综合实力对比直接相关。南海争端的当事国, 需从多角度看待国际法律的效

力, 需结合历史主权观和新生国际法律妥善处理南海划界、管辖范围及专属

经济区重叠等问题。

鉴于美中两国逐渐形成的战略依存关系, 美国在南海争端中不可能不顾

及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中国也不可能对美国的战略影响力视而不见。美国将

东盟放在其亚洲外交的重要位置, 而中国与东盟十国也已于 2010年 1月建

成自由贸易区, 因此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关系也不言自明。很明显, 美国、东

盟和中国三者间存在着重大利益互惠、战略依存和战略制约关系。如何正视

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影响? 如何从多赢的角度看待南海争端并寻求解决途

径? 如何解读及应用相关国际法和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处理与周边国家的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 正考验着中国、美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

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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