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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莱在国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与出口、只能提供有限战略防卫能力等条件下, 选择了

主要依靠地区安全机制实现海上安全战略的途径。 /大国平衡0 政策和 /集体安全0 方式是文莱维护既得海洋权益, 实现

海上安全的主要政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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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loitation and expo rt of ocean ic o il and gas p lay an important ro le in B runeips nat iona l economy.

Bu,t B rune i can no t afford enough pow er to defend its sea security. So it is the only cho ice for B rune i to look for

he lp through reg iona l security mechanism. By themeans o f balancing among big pow ers and taking part in the co l2
lect ive security system, B rune i has been realizing its purpose to pro tect its vested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984年 1月 1日, 文莱正式脱离英国的殖民

统治, 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独立后, 基于海

上安全对国家防卫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文

莱不断加强海上力量建设, 并增强与东盟国家及周

边国家海上安全合作。虽然文莱目前并没有一个明

确的海洋战略
[ 1 ]

, 但在实践中, 海上安全已成为

文莱国防安全的一个重点, 而文莱皇家海军显然也

成为海上安全 /政策 0 的首要践行者。

一  文莱的海上安全地缘状况

文莱位于婆罗洲 ( the Island of B roneo) 北部

的中央, 北纬 4b2c到 5b3c, 东经 114b4c到 115b22c,
拥有陆地面积 5, 765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 193公

里
[ 2]
。文莱的陆地东、西、南三面与沙捞越 (马

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 ) 毗连, 被马来西亚自然包

围, 而北面则紧接南中国海。由于文莱内陆地区多

为山地、沼泽, 交通不便, 沿海平原地区与近海地

区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且是文莱对外开展进出

口贸易的主要贸易通道, 所以海上安全环境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文莱国家经济的发展。

20世纪 20年代, 文莱在北海岸诗里亚地区发

现并大量开采石油。自此, 随着油气资源产量的不

断增加, 油气资源的生产和出口对文莱经济发展的

影响越来越大。1979年, 文莱石油日产量曾达到

历史最高值 2611万桶; 90年代中期以来, 文莱的

石油日产量则一直保持在 20万桶左右, 天然气日

产量也高达 10159亿立方英尺 [ 3]
。与此同时, 文莱

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值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一度曾高达 60%以上
[ 4]
。尽管在尚未完全独立之

前, 文莱即已提出实施经济结构多元化、减少对石

油和天然气的过分依赖这一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

并先后通过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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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展计划, 但文莱石油、天然气出口居高不下的

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据此, 就有国内学者称,

/石油和天然气是文莱主要出口项目, 因此其军事

力量也主要用来保护这些资源。0[ 5]
据 5文莱时报6

称, 2008年文莱每天生产石油 18- 20万桶, 同年

进出口总额为 186亿文莱元, 其中出口总额为 149

亿文莱元, 原油出口占 5312%, 液化天然气占

4416%, 大幅增长 9113% [ 6]
。另外, 据统计, 文

莱目前已开发油田 9个, 气田 5个, 其中, 有 11

个油区 ( 8个在产油 ) 位于海上, 而文莱石油产量

的 90%和几乎全部的天然气产自海上油田
[ 7]
。由

此, 海上油气田的安全与平稳生产对文莱经济稳定

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除油气资源安全外, 文莱海上进出口贸易通道

的安全同样构成了海上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

对文莱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数据显

示, 1999年文莱在册商用船只 65艘, 总载重量仅

366, 296吨
[ 8 ]
。尽管如此, 由于大量的油气资源出

口, 文莱海上进出口通道安全仍显得十分重要。据

统计, 20世纪 90年代, 文莱所生产石油的 46%运

往日本, 20%运往美国, 17%出口给东盟国家, 而

天然气的 97%则运往日本
[ 9]
。进入新世纪后, 随

着东南亚国家石油需求量的增加, 印度尼西亚逐渐

成为文莱原油首要进口国, 占文莱石油出口总量的

20%左右, 而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主要国家仍然是日

本, 占据 90%以上
[ 10]
。可见, 南中国海航线成为

文莱进出口贸易的必经航道, 在文莱海上地缘安全

中地位突出。

虽然海上地缘经济一直是文莱海上地缘安全状

况的首要组成部分, 但冷战后南海安全形势的变化

也使文莱海上地缘军事安全的地位不断提升。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 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南

海地区的安全态势。伴随着南海问题再度成为亚太

地区的热点问题, 东南亚地区由于美国、日本等国

战略导向的影响, 军备竞赛日益激烈, 呈现出

/逆裁军 0 的趋势
[ 11]
。步入新世纪后, 东南亚国家

军备采购力度不断扩大。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

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势必将受到威胁, 海上地

缘安全对文莱的重要性也将更加凸显。

二  影响文莱海上安全的因素

从一般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文莱并不存在外部

威胁
[ 12]
。然而, 从国际战略环境的角度考察文莱

的周边国际环境不难发现, 文莱的地缘安全状况并

不如某些西方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得天独厚。从文莱

北部毗邻东亚西太平洋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 ) ) ) 南
海地区的现实地理条件出发探讨问题不难发现, 南

海问题的存在与南海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形

势对文莱地缘战略安全环境有着重要影响。考虑到

文莱国家经济整体分布偏重北部沿海及海上油气资

源的特征, 南海地区安全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文莱

海上安全政策的大环境与大背景。

从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的角度考察文莱的海上安

全可以大致划分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南海争

端对文莱海上安全的影响; 第二个是涵盖周边大国

权力和利益博弈的南海传统安全形势对文莱海上安

全的影响; 第三个是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对文莱海

上安全形势的影响。

在南海争端的影响层面, 1984年文莱独立后

即宣称对南沙群岛西南端的南通礁 ( Lou isa R ee,f

文莱称 /路易莎礁 0 ) 拥有 /主权 0。文莱提出南
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要求之后, 随即以国内立法

的形式确定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 并以南通礁

为基础向外划定了约达 3000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辖

范围
[ 13]
。其后, 又援引专属经济区等国际法概念

向外扩张海上管辖范围, 侵占了中国 U形断续疆

界线内大约 5万平方公里 (面积相当于文莱本国面

积的 816倍 ) 的海域, 并且开发出两个高产油

气田
[ 14]
。

虽然文莱的主张主要涉及到中国的权益, 但是

因为存在南海周边各国擅自无根据地强占邻近岛礁

的行为, 而马来西亚不仅对南通礁提出权利要求并

于 1984年占领了该岛礁
[ 15]

, 所以文莱的海上安全

环境并不乐观。由于文莱的海上权益主张与实践侵

犯了中国传统海外领土主权以及权利所属海域, 并

与马来西亚的权益主张彼此冲突, 因此南海争端以

及围绕南海争端而延伸出的种种权益博弈都将影响

文莱的海上安全。2003年马来西亚动用海军舰艇,

武力将文莱油气开发合作方法国托特菲那易夫

( To ta lF inaE lf) 石油公司探测船驱赶出被文莱视为

己有的 / J- K0 油气生产区域的行为 [ 16]
表明, 南

海争端并不在文莱海上安全的范围之外。

在南海安全形势方面, 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不

再继续租用金兰湾海军基地, 美军从菲律宾苏比克

海军基地撤出等举措一度使整个南海地区陷入传统

安全势力对峙的 /真空 0 状态。然而, 随着美国

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亚太政策的改变, 南海问题再次

成为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热点问题。美国与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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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泰国、新加坡等国举行多次联合海上军事演

习, 在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尼与文莱等国投

资修建军用设施、租用军事基地, 或者借用军港以

继续保持并扩大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 以及

在东南亚地区兜售 /中国威胁论0, 为东南亚各国
推出 /大国平衡战略 0 创造条件等系列行为在相

当程度上激化了南海问题的矛盾一面, 恶化了南海

地区传统安全的氛围。

在南海传统安全形势的影响下, 东南亚地区国

家军备发展一直处于超高速状态。越南在不到 5年

时间先后花费 313亿美元向俄罗斯购买 12架苏 27

战斗机与 12架苏 30K战斗机, 2艘导弹船和 4座

雷达站, 并与俄罗斯签订了建造 2艘战舰的技术援

助合同。泰国订购 8架 F- 16战斗机, 菲律宾订购

12架战斗机和 13艘近海巡逻艇, 马来西亚购买 6

艘近海巡逻艇等大批军售订单
[ 17]
。各国还与美国

频繁举行诸如 /金色眼镜蛇0 等多种军事演习。
21世纪以来, 美国主导的南海地区各种军事

演习不但没有减少的趋势, 反而呈现密集化、规模

化的趋势。2009年美国重新调整国际战略, 将对

东亚地区的战略牵引作为未来战略的重点。美国亚

太战略的加强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区域外大国对南

海争端的影响力, 同时也压缩了东南亚国家外交政

策在区域外大国和区域内大国之间的战略选择和政

策迂回的空间。在南海问题日趋紧张的态势下, 文

莱海上安全政策的压力必将随之增加。

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的恶化始于 20世纪 90年

代中期, 在 2004年前后达到顶峰。其中, 2000年

全球大约 56%的海盗案件发生在泛称 /南海地区0
的海域, 2001年南海地区海盗案件相对前一年增

长了近 24% , 2004年相对 2003年又增长了近

19%
[ 18]
。虽然 2004年后, 印度尼西亚国内经济政

治局势的稳定和东亚各国的合作在遏制海盗和海上

武装抢劫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但是海上恐怖主

义、跨国犯罪、极端宗教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并

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对于国家经济严重依赖海洋安

全的文莱而言, 这些发生在海上的各种安全威胁正

逐渐成为其海上安全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

三  文莱的海上安全政策的目标与内容

按照官方表述, 文莱国防安全主要基于其与东

盟国家合作所维系的地区稳定, 以及凭借自身武装

力量所实现的国家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
[ 19]
。然而,

由于文莱国防安全所指的领土主权完整并不仅仅局

限于自身的合法国土, 而且还包括了文莱独立后参

照 5国际海洋法公约 6 以及自身利益而擅自宣称
拥有权益的南海岛礁和海域, 因此, 作为文莱国家

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海上安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

有扩张性的特征。

文莱对南海权益的主张并非止于 1984对南通

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要求。尽管文莱声称其对南

沙群岛西南端南通礁的权利要求主张是根据 5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6 有关地理相近的原则, 但是由

于这一原则只能适用于无主荒岛而不能适用于他国

海外领土, 因此文莱的主权要求并不具有合法性。

然而, 文莱却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执意坚持自己

的权力主张。不仅如此, 文莱还在 1987年和 1988

年先后两次照会中国外交部, 郑重宣布了其权利主

张。其后, 文莱又于 1993年以立法的形式将南通

礁划入其专属经济区范围。

因为文莱对南海海域的权利主张缺乏合法依

据, 同时面临来自中国维护传统海权的压力和马来

西亚为了国家利益所提权利的挑战, 所以文莱的海

上安全政策本质上已超越了防卫国家安全的层次,

具有维护既得利益的典型特征。为了维护自身海洋

利益, 文莱在外交军事方面充分考虑了作为小国所

能承受的国家防卫能力, 以及借助地区安全体系维

护既得利益等多种保卫海洋利益的途径。

在自身海洋防卫能力的建设方面, 文莱一直将

中国作为假想敌, 并且将南海形势的发展作为重要

的参照指标。1992年, 中国颁布 5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海及毗连区法6。文莱随即决定购买 3艘近海

巡逻艇与 16架英国战机以示抗议
[ 20 ]
。文莱 5国防

白皮书 6 2004年把近海区域保护国家利益、加固

国界完整性等目标列入皇家武装部队发展战略的决

定
[ 21]

, 2007年把增强控制近海海域能力作为文莱

皇家特遣队 ( RBAF) 维护国家安全能力衡量指

标
[ 22]

, 这些做法均体现了这一海上安全政策的目

标指向。

然而, 与其他南海权益声索国不同, 文莱并没

有能力实际占领任何岛礁
[ 23]
。文莱海洋安全政策

在维护其海洋权利主张的实践层面更多地体现在维

护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权方面。油气资源尤其是海

洋油气资源开发是文莱国家经济的支柱。海洋油气

资源基地的安全与否决定着文莱的经济安全, 也决

定着文莱的国家安全。长期以来, 文莱一直通过石

油、天然气资源的开采与生产积累国内生产总值,

获取巨额外汇。仅以中国与东盟签订 5南海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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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宣言6 的 2003年为例, 当年文莱的日均出产

原油就多达 196, 000桶
[ 24]
。一旦海上油气田的安

全遭受威胁, 文莱的经济将直接面临灭顶之灾。正

是出于这个原因, 不少学者直言, 文莱海军的根本

任务除了保卫近岸的油气田, 别无他用
[ 25]
。虽然

这忽视了文莱海军在海岸警卫、海关缉私、移民管

制等方面的辅助作用, 但类似观点无疑反映出保卫

近岸油气田在文莱海上安全政策中的突出地位。

文莱作为一个东亚小国, 无论其如何发展自己

的武备, 终究只能拥有十分有限的武装力量, 不可

能真正拥有击败外敌的能力
[ 26]
。因此, 文莱特别

注重加强与东盟国家以及其他东亚大国, 甚至区域

外大国的合作。为此, 文莱在独立后不久即加入了

东南亚地区合作组织, 并将地区论坛视为推动其与

外界安全合作与对话的重要平台, 期望通过地区合

作的力量确保自身与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
[ 27]
。长

期以来, 文莱一直积极参与东盟组织的各种以和平

与安全为目的的合作机制, 并通过参与相关合作机

制实现提升运用武装力量的能力。

除积极参与地区合作机制之外, 文莱也高度重

视与区域外大国的合作。自独立以来, 文莱不但与

英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签

订了防御协定, 开展了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而且

还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等国相继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设施之后表达了同

意美国海军有限进出文莱海港的意愿。根据文莱与

相关国家签订的防御协议, 文莱已经与美国、新加

坡、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长期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

计划。文莱的海军和空军不但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

泰国、菲律宾、美国等国海军在南海南部、马尼拉

湾等海域的双边或多边演习, 而且还实质性地参与

南海地区最大的年度军事演习 ) /卡拉特 0 联合

军演
[ 28]
。随着地区联合军演的日益频繁, 文莱还

积极与周边邻国及其他战略协作国家以 /反恐 0

为名开展了名目繁多的海上联合训练与军事演

习
[ 29]
。由于积极参与外部军事合作机制的努力在

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自身海上安全保卫能力先天不足

的状况, 因此相关合作已经成为文莱增强海上传统

安全防御能力的重要政策方向。

在通过迂回方式加强传统海上安全能力的同

时, 文莱还努力争取强化自身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

力。基于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的恶化, 文莱

2004年出版的 5国防白皮书 6 将包括恐怖主义、

海盗、人员偷渡、武器走私、跨国犯罪等在内的一

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列为 /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重
大威胁 0 [ 30]

。 2007年, 文莱在新版的 5国防白皮
书 6 中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的 /战略环境 0, 明确

指出 /恐怖主义袭击所造成的威胁仍然是文莱面
临的最为直接的安全内容0 [ 31 ]

。在重新定义国防安

全概念的同时, 文莱也相应地采取了若干新的安全

防务措施。 2005年和 2007年, 文莱先后参加了东

盟地区灾难管理和应急管理机制及合作反对恐怖主

义机制。相关措施的实施增强了文莱应对沿海发达

经济地带和海上油气井与附近海域打击海盗及恐怖

主义威胁的综合能力, 成为文莱应对海上安全威胁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加强外部合作以增强海洋防务能力的同时,

文莱一直着力强化自身海上防务能力与法律机制建

设。2004年, 文莱设定了海上监视与快速反应机

制。以海岸线向外 100海里为界, 文莱划定了海岸

巡逻区域。在海岸巡逻区域范围内, 文莱确立了保

障油气田安全生产, 沿海交通线安全、顺畅通航,

针对跨国运输作出侦测与回应的海上安全目标; 以

100海里边界向外延伸至 200海里为分界, 文莱确

立了进行常规巡逻, 维护海域 /主权 0 与 /海洋

经济管辖权 0, 以及对可能的安全威胁发出早期的
预警等目标

[ 32 ]
。为了完成海上防务机制建设目标,

文莱做出了 /只要物有所值且政府能够承担得

起 0, /国防部将负责向文莱皇家特遣队提供一切
必需的武器装备 0 的承诺 [ 33]

, 并将这一承诺明确

写入 2007年 5国防白皮书6。

四  文莱海上安全政策的特点

按照 2004年国防战略能力模式 (详见图 1 ),

文莱的国防战略包含着国防安全需求、国防政策、

战略任务、战略运行机制、战略防御能力等若干环

节。其中, 文莱的国防安全政策源自其国防安全需

求。国防安全需求决定了文莱的国防政策; 国防政

策决定了文莱的国防战略任务; 战略任务决定着文

莱的战略运行机制; 战略运行机制决定着文莱所需

要提供的战略防御能力
[ 34]
。然而, 由于小国所能

提供的战略防御能力的有限性制约, 文莱的国防安

全模式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反向循环解读结果。这就

是文莱所能够提供的相对有限的战略防御能力决定

着文莱的防御战略运行机制; 战略防御运行机制决

定着文莱的战略防御任务; 战略防御任务决定着文

莱的国防政策。从而, 文莱的国防安全需求和国防

战略能力成为文莱防务安全的两大核心
[ 35]
。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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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国防战略任务、国防战略运作机制三个环节

在文莱的国防安全需求与战略防务能力两大指标之

间依序协调。

图 1 文莱国防战略能力模式

  来源: Brune i Darussalam De fence Departm ent, D efence

S trateg ic P lan, 2004, p1 24.

参照国防战略能力模式, 文莱的海上安全政策

表现出两大典型特征: 一个是安全需求高度影响海

上安全政策的特征; 一个是战略运行机制与政策深

受国家所能提供的有限战略能力的局限的特征。

由于 /文莱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石油、天

然气工业。富含石油和天然气的区域大多都位于沿

海和近海海域0 [ 36]
, 分布在海上的丰富的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不仅为文莱带来了巨额的外汇收入, 而且

也为文莱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 37 ]

, 因此, 保

卫海上油气田的安全生产一直被文莱视为国家经济

稳定繁荣的根本。这一基本国策决定着文莱的国防

安全, 决定着文莱海上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 也决

定着文莱皇家海军武装能力建设的方向与主要

内容。

步入 21世纪后, 文莱国防理论与战略规划研

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2004年文莱确立了 /为
应对新世纪所面临的困难, 必须确保以正确的理念

指引国防建设, 确保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和实力实

现国防战略目标 0 的方针 [ 38 ]
。然而, 狭小的国土

面积与极度有限的人口决定了文莱根本无力建设一

支能够完全自足的国防力量的现实。从而, 文莱的

国防政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周边国家甚至区域外大

国对自身安全环境的保障和协助。这也正是为什么

文莱在设定国防建设方针的时候提出 /东盟是地
区稳定的基石0, /文莱国防政策和国防能力建设
要与地区安全合作相适应0, /文莱要在地区安全
合作的多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0 [ 39 ]

等口号的重要原

因。文莱自身国防能力的局限和高度看重地区防务

战略合作的特点决定了文莱在海上安全政策倚重与

周边国家和区域外大国合作的倾向, 决定了东盟地

区安全合作机制对文莱海上战略安全机制的重要影

响, 也决定了文莱作为东盟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受

益国必将积极参与和维护地区安全的政策导向。

结语: 文莱海上安全政策引起的思考

多年来, 东盟国家与中国已经建立了非常紧密

的经济联系。然而, 南海问题一直横亘在中国与东

盟之间, 成为双方关系长足发展的一大障碍。 2009

年, 中国驻东盟大使薛捍勤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一

次研讨会上再度重申了 /在推动南海地区紧张局
势缓和与地区稳定方面, 中国愿意与东盟整体合

作, 但是南海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中国与东南亚南海

各争端方之间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 0 [ 40]
的一贯

立场。中国的无数次表态和立场重申一直在传达着

两个信息: 一个是中国愿意善意地参与东南亚地区

和平机制的建设; 一个是中国不会放弃单独与各个

争端方逐个解决南海争端问题的原则。然而, 中国

的这一立场忽略或者回避了文莱之类的小国将参与

地区安全机制作为应对单独面对中国压力的策略性

选择的问题。对于文莱这样的小国而言, 除非中国

能够完全主导东南亚地区安全机制, 或者在领土海

外主权或管辖权方面做出重大让步, 否则文莱不可

能不把和它有主权矛盾的大国作为参与地区安全寻

求庇护的战略假想敌, 也不可能轻易放弃联合他国

共同攫取南海权益的政策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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