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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形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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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2011 年南海安全形势呈现出“抛物线”式的发展特点。区域内南海问题当事国违

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单方面举措和区域外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的迅速增强是南海地

区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等有关争端方的努力则成为局势趋向缓和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同时，随着地区内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化的加深，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相对好转。然而，由于

区域内、外消极因素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南海地区安全形势或将继续维持时而紧张、
总体缓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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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以来，南中国海安全形势以南海争

端当事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争端方先后

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及由此引发的地区外交

纠纷为导火线，经越南、菲律宾等国多次违反

《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精神种种举措的推动，在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

南海问题国际化因素的影响下，一度呈现出极

为紧张的局面。在中国与东盟就落实《宣言》指

导方针达成一致后，①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形势出

现由紧张向缓和转变、趋向稳定的迹象。然而，

由于菲律宾等国违反《宣言》精神的行为仍时有

发生及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介入的不断加

深，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形势表现出某种意义上

的不稳定性。与传统安全相比，2009 年以来南

中国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相对好转。然而，

现实的和潜在的非传统威胁因素仍存在，并对

地区安全形势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一、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形势的特点

1. 1 缘起“划界案”，南海争端日趋复杂

2009 年至今，南中国海安全形势总体上呈

现出“抛物线”式的发展历程，有局势上升的过

程，也有趋向缓和与稳定的过程。
在“抛物线”上升过程中，南中国海地区安

全局势紧张程度不断上升，到 2011 年 6 月中旬



一度达到最高点。这一过程以马来西亚和越南

联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界案”
为开端，以越南、菲律宾为巩固与扩大在争议海

域既得利益而派遣军舰、飞机至争议海域及由

此引发的中菲、中越船只与军机、舰船与舰船的

对峙为近期地区安全形势的最高点。2009 年 5
月 6 日，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向联合国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他们各自 200 海里外大陆架

“划界案”; ①次日，越南又单独提交了在南中国

海部分地区的“外大陆架划界案”。②由于该两项

“划界案”提出的主权诉求侵害了中国在南海地

区的主权权益，中国政府即刻向联合国秘书长

提交了强烈抗议的照会。③ 作为南海争端的一

方，菲律宾阿罗约政府于 8 月 4 日向联合国提

交了照会，抗议马来西亚与越南将争议海域，特

别是北婆罗洲的一些岛屿纳入到外大陆架 200
海里范围内。④基于南海争端的复杂性，马来西

亚与越南所提交的“划界案”招致中国、菲律宾

等争端方的一致抗议，争议地区有关国家之间

的关系骤然紧张，南海安全形势由此开始不断

恶化。2011 年 4 月 5 日，时隔两年后菲律宾政

府又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照会，抗议 2009 年 5
月中国对南中国海有关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主

权声明;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于 4 月 14 日向联合

国提交了一份普通照会，但在该照会中首次提

出“菲律宾侵犯并占领中国的领土”的观点。⑤ 5
月 27 日，越南海上勘探船“平明二”号闯入中国

西沙群岛海域，强行进行非法作业，被中国三艘

海军舰船阻止，中越船只对峙长达 3 个小时; ⑥6
月 5 日起，越南青年连续多次在中国驻越大使

馆门前集会，抗议中国船只在南海争议水域“侵

犯越南领土”行为; 6 月 9 日，中国渔船在万安滩

海域正常作业时遭到越南武装舰船非法驱赶，

由此导致中国渔船的渔网与在该海域非法作业

的越南油气勘探船的电缆缠绕在一起，越南勘

探船拖拽中国渔船长达 1 个小时。⑦ 在一系列

的摩擦与船只对峙事件后，越南军方于 6 月 13
日在南海海域进行实弹演习。以此为标志，近

期的南海安全形势达到最高峰。
在“抛物线”下降的过程中，南海安全形势

在中国与越南等有关争端方的努力下呈现出

缓和的迹象，而且落实《宣言》指导方针达成一

致后，南海地区安全形势趋向稳定。2011 年 6
月 25 日，在中越南海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越南领导人特使、副外长胡春山访问北京，与

中方达成“加快推进《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

基本原则协议》磋商，争取尽早签署协议以及

推进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后续行

动进程，力争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共识。⑧

7 月 20 日，中国与东盟在印尼就落实《宣言》指

导方针达成一致。这一成果得到了包括中、越

等争端方的一致肯定。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刘振

民认为:“这是一份中国—东盟合作对话的里程

牌文件，将推动中国—东盟在地区合作的进一

步开展。”⑨越 南 外 交 部 长 助 理 范 光 荣 ( Pham
Quang Vinh) 在指导方针达成一致后认为“这是

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以对话和合作共同长久地

推动地区和平的良好开端。”瑏瑠

与南海传统安全形势“抛物线”式的发展历

程相比，非传统形势出现了相对好转的发展势

头，但仍是南海安全形势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且

对地区安全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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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单方行动成为南海局势紧张的直接因素

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的发展过程中，南海

问题中越南、菲律宾等当事国有违《宣言》精神

的单方面举措，构成了地区局势紧张最为直接

的因 素。对 此，国 外 学 者 约 书 亚·库 兰 斯 基

( Joshua Kuriantzick ) 甚 至 评 论 道: “《宣 言》于

2002 年诞生。然而，过去几年里，特别是近几个

月，这一谋求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已很大程度

上被抛之脑后。”①

作为目前在南海实际占领或控制岛屿最多

的国家，越南 2009 年以来不顾对《宣言》的承

诺，采取了一系列违背《宣言》精神的行动，给南

海安全形势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2009 年 2
月 6 日，越南总理签发第 18 号决定 ( 18 /2009 /
QD － TTG) ———批准《至 2020 年暹罗湾沿海发

展规划》。② 该规划涉及南海争议海域，侵犯了

中国南海权益。4 月 25 日，越南任命所谓的“黄

沙岛县”( 西沙群岛) 人民委员会主席，以“管

理”这些岛屿，被任命为“黄沙岛县”( 西沙群

岛)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邓公语( Dang Cong Ngu)

随后发表言论称，“这项任命事关我们祖国的神

圣领土，我们将继续为捍卫领土完整、保卫这些

岛屿的海洋主权而奋斗”③。进入 2010 年后，越

南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却屡屡推出各种有违

《宣言》的举措，破坏地区安全环境。2010 年 3
月，越南表示将在 2020 年前在南沙群岛建立 4
个渔港，另外在 2030 年前在南沙再建 9 个渔港，

在西沙建立 5 个渔港; ④4 月 1 日，越南国家主席

阮明哲( Nguyen Minh Triet) 在视察位于南海北

部湾的白龙尾岛时强调“越南将捍卫其对南中

国海争议岛屿的主权”; ⑤ 7 月，越南在美国的支

持下，采取种种措施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

化; 8 月，首次越美联合军事演习在南海地区举

行; 11 月，越南继 2009 年举办第一次南海问题

国际会议后，第二次举办关于南海问题的国际

会议; 12 月，越南驻南沙守军与居民将 21 个代

表越南在南沙所占 21 个岛礁的珊瑚礁石和 10
株热带树赠予越南林同( Lam Dong) 省，旨在宣

示南沙岛屿领土主权。2011 年初至 6 月中旬，

越南先后采取了多项违背《宣言》的行动，并直

接将地区近期安全形势抬到最高点。
2009 年 2 月通过“领海基线法案”至 今，

菲律宾所采取的有违《宣言》的单方面举措从

未间 断，给 南 海 安 全 形 势 带 来 了 重 大 威 胁。
2009 年 8 月，《菲律宾商报》报道，总部位于英

国的 Forum Energy 公司和它的一些菲律宾合

作伙 伴 去 年 获 得 了 勘 察 南 沙 礼 乐 滩 ( Reed
Bank) 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权力。⑥ 2010 年

2 月，菲律宾同意一家英国油气公司在南沙群

岛礼乐滩进行油气资源勘探活动。⑦ 10 月，菲

律宾 表 示 将 修 整 位 于 南 沙 的 军 事 基 地 或 据

点。⑧ 11 月，菲律宾国防部宣布将整修南沙菲

国占 中 业 岛 的 码 头 和 飞 机 跑 道。⑨ 2011 年 2
月，Forum Energy 公司得到菲律宾政府一份为

期两年在南海争议海域勘探油气资源的合约;

3 月 2 日，该公司船只在争议海域非法作业时

被中国巡逻船只阻止，但菲律宾政府却以此为

理由在 3 月 30 日派出两架空军战斗机与中国

船只对抗。瑏瑠 6 月 13 日，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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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将 南 海 更 名 为“西 菲 律 宾 海”。① 随 后，据

《菲律宾星报》6 月 21 日报道，菲律宾正在向

南沙卡拉延群岛派驻更多的军队，以强化对岛

屿的实际控制。②

除越南、菲律宾外，2009 年以来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国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有违《宣

言》的单边举措，并构成了地区局势恶化的重要

影响因素。本质上，这些单方面措施的推出意

在维护有关国家既得的非法利益，然而却在客

观上推动着地区安全局势不断恶化。

二、南海问题国际化:

地区局势趋向紧张的要因

2. 1 美国:南海问题国际化因素迅速增强的首

要因素

与区域内的推动力量相呼应，区域外以美

国为首的南海问题国际化因素的迅速增强成为

南海安全形势不断恶化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重返”东南亚后，③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

程度不断加深，并成为南海问题国际化最大的

推动力量。2010 年 6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

盖茨( Gates)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及 7
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 Clinton) 在

越南河内出席第 17 届东盟地区论坛( ARF) 之

际，先后两次完整地阐述了美国政府新时期的

南海政策:“南海海域安全不仅对周边有关国家

有着重要意义，对在亚洲地区有重大经济与安

全利益的国家同样非比寻常。地区的稳定、自

由航行、经济活动自由而不受阻碍是极端重要

的。美国政府一贯不站在争端的任何一方，但

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和自由航行受到阻碍。
美国政府还反对任何国家采取胁迫美国公司或

其他国家公司在地区合法经营活动的行为。美

国政府强调，所有争端方务必通过多边和平谈

判，按照通用国际法解决争端。”④由此，美国政

府除一如既往地反对争端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相威胁外，还强调，“与现行的国际海洋法一致，

所有对有关岛屿的合法主权宣称是对有关海域

合法宣称的基础，所有争端方必须通过国际海

洋法的渠道主张海洋权利与利益。”⑤ 9 月 24
日，美国—东盟第二次峰会在美国召开。在会

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和东盟成员国领

导人再次强调以联合国海洋法解决地区争端的

观点。⑥ 10 月 12 日，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再次

访问越南，并出席由越南组织的第一次东盟国

防部长系列会议。期间，盖茨认为“南海争端日

益给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带来威胁和挑战”，并对

东南亚的越南、菲律宾等有关国家推动制定一

份“充分的、有完全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

措施表示支持。⑦至此，美国不仅实现了其“重

返”东南亚和在东南亚地区增强影响力和存在

的目标，⑧还推动了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⑨且

完成了其南海政策由介入向深度介入的转变。
随着南海安全形势的日趋恶化，美国日益

将中国在南海地区所进行的各种维权行动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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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 24，2010，http: / /www. whitehouse. gov / the-press-office /2010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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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 Secretary，US Here to Stay，Says Clinton，Ha Noi，23
July 2010，http: / /www. aseansec. org /24842. htm#Article － 21.

针对近年来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亚洲基金会的学者

赛图·勒美博士认为这是一段美国—东盟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
See Satu Limaye，“Boom Times in U. S.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October 27，2010，http: / / asiafoundation. org / in-asia /2010 /10 /27 /
boom-times-in-u-s-southeast-asia-relations /.



一种对地区稳定与和平具有挑战的强势行为，

并将所谓的中国强势政策视为地区安全形势恶

化的原因。2011 年，中菲、中越在南海地区发生

对峙和摩擦事件后，美国参议员兼参议院外委

会东亚—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吉姆·韦

伯( James Henry Wabb Jr. ) 6 月 13 日对中国在

地区争端上的行为表示谴责，同时认为美国政

府在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紧张之际的表现过于软

弱。① 6 月 27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决议，谴责

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示强，强调各方应采取多

边、和平手段解决有关争议，并表示将支持美国

军队在南海地区为维护国际水域和天空航行、
飞行自由所采取的一切连续性的行动，主张美

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直接介入中国与菲律宾、
越南等国的纷争与摩擦。②可见，美国在不断加

深介入南海问题的同时，也将矛头直指中国，而

对越南、菲律宾等国种种违反《宣言》精神的行

为持置若罔闻与采取庇护的态度。这一态度客

观上推动着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地区采取

更为冒险的行动，进而使南海安全形势趋于恶

化。
与此同时，美国在地区还以加强与扩大军

事合作关系、深化同盟关系等方式不断增强其

在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不断强化美国在地区的

优势。③ 2010 年 2 月 1 日，地区规模最大的“金

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在泰国罗勇府举行。
该次联合军演由美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

坡、日本与韩国的陆军、海军陆战队、海军和空

军参加，参演人数高达 1． 4 万名。6 月 16—26
日，自 2009 年与东帝汶的军事演习例行制度化

后，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第二次参加了在东

帝汶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鳄鱼 2010”) 。8 月

8 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驶抵越南岘

港附近南海海域; 10 日，美国海军伯克级导弹驱

逐舰“约翰·麦凯恩”号抵达该港，与越南海军

第一次进行了为期 4 天的军事联合训练。对

此，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曾公开表示: “美国军舰

进入越南港口，对越南来说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显示了国防事务上的地区平衡。美国将在区

域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④ 2011 年南海安全

局势高度紧张之际，美国联合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文莱东盟六国，自

6 月 14 日起，在南海地区马六甲、西里伯斯海和

苏禄海等海域举行为期 10 天的军事演习。6 月

12 日，《菲律宾星报》报道，美国将于 6 月 28 日

联合菲律宾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举行为

期 11 天的军事演习。对此，菲律宾有关专家

称，菲律宾政府希望中国通过这次军演“铭记”
美菲之间的团结一致及紧密关系。⑤

“重返”东南亚以来，美国与东盟国家、盟

国在南海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频度增强，规模

扩大，针对性也日渐显现，对地区军事影响力

显著增强。同时，作为南海问题“国际化”最大

的区域外因素，美国客观上已然成为 2009 年

以来南海安全形势趋向恶化的首要推动力量，

并对日本、印度等国的南海立场产生了显著影

响。
2. 2 日本:以“海洋安全”为名，紧随美国推动

南海问题国际化

2009 年以来，日本以“海洋安全”为名加大

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2009 年，日本第一次在

《防卫白皮书》中将“中国威胁论”扩大至南海

区域。该白皮书认为，“中国在我国( 日本) 近海

以外的地区加强活动，例如在南中国海上与东

盟国 家 存 在 领 土 争 端 的 南 沙 和 西 沙 群 岛 附

近”⑥。2010 年日本再次在《防卫白皮书》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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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中国在日本近海活动趋于活跃。① 5 月 9 日，

《日本时报》刊文指出“中国在南海地区投射力

量”，称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独断而愈加有自

信，并认为“东盟应该一致地对付中国，否则日

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将对遏制中国力不从

心”②。针对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将南海称为

“核心利益”的报道，日本《朝日新闻》7 月 10
日则报道称，日本不能简单地忽视中国的这些

举动，将之视为别国的问题。③ 2011 年 6 月上

旬，日本首相菅直人与越南共产党常务书记张

晋创，中旬与印尼总统苏西洛会谈时均对维护

“海洋安全”表示关切，并一直强调“南海海洋

安全”的重要性。④ 6 月 20 日，在南海安全形

势达到高度紧张之际，《日本时报》再次刊登涉

及南海问题的文章，认为中国凭借着快速的军

事现代化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发展，正在尝试将

南中国海演变为“门罗主义”的试验田。⑤ 7 月

8 日，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第 18 届东盟地区

论坛前，日本外相在记者会上宣称: “航行自由

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日本政府对中国在

南海增强军事影响力的事态表示关切。希望

各方通过多边磋商来解决问题。”⑥由此，日本

希望东盟国家以集体的方式在南海问题上对

抗中国，推动南海问题国际讨论机制的建立，

以求实现遏制中国和扩大日本参与和主导地

区事务权力的企图。
日美同盟一直被日、美誉为“亚太地区安全

的基石”。⑦ 由此，追随美国的南海政策及借助

美国在地区的力量，扩大日本在地区的政治军

事影响 力 已 成 为 日 本 南 海 政 策 的 重 要 选 择。
2005 年日本宣称将防卫范围扩大到包括马六甲

海峡在内的整个南海地区后，⑧在美国的推动

下，日渐成为东南亚—南海地区各类双边或多

边联合军事演习的新贵。2010 年 2 月，日本参

加了在泰国举行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 6
月 14 日，日本参加了在南海地区举行的“太平

洋伙伴 2010”日美双边联合人道主义救援演习;

2011 年 6 月底，日本参加了日美澳在南海地区

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凭借着美国的支持，日

本在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日渐扩大。

此外，长期以来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

议题也一直是日本介入地区安全形势和扩大对

地区政治军事影响力的一项借口。自 2009 年

日本政府推出《海盗对策法》以来，日本海上自

卫队不但取得了使用新加坡海空基地的权利，

每年 4 次派遣武装舰船到南海海域进行反海盗

巡逻，且还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加强对地区马

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军事影响力。2009 年 3
月，日本就曾以打击走私和海盗为名向马来西

亚政府提供了价值 9. 92 亿日元的 14 艘快艇和

40 台夜视监控装备。⑨可见，日本对地区的政治

军事影响力提高迅速。
2. 3 印度:“东向”南海步伐加快，成为南海问

题国际化的新因素

在“东向”政策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印

度对南海地区事务的介入也开始不断加深，并

成为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又一区域外力量。
2003 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后，印度通

过东盟地区论坛、印度—东盟峰会、东盟防长系

列会议( ADMM － Plus) 、东亚峰会( EAS) 、香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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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安全对话( Shangri － la Security Dialogue) 等

平台逐渐成为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者。2010 年

6 月 5 日，越南利用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发起

首次“东盟 + 8 国防部长系列会议”①。对此，印

度外交次长梅农( Menon) 在 2010 年香格里拉安

全对话上表示肯定。② 2011 年 6 月 4 日，印度国

防部长普拉拉布·慕克吉( Mukherjee) 再次表达

了对东盟搭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系列会

议等给地区国家提供建立相互信任和共识平台

的努力深表赞赏。③作为回应，印度尼西亚曾明

确指出印度在亚洲的重要战略地位，对印度在

东盟驱动的合作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表示了肯

定，并 对 双 方 地 区 战 略 利 益 的 一 致 性 表 示 契

合。④

除在东盟框架下积极参与地区安全等事务

外，印度还积极寻求与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国家

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建立合作关系，以进一

步扩大印度在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以越

南为例，2009 年以来印度—越南两国双边关系

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09 年越南副主席阮氏端

( Nguyen Thi Doan) 成功访问印度，同年印度国

防部长也对越南进行访问; 2010 年，越南国民大

会主席访问印度。同年 10 月，印度总理曼莫汉

·辛格 ( Manmohan Singh) 访问越南河内，印度

国防部长时隔 1 年后再次对越南进行访问。与

两国政治方面的紧密关系相一致，印度与越南

的经贸关系也得到快速发展。2010 年，印度与

越南的双边经贸总额是 2000 年两国经贸总额

的 10 倍之多; 同年 6 月 1 日，越南批准了印度—
东盟货物自由贸易区的协议。⑤同时，由于印度

与越南等国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各有所需，印

度近年 来 在 地 区 的 军 事 影 响 力 也 不 断 扩 大。
2010 年 10 月，在越南的推动下，东盟首次邀请

印度参加有关亚太地区安全框架的会议———东

盟防长系列会议。对此，印度学者在《印度斯坦

时报》撰文称，由于在南海问题上持有强势态

度，中国对越南邀请印度参加地区安全会议一

事应能理解。⑥ 2011 年南海安全局势高度紧张

之际，印度在越南的推动下迈出了在南中国海

地区建立“永久性军事存在”的第一步，并企图

构建从安达曼岛到尼克巴群岛，再到越南金兰

湾的“南中国海珍珠链”，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印

度洋“珍珠链”战略。⑦ 作为交换，印度将提供一

大批海军训练与能力建设的设备甚至是舰艇制

造的相关技术给越南。由此，印度在地区的军

事影响力可见一斑，且构成了 2009 年以来南海

安全形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南海安全形势的发展趋向

2009—2011 年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形势呈现

“抛物线”式的发展历程，既受到区域内越南、菲
律宾等国违背《宣言》精神和南海问题国际化带

来的恶劣影响，又受到中国与有关国家( 集团)

致力于地区稳定的努力与加强在非传统安全威

胁方面的机制化建设的积极影响。然而，随着

地区安全形势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区

域内、外的多方面因素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进而

影响着 2012 年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

趋向。
3. 1 区内各国:有关方为维护南海既得利益仍

不时采取有违《宣言》的举措

区域内，菲律宾等国有违《宣言》的单边行

为仍时有发生，对《宣言》及其指针产生巨大冲

击的同时，也给地区略微缓和的局势带来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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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vshankar Menon，Remarks on New Dimensions of Securi-
ty，The 9 th Shangri-La Dialogu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IISS) ，June 5，2010，p. 5.

M. M. Pallam Raju，Remarks on New Military Doctrines and
Capabilities in Asia，The 10 th Shangri-La Dialogue，International Insti-
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 IISS) ，June 4，2011，p. 5.

Vibhanshu Shekhar，India and Indonesia: Reliable Partners in
an Uncertain Asia，Asia-Pacific Review，Vol 17，No. 2，2010，p. 78.

India-Vietnam Relations， Feb. 2011， http: / /
www. mea. gov. in /mystart. php? id = 50044542.

Rahul Singh，“ASEAN invites India，US to keep China in
check”，Hindustan Times，New Delhi，September 22，2010，http: / /
www. hindustantimes. com /rssfeed /newdelhi /ASEAN-invites-India-US-
to-keep-China-in-check /Article1 － 603510. aspx.

Sridhar Kumaraswami，“India eyes South China Sea pearl”，

New Delhi，Jun 26，2011，http: / /www. asianage. com / india / india-
eyes-south-china-sea-pearl-563.



接的挑战。2011 年 7 月 20 日，在中国—东盟就

《宣言》行为指针达成一致的当天，菲律宾 5 名

国会议员、军方高官及媒体记者登上中业岛，安

插一面新的菲律宾国旗并换下了“旧的国家标

志”。① 在行为指针达成后，菲律宾仍然顽固地

采取多项单方面行动，肆意破坏《宣言》精神和

地区局势的稳定。7 月 25 日，菲律宾总统阿基

诺( Aquino) 发表国情咨文，宣称要“将通过武力

手段保护菲律宾‘南海领土’，并准备将南海问

题转交联合国裁决”②。7 月 31 日，《菲律宾明

星报》报道，菲律宾海军工程队在帕塔格岛( 即

中国的费信岛———笔者注) 上修建兵营。③ 8 月

2 日，菲律宾能源部( DOE) 宣布公开拍卖南沙争

议海域油气资源勘探权。④ 8 月 5 日，以“南沙争

端: 远景与政策反应”为主题的论坛在菲律宾马

里拉大学举行。在论坛上，菲律宾外长艾伯特

·德尔罗萨里奥( Albert F. del Rosario) 对中国

“九段线”妄加指责，其认为，中国以“九段线”
宣称拥有整个“西菲律宾海”( 即南中国海) 权

利的主张是南沙争端的关键，为通过有关国际

法解决争端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⑤

与此同时，在地区“逆裁军”气氛下，菲律

宾、越南等国为增加维护既得利益的筹码纷纷

加强海上武装力量建设，不仅给其他国家带来

不良的示范作用，且直接不利于地区安全形势

的稳定。在得到美国支持菲律宾国防设备与军

队建设的承诺后，⑥2011 年 7 月初菲律宾外长罗

萨里奥表示已经向美国提交了一笔武器购置清

单。8 月 1 日，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空中巴士军

机公司( Airbus Military) 发表声明，越南海巡警

察已接获第一架“C212 － 400”式螺旋桨飞机，其

余两架则分别于今年稍晚和明年初交付。⑦ 8
月 5 日，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环球视线》报道，越

南国防部长冯光青( Phung Quang Thanh) 4 日宣

称，越南在今后 5、6 年内将耗资 20 亿美元从俄

罗斯购置 6 艘“基洛”级潜艇以组成潜艇编队。⑧

可见，地区“逆裁军”的形势或将进一步恶化，并

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大的挑战。
此外，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宣

言》行为指针达成一致前后，纷纷表示要推动

《南海地区行为准则》( COC) 的建立，以图更有

效地维护既得利益。2010 年 4 月 10 日，越南媒

体的一篇题为《越南决心推进东海主题》的文章

提到，4 月 6 日东盟第 16 届首脑会议发言人陈

玉安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南海地区行为

准则》是东盟与中国签订的一份文件，它是一个

目标，各国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10 月，东

盟第 17 届首脑会议期间，东盟轮值主席、越南

总理阮晋勇重申了将《宣言》提升成为《南海地

区行为准则》的立场。⑨ 此次首脑会议期间，菲

律宾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2011 年 7 月 20 日，

在指针达成一致的同一天，印度尼西亚总统苏

西洛表示，印尼将继续推动行为指针向下一阶

段发展，达成类似《南海各方行 为 准 则》的 文

件。瑏瑠 这势必将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趋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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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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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2011 年 7 月 20 日，http: / /mil. huanqiu. com /world /2011 －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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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2011 年 7 月 26 日，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GB /15246
341. html.

人民网:“菲律宾竟在南沙新建军事设施”，2011 年 8 月 1
日，http: / /military. people. com. cn /GB /15298718. html.

丁刚等:“中国企业没有参与菲有关能源项目竞标”，人

民网，2011 年 8 月 6 日，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GB /57507 /
15344750. html.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Unit，Secretary Del Rosario Says
China’s 9-Dash Line is“Crux of The Problem”in WPS，Proposes
“ Preventive Diplomacy ” Solutions，05 August 2011， http: / /
dfa. gov. ph /main / index. php /newsroom /dfa-releases /3533-secretary-
del-rosario-says-chinas-9-dash-line-is-crux-of-the-problem-in-wps-pro-
poses-qpreventive-diplomacy-solutions.

2011 年 6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对到访的菲律宾

外长承诺:“我只想强调我们对菲律宾的国防所做出的承诺。我

们决定并承诺支持菲律宾的国防工作，那意味着要找到提供适当

的物资和装备的方式。”See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With
Philippin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Rosario After Their Meeting”，

Treaty Room，Washington，DC，June 23，2011，http: / /www. state. gov /
secretary / rm /2011 /06 /166868. htm.

中评社 ( 香港) : “因应南海争议? 越南添购 新 型 海 巡

机”，2011 年 8 月 3 日。
中央电视台《环球视线》: “越南大笔军购 提高军力防范

谁”，2011 年 8 月 5 日，http: / /news. cntv. cn /world /20110805 /1198
66. shtml.

邓应文:“试论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之举措———兼论其

与越南海洋经济战略的关系”，《东南亚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30 页。
ASEAN，ASEAN-China Reaches Landmark South China Sea

Deal，Bali，Indonesia，20 July 2011.



一步加深，使争端趋于复杂化、多变化，进而更

加不利于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
为维护既得利益，越南、菲律宾等国采取的

举动虽在方式上存在着差别，但客观上已经或

将继续对地区安全形势构成巨大挑战，进而使

略显缓和的地区形势再度出现紧张局面。
3. 2 区域外:美国为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等国“联合”介入南海问题

区域外，美国、日本、印度等南海问题国际

化因素仍将继续存在。2011 年 7 月 24 日，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尼西亚出席第 18 届东盟

地区论坛期间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进行的维权行

动多次进行指责，将之视为是一种“危险的恐吓

行为”，并对东盟越南、菲律宾等国推动南海地

区行为准则的努力表示赞赏。① 8 月 2 日，日本

在新出台的 2011 年版《防卫白皮书》中称中国

“在东海、南中国海等海域日趋活跃”，指责中国

对周边国家采取“高压政策”，并对今后中国外

交的方向性表示“不安”，称有必要继续对中国

军事动向保持“警戒”。② 而印度则对在南海地

区建立“珍珠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此外，近来美、日、澳大利亚与印度等南海

问题国际化因素日渐呈现出以美国为首、日本

积极推动、包括澳大利亚与印度在内的“联合力

量”介 入 南 海 问 题 与 地 区 安 全 事 务 的 特 点。
2011 年 6 月 21 日，美日“2 + 2”会谈中，两国表

示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关系。③ 7 月 8 日，日本

共同社以“日美澳将首次在南海联合军演”为题

报道称，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三国海军将于 9
日在南沙群岛以南的文莱附近海域举行联合军

事演习。④ 7 月 20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访问

印度期间大赞印度是全球事务的领导者，并积

极推动印度继续深化“东向政策”、介入南海地

区事务，支持印度在东南亚甚至太平洋地区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⑤在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

中东、北非局势并不稳定的状态下，与中国发生

严重对峙不符合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初衷。⑥

然而，为了有效制衡和影响中国，美国或将更积

极地推动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南海问题国

际化力量介入南海争端和地区安全事务。由

此，推动南海问题趋向国际化的力量将更大，也

将使南海安全形势面临更大的挑战。
3. 3 中国:南海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关键推动力

南海地区安全虽然面临着重重挑战，但中

国与有关国家为争取地区和平的努力仍将是南

海地区安全形势趋向缓和与稳定的重要推动因

素。2011 年 7 月，杨洁篪外长在第 18 届东盟地

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强调，《宣言》行为指针的达

成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完全有决心、有信心、有
能力通过积极落实宣言后续工作，共同促进南

海和平与稳定，中国将在宣言框架下推动与有

关国家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方面的务实合作。
同时，南海争端有关当事国之间的对话与磋商

渠道是畅通的。2011 年 7 月 29 日—8 月 3 日，

中越第 7 轮《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

协议》磋商在越南河内举行。8 月 1 日，中越双

方在越南首都河内达成共识，双方将通过谈判

与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8 月

3 日，越南外交发言人阮芳雅就中越海上争议第

七轮磋商发布声明称，“经过七轮磋商，中越双

方已达成初步共识，同意在包括 1982 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

判的方式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并将严格遵

守《宣言》精神。同时，双方同意在今年年末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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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Defense of Japan 2011 ( Annual
White Paper) ，Defense Policies of Countries，http: / /www. mod. go. j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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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se Robert Gates;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Takeaki Matsumot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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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DC，June 2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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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 3 期，第 111 页。



行下次磋商”①。这在积极推动尽早和平解决南

海争端的同时，也将促进南海地区局势趋向稳

定。
可见，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仍面临着区域内、

外多项不利因素的挑战，甚至在这些因素的推

动下可能出现高度紧张的局面。然而，中国和

有关国家或集团为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努力

将使地区同样存在着对安全局势有利的因素，

恰是这些有利因素的存在或将继续维持地区安

全局势呈现出时而紧张、总体和平稳定的局面。
3. 4 区域内: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化程度的加

深有利于地区安全形势的好转

与地区越南、菲律宾等国违反《宣言》的行

为及区域外美国、日本、印度对南海问题介入对

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的消极作用不同，近年

来南中国海地区关于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建

立给地区安全形势注入了相对积极的因素。
东盟内部，各国之间双边或多边合作更加

全面和紧密，对防范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恶化

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 年，《东盟宪章》的生效

为地区内各国团结一致应对恐怖主义、海上犯

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

政治基础。以打击海上犯罪为例，2008 年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4 国在曼谷签

订了《海上和空中巡逻合作协议》，以有效遏制

马六甲海峡及附近水域的海上犯罪活动，共同

为过往船只提供安全保障。
尽管西方学者一直宣称南海争端成为南海

地区多边海上安全管理机制形成的最大障碍，②

但近年来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

作关系仍取得了进一步的拓展，机制化程度不

断加深。2009 年，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第 16
届东盟外长会议上强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
海上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是地区安全

面临的现实，中国愿与东盟各国加强信息分享

和经验交流，共同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挑战。③

同年，首届东盟与中国( 10 + 1) 打击跨国犯罪部

长级会议于 11 月 17—18 日在柬埔寨举行，双方

签署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

亚国家联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以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遏制地区非传

统安全威胁的合作。2011 年 7 月 24 日，杨洁篪

外长在出席第 18 届外长会议期间就地区非传

统安全威胁强调:“中国是马六甲海峡合作机制

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也是《亚洲地区反海盗

协定》的创始成员国，中国同东盟国家建立了海

事磋商机制。中国愿推进与东盟的海上互联互

通建设，增强在海运、海事和港口等领域的合

作。”④

东盟内部及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或集团在

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机制化程度的加深，毫无

疑问地成为 2009 年以来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

形势有所好转的重要原因。

四、结 语

2009—2011 年南海安全形势呈现出“抛物

线”式的发展特点，而导致地区安全形势不稳定

的区域内、外因素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

并不同程度地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消极的作

用。为了更有力地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中

国除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及

通过双边政治协商的渠道及早和平解决南海问

题的政策⑤外，还应进一步强化对越南、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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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110805164907#Kf98 OIBUZT25.

Mark J. Valencia ( East-West Center，Honolulu Hawaii，
USA) ，“Regional Maritime Regime Building: Prospects i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Ocean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Law，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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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当事国违背《宣言》单方面举措的反制措施和

维权举措，进一步拓展与东盟各国( 集团) 在南

海开发、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并

通过对话等外交途径处理好区域外美国、日本、

印度等因素，进而将区域内、外的消极因素对地

区稳定的破坏作用降至最小。

编辑 战海霞 王 华

A Study on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South China Sea
GE Hongliang1

( 1. Jinan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0，China)

Abstrac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South China Sea in the peroid 2009 － 2011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a parab-
ola. That series of actions against the DOC by some Southeast Asian parties to the dispute and the sharp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ccounts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South China Sea. At the same time efforts on the part of China and other parties to the dispute’s efforts make the
situation ease and stabilized. However，because of the furtherance of the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ve
mechanism，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area correspondingly improved. However，due to the exist-
ence of negative element and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in and out of the area，security situation of South
China Sea will go on to be featured by easing on the whole and being interlaced with sporadic tension．
Key words: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situation;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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