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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冷战后遗症的持续性作用、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资源需求与突发事件的

综合作用，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端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激化的多发时期，形成了对中国周边地

区安全形势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对此，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着手，坚持以和为贵的海洋发展

战略与海洋战略威慑并重，积极应对这一局面。中国应对周边海洋主权争端的战略性措施及

其相关的实施措施，对于中国未来国家海洋利益的维持与进一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与难以忽

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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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端频发，在相当

程度上影响了地区安全事务的现状，进而威胁到

中国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乃至包括东亚地区在内

的广大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局势。针对这一地区

安全局势的新变化，有需要也有必要采取相应的

战略性措施加以应对，这也是构建和谐周边的应

有之义。

一、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端的整体形势激化

中国 周 边 地 区 的 海 洋 主 权 争 端 主 要 表 现

为———划界、岛屿、海洋渔 业 生 产 等 多 个 层 面，围

绕中国周边的各个海域的海洋主权争端，都在不

同程度上影响到地区安全局势。随着这些涉及中

国周边地区的海洋主权争端不断升级，从而造成

周边海洋主权争端整体形势的激化，最终严重制

约周边各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局面。
概括说来，近年来中国周边的海洋主 权 争 端

不断升级，是有着相当深刻的原因与较为突出的

表现的。就其原因而言，大致呈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冷战后遗症的影响。随着冷战的结束，

一方面，原有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比如韩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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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岛主权争端；而另一方面，则因有些国家长期

坚持冷战思维看待后冷战的地区安全形势，其在

冷战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着实影响其冷战后的

国家对外战略，这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符合实际

的。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信念激活并促

进意愿的实现，并因此起到了使行动成为可能的

重要作用。［１］冷战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 某 些 国

家以与其相关的海洋主权争端为依托，使其不断

借机激化争端，造成地区安全局势的动荡。
以冷战后的日本为例，旧有的冷战思 维 在 相

当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在与周边的海洋主权争端中

采取强硬乃至僵化的态度。在日本政府公开文件

中，长期坚持其对争议的海岛的主权①。同时，不

断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使原有的争端不断升级，
比如，在２０１０年９月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中，
日本坚持以国内法处理中国渔船的船 长，［２］这 一

做法直接推动了中日之间的争端升级。
第二，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海洋开 发 成 为

各国国家战略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处于科学技术

较为发达的２１世纪的世界各国，多面临着资源匮

乏的境地，而对于中国周边的沿海各国而言，海洋

既是进行海上贸易、外来资源的运输通道，也是不

远的将来进行资源开发的战略空间。忽视海洋的

重要战略作用，势必会造成重大战略失误，而有损

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
具体说来，２０１０年日本政府综合海洋政策总

部提出“海底资源能源确保战略”，按照该战略，日
本将在与中国专属经济海域分界的“日中中间线”
至琉球群岛的东海海域、伊豆半岛至小笠原群岛

的太平洋海域内正式开始调查含有众多稀有金属

的“海底热水矿床”，并力争以２０２０年为目标实现

稀有金属的产业化。［３］日本政府此举旨在 为 大 规

模进行海洋资源开发做必要的战略性准备。对于

资源匮乏 的 日 本 且 危 机 意 识 强 烈 的 日 本 政 府 而

言，进行海洋资源的长期开发，是日本长期发展的

基础性保障之一。

２０１１年中国国家海洋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岛保护法》等法规，允许单位和个人（包括外

籍人士）开发中国沿海地区的１７６个无人居住的

海岛。［４］这表明，动员民间资本加 速 海 洋 开 发，已

成为中国开发海洋的战略性措施之一，而这也是

中 国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与 加 速 海 洋 开 发 的 综 合 性

措施。
第三，突发事件的催化作用直接促进 了 中 国

周边地区的海洋主权争端激化。中国周边的各个

海域多存在紧张程度相对较高的海洋主权争端，
比如仅仅在东北亚地区各个海域就有中日东海划

界问题、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日韩独岛（竹岛）主
权争端、俄日北方四岛主权争端等等。

以２０１０年为例，东北亚地区的海岛主权争端

相继 爆 发，造 成 地 区 安 全 局 势 的 规 模 性 动 荡。

２０１０年９月的 中 日 钓 鱼 岛 撞 船 事 件 直 接 造 成 了

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的急剧倒退，最终形成两国海

上执法部门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长期对峙的局面，
即中国政 府 宣 布 在 钓 鱼 岛 附 近 海 域 的 巡 逻 长 期

化，［５］与原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日本海 上 安 保

部门的巡逻舰形成对峙。日本政府宣称不会改变

其在西南诸岛目前的“专守防卫”的政策，［６］并不

理会中国政府在两国安全对话中所提出的合理关

切。而同年１１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俄

日素有争议的北方四岛，随即引发两国之间的外

交纠纷，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俄政府相继有官员登

上北方四岛，日本的外交抗议也随之而来。俄日

之间的关于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纵然原因复杂，
尤其涉及俄罗斯国内的复杂政治因素，而其对俄

日之间双边关系造成的冲击也是长期性的。２０１０
年９月，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依旧坚

持日本对独岛（竹岛）的主权，称独岛（竹岛）是日

本固有领土②，引起了来自韩国的抗议。
因而，从整体上看，突发事件 的 出 现，使 得 中

国周边地区的海洋主权争端在相当广的范围与相

当深的程度上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间关系形成

了负 面 影 响。据 中 国 海 洋 局 的 统 计 数 据 表 明，

２０１０年，我国各级海监机构监视进入我国管辖海

①

②

日本外务省文件：《我国关于尖阁诸岛领有权的基本见解》、《竹岛：理解竹岛问题的十个要点》。

日本防卫省：２０１０年版《防卫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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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外国船舶１　３０３艘次、飞机２１４架次；我国海

洋行政执法共派出海监飞机１　０６８架次，海监船

舶１３　３３７航次，作出行政处罚１　３７９件，决定罚款

总额７５　６６４．２１万元①。而这一负面影响的持续，
影响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美国借

机彰显其在本地区的军事霸权提供了借口。而从

中国周边各个海域看来，其并不太平的安全局势

表明，与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端相伴随，中国周边

的海洋安全局势并不乐观。
就黄海局势而言，２０１１年初韩国在黄海枪击

与扣押中国渔船的事件表明，［７］中韩两国 在 黄 海

问题的合作并不顺利。就黄海的共同开发而言，
中国、朝鲜、韩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然而天安

舰沉没等事件的冲击，朝韩之间关系逐渐紧张，美
国借机在黄海举行数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使相

关国家在黄海的合作难以持续，尽管中韩之间有

过在黄海进行积极合作的先例。
东海局势也不容乐观，在中日两国钓 鱼 岛 主

权争端激化的同时，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渔民在东

海正常生产活动的干扰已经形成长期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美国对东海的干涉也是客观存在的，尤
其是美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争端的 表 态———“钓

鱼岛适用于美日安 保 条 约”［８］———说 明 美 国 意 在

以钓鱼岛为平台遏制中国在西太平洋发挥更大的

国际作用。而美国在日本冲绳部署的庞大军事力

量，则为美国在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东海乃至整

个西太平洋地区行使军事霸权提供直接支持。
南海局势则在２０１１年继续成 为 各 国 关 注 的

重点，中国政府向南海部署深海石油钻井平台一

事，引来了菲律宾等国家的不满。［９］美国媒体则借

机炒作，主张美国应支持菲律宾与中国进行军事

对抗，［１０］在南海制造紧张气氛。针对一些突发事

件与不实之辞，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中方一贯致力

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愿同有关国家共同

努力，相 向 而 行，把 南 海 建 成 和 平、友 好、合 作 之

海，［１１］但南海的地区安全局势仍不容乐观。美国

对 中 国 在 南 海 主 权 争 端 中 的 外 交 交 涉 置 若 罔

闻，［１２］对中国维 护 海 洋 主 权 争 端 的 行 为，联 合 日

本对中国进行点名批评。［１３］显然某些国家的做法

并不有利于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反而起到相反

的效果，而这确实也符合美国借助南海问题维持

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与霸权的战略目的。

二、必要的战略性应对措施

面对目前中国周边的海洋主权争端，中 国 政

府需要采取必要的战略性措施加以应对，避免周

边地区因主权争端激化造成地区安全局势控制失

调，进而影响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

从国家战略层次的视角看，简单说来，中国需

要明确本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坚持以和为贵的

海洋发展战略与海洋战略威慑并重。中国的海洋

发展战略不是与他国的直接冲突与对抗，而是在

和谐海洋的引导下实现海洋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

与富裕。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关乎中国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关乎他国的切身利益，因而，

这也就势 必 需 要 中 国 外 交 在 实 施 本 国 战 略 的 同

时，也关注他国的生存、发展与繁荣，以推进中国

海洋战略的实施。在应对包括中国周边海洋主权

争端的危机在内的地区热点的解决过程中，中国

既注意照顾有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又重视维护各

方的共同利益，全面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

象，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１４］由此，中国外交

需要做出必要的努力，以图实现将中国周边海域

构建为和平与发展并进的战略平台。以和为贵，

可以解释为以和平方式应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

关争端，包括海洋争端在内。

以首脑外交为例，国家主席胡锦涛在２０１１年

亚洲博鳌论坛的开幕致辞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坚
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发展

同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不断增进相

互理解和信任。中国将继续致力于通过友好谈判

①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海洋局《２０１０年中国海洋行政执法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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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同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地区

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参与各种形式

的地区安全对话和合作，努力维护有利于亚洲和

平与发展的地区环境。中国永远做亚洲各国的好

邻居、好 朋 友、好 伙 伴。”［１５］胡 锦 涛 主 席 在 博 鳌 论

坛的主旨演讲中还提出“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

亚洲”的五项建议———“尊重多样文明，促 进 睦 邻

友好”、“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分享发

展机遇，共迎各种挑战”、“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

同安全”、“倡 导 互 利 共 赢，深 化 区 域 合 作”，［１５］由

此可见，以和平方式处理海洋主权的相关争端是

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关键环节之一。
但是，更为至关重要的还在于，中国需要保持

适当的战略威慑，全力避免在中国周边的海洋主

权争端中，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所损害。无论是

否涉及中国参与，中国周边的海洋主权争端都会

或多 或 少 地 影 响 到 作 为 地 区 大 国———中 国 的

利益。
对于保持适当的海洋战略威慑，需要 强 调 以

下三点：
第一，中国的海洋战略威慑是建立在 现 代 化

的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这里不仅仅包括拥有航

空母舰等大型制海舰的现代化海军，还应涉及能

够应对他国侵犯、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空军以及

相应的电子、航空航天、侦察监控、远程导弹等现

代化军事力量。以保障当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端

升级为地区冲突与战争之时，中国能够以有效的

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第二，中国的海洋战略威慑并不针对 特 定 的

国家。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并不构成对东盟

国家的威胁，在南沙群岛与中国存在主权争端的

越南、菲律宾都先后表示，不会在南沙问题上使用

武力加以解 决。［１６］中 国 的 海 洋 战 略 威 慑，是 针 对

以各种形式或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中国的海洋国家

利益的 行 为，可 考 虑“对 事 不 对 国 家”的 战 略 性

原则。
第三，中国的海洋战略威慑的实施需 要 中 国

政府国防、外交、海事等诸多部门的通力合作。可

考虑通过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建立相关的机制加以

整合，以促进中国海洋战略威慑的有效实施。这

种机制性的整合，旨在提高行政效率，加快应对突

发性危机事件的反应速度，使中国能够更好地服

务于地区安全事务，这是大国责任的体现。
总之，中国的海洋战略威慑不是要构 成 对 于

他国的威胁，而是构成对于中国周边海洋和平与

稳定、发展与繁荣的战略性保障。
具体而言，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实施 在 战 略

上实现和为贵与海洋战略威慑并重的同时，切实

需要将相应的战略落实到基本政策层面。就其实

施的领域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领域加

以考虑。
一是海洋资源开发方面。中国需要切实维护

其海洋资源的开采权利，这是国际法所赋予中国

的权利，保障中国在周边各个海域属于中国的油

气田等资源产地的安全。首先，需要建立相关的

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法律法规，使中国在处理

海洋资源纠纷中占据必要的法律优势；其次，积极

进行相关的海洋资源开发，加大资金投入和大量

使用先进的勘探、开采技术；最后，对于妨害中国

进行南海资源开发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务必采取

坚决的措施加以应对。
二是海洋主权维护方面。长 期 以 来，中 国 周

边海域主权受到侵蚀、损害的情况较为严重。无

视中国海洋主权的事件以相当高的频率在近些年

来出现，中国需要深入调查这些事件的原因并加

以应对，一方面，中国需要应对某些大国在相关海

域的外交与武力干涉，通过使用包括经济手段在

内的综合性的战略手段遏制其干涉危害中国国家

主权；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

周边国家可能造成的麻烦。
三是海 洋 航 行 安 全 方 面。作 为 负 责 任 的 大

国，中国需要为周边海域的海洋航行做出必要的

贡献。对于中国而言，海洋航行安全包括维护中

国船只在周边海域的航行安全，尤其是防止他国

对于中国船只的非法抓扣，也包括中国维护周边

海域的海洋运输安全，预防因某些海洋运输安全

事故的出现而造成的人为海洋生态灾难。例如，
在海洋航 行 方 面，《第 四 次 中 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 宣

言》中称，为保障海上安全，加强三国搜救领域合

作的重要性，期 待 三 国 密 切 相 关 合 作。［１７］而 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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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中所涉及的内容，则是切实实现中国周边地

区有关海域的航行安全。
四是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对于海洋环境的保

护，鉴于在海洋环境方面的共同利益，中国需要与

周边国家展开积极的合作，比如在海洋环境监测、
海洋环境维护、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环境综合执

法等诸多方面，都可以采取富有力度的合作。在

海洋环境保护方面，中国已经和周边国家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但中国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

步加深在海洋环境方面的合作。
五是海洋生态灾难救助合作方面。中国与周

边国家间的合作还有待于加强，诚然这不单取决

于中国的作用。２０１１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同

日本、韩国之间在防止包括海啸在内的多种海洋

地质灾 害 领 域 开 始 展 开 积 极 的 合 作。例 如，在

《２０２０中日韩合作展望》中提出：我们将充分利用

中日韩三国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等现有机制

和机构，分享与灾害有关的信息、政策和技术，以

共同 有 效 应 对 自 然 灾 害，减 少 东 北 亚 灾 害 风

险。［１８］而在《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的附

件中称，三国愿尽最大努力进行合作，加强防灾救

灾能力建设，并 强 化 灾 难 发 生 时 的 援 助 体 系。［１７］

同时该附件也提出七项原则与四项相关措施。
综上所述，通 过 海 洋 资 源 开 发、海 洋 主 权 维

护、海洋航行安全、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灾难

救助合作等方面的积极措施，以实现中国国家海

洋安全的基本保障护持，这对于以安全领域的积

极措施应对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端无疑有着至关

重要的意义。

三、应对措施的影响分析

中国应对周边海洋主权争端的战略性措施及

其相关的实施措施，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长期性

影响。
首先，积极应对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 端 有 助

于延长中国在２１世纪初期的战略机遇期。采取

积极的措施应对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端，可以为

中国处理地区安全事务赢得必要的主动权，这有

助于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冷战结束以来，战略

机遇期的持续，无疑为中国在冷战后的迅速发展

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而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
尤其是全球进入后金融危机的新时期，进一步延

续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而言，仍是具有重

要意义的。毕竟，中国当今的发展并不充分，中国

仍面临很多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加以解决，而外

部的和平环境则是必要的。
其次，积极应对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 端 有 利

于增强海洋地缘政治的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在

海洋方面一直处于劣势，中国向海洋发展，在地缘

上一直受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制约，来自海

上的威胁与封锁，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实现稳

定的地区安全的桎梏。美国在第一和第二岛链部

署强大的军事力量，尽管美国国会强调中国导弹

对于美国的 军 事 基 地 构 成 威 胁，［１９］但 是，美 国 的

这些军事力量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城市的距离要

远远近于 中 国 的 军 事 力 量 与 美 国 本 土 之 间 的 距

离。也就是说，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构成了更

为直接的军事威胁。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

看来，部署于第一、第二岛链的美国海空军可以在

较短的时间内部署在中国附近的黄海和东海，构

成对于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成为指向中国国家

心脏的利剑。
因而，中国积极地应对周边海洋主权 争 端 将

有利于中国谋求在其周边海域的地缘政治优势。
这体现为中国通过实施积极的海洋发展战略，谋

求积极的战略主动。第一，可以对他国针对中国

在地缘上的制约形成反制，尤其是某些针对中国

国家核心利益的制约；第二，中国通过参与周边海

洋主权争端的解决进程，有助于中国谋求周边国

家的好感，构建与强化互信、营建共同的利益，即

使不能获得新的地缘政治盟友，也可以谋求周边

国家的好感，减少与避免某些国家刻意营造的“中
国威胁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可以有助于

改善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的现状，改善中国

在西太平洋不利的地缘政治态势，这是中国在地

缘政治领域“海陆统筹”的必然要求。因而，就地

缘战略目标而言，保持强大的陆权，发展强大的海

权，特别是以稳居“边缘地带”之势综合运用海陆

两权，是中国 谋 求 地 缘 政 治 权 力 之 所 必 需。［２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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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地缘政

治格局中的地位相互作用的客观体现，是符合实

际的。
再次，积极应对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 端 有 利

于促进中国积极参与周边海洋地区安全的维持。
借助周边地区主权争端危机所带来的契机，中国

可以组织类似的地区安全论坛与对话或地区安全

机制的构建，减少因主权争端所带来的不必要的

麻烦，避免因主权争端所导致的地区安全局势局

部或整体性恶化。

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始终处于“亚健

康”状态，朝鲜半岛危机不断、周边多个国家与地

区之间的海洋与陆地领土主权争端频发等都在相

当程度上影响着本地区的安全。而积极应对中国

周边海洋主权争端，则为改善中国周边地区的安

全现状提供良好的契机。

最后，积极应对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 端 可 为

直接构建周边地区的战略安全环境服务。中国周

边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表现为受国际环

境影响导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局势不稳，从

而对中国安全形成威胁；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些国

家的对话政策对中国安全具有一定负面影响。［２１］

对此，中国需要借助与周边国家间尤其是大国的

合作，在积极应对中国周边海洋主权争端中，应对

一些国家内部冲突所带来的地区性社会动荡，同

时，谋求某些国家对华敌视性政策的转变。
海洋是中国２１世纪争取国家生存与 发 展 的

命脉之所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海洋主权争端无论

是否涉及中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

周边安全环境，因而需要采取积极、稳妥、慎重的

战略决策加以应对，并切实落实。这对于中国未

来的国家海洋利益的维持与进一步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与难以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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