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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海政策的理性思考

———解读《基于实力的合作: 美国、中国与南海》

曾 勇
*

摘 要 南海问题具备挑战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的因素。克罗宁主编的《基

于实力的合作: 美国、中国与南海》政策研究报告基于美国利益，提出以美中合作

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设想。该报告认为，对于事关美中权力消长全局的南海问

题，面对中国全面崛起的挑战，美国应该根据南海问题兼具地区属性与战略属性

的特点，立足于实力促成美中合作，以综合政策应对之。该设想本质上是为美国

干涉南海问题找依据，对中国的南海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启示。
关键词 美国 中国 南海问题 美中合作

2009 年 7 月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政策。当时，南海问题正因大陆架划界争

议而激化。鉴于中国强大的实力地位，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直接向美国表示，

希望美国牵制中国。在 2010 年 7 月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 ARF) 上，美国正式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宣称“南海问题关系美国国家利益”。此后，2011 年的

APEC 峰会和东亚峰会期间，美国与东盟就南海问题联合向中国施压。而且，美国

还与澳大利亚签署安全上公然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永久驻军协定，又企图以 TPP 同

中国参加的东亚经济合作竞争。一时间，本来属于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主权争议

的南海问题向国际社会展现出如下图景: 南海问题正成为美中竞争亚太地区主导

权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期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约斯哈瑞和赫尔姆斯发表

的《中国能维护其南海核心利益吗?》①、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卡普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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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南海冲突》①和澳大利亚学者唐的《美国和中国在中南半岛的竞争》②等文

章引发了国际学术圈的的下列重要问题: 美国与中国会在南海竞争吗? 竞争的形

式将如何? 美中在南海的竞争最终会走向冲突乃至战争吗?

为给美国政府提供南海政策的最佳选项，同时也回答上述疑问，新美国安全

研究中心组织了 7 位在南海问题研究中颇有建树的学者( 包括赫尔姆斯和卡普

兰) ③，完成了关于当前美国南海政策的研究报告《基于实力的合作: 美国、中国与

南海》。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是近年来崛起的美国智库，对美国外交有相当重要

的影响。④ 该研究报告由几位具有南海政策影响力的专家领衔撰写，又被安排在

稍迟于美国新军事战略公布的 2012 年 1 月 9 日推出，⑤一定程度上是对后者及时、

全面、权威的解读，因此成为当前研究美国南海政策趋势不可多得的力作之一。

事关美中权力消长全局的南海问题

该研究报告是一份包括 6 篇文章在内的文集。其中，第一篇文章《实力基

础上的合作: 美国战略与南海》是整个文集的总揽，由主编克罗宁和卡普兰合

著。该文全面考察了实力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南海利益的挑战，针对性地提出应

对方案。第二篇文章《南海海上安全与海洋权利竞争》由傅泰林所著。该文详

细考察了南海不断增长的海洋利益竞争现状，建议美国继续坚持中立的南海政

策以维持稳定局势。第三篇文章《中国在南海的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由斯道

瑞撰写。该文全面评估了中国的南海政策及其进行的外交实践，认为新一轮的

南海紧张局势正在酝酿之中。第四篇文章《全球化基础的裂痕: 南海的动荡局

势与国际法》是杜顿所作。该文对中国南海政策和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

94第 3 期 曾勇: 美国南海政策的理性思考

①

②

③

④

⑤

Kaplan R 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 Foreign Policy，SEP /OCT 2011
Tan A T H．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sia-Pacific Review，2010，17( 2)

James R． Holmes 和 Peter A． Dutton 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M． Taylor Fravel 是麻省理工学院学

者，Ian Storey 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其他三位学者 Patrick M． Cronin、Robert D． Kaplan 和 Will
Rogers 的基本情况均可在 http: / /www． cnas． org / southchinasea 查到。

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与新美国安全中心行政总裁坎贝尔( 现任美国助理国务卿) 2008 年递交国会的

证词有密切的关联，详细可见 Campell K． China’s challenge and Asia’s Rise: The case for U． S． Strategic
Re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ngressional Testimony，U． 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y 15th 2008． http: / /www． cnas． org /
直接登录 http: / /www． cnas． org / southchinasea． 即可查知。



中国正在挑战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国际海洋规范。第五篇文章《南海问题中的资

源因素》由罗杰斯所著。该文从资源角度考察了南海问题的原因，建议美国从

政策合作、新能源技术交流及气候研究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制止局势的恶化。第

六篇文章《动荡的南海呼吁联盟建设》是赫尔姆斯的最新成果。该文从美国海

军战略角度考察了构建南海军事联盟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并建议: 如果中国

出动海军执法，美国必须抓住机会构建联盟; 此前则可以以有默契的各种海军演

习巩固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关系。

美国是二战以来一直雄踞全球权力结构顶端的超级大国，对大国间的权力

消长非常敏感。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防

止全球竞争对手的出现。为此，美国在 90 年代中期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发展前景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中国由于其庞大的规模和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被列为

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之一。为此，美国兴起遏制中国的一股思想潮流。同时，在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美经济关系不断增进的情况下，一股主张同中国接触的

对华友好之风也逐渐增长。最后，经过长期深入的争论后，美国决定对华实行

“接触 + 遏制”的战略。十多年来，虽然中国不断发展，但到 2000 年，中国的整

体实力与美国依然有巨大的差距。就与南海问题紧密相连的中国海军来看，虽

然中国海军对台湾、东南亚各国有一定程度的威胁，中国最早到 2010 年都还不

能对美国海军构成实质性威胁。① 因此，美国一直执行“中立”的南海政策。

但是，2008 年以来，中国的迅猛崛起与美国由于反恐战争造成的实力地位

下降让美国警觉。而此时，同中国崛起一起出现的东亚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已经

深刻地改造了全球经济结构。2010 年以来，亚太地区已成为新的世界经济政治

中心。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处的南海，作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海上通道，是

世界上 90%的商品和重量超过 50%的全球货物的必经通道，已经成为各国最关

注的全球战略要道。② 在此背景下，对南海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对亚太地区的控

制，继而实现对全球的主导。作为单极的美国是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地区性支配

大国崛起的，更不用说是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亚太大国的崛起。因此，作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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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激化的南海局势实际就是中国力图实现地区主导权所致。如果美国不

继续坚持其地区安全秩序基石地位，而是由于经济低迷原因继续降低南海军事

存在，则菲律宾、越南等国会纷纷倒向中国。届时，中国将会获得亚太大国地位，

南海将完全由中国控制。中国将不仅解决长期困扰自身发展的能源问题，还将

以自私的国内立法所取代一百多年来才形成的维系世界经济正常运转和全球化

基础的国际海洋法。美国的全球地位因而将遭到极大的削弱。因此，作者认为:

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事关美中权力消长的全局性问题，需要美国高度重视并积极

推出针对性方案。①

中国崛起带来的全面挑战

作者们显然是悲观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实现经济崛

起，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随之有惊人的发展。伴随经济大发展而来的是国家利益

的急剧扩张，为了有效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将动用一切力量。其中，军事力量是最

有效的力量，是国家的首要考虑。于是，中国将不得不进行军事扩张———而这必

将威胁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秩序，从而造成中美安全困境。② 就南海问题而言，虽

然中国还未表现出侵略性行为，但由于其已经是南海问题的中心关注，又具备仅次

于太平洋第七舰队的实力，加上未来的中国政策并不确定，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防

范。而且，在作者们看来，中国有充足的理由去实现其南海政策。

作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关于南海的“九段线”方案是要将南海变为中国的内

湖。③ 拥有充足历史依据、安全考虑、经济发展需求和民族主义支持的九段线方

案已经在中国海洋大国战略中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就南海问题而

进行的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来看，中国实际上正执行一种机会主义④ + 拖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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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策略。而东盟各国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经济依赖和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军决定

了中国可依靠和平的民政部门执法的方式逐步实现其“九段线”方案。①

实际上，中国已经全面崛起，正从各方面动摇现有亚太秩序。首先，日益强

大的中国经济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地

区经济合作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东盟的南海政策。其次，具备航母、隐形战斗机、

反舰弹道导弹、先进空间战技术和网络战技术的中国军队正在南海全面挑战公

海自由、海上人道主义救助和沿海防御等权利。实力强劲发展的中国必然要求

建设有利于己的南海新秩序( 将南海变成自己的内湖) ，对美国的乃至世界各国

的南海利益构成威胁。第三，中国对于“无暇”号事件的处理已经得到泰国、印

度、巴西等国的支持与仿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文简称《公约》) 关于 200

海哩专属经济区的无害通过权正面临中国的严峻挑战。② 另外，中国一贯坚持

的关于南海的“九段线”方案直接违反《公约》第 121 条第 3 款关于岛屿的规定，

直接挑战《公约》的权威性。③ 第四，中国正通过分而治之、逐个解决的办法在逐

步扩大其南海利益。最后，对于美国主导的具有军事联盟考虑的东南亚水上合

作训练计划( SEACAT) 和水上战备与训练合作计划( CRART) ，中国一直持批判

态度。中国多次明确表示，反对第三方以各种方式干预南海问题。这表明，对于

2011 年 7 月达成的《宣言》指针案文不应乐观。它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只

要中国实力足够强大，中国就会以特有的方式去努力实现其南海政策。④ 总之，

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全面崛起是对现有的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的全面

挑战。

综合政策应对南海问题

南海是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的重要地区之一，是美国必须从战略高度加以

重视的重要地区。从战略角度而言，南海问题的确关系到亚太秩序的稳定。但

就问题本身而言，南海问题还有自身特点。首先，尽管中国没有放弃“九段线”

方案，但自 1988 年南沙海战以来，中国从没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方式扩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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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主权要求。实际上，9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主张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并提出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案。迄今为止，中国还只是运用渔政局、海监局等民事

执法部门的力量反对越南等的单边主义，而非海军力量。① 其次，主要受经济利

益驱动，越南、菲律宾等希望借用美国力量巩固乃至获取更大的资源利益，这点

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② 第三，本质上属于资源利益竞争的南海问题可以通过

合作和技术进步加以缓解。美国完全可以在这些方面提供帮助。③ 第四，南海

航道的安全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基于前景的评估。实际上，冷战以来，南海作为国

际航道基本安全。即使在中越两次海上冲突期间，南海航道安全也未受到实质

性影响。最后，南海诸岛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极为有限。一旦战争降临，由于

缺乏足够的军事设施，可用面积有限的南海诸岛不可能承担繁重艰巨的战斗任

务。中国之所以坚持其南海政策，实际上是一种防范美国的心理。④ 因此，南海

问题并非纯粹资源争夺问题或主权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复杂的地区

性问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南海问题，美国必须采取综合政策应对。首先，美国必须明

确其南海利益，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继续中立的南海政策，发挥稳定器作用。既

不偏袒越南、菲律宾等，防止被其利用; 又不能被中国认为无足轻重而肆意妄

为。⑤ 其次，必须扭转美国海军实力下降趋势。南海首先是一个海军实力比拼

的战场，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海军，美国不应该削减军事存在，最低程度也要维

持现状。第三，必须构建新的安全伙伴网络。美国远期的主要目标是在东南亚

构建分散的联盟网。鉴于印度已被东盟拉入到南海问题之中，美国应该立足于

印度洋 － 太平洋地区构建安全关系。第四，强化多边规范和机制。美国必须把

南海和平与稳定置于外交和安全的首要议题之中，要将其置于各种双边、多边场

合，通过国际制度与规范制约中国。同时，美国还必须为一个可以随时应对南海

危机的联盟而努力。第五，积极参与地区合作。经贸合作是东亚的硬通货，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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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兑现 TPP 夺回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美国还应该在新能源技术、南

海气候研究和资源与环境政策上帮助南海周边国家，以缓解资源紧张造成的南

海局势升温。① 最后，锻造与中国的现实关系。美国必须以坚定、务实和冷静的

态度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强大实力和积极条约体系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是

合作性质的，将避免军事冲突，但不得不外交相争。②

解决南海问题的办法是美中合作

南海问题是涉及到中国主权和资源利益的双边问题，自 70 年代出现以来，逐

步发展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热点问题。40 年来，南海问题相关方都不愿意放弃自己

的南海主权立场，但都表示希望和平协商解决，一直注意维护南海局势稳定。虽然

近年来南海问题形势趋紧，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并未受到实质上的侵害。而且就当

前趋势看来，所有相关方均希望通过合作方式解决南海问题。再加之美中竞争的

巨大代价，作者们一致认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办法是美中合作而非竞争。

首先，直接卷入到南海问题的各方均主张和平解决。中国是南海问题中最

有实力的争端方，宣称对所有南海诸岛的主权，同各方都有争端。但自 1988 年

中越南沙海战之后，中国明确表示要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并提出“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方案。尽管近年来中国实力迅猛发展，中国的南海维权措施依然是柔

和的民政部门执法，而非动用海军。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一直希望借美国因

素巩固并扩大其南海所得，但对南海成为美中竞争的战场十分警惕。对中国日

渐增长的经济依赖和中国地理近邻的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希望因南海问题

而造成同中国关系的紧张。③ 2011 年 7 月，中国与东盟最终达成《宣言》指针案

文。这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不希望该问题激化到影响地区发展大局的

地步。④

其次，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依然稳定，这是美中合作解决南海问题

的基础。中国海军的飞速发展的确深刻改变了南海的安全格局。但是，中国海

军并没有表现出挑战现存秩序的行为。中国一直非常谨慎地使用海军力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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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像以前那样轻易地将其运用到维护南海主权的斗争中去。而且，中国海军

还面临日本、印度等的牵制问题。因此，已经拥有相当实力的中国海军还不完全

具备挑战亚太安全秩序的能力。① 实际上，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秩序依然稳固，

南海局势的基本稳定就得益于此。这表明，至少短期内，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南

海利益的意图; 美中合作解决南海问题的前提与空间完全具备。

第三，美国必须在坚持南海航行自由等国际规范基础上作出调整，以容纳不

断发展的中国。中国的发展催生了巨大的海上利益，南海因而成为影响中国稳

定、繁荣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一，中国对外贸易、石油进口、货物贸易等高

度依赖南海航道。其二，南海紧靠中国最富庶的南部沿海，是中国的安全要冲。

其三，南海拥有的丰富渔业、油气和矿物质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必需。最后，

收复南海的民族主义正日益高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一直坚持的

南海政策很难做出改变。但同时，包括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都

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良多，中国要突破该秩序对其南海政策的限制要

面临极大的风险、困难和代价。② 国际关系史上，由于崛起大国与已存秩序关系

的矛盾未能正确处理，往往给世界造成巨大损失。③ 有鉴于此，美国希望与中国

共同合作，在不违背一百多年来才形成的诸多国际规范的前提下处理好南海

问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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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推翻南海现存国际秩序的意愿”始终只是一个推测，实际情况是中国并没有直接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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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看 Toshi Yoshihara，James R． Holmes． Can China Defend a“Core Interest”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11，34( 2)

Ibid: 31-47
U． S． Defense Spending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该文为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时事访谈。美国已不

是第一次面对来自亚洲的挑战。20 世纪初，美日太平洋主导权之争的教训历历在目; 而发源于欧洲的两

次世界大战也是因为霸权争夺处置不当所致。因此，美国必须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中国崛起带

来的挑战。可见 http: / /www． brookings． edu /events /2011 /1017_east_asia_defense． aspx
可参见 Kaplan R 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 Foreign Policy，SEP /OCT 2011．

该文不仅论述了南海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丰富资源对中国的意义，还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论述了其对中

国的意义。而且也没有从历史、国际法角度否定中国的主权要求，而主要是从地区安全、世界安全的角度

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法和历史比较分析法对当前和未来的南中国海局势进行剖析。其中，Kaplan 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美关于加勒比的争夺与当前中国南海政策所作的比较分析，令人印象深刻。



以实力地位促成美中合作

美国和中国是当前世界实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两国间拥有广泛的重

要的超过彼此分歧的共同利益。① 对于美国而言，虽然南海问题足够重要，但华

盛顿的战略家和决策层还没有将其置于最重要的战略议题范围之内。② 对于中

国而言，南海问题也还没有重要到与台湾、新疆和西藏等相等的“核心利益”的

程度。③ 而且，迄今为止，美中两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没有影响到双方根本利益的

实质举动。这表明，美中之间在南海问题上达成了某种战略默契。④ 战略默契

的达成往往是实力比拼的结果。要维护自身在南海的经济与安全利益，美国必

须巩固和强化其实力地位，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灵活运用，将中国纳入到国际

秩序之中。

首先，美国必须扭转军事实力下滑趋势，通过战略转移和战术配置继续维持

对华强大军事优势。在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美国通过未来几年削减总

额4 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近几年来，美国海军舰船数目已经大幅下降，未来

几年可能会下降到 250 艘左右。⑤ 这是美国二战以来舰船数量最少的时候。与

美国军事实力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军事实力的迅猛持续发展。自中

国实行蓝水海军计划以来，中国已经初步具备拒阻作战能力，航母、隐形战斗机、

太空战技术以及网络战水平对美国已构成重大威胁。另外，中国造军舰的速度

远超过美国。就潜艇制造而言，2000—2005 年，美中比例为 1∶ 4; 2005 年之后，

比例变为更惊人的 1∶ 8。⑥ 对于美国一直声称却未见行动的战略转移，中国已

经表示怀疑。⑦ 因此，美国必须行动起来，在西太平洋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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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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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要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标准来决定何种军事项目加强、保留、减少或裁减; 美国

要在充分考虑中国拒阻战能力的情况下对前沿军事存在进行重新部署。① 只有

美国强大的军事优势依然存在，美国在东亚所建构的幅轴条约体系才能起作用，

美国的南海利益才会有根本保障。但是，这注定是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共和

党和民主党必须超越分歧，同政府一起唤起国内广泛的长久支持以实现该目标。

其次，美国必须重振国内经济，通过 TPP 恢复并加强对东盟乃至东亚经济

的影响力。② 军事的基础是经济。虽然美国依然保持着对华强大的军事优势，

但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最终会大幅改变美中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因此，美国必

须重振国内经济，维持并巩固对华经济优势。一方面，美国要继续就人民币汇

率、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与中国磋商，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另一方面，美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国内失业问题，刺激产业活力，恢复

国内经济增长。同时，美国还必须做大做强 TPP，吸引日本和东盟加入。自中

国 － 东盟自贸区建成后，中国迅速成为东盟最大贸易国，中国对东盟的经济影响

日益增强。为抗衡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美国必须打造好 TPP。只靠军事

实力是不足以支撑美国对东南亚的全面影响的，美国必须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

维持对东南亚的主导性影响。将半心半意的日本率先拉入 TPP，并在此基础上

做强，奉行大国平衡战略的东盟其他国家将自然而然加入。但是，正如军事实力

的维持乃至加强是美国的巨大挑战一样，如何兑现 TPP，确保日本加入也成为美

国必须实现的目标。

第三，美国应该增强运用各种国际机制的能力，构成对中国南海政策的强大

限制。美国是二战以来各种国际机制的主要创建者和维护者，这些国际机制不

仅使美国受益，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受益。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亚洲国家比

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利更多。③ 面对南海问题的多重挑战，美国必

须调动其强大的运用国际机制的能力，限制中国的“九段线”方案及其影响。其

一，美国要继续鼓励其他相关方以符合《公约》精神方式政治解决南海问题，同

时欢迎中国加入到支持并遵守《公约》的正确轨道上来; 美国发挥世界领导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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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举《公约》旗帜，以维护国际制度名义要求其他国家参与解决南海问题。①

其二，美国还应通过各种多边机制减缓南海问题的压力。美国可以帮助东南亚

国家较好理解并处理资源和环境相互作用带来的挑战; 积极促进新能源技术交

流，降低这些国家对油气资源和生物燃料的依赖; 鼓励本国科研力量参与南海气

候研究，为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更合理的方案。② 其三，美国依然要加强同东盟国

家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适度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军建设。③ 其四，

美国可以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在如下方面建立互信措施，以促成

问题的解决: 争议水域的渔业合作机制; 关于海洋利益的联合执法; 共同开发油

气资源; 海军联合巡航。④

对报告的评析

《基于实力的合作: 美国、中国与南海》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政策研究

报告，其基本观点得到包括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 CSIS) 和企业研究所等美国重要智库的认同。⑤ 因此，该研究报告并非简单的

对华强硬或温和的表示，而是渗透着美国战略界对南海政策的理性思考。整体

而言，该报告与冷战以来美国的霸权战略精神一致，但在奥巴马时期、具体到南

海问题上又有许多特点。

首先，该报告一再明确美国和中国的南海利益，认为二者之间并无根本冲

突，具备合作的基础，并表示美国会充分考虑崛起的中国的需要以调整其主导的

亚太秩序。报告中多次提到美国的南海利益为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即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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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军事上高度依赖南海通道。只要不影响美国利益，美国将继续奉行“中

立”政策。对于中国的南海政策，该报告诸多批评，其着眼点在于: 中国的九段

线方案可能直接威胁美国自由通行南海的权利。如果中国能够消除美国在这方

面的顾虑，美国将会给予中国在未来亚太秩序中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地位。这

充分表明: 美国会吸取以往海权争夺的经验和教训，不会过分限制中国合理合法

正当的南海政策和主张。

其次，该报告多次提出以美国利益决定南海政策，谨防被菲律宾等利用。对

于菲律宾等希望借美国因素实现自身利益的目的，美国非常警惕。该报告表示，

美国的南海政策是美国利益的体现，而非帮助菲律宾或支持中国。通过对转让

菲律宾以落后的汉密尔顿军舰事件的分析，该报告明确指出: 美国既不支持中

国，也不会帮助菲律宾，美国的南海政策是维持局势稳定。① 这表明: 对于挑动

南海局势动荡的任一方，美国都不会支持。②

第三，尽管该报告多次强调军事实力在促进南海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该报告

实际侧重的却是通过较温和的经济竞争、多边协调和国际法等因素促使中国进

一步接受国际社会的制约或曰要求。整个报告更多的内容是强调多边协调和国

际法的作用，至于经济和军事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一再表示这些领域是美国在

南海问题上的挑战。而且，就军事方面而言，美国表现出急于依赖军事联盟方式

制约中国的倾向。这与 90 年代美国高度自信的南海政策完全相悖。这意味着，

美国难以在经济与军事方面制约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开始寻求并倚重多边国

际机制; 只要中国在多边场合适当回应美国需要，美国将会更加重视这些手段。

第四，该报告基本遵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的定位，即“积极合作

全面的双边关系”; 与美国新亚太战略中的对华定位一致，中国已经被认为是最

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敌人。③ 尽管中国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战略格

局，深刻影响亚太秩序和南海发展趋势，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可以塑造”。④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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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 通过合作影响中国，促使其和平崛起，同时促使其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

际体系之中，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 当然，为了防患于未然，美国还要加强对其防

范和牵制，主要是依靠加强亚太联盟体系和巩固西太平洋军事部署。美国之所

以如此，并非对中国的恩赐，而是受制于当前的实力格局与美中成为经济利益攸

关方的事实。① 鉴于中国迄今为止在南海问题上依然坚持和平解决立场，且并

没有像其他方主动激化局势、动用海军实现主权要求，美国判断“塑造中国”依

然可行。这意味着: 除非菲律宾等以更激进的方式实现其所谓主权利益，中国完

全可以凭借当前南海维权措施强化乃至进一步恢复其主权利益。

总之，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南海利益诉求，美国战略界已经有广泛而又深刻的

认识。受制于自身实力地位下降和主要精力关注大中东地区的现实，②对于还

并非美中关系重点的南海问题，美国表达的更多是战略上的重视，具体的政策层

面则以多边措施强调稳定。这无疑启示中国: 只要中国的九段线方案不影响南

海航道自由、中国的南海维权措施不扩展到军队方式、中国在多边场合能适当回

应美国南海关切，美国对南海的干预将极其有限。当然，该启示建立在菲律宾等

不进一步恶化局势的假设之上。如果菲律宾等未能理解美中关系既是竞争对手

也是合作伙伴的性质，而一厢情愿地以为“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乃至敌

人”，从而认为美国会支持其主动恶化局势的侵略性行为，则难免会为自身的错

误付出代价。

事实上，中国的南海政策一直以国家利益为依归，不会迎合他国利益。中国

南海问题的原则立场已经一再表述，③中国愿意适当回应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

的关切，但在本质上属于主权的问题，中国反对他方介入。对于美国所谓的“美

中合作解决南海问题”本质上属于干涉主权争议的做法，中国仍将表示坚决地

反对。

( 责任编辑: 张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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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部分主要得益于中共中央党校刘建飞教授的指导。详细可见刘建飞．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演

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未发表。
欧巴马总统发表 2012 年国情咨文． http: / / iipdigital． usembassy． gov /st /chinese / texttrans /2012 /01 /

20120125001932x0． 9954602． html#axzz1u64vrtj3
即: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

权权利和管辖权; 中国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一直主张双边会谈方式解决分歧，反对第三方干

预，提出并正推行共同开发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