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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南海政策的脉络及影响
周 远

( 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济南 250101)

摘 要: 日本对中国南海的染指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追随美国

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的是不干涉立场。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由于南海战

略地位的重大提升，同样也是出于遏制和防范中国的目的，日本开始插手南海事宜，增强自己在南海地区的

话语权，而且近年来积极联合美印及东盟国家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显然，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会给南海争

端的解决带来不可预知的阻碍，也极大地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甚至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也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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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时候，由于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被发现，

从而引起了六国七方对其主权的争夺。近年来，随着争夺

态势的愈演愈烈，某些区外大国也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重

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而加快了渗透这一地区的步伐。日本，

因其历来视南海航道为它的“海上生命线”，再加上视近年

来逐渐崛起的中国为它的潜在竞争对手，所以在南海问题

上一直试图表达自己的意志，以期达到满足自己的国家安

全利益和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本文基于这样的大背景，

以南海问题中的日本这一因素为基点，在阐述分析日本对

南海问题政策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日本南海问题的立

场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求能够对南海问题中的日本

变量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然而日本自明治维新

以来，就开始对南海诸岛丰富的自然资源垂涎欲滴。早在

20 世纪初，因日本商人无意间发现南沙群岛上的鸟粪资源，

而引起日本国内对南海资源的极大兴趣，不仅每年派遣大

批劳工上岛采挖，并在岛上建筑码头和小铁路，肆意掠夺东

沙岛的磷矿和附近海域的海产［1］。1909 年，清政府发现该

岛被侵占，便通过付款收回的方式赎回了东沙岛。可是日

本又于 1917 年卷土重来，与此同时，在“水产南进”政策的

指导下，日本对西、南沙岛屿也不断地进行染指。侵扰活动

包括在南海地区的海洋资源调查，非法捕 鱼 以 及 登 岛 勘

察等。

二战期间，日本开始变本加厉地动用军队进行军事侵

略和抢夺，先后占领了南海海域中的西沙和南沙群岛，并在

岛上修建军事设施或者纪念性标志来宣布其所有权。正如

霍尔所说:“( 日本之所以占领) 是为了克服它苦于没有比福

摩萨( 即台湾) 更靠近新加坡的海军基地这一严重的不利条

件。占领海南岛可使它与新加坡的距离缩短至一千三百海

里，而占南沙群岛则可再缩短七百海里。”［2］ 太平洋战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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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爆发后，美国派出潜艇进入南海海域欲切断日军海运生

命线以阻止其战略物资的运输。日本最后在缺乏医药、粮

食等补给的情况下，无奈放弃了对南海诸岛的侵占［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得不放

弃其在战争期间抢占的一切领土。1943 年中美英三国发表

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领之一切岛

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

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但其中并未将南海诸岛作为列举项

之一。1951 年 9 月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明确规定日

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1952 年 4 月，日本在《日台和约》中宣布放弃对台湾及澎湖

列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

求［4］。在签署上述条约之后，日本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承认

南海的中国主权，而且由于日本战后国内政治经济百废待

兴，所以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无暇顾及其他。作为二战中

的战败国，日本此时也不具备在南海问题上干涉的资本。

更重要的是，此时日美两国的关系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经过多次调整由敌对演变成了同盟，在很多问题上，日本都

表现出追随美国的倾向，在南海问题上更是如此。由于涉

及这一时期日本对南海政策的文献资料比较少，所以我们

只能通过下面的记载来更具体地认识日本冷战时期的南海

政策是不干涉的中立立场。1964 年由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推

荐出版的《世界新地图集》中的第 19 图有“南沙( 中国) ”的

标注。1972 年日本共同通讯社出版的《世界年鉴》第 193 页

记载: 中国“除大陆领土外，还有海南岛、台湾、澎湖列岛及

南海上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各群岛”［4］。而且在 1972

年中日建交以后，伴随着中日关系逐渐破冰出现外交往来，

日本再次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了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

国主权的立场。

二

冷战结束后，早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阴霾中恢

复过来的日本，不断谋求其政治大国地位，积极参与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对有关

南海主权的问题争执不休，区外大国也明显加强了对南海

问题的干预力度。在此背景下，日本也开始采取各种方式

积极插手南海地区事务，增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发言权及

影响力。

首先，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企图为介入南海问题提

供法理依据。1992 年日本趁 海 湾 战 争 之 机 通 过 了《PKO

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自卫队可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也为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向海外派兵铺垫了道路。

1995 年，日本发表新《防卫计划大纲》，把海上自卫队的活动

范围由 70 年代设定的 1 000 海里扩大到 2 000 海里，将澳大

利亚和马六甲海峡包括在内［5］。1997 年，日本在国际白皮

书中将南沙群岛列为它所关注的地区，对中国政府在这一

地区建立渔民用避难设施称为“对把该海域作为最重要的

海上通道的日本来说将形成严重的威胁。”［6］1999 年，日美

修订《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通过了《周边事态法》，再次

将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划入所谓周边事

态的范围。2003 年 6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法制”相关

三法案。2004 年 3 月，日本再次通过了与“有事法制”相关

七法案，明显地将其触角延伸到了海外。可以说，日本通过

不断地修改和制定法律为其介入南海地区事务扫清了障

碍，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其次，迎合美国、东盟、印度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以期

从中获得最大利益。冷战后，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由欧洲

大陆逐渐移向亚太地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一改往日中

立和不干涉的立场，多次就南海问题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

论，并在太平洋及南海海域上加强其海上军事存在。在这

种情况下，日本紧紧跟随美国步伐，积极插手南海事务。在

美日同盟的框架下，追随美国对南海地区进行渗透，试图在

南海问题上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日本先是在美国的建议

下于 1995 年发表了新《防卫计划大纲》，然后又于 1999 年同

美国修订了《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通过了《周边事态

法》。“9·11 事件”之后日本更是加强与美国的反恐合作，

以此为名在南海及周边地区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盟各国对南海诸岛大肆侵占，开采资源，兴

建军事设施等。对此日本则采取默许甚至是迎合的态度，

以期望南海问题越拖越久，自己可以从中谋求更多的经济

政治利益。同时，日本不断加强与东盟各国的政治经济军

事联系，从而增强自己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印

度自冷战结束后，积极推行“东进政策”，欲将其势力范围从

印度洋扩展到东南亚及南海区域，并加强了对南海地区的

关注及渗透。日本利用印度一直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的

心理，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加深了印度对中国的

畏惧和不安全感。日本还积极与印度高层密切往来，加大

对印度的投资力度，加强与印度的安全战略对话，以谋求在

南海问题上能有更多的共识，形成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实

现自己在亚太安全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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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日本借由各种名目，加强对南海地区的军事渗

透。近年来，日本借由打击海盗、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加强对南海海域及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渗透。2000 年 4 月日

本首次举办“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只地区会议”，随后还

派遣代表团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希望与

他们做进一步的交流。日本还与美国、韩国、新加坡一起在

南海举行了潜艇救援演习［7］。日本在南海地区的这些活动

虽然表面上是借着打击海盗的名义加强与其他各国的交流

与合作，其实质是彰显其军事实力，也为以后干预南海地区

问题提供了先例和依据。自“9·11 事件”以后，日本利用全

球联合反恐的有利国际形势，迅速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

法》等三项法案，之后便不断地直接或间接派遣自卫队经过

南海地区执行任务，加强同东盟各国的军事交流。显而易

见，日本的意图就是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军事交流和联合演

习，以便联合起来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防范和遏制中

国的发展，从而使自己在南海事务上发挥主导性作用，拥有

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影响力。

三

2010 年 3 月，中国政府首次向美国政府正式表明立场，

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但由于南海

问题牵涉的国家众多，利益复杂，所以中国这些年来一直采

取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南海问题的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区外大国在这一

地区的渗透，南海问题的解决难度越来越大。这其中日本

的南海政策不仅对中国解决南海问题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消极影响。

( 一) 加大了中国与东盟各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和

变数

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对南海问题的主权要求，但是本着

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良好意愿，中国积极与东盟各国就这

一问题进行协商和沟通。200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 2003

年 10 月中国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

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

也对六国七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白热化争执起到了一定的缓

和作用。随着中国的渐渐崛起，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事务

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素来把中国

视为潜在威胁对象的日本极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更重要

的是因为南海的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日本一直也

想插手南海问题。近些年来日本不断地加强与东盟各国的

经济军事联系，加大在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政府投资以

及各方面的援助，并不断在东盟各国中间大肆鼓吹“中国威

胁论”，增强东盟各国对中国的警惕和畏惧，试图在南海问

题上促成一个统一的战线来遏制和围堵中国，从而实现自

己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这无疑给中国解决与东盟各国

的南海争端加大了难度和变数。

( 二) 为中国海洋战略的推行设置了障碍，遏制中国的

和平崛起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并逐渐将海洋开发纳

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同时不断增强海洋军事力量，开始实

施走向海洋战略。日本先是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跟随美

国的步伐插手南海事宜，试图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联手对

付中国。随后不断加强与东盟各国的联系，加强对南海地

区的渗透，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想联合东盟各国形成统

一的战线围堵和遏制中国。这样一来，日本企图从海洋上

打造的包围中国的战略防线就完全建立起来了。日本与南

海周边国家的联合使得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也被阻

截了。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希望通过加强海上

军事的存在更好地发展国防建设。同时中国也是一个负责

任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但是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拨怂恿东南亚各国联合抵抗中

国，试图全面封锁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以达到遏制中国和

平崛起，打压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发言权的目的，从

而实现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 三) 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的不稳定因素，破坏了亚太

地区的战略均势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资源消耗量与日俱增，对外依赖

程度逐渐加深。中国进口石油的 90% 以上都要通过马六甲

海峡然后航经南海海域到达中国。可以说南海海域也是中

国的“海上生命线”。近年来，日本借由打击海盗和反恐等

名义加强对南海事务的插手，并频繁与东盟各国举行海上

联合军事演习等活动，掀起了东南亚各国增加军费支出，开

展军备竞赛的浪潮。东盟各国认为以其各自力量可能无法

与中国相抗衡，所以联合起来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日本同时迎合东南亚各国的心理，怂恿帮助东南亚各国将

在南海问题上的局势不断升级。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东盟

各国其实质上还是对日本有着深深的警惕和防范，对于日

本在南海区域的军事渗透也持有怀疑态度，再加上东盟各

国内部在南海问题上也有利益分歧和矛盾，所以日本与其

个别国家的合作也会引起其余各国的关注。 ( 下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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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通过政策评核、财政支持、宏观协调等手段维护地方政

府间的协作，减少区域互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障碍。

三、小结

区域联系与合作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推

动力，我国应加快制度变革，逐渐建立完善的区域关系处理

模式，即从培育民主参与的社会政治氛围开始，在地区合作

问题中引进民意; 调整政府工作重点，让渡一部分权利给社

会其他组织，政府着重处理好公共问题; 建立完善的地方政

府间合作程序与制度，让地方政府在处理跨区域问题时有

章可循; 最后，在法律层面上要保障参与主体的利益，通过

法制途径协调处理好地区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障碍。总

之，区域一体化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只有不

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政府交互发展道路，才能实现

社会秩序稳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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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37 页) 近年来，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继美日中之后逐渐

崛起的第四极力量，构成了亚太地区初步的战略均势。但

是由于南海问题，美日等加强了与东盟的各方面联系，这种

联系甚至渐渐超过了中国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军事往来，从

而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不仅恶化了中国的周

边环境，对于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甚至是全球的安全

与稳定也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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