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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但 是 中 国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却 迟 迟 难

以得到解决， 反而处于越来越被动的状

态。 面对目前复杂的局势，我们应该冷静

思考，沉着应对，既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国

家利益， 也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在南

海问题上产生的争端。

南海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与某些东南

亚国家在南海主权归属上的争议， 其焦

点是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 20 世纪 60 年

代末， 随着有关南海科学考察工作的深

入， 特别是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认

为 南 海 拥 有 极 为 丰 富 的 石 油 天 然 气 资

源，再加之南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这种

战略地位和油气资源优势， 使得周边国

家纷纷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 对南沙群

岛所采取的一切侵略行动以及关于南沙

群岛的主权的争议， 无论具有怎样的战

略意义， 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攫取南沙

海域控制权，独享这里丰富的石油资源。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南海周 边

的其他国家纷纷对中国南海诸岛进行抢

占和争夺， 而中国对这些岛屿享有主权

的却只有 9 个，大陆 8 个，台湾 1 个。 南

海 问 题 逐 步 形 成 了 四 国 五 方 军 事 征 占 、
六国七方要求主权并企图分享的复杂局

面。 随着周边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

日益加深， 域外大国也加紧对南海地区

的渗透，使得南海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局

势也日益复杂。
第一， 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争议的某

些 东 南 亚 国 家 接 连 在 南 海 制 造 争 端 ，使

南海问题不断复杂化

近期， 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不断在南

海弄出动静，使南海局势变得紧张。 中国

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的角度出发， 在南海问题上一再表现出

了大国的胸襟和克制， 但这些国家似乎

没有要松手的迹象。 南海问题日益复杂

化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就 是 其 背 后 的 经 济 利

益。 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上不仅占

有岛屿，而且还开采资源，而这些资源给

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如越南已从过

去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 所以越

南、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这个问题上

发生摩擦，提出主权，背后实际上都是经

济利益。 近几年来，越南内部矛盾和摩擦

颇多， 他们之所以在南海问题接连制造

争端， 一方面以此作为联络或投靠美国

的一个筹码， 另一方面就是转移国内的

注意力，减少民众对政府的压力。 菲律宾

也 把 南 海 问 题 作 为 获 得 美 国 支 持 的 筹

码，再加上随着中国航母的建设，他们都

希望趁中国海军远程打击能力欠缺的情

况下主动挑起事端以掌握在南海问题上

的主动， 并实现其获得的非法利益及蚕

食我领土的既定事实。 种种原因的促使

下，使得南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第二， 域外大国加强对南海地区的

渗透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

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美国介入

南海事务，在政治上防范和制约中国，在

军事上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在经济

上攫取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 近年来，美

国 积 极 拓 展 与 亚 太 地 区 国 家 的 军 事 合

作， 加强和恢复了同南海周边国家的传

统均势合作关系， 进一步增强其在该地

区的影响力，以重返南海。 另外，南海一

直 被 日 本 视 为“海 上 生 命 线 ”，日 本 一 直

在南海问题上寻找机会。 2004 年 11 月，
日本在其新《防卫计划大纲》草案中提到

“南沙群岛等领土问题”， 首次提出了南

海纷争的可能性。 2011 年 8 月，日本政府

发 表 了 新 的《防 卫 白 皮 书 》，其 中 特 别 对

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活动表示了担忧和关

注，并强调自卫队应对网络攻击的必要性。
日本通过插手南海事务， 企图实现其构筑

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体系， 加速向政治大

国迈进的步伐。 此外，印度为谋其大国战略

目标，也加快了“东进”的步伐，加强了与东

盟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 一直把南海地区

视为实现其军事、政治大国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 由于这些域外大国的渗透，也使

得南海问题更加国际化、复杂化。

面对南海问题的复杂局势， 如果我

们采取激进的解决方式， 势必会影响我

国的国家利益， 也不利于维护南海的稳

定。
第一， 激进解决南海问题会威胁到

中国的经济利益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如 果 我 们 贸 然 行 动 ，
会威胁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我国的

经 济 具 有 明 显 的 外 向 型 经 济 发 展 的 特

点，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如果

在 解 决 南 海 问 题 上 我 们 采 取 激 进 的 方

式， 势必会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和出现

大量的失业人员， 进而会引发难以承受

的社会问题。 权衡激进方式的成本和效

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受益很少，而付出

的代价则很高。 此外，南海对于中国具有

重要的经济价值， 马六甲—南中国海这

条海上运输线现在已经是， 将来更加是

我 国 的 石 油 生 命 线 。 而 据 国 际 能 源 署

（IEA）的预测，到 2020 年，中国进口石油

的 80％以上将通过南海航线运输。 可想

而知， 这条海上运输线对于我国的石油

安全产生的重大影响， 而如果采取激进

的方式解决南海问题， 也会给这条航线

的运行造成影响。

解决南海问题既不能太激进也不能遥遥无期

一、南海问题面临的复杂局势

二、激进解决南海问题只

会影响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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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激进解决南海问题会影响中

国的对外关系

南海问题是中国面临的若干重大地

缘问题中， 直接对峙的双方实力最悬殊

的 一 个，因 此，在 美 国 看 来，中 国 最 有 可

能诉诸武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美国对

现有的国际秩序的主导下， 一旦中国在

南海问题的解决上使用武力， 美国将会

视为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在这

种情况下， 中国的行动势必会承受较大

的风险。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是强烈反对

动武的，美国已经把南海问题视为牵制中

国的一颗重要棋子，其价值可比台湾问题

和人权问题。 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不断

增长，但近期内与美国的差距较大，尤其

是军事实力，在此前提下，单纯的政治、外

交、 军事手段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如果中国贸然使用军事手段，很可能

会让我们自己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三， 激进解决南海问题会影响中

国的周边稳定

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战略中， 存在不

利于中国的因素。 东盟国家与美日均有

较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尤其是与日本。 日

本是东盟部分国家最大的投资国、 援助

国和经济伙伴。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

系的互补性较少， 在美日以强大的经济

实力向东盟国家进行渗透时， 中国不得

不面对在自己的短板上与强手竞争的局

面。 领海问题在东盟对中国战略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 如果在解决南海问题

上我们贸然采取行动， 就有可能使东盟

在台湾问题、 中日东海争端等问题上与

美日达成某种默契， 从而使亚太地区最

终 形 成 以 中 国 威 胁 论 为 基 础 的 安 全 框

架，最终形成包围中国的海上链条。

面对恶劣的地缘环境和复杂的国际

局势，我们不能贸然采取激进的方式，在

解决南海问题上，我们应该冷静思考，沉

着应对，既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也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

产生的争端。
第一， 积极应对区外大国对南海争

端的介入

美 日 等 国 在 南 海 有 巨 大 的 利 益 存

在， 美日更是希望在它们的主导下维护

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而我国希望的和平

与稳定则是建立在不受外来力量干涉基

础上的和平与稳定。 与此同时，美日担心

东南亚某些国家局势的动荡会给中国南

进的机会， 我国则担忧这些国家局势的

不稳定将会给美日加强在南海的存在提

供借口并给自身安全带来威胁。 我们应

该利用美日的这一担心积极促进东盟的

大团结， 因为东盟的团结与稳定会使之

自主意识增强， 将有利于把美日势力排

除在南海之外，从而维护自身的安全。 并

且， 东盟的团结与稳定还会使东盟成员

国更多地考虑该地区的整体利益， 会对

部分争端国对领土争端采取的过激行为

有所阻滞，从而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
提供实现的可能性。

第二，加强海上执法力量

虽然目前我国在海上有多支执法力

量，如公安部、交通部、海洋局、海关等多

个部门，被称之为“九龙闹海”，但是存在

多 头 管 理、执 法 分 散、各 管 一 端 的 情 况 ，
没事时九龙闹海，有事时没人负责。 在面

对南海关系到我国主权的问题上， 需要

有一个被赋予权责的单位代表中国并承

担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 我们可

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 如美国建

立的是海军加海岸警卫队的方式， 这样

做的好处是， 和平时期海上警卫队进行

海上维权， 而一旦发生战争海上警卫队

则辅助海军作战。 在现在的和平年代，要

阻止领海的侵权行为， 最好是以非军人

的警察出面， 这样就可避免因为动用海

军而演变为军事冲突， 而且还可以应对

因 为 渔 业 的 开 发 发 生 的 较 低 程 度 的 冲

突，把海军从近岸警卫任务中解放出来，
从而实现海军的出海远航。

第三，进一步加快海洋立法，为南海

争议岛礁确立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在南海的立法工作相对比

较滞后， 我们虽然有足够的历史依据和

法理依据， 但在国内立法方面却一直有

所欠缺， 这导致了我们不能有效遏制侵

犯中国海洋权益的各类行为， 对许多突

发事件难以应对。 如与中国在南海存在

争议的菲律宾， 它通过立法加紧对南海

岛屿的争夺， 更进一步反衬出中国通过

立法来积极维护海洋权益的不足。 中国

是 海 洋 大 国，也 是《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
的签字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我们应

该积极加强对南海立法工作， 这样做一

方面可以用来警告那些蚕食中国岛屿的

国家不可轻举妄动， 另一方面也可为国

内相关部门和军队提供采取相关行动的

依据。 因此，加强和完善海岛保护，通过

法律程序向国际社会充分表明立场已经

刻不容缓。
第四，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

同时应当做好各种军事斗争的准备

我们都知道，世界需要和平与发展，
我们应该用和平的方式， 尽量通过谈判

来解决争端。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权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当有的国家蛮横无

理地侵犯我们国土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

放弃使用武力， 不然等待着的只有国土

的渐渐沦丧。 按照 50 年的期限，在 2020
年 9 月前， 如果中国再不收复这些岛屿

的话，将意味着主动放弃对它们的主权。
近 年 来 南 海 周 边 国 家 海 军 发 展 很 快 ，都

在积极增强着自己的实力。 南海形势不

容乐观， 中国更需要加强海军现代化建

设， 提升军事训练， 提高武器装备现代

化。 只有加快加强建设现代化的海上力

量，海上力量到了一定程度，解决南海问

题的基础才能更坚强。
第五，树立国际形象，加强同各国的

合作

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毫无疑

问 我 们 对 东 南 亚 国 家 有 着 巨 大 的 影 响

力，我们应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加强

同各国的合作， 在自己国家蓬勃发展的

同时，带动邻国的发展，建立一个和谐的

周边环境。 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

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

的经济利益，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

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

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

多元化。 我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必将更有利于解决南海问题。 S

（作者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

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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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南海问题复杂局

势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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