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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作初

步的战略观察，人们必须注意到

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轴线上，中

外主要争执方力量的消长和变化

曲线，由此对问题进行较合理和

精确的前瞻。

南海战略时钟的起点在二战

结束，当时，根据《开罗宣言》

等国际法文件，中国国民政府海

军收复了包括南沙在内的南海

岛礁主权，这也是

今日台湾地区军方

驻守南沙最大岛屿

太平岛的由来。当

年前去接收的舰艇

分别为“太平”舰

和“永兴”舰，南

沙和西沙的大岛即

由此得名。二战后基于英美的

赠舰和培训计划，中国海军本

有庞大的发展计划，但由于内战

开始，此一计划遂成泡影，而内

战结束后，海峡两岸对立，大陆

经朝鲜战争，虽建立了强大的军

事自卫能力，但这种力量主要是

陆权性质的力量，而海上力量的

发展仅限于作为陆地防卫延伸的

近海防御。这使得在数十年时间

内，中国对南海的主权管辖力度

非常不够。这也是造成1970年代

以来南海大量岛礁被周边国家窃

据的物质原因。

对南海中国岛礁最猛烈的侵

占浪潮发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

代之交，此际发生的国际背景有

三端：其一，美国由于难支越南

战争的重负，通过与中国和解，

构建了针对苏联的战略统一战

线，并打算撤出印支半岛；其

二，随着越南统一前景愈加清

晰，越苏关系加深，苏联海洋战

略咄咄逼人，进驻南海已是路人

皆知的计划；其三，在上述两大

背景下，中国从南越政权手中收

复西沙。这三件事勾画了南海主

权问题的大国战略博弈背景，包

括南沙在内的南海岛礁主权属我

尽管毫无疑问，但主权的收复却

牵涉到从地区格局到大国国际权

力博弈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可以

等闲视之的小事。

1980年代，南海作为连接印

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权战略枢纽，

地位更形明确，而南海资源的勘

探和开采，也加剧了周边国家抢

夺岛礁的热情。此时中国海军已

逐渐获得一定的蓝水行动能力，

于是，1988年，通过一次挫败统

一后的越南海上力量的小型冲

突，中国进驻了南沙8个岛礁，

同时逐步加大了对南海主权及主

权权益的海上执法力度。

进入1990年代以来，美国和

苏联相继退出南海，而中国迅

猛的高速经济成长和总体国力

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力

量对比，中国新国力的国防转

换效应在21世纪开始体现，最大

的变化莫过于对海权的重视，海

军从配合陆军作战的力量日益变

成战略性的军种，远洋护航、巡

逻及大型舰队作战的任务能力逐

渐成型。

这一发展对南海的意义尤其

深远，因为从已有的公开资料

看，面向南海的海权运作日益成

为中国国防的战略重心。2003年

以来，中国下水的最引人注目的

自造现代化战舰，如具备舰队区

域防空能力和远程反舰能力的

170、171、168、169等大型战

舰，几乎第一时间全数部署在南

海舰队，而舰队配属的海军航空

兵、海军陆战队也加速装备的升

级换代，构成了地区举足轻重的

两栖联合打击兵力。与此同时，

出于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和对地区

安全负责的态度，也考虑到南海

地缘战略影响的复杂性，中国提

出和坚持和平解决争端、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等外交攻势。

上述不可逆的发展给早期非

法占有中国岛礁、

盗采南海资源的诸

国，特别是越南构成

了极大的战略压力，

使其意识到，战略时

针正在朝不得不谈的

方向飞速转动。为保

持抢到手的利益及在

未来博弈中尽量多拿筹码，越南

采取了经济、外交和军事综合的

对策，这些对策的核心是：通过

加速盗采资源获得经济能力，通

过经济能力获得新型海空装备，

同步采取把事态国际化、把主权

问题与南海地缘战略问题混淆的

办法。

南北狭长的地形，加上薄弱

的海空能力，几乎使越南完全不

具备大规模对抗由海向陆的海空

联合打击的能力，为此，越南采

购了苏-27、苏-30等型号的大型

制空和多功能战机，为加强战略

攻击能力，采购了先进潜艇，诸

如此类的举措，无外是要加大防

御纵深，力图增加来自海洋的潜

在打击者的作战成本，以便达成

吓阻。归根结底，还是希望在时

间之漏滴尽之前，争取以较好的

条件面对中国。

意识到南海战略时间在中国

一边，则不难理解中国何以在南

海面对挑衅时，采取了相对克制

的军事政策。

（摘自《南都周刊》2011年

第24期   赵  楚/文）

南海的战略时间
在中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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