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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危机源于南海周边有关国家对海底资源的凯觑 , 区域外大国的挑动 , 以及海洋问题国际规制的缺陷"

对南海危机的管理需要把南海问题进行分类 ,不能把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问题与一般性的发展性问题混为

一谈"

南海缘何成为问题?
文/胡键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金边签署

.宜, 确认中国与东皿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称定

., , 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荆.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

.在争谈解决前 , 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

.本.合作与谅解的精神 , 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 包括开展海洋环保 !搜寻与求助!
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中国与东皿签.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肠的政治文件

"E1

w 中国应以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为基础 , 推动与东盟国家谈判 , 争取制定有强制性的南海问盆行

动准则 " 图ICFP

2010年8月8日, 为纪念美越关

系正常化15周年, 美国 /乔治 #华盛

顿 0号航母开进越南蜕港, 与越南军

方举行军事演习, 前所未有提升了美

越关系 鉴于越南在南海上采取的针

对中国的一些举动 , 美越此举不能不

让人产生 /醉翁之意 0的猜疑 而进

入2()ll年, 中越两国关系由于越南在

南海问题上的种种挑衅更加紧张 "与

此同时 , 菲律宾也同美国一起进行联

合海上军演 , 南海局势变得更为复

杂

从历史来看, 中国对南沙 !西

沙群岛拥有主权, 这是不争的事实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根据 5开

罗宣言 6和 5波茨坦公告 6及其他国

际文件的规定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

还中国自然包括了南沙群岛 1046年

12月, 当时的中国政府指派高级官员

赴南沙群岛接收, 在岛上举行接收仪

式, 并立碑纪念, 派兵驻守 日本政

府于1952年正式表示 /放弃对台湾 !

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之

一切权利 !权利名义与要求0 , 从而
将南沙群岛正式交还给中国 "事实

上, 在此后的国际事务中, 美国也一

直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然

而 , 进入2()世纪7()年代以后 !越南 !

菲律宾纷纷出兵占领南沙一些岛屿并

声称对所占岛礁 /拥有 0.主权 从那

时后 , 南海争端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南海局势的骤然逆转 , 背后既有本地

区经济的因素.也有大国力量的角

逐 , 以及相关国际规制的缺陷

盆八一之一 屯日川叭 日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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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海海底资源的凯舰

20世纪70年代以前, 南海周边国

家都承认或默认中国划定的断续线,

但在南海海底丰富的油气资源被发现

后 , 南海问题开始一步步加剧 "可

见, 从经济因素来看 , 南海成为问题

乃是源于现代地质学的进步"20世纪

60年代末, 地质考古发现南海区域储

藏着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资源 "1968

年10月 , 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

(简称EcAFE)成立的 /联合国勘探

亚洲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0 (简

称ccoP)赞助支持之下 , 由美国海

洋地质学家埃默里 (K.0.Emery)为

首的中 !美 !日!韩四国的12位地质

学家, 在东海与黄海进行了六周的地

球物理勘测 "勘测报告于第二年5月

发表, 这就是著名的 /埃默里报告 0

 (EmeryReport)"该报告指出:

/东海 !黄海海域和中国大陆礁层下
的沉积岩中, 蕴藏着储量丰富的大油

田;尤其是台湾东北方钓鱼岛列屿周

边 , 约有20万平方公里的海底油田,

所蕴藏石油将来可望成为世界有数的

产油区之一 0 "随后 , 南海周边的印

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文

莱 !越南等国家 , 置中国传统海疆线

于不顾 , 先后抢占了南沙海域进行掠

夺性的油气勘查开发活动 "目前 , 印

度尼西亚 ! 菲律宾 ! 马来西亚和越南

等周边国家在南海地区已钻井1000多

口 , 查明油气资源268亿吨 , 占有28

个油田和25个气田, 每年开采5000万

吨以上石油和400亿立方米以上天然

气 , 为中国近海油气年产量的2.5倍和

7倍 , 基本相当于中国大庆油田的石

油年产量和中国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的

天然气年进口量 "

从1986年 /革新开放 0 以来 , 越

南一直重视发展海洋经济"2007年l

月, 越共中央通过了 52020年越南海

洋发展战略 6 , 提出越南要成为因海

而富的海洋强国"因此 , 越南越来越

重视南海的地缘经济地位, 并积极拉

拢美国 !俄罗斯等国合作开发南海油

气, 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目前越

南已经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油气开采

合同"周边其他国家马来西亚 !菲律

宾 !文莱都在自己所占的岛礁附近进

行了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采 "从这一

角度来看, 南海危机实际上是自1973

年世界石油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的能

源之争的一种表现 "

大国的挑衅与挑动

在冷战时期 , 南海问题主要表

现为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挑衅: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 由于美

国认识到东南亚地区 /面临着许多人
类遭受与自由世界为敌的专制统治的

可能性 0 , 同时也为了防止共产主义

在东南亚产生 /多米诺骨牌 0效应 ,

因此美国一方面要在东南亚和南海地

区构筑一道 /反共防波提 0 , 另一方

面则要确保南海航道畅通而公然占领

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 以及寻找一

切可能的借口挑衅中国"例如 , 1954

年 , 一架英国客机在海南岛附近被中

国战斗机击落 , 美国竟然派出两艘航

空母舰开赴海南岛近岸水域 , 随时准

备 /追踪 0 中国飞机 "同年7月 , 美

国舰载机群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和附

近水域 , 攻击驶往中国港口的波兰商

船和中国护航舰 "类似的武力挑衅 ,

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缓和之前 , 可以

说是司空见惯"

在冷战时期 , 南海问题与苏美争

霸有关"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 在

美苏争霸中, 美国已经把冷战的主动

权让给了苏联 "苏联乘此机会进入南

海海域, 并与越南签署了同盟条约,

越南金兰湾成为苏联在东南亚和南海

地区的桥头堡, 与美国在菲律宾苏比

克和克拉克的军事基地遥相对峙 , 从

而使南海海域成为两大超级大国争霸

的舞台"与此同时, 两个超级大国都

存在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虽然苏联

承认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中国, 但苏联

通过保持在南海地区的存在 , 力图把

/中国的战略后院变成苏联的战略范

围0 "而美国一方面直接支持菲律

宾 !南越政府占领南海岛礁的行为 ,

另一方面则在南海地区进行针对中国

的间谍活动"此类活动实际上一直延

续到今天 "

冷战后特别是当前的南海危机则

与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南海周边一些国

家的挑动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1990年

10月的时候, 当时布什政府负责远东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 #所罗门就

把南沙争端与朝鲜半岛问题 !柬埔寨

问题和苏日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相提

并论 "这是在冷战结束前夕美国战略

东移的一个重要迹象 "到克林顿政府

以后 , 美国更加重视南沙争端问题 ,

并认为有可能演化成较大规模的军事

冲突 , /有可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

家的海上交通线构成威胁 , . "为了应

对这所谓的 /威胁, . , 美国克林顿政

府提出了对东亚政策的三大支柱:坚

持美国同日本 ! 韩国一向存在的双边

安全保障关系;维持美军的存在;在

亚洲地区举行多边安全磋商 "特别是

第三大支柱 , 实际上就是将东亚和南

海问题纳入其亚洲战略的一部分 , 而

且美国的三大政策支柱在相当大程度

上是在纵容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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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南海丰, 的油气资匆桩盆现后.南海问.开始加剧" .ICFp

负责任的行为 "例如, 1995

年 , 中菲美济礁事件爆发,

菲律宾多次炸毁中国在南海

岛礁上的主权标志"但是,

美国不仅不谴责菲律宾 , 反

而以维护航道安全为由而支

持菲律宾 "与此同时, 美国

加快了战略东移的步伐 "为

此 , 美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

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军事协

定, 包括1998年与菲律宾签

署了 5部队访问协议 6 ;

2001年跟新加坡达成新协

议, /小鹰 0号航空母舰进

驻新加坡樟宜军事基地 , 这

是美军自1992年撤出菲律宾

苏比克湾以来的第一次在军

事上重返东南亚;2002年又

与菲律宾签署了 5后勤互助

保障协定 6 , 美军飞机和船

舰获得了菲律宾领空 !领海

自由出入的权利 "不仅如

此 , 美国还与东南亚有关国

家在南海地区进行频繁的军

本身至少存在两大缺陷:

其一 , 5公约 6第57

条规定, 专属经济区的宽度

/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

起 , 不应超过200海里 0 "

虽然 5公约 6第74条对 /海

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

济区界限的划定 0作了相关

规定 , 但究竟如何来划定

200海里的宽度仍然是有争

议的 "第74条由四款条文组

成, 其中第一款包含三方面

的要求:第一 , 专属经济

区划界应在国际法院规约

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

进行 , 也就是以 /过境通

行不应受阻碍 0为基础;第

二, 各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

界限 , 应由有关各方通过谈

判协商达成协议确立;第

三, 划界应当 /得到公平解
决0 "而 /公平解决 0正是

当年各方谈判过程中为达成

协议折中的结果 , 但在后来

事演习, 仅1999年就举行了14次, 以

后的军演次数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

越大, 而2004年的数次演习竟然放在

有主权争议的南海海域进行, 公然为

菲律宾等国在与中国的争端中壮胆和

刺激中国"而在最近的南海危机中,

美国更是公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

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2010年7月 , 美

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明确宣示

南海地区有美国的 /国家利益 0 ;

自20n年6月28日开始 , 美国又与菲

律宾在离南海海域不远的苏禄海域举

行为其n天的 /海上联合战备训练演

习 0 , 而就在演习开始的前一天 , 美

国参议员一致通过一项议案 , 谴责中

国在南海使用武力对付越南和菲律宾

的船只"美国的这一些举动显然是在

挑动菲律宾并有意把南海地区推向高

危地带 "

海洋间肠国际规制的缺陷

从有关海洋问题的国际规制来

看, 1982年的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以下简称 5公约 6 )第一次在普遍
性的国际公约中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制

度 "这一制度的建立 , 使沿海国有权

主张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 海里

的专属经济区 "但是 , 5公约 6作为
海洋领域最重要的一项国际规制 , 它

的有关实践中因 5公约 6没有作出强

制性规定而成了一个争议的焦点 "由

此可见 , ((公约 6第74条对专属经济

区划界的规定是十分笼统 !含糊不清

的"

其二, 在专属经济区划界中, 究

竟如何实现 /公平解决0 , 5公约 6

并没有明确规定 "划界中有几个要素
是不得不考虑的, 一是划界是以什么

为依据:中间线还是等距离线?二

是相关的两个国家究竟是海岸相向还

是海岸相邻? 5公约 6第55条规定:

/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

的一个区域 0 , 第57条规定: /专属
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

仕会观察 }GUANCHA毛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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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超过200海里 0 "这两条规定成

为沿海国主张专属经济区权利等距离

原则的法律根据"从操作来看, 等距

离方法简单 !明确, 容易操作 , 但它

本身并不构成一项强制性的国际规

则 , 因为海岸线上最细小的不规则现

象都会被等距离线自动地扩大 "这也

是在相关的实践中引发争端的最重要

的原因之一 "1958年的 5大陆架公

约 6第6条区别了同一大陆架上海岸

相向和海岸相邻这两种情况 , 前者划

界适用中间线 , 后者适用侧面等距离

线 "然而, 在1982年的 5联合国海洋

公约 6中, 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专

属经济区 0 , 但并没有就 /专属经

济区0的划界原则作出具体规定 "因

而 , 自 5公约 6签署以来 , 争议就一

直没有停止过 "

另外 , 专属经济区是非洲国家

在反对海洋霸权主义斗争中提出来

的新概念 "是广大中小国家捍卫200

海里海洋权的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而

且 , 在2()世纪60 !7()年代 , 中国面临

的威胁几乎是全方位的:东南先是美

国 !后是苏越 , 西南是印度 , 西北是

苏联"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 , 中国的

外交也 /朝着更加 -左 . 的方向演

化 0 "所以 , 在 5联合国海洋公约
法 6谈判时 , 中国的方针:第一是反

霸 , 第二是支持第三世界 , 第三才是

维护国家利益 "1970年中国还发表了

一个支持发展中国家2()()海里海洋权

斗争的公告 "而事实上 , 中国对于自

己在海上的利益是什么并不清楚 , 没

有认识到 5公约 6对中国海洋权益会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 5公约 6是发达

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 ,

但 5公约 6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不会

仅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

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 "发展中国

家在反对海洋霸权主义方面有共同利

益, 但在利用海洋资源等方面也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

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思路

南海局势错综复杂, 如何对南海

危机进行管理, 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

战略的实施 "南海危机源于南海周边

有关国家对海底资源的凯觑, 区缈卜
大国的挑动, 以及海洋问题国际规制

的缺陷"对南海危机的管理需要把南

海问题进行分类 , 不能把战略安全和

核心利益问题与一般性的发展性问题

混为一谈"

其一, 将南海问题进行分类, 并

按照不同类别的问题加以区别对待 "
南海问题既有主权问题 , 也有航道问

题, 以及海底能源问题和渔业资源问

题, 有的是战略性问题 , 有的则是过

海发展性问题 "主权毫无疑问是战略

安全问题, 也是核心利益"在这一问

题上, 中国没有退路, 中国非常有必

要向国际社会继续宣示南沙群岛的主

权, 甚至可以到国际上开展一些有关

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资料展"中
国要进一步强调 /搁置争议 , 共同开

发 0 的前提是 /主权在我0 "关于航

道安全问题 , 中国继续主张遵守相关

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这样可以避免

南海问题国际化 , 特别是避免美国插

手南海问题 "

其二 , 中国要进一步强调 5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 6的重要性 , 在此基础

上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谈判 , 制定南

海问题行动准则 , 使其具有一定的强

制性 "当前的南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越南 !菲律宾等国违背了 5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 6的有关规定" 5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 6第五点规定 /各方

承诺保持自我克制, 不采取使争议复

杂化 !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

动 , 包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 !礁 !

滩 !沙或其他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

行动, 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

分歧 0 ;第六点又规定 /在全面和永

久解决争议之前, 有关各方可探讨或

开展合作 , 可包括以下领域:海洋保

护 !海洋科学研究 !海上航行和交通

安全 !搜寻与救助 !打击跨国犯罪,

包括但不限于打击毒品走私 !海盗和

海上武装抢劫以及军火走私 0 "然

而, 越南 !菲律宾等国的行为都超出

了上述两条规定 , 但由于 5行为宣

言 6不具有强制性, 中国无法以此采

取针对性的行动 "因此 , 中国应以

5行为宣言 6为基础推动与东盟国家

的谈判, 争取制定有强制性的南海问

题行动准则"

其三, 在涉及海底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问题上, 南沙群岛及其海域问题

与中国 !中国台湾 !越南 !马来西

亚 !文莱与菲律宾六方都有关 , 印度

尼西亚虽未控制南沙岛屿但其主张的

专属经济区部分进入中国九段线内"

南沙争端中的 /六国七方 0 , 除主权

问题之外 , 最大利益争端是海底能源

的开发与利用问题 " 5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 6的原则并没有涉及南海海底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 , 但可以遵循

5宣言 6 中 /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彼

此间争议 0 的精神和中国所倡导的

/共同开发 0 的原则 , 可以建立 /南
沙能源开发组织0 来规范各方的海底

能源开发行为 , 实行多边合作管理 ".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本刊社长兼
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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