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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伊始，南海上空风云再起，南海争端

再次撞入了人们的视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

展的“成长期”、体制和结构的“转型期”。在此过程

中，南海面临着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

掠夺的战略难题。如果中央坚持和平路线，南海

周边国家并不领情，必将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如

果采取战争方式收复南海主权，必将破坏来之不

易的良好外交环境，这给中央形成了巨大的政治

压力。然而，南海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如何

正确理解海权概念，正确对待南海争端，对于解决

南海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权概念解读

学者们对海权有不同理解和应用，但基本观

点是：海权就是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

而且大多数学者都把海权的强弱定位在海洋军力

的强弱上，例如，有学者指出：“强大的海军是国内

财富积累和民主发展的保证。”①然而，笔者以为，

所谓海权，就是指主权国家借助海洋军事力量，在

公海和国际海域和在本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

区内具有的国家权利、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在公

海、国际海域可以进行自由航行和开发利用，在本

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内具有完全利用的能

力。这一定义明确了海权的基本要素：海洋权力、
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抓住了海权的本质———“海

洋权利”，抓住了海权的关键———“海洋权力”，抓

住了海权的根本———“海洋利益”。其中，海洋利益

是指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获得的满足该国需要的

社会形态。海洋权利是海洋权力确认和保障的主

权国家所主张的海洋利益的法定资格，海洋权力

则是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为了实现和维护海洋利

益而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制约和支配力量。因此，海

权既是一种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的主体资格确

认，也是主权国家在特定海域展示主体资格的国

家能力表达。
海权可以分为狭义海权和广义海权。狭义海

权一般指海洋权力，具体说就是海洋军事控制权，

即制海权。狭义海权本不应包括超越主权的制海

权，但在国际上，把霸权主义获得的制海权也作为

海权来看待，因此，在当今时代，超越主权范畴的

海洋权力增强和海洋权利主张，虽然也是霸权主

义的表现，但也属于海权范畴。在海洋政治和海洋

军事叙事中，像马汉的海权理论和罗斯福的“海洋

扩张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主权范围，

其实质是“海洋霸权”，但仍然可以约定俗成地概

括为海权。在笔者看来，广义海权是一个概念体

系，谋取海洋利益、主张海洋权利、提升海洋军力，

强化海洋观念等相关概念都属于海权范畴。根据

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提出“海权金字塔”这一概

念。“海权金字塔”将海权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

是观念层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海洋

观念、浓厚的海洋意识、深沉的海洋情感、深刻的

海权概念解读与南海争端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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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09 年伊始，南海争端再起。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笔者提出五个层次的“海

权金字塔”概念，并指出“南海问题是系统性问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和主权观念中解决南海问题是非

常困难的，必须拿出新的务实、冷静、理性、有效的举措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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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思想和领先的海洋理论；第二层次是权利层

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海洋权利主张，如国家对海

洋权利的立法确认、对外进行岛屿和领海主权宣

示等；第三层次是战略层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国

家具有系统化的海洋经济战略、海洋政治战略、海
洋军事战略、海洋文化战略等；第四层次是权力层

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海洋权力特别是海洋军事

力量和海洋行政力量的加强等；第五层次是利益

层次的海权，主要表现为海上安全自由航行、海岛

的主权所有、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利益。在上述

五个层次的海权中，观念层次的海权是基础性的

海权；权利层次的海权是政治性的海权；战略层次

的海权是政策性的海权；权力层次的海权是实力

性的海权，是海权的关键所在；利益层次的海权是

实质性的海权，是海权的核心。

中国海权的三个观察向度

从广义海权向度看，中国五个层次的海权都

有待加强。基础性的观念层次的海权比较薄弱，尤

其是国人大陆观念和陆权意识强烈，而海洋观念

和海权意识薄弱；政治性的权利层面的海权比较

缺失，主要表现在，表达抗议、谴责和遗憾的消极

场景多，主动宣示主权、对外威慑等积极动作少；

战略性的政策层面的海权创新不够，突出表现在，

国家层面的海洋政治战略不够清晰，海洋军事战

略相对保守；权力性的实力层面的海权急需加强，

主要表现在，海洋军事力量特别是大型舰船如航

母发展严重滞后；利益性的实质层面的海权维护

不力，集中体现在海岛被人占领、资源被人开发、
海域被人瓜分。

从海权形成向度看，海权形成都需要一定的

条件。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国土要有一

个方向面向海洋，至少也要有出海口。其次，要具

备一定的技术条件，要有相应的造船技术、航海技

术。再次，要具备对外经贸往来的经济环境。复次，

要具备对外扩张或主动防御的主观条件，不管是

霸权主义的海权还是和平主义的海权，都需要主

权国家具备一定的主观愿望。最后，具备能够促进

国家海洋战略目标和海洋经济利益实现的能力。
在历史上，海权强大的国家，都是该国具备了能够

促成海洋战略目标和海洋经济利益实现的综合国

力。目前，中国海权已经具备建立强大海权的所有

条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工业基础日益强大，对

外经济往来日益繁荣，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积极防

御措施不断加强，这些客观存在为我国走向海权

强国创设了良好的基础。
从海权现实向度看，我国海洋航运通道安全

境况严峻，海洋运输安全问题突出，海洋国土和海

洋资源被严重侵犯，海洋资源遭到侵蚀，海岛被侵

占，海域被瓜分，海洋军事安全存在潜在威胁。因

此，提升中国海权，首先需要科学制订海洋军事战

略，加快强化海洋军事海权。

南海争端省察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
家迅速崛起的情况下，南海问题表面上看是岛礁之

争和海域之争，实质上是主权之争和资源之争。如

果我国继续采取“韬光养晦”式的和平路线，只着眼

于“近海防御”，而南海周边国家并不领情，必将导

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采取战争方式收复南海主

权，必将破坏来之不易的良好外交环境，因此，南海

问题是一个艰巨的国家战略难题，国家面临着战争

与和平的两难战略选择，也给中央形成了巨大的政

治压力。处理不当，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首先，南海问题是系统性问题。南海是国际上

重要的海上航道，它是中国取得地缘战略优势的

地方，是美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日本

保护的“海上生命线”，是越南的天然屏障，是印度

近年来进入太平洋的觊觎之地。对菲律宾而言，南

沙群岛是“正对其腰部的一把匕首”。因此，南海问

题中呈现出多方利益格局。在南海“九段线”内，

中、越、菲、马包括台湾在岛礁上部署了军事力量，

印度尼西亚则霸占部分海域。目前已经形成“六国

七方”对峙和角逐的局面、“四国五方”军事占领的

武装割据格局，其中包含着多元力量结构：一是基

于共同利益的东盟一致性整体力量，二是基于围

堵遏制中国的美日同盟力量，三是基于拓展外交

空间的台湾分裂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南海问题呈

现出系统属性。
其次，南海问题是结构非良的问题。第一，中

国面临美国的全面封堵。中国的崛起引发了美日

欧的集体恐慌，特别是美国绝不会轻易让中国挑

战自己的霸权，在过去的封锁、遏制战略被打破的

情况下，在和平演变战略不凑效的（下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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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美国采取了“围堵”战略。
目前，美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形成了针对中国

的战略联盟，建立军事基地，部署了大量兵力，基

本上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二，中国在东

部面临以美日韩菲澳为首的“亚洲北约”的围堵，

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封

锁住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前进道路。第三，日本在

东海和钓鱼岛与中国形成僵局，美日插手台海事

务，严重影响了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韩国与中国

在黄海苏岩礁产生了矛盾，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形

成主权之争。
总之，南海问题呈现出系统属性。存在多方

利益格局与多元力量结构，“六国七方”组成了南

海问题的主体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内在的

利益结构和力量结构的变化，左右着南海政治系

统的内在秩序或失控关系，其外在的功能是：南海

政治系统必然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反过

来，也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和主权观念中解决南

海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必须拿出新的举措，

务实、冷静、理性、有效的举措应对南海问题。

注释：

①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J]，载《战略与管

理》，2003 年第 1 期，第 86 页

（责任编辑：李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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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的定价权却依然被美国等国操纵就是明

证。至于像荷兰这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出

现了“荷兰病”，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怪圈，可以解释

为太多的易得的原油财富，导致失去了产业升级

的激励。因为，荷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存在明显

缺陷，因此“荷兰病”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经过纠

正、调整，荷兰经济步入健康发展之路。
其实，资源诅咒并不局限在自然资源领域。人

力、资本等资源同样也有可能陷入诅咒的陷阱。劳
动力廉价丰富的地区亦很有可能陷入诅咒。20 世

纪 60、70 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起飞初级

阶段也是依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积累原始资本

的。后经过成功的产业转型、提升，从而避免陷入

劳动力诅咒的陷阱。中国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依靠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将大陆变成了

“世界工厂”。如果我们不重视产业转型，仅仅乐意

停留在制造中心的地位，则很可能陷入劳动力诅

咒的陷阱。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政府和社会早意识

到要进行产业转型，努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

业，培养创新型产业。

五、结 论

自然资源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样

的忠告早在各国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已经由刘易斯

提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并不

一定会得到增长；反之，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

在经济日益开放，信息和运输日益发达，成本降低

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得到飞速的发展。日本、以色

列、韩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因

此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并在促进经济

增长的其他方面同时努力，资源才能起到支持增

长的作用。然而，在刘易斯 50 年之后的研究表明，

大部分资源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等人亦指出，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四

个轮子”之一，其它三个即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等在其《经济学》中介绍经

济增长的自然资源时，特别强调“在当今世界上，

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并不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必

要条件”。
总之，与其说是资源的诅咒，还不如说是制度

诅咒。资源是客观存在的财富，没有理由成为制度

缺陷的替罪羊。任何情况下都重视制度建设，此乃

世界各地正反两方面提供给我们的启迪。阿拉伯

国家“茉莉花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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