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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争端：
较量无声胜有声

中国要想坚持南海“九段线”内“岛礁、水下资源属我”

论，必须在实际占有和有效开发上做文章。

造价近 60 亿元的“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能抵御南海 200 年一遇的波浪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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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越南总理阮晋勇 6月 13 日签

署 1979 年中越战争以来的首

个征兵令，同日越南海军在岘

港东部 40 公里远的海上实施大规模实

弹射击演习，到一周后中越第 11次海上

联合巡逻沿着北部湾 300 海里分界线进

行，以及 6月 21日越军两艘舰船抵达广

东湛江港访问，“战云密布”的南海看似

上演了“惊天大逆转”，其实双方不过是

互摸了一下底牌，试探了国内外的相关

反应，并不会大动干戈。中国向南沙扩

展势力，主要的阻力也并非越南、菲律

宾这些小国。在大国战略棋盘上，只要

中国不主动升级南海争端，那么阴霾终

归有限，否极还会泰来。

 

南海争端的中越标本

在南中国海，越南、菲律宾是迄今

侵占权益最多的。在争夺焦点的南沙水

域，越南实际侵占和控制约 30 个岛礁，

中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在 10 个左右。

具体而言，中国台湾地区占了南沙最大

岛太平岛（面积也仅有西沙永兴岛1/5），

菲律宾占了第二大岛中业岛和第三大岛

西月岛，越南占了第四大岛南威岛，马

来西亚则占了最大人工岛弹丸礁（面积

仅次于太平岛），中国大陆所占的都是些

礁盘，如渚碧、南薰、赤瓜、东门、永暑、

华阳、美济等等。

围绕南海岛礁争夺和海底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越、菲两国曾与中国多次较量。

中越之间除了众所周知的 1974 年西沙海

战、1988 年赤瓜礁 海 战 之 外，1992 年

和 1994 年也差点擦枪走火，驻守太平

岛上的台湾守兵还曾在 1995 年炮轰过

越南的供应船。而 1995 年中国强化对

美济礁的控制后，菲律宾一直愤恨不平。

1996 年，3 艘中国渔船和 1 艘菲律宾炮

艇发生交火，此后几年，菲海军数度驱赶、

拘捕中国渔民，甚至还在 1999 年撞沉

过中国的一艘渔船。

局势的降温始于 2002 年《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在该宣言中，“有

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

判机制”，中方还首次同意将“按照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

际法所确认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写了进

去。而该公约所主张的 200 海里专属经

济区，正是越南等国侵蚀南海的借口。

中越关系在阮晋勇访华之际达到顶

峰，本可趁势推进争端海域新的谈判，

不想 2009 年南海风云陡变。按《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家须在该

年 5月 13 日之前提交领海基线声明和

有关外大陆架界限的“初步信息”。菲律

宾抢先于 3月10日由总统阿罗约签署了

国会提交的将“卡拉延群岛”（南沙群岛

部分岛礁）和“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

纳入菲“领海基线”（基线向外可拥有至

多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法案，这比

仅仅将这些争议岛礁纳入“附属岛屿”（至

多拥有 12 海里领海）要有野心得多。河

内也私欲膨胀，狮子大开口地向联合国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两份外大陆架

“划界案”（一份与马来西亚联名提交，

一份单独提交），严重损害中方权益。在

官方“口水战”和民间情绪激化下，中

越关系急剧恶化。

今年 5月下旬以来，越方借口中国

海监、渔政舰船损坏其水下电缆，掀起

民间和官方的抗议浪潮，但到 6月下旬

又戛然而止，说到底还是不想破坏两国

的传统友好关系，并且忌惮中国的军事

实力。然而，河内时刻不忘利用与外国

的石油合同以及海洋法公约捍卫自己的

既得利益。

这是一场无声胜有声的较量。

中国要想坚持南海“九段线”内“岛

礁、水下资源属我”论，必须在实际占

有和有效开发上做文章。对于前者，交

通部海事局搭载直升机的“海巡 31”高

调南巡，以及南海舰队频密、多样化的

军事演练，都只能算表面功夫；而后者

在中海油重金研发的“海洋石油 981”

深海钻井平台投入使用前也还是个画饼。

这也是中国外交部迄今不愿就南海问题

过多表态，并不失时机强调中国与东盟

紧密经贸关系的因素之一。

 

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

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

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

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2003 年，中国作为域外大国第一

个加入了更具法律规范意义的《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两个举动传递出北京高

度灵活的柔性姿态——进入东南亚国家

主导的多边机制，并透过经济合作不断

释放利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此前

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为南海问题

的“搁置”方案奠定了牢固基础，也为

争端各方双边关系的暖化提供了重要契

机。

充满爱恨情仇的中越关系就是在这

之后 迅 速 升温 的。2005 年和 2006 年，

胡锦涛总书记两次南下访越，越共总书

记、国家主席和总理“三架马车”更是

频 繁 来 华。 从 2005 年 7月 到 2008 年

10月，双方共密集发布了 7份由领导人

互访所达成的联合声明或新闻公报，彰

显出合作的迫切意愿。两国最终于 2008

年末就陆地勘界剩余问题达成一致。对

南海争端，双方同意寻求“均能接受的

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同时积极研究

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以便找到适合的

模 式 和区域”。2008 年 10 月阮晋勇总

理来华，在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中，

除了“重申恪守两国高层共识及《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精神，保持海上问题谈

 南海争端本质上仍属

于低烈度的对抗，未必非

得航母出面。若把有限的

军费用来建造一系列低配

置舰，实现巡视的日常化、

低消耗化，可能更符合保

岛、保礁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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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围”中国的幻象

无论越南还是菲律宾，都明白在庞

大的中国巨人面前自己无法弥补的实力

差距。为此，他们除了运用“弱者的武器”

博取国际同情、对华侧面施压外，还试

图通过“搅浑水”将争议问题“地区化、

国际化”。南海素有“第二个波斯湾”之

美誉，又是全球重要的海路通道，因此

要达到目的并不困难。不过，这种策略

并不是每次都能困扰中国。

去年一开年，北京就面临接二连三

突发事件的挑战：1月份华府抛出对台

64 亿美元军售案、3月份韩国“天安舰”

遭攻击沉没、9月中日再爆“撞船事件”。

短短几个月间，中美、中日、中韩几对

重要的双边关系都急剧降温到历史低

点。加上华府牵头的一系列军演，中国

东部海域乌云密布，形势恶劣之程度近

20 年来少见。不仅如此，去年 3月份传

出的“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一说所导

致的混乱解读，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外交

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东盟地区论坛

外长会议 7月在河内举行时，越南、菲

律宾等国得以成功向杨洁篪外长发难，

形成对中国的“围攻”之势。

今年外部的形势则豁然开朗。中日、

中韩关系大有改观，对地区安全具有决

定性影响的中美关系则走出低谷。经过

年初胡主席的访美及 5月华盛顿第三届

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拉动，两国关系拨云

见日，军事交流也由冻结转为升温，出

现了几大亮点：其一，战略与经济对话

首次有军方代表参与并举行了安全对话；

其二，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时隔 7 年之后

率团访美；其三，两国防长首次共赴新

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举行双边会谈。

军事领域一直是两国交流合作的“短板”，

军事高层的罕见频繁互动显示出中美关

系的快速升温。

中美关系的缓和使河内的强硬叫嚣

干瘪无力。尽管华盛顿对中国的军事现

代化忧心忡忡（6月 21日美日“2+2”防

务磋商还强调“将敦促某些国家不追求

及部署可能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

的军事力量”），并向亚太盟国极力保证

其不会因削减军费和两场战争而“从亚

洲分心”，但华府很显然不愿为一个 40

年前的敌手提供太多担保，以免被拖入

一场不必要的危险冲突，从而损害中美

在更广泛领域的合作。正是基于此，当

河内宣布实弹射击演习时，美国务院副

发言人即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加剧目

前紧张程度的做法”。6月17日美越政治、

安全和国防年度对话会后，河内也失望

而归——双方的共同声明只是声称“维

持南海的和平、稳定、安全和自由航行

权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和去年

希拉里在河内所声称的解决南海争端“攸

关”地区稳定，“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

明显有别。

作为华盛顿盟友，马尼拉的待遇比

河内好一些。6月中旬，借着美国牵头

东南亚六国在马六甲海峡联合军演的机

会“壮胆”，马尼拉决定单方面将南中国

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其后又宣布已

拆除部分岛礁上的外国标识物，并派出

海军老牌旗舰“胡马邦”号到争议海域

巡逻。而在中国东海舰队于距离菲律宾

不远的西太平洋公海举行军演之后，6月

28日到 7月 8日，美菲两国又在巴拉望

东部的苏禄海（菲律宾西南部内海）展

开联合军演，但美国的支持也仅限于此

类“友情演出”而已。此前，明知本国

10万余人的军队是支亚洲弱旅，菲国防

部长夸口说，将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要求美军驻防南海，但美国大使馆的一

份声明却无情击碎了这种幻想：“美国在

地区领土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

美国之外，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东

盟更是难以形成统一立场。出于本能，

东盟部分国家试图平抑中国在该地区日

益增长的影响力，但远非遏阻。一个充

满活力、市场广阔的中国是东盟 10 国维

持经济成长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中国

并非各南海声索国唯一的争端对象，越、

泰、柬在泰国东部海湾，马、泰在泰国

西部海湾，文莱和马来西亚在文莱近海，

都互不相让。南沙群岛亦引发过东盟内

部冲突，越南士兵曾对无乜礁附近的菲

律宾渔船开火，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空

军飞机则在 1999 年紧张对峙。今年 6月

中旬，趁着在纽约召开《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会议之机，菲、越试图联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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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23日，中国防长梁光烈在马尼拉拜会菲律宾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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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对华施压，然而最终各方只达

成一个松散的“一致意见”，原则性呼吁“和

平解决”，缅甸、柬埔寨、文莱则缺席。

“天堂很远，但中国却很近”，无论

越南还是菲律宾，囿于自身的地理位置

及军事、经济实力，都无法一味地较真，

它们将不得不为每一次的对抗寻找出路。

 

陆权对冲海权

南海争端的激化既对中国发展构成

挑战，也为中国海权拓展提供了良机。

中国的传统威胁主要源自陆地尤其北

方，历代不断整修的“万里长城”即是

中华帝国偏重陆上防御的典型写照。19

世纪西方列强由海路梯次侵华，同治和

光绪时期两次“海防议”的结果，使清

廷由“专防内地”转向“海口防御”，此

间打造出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

支舰队。至光绪十五年（1889）时，清

廷海军已能排至世界第九位，在欧洲诸

强之后，美国、日本之前。但此后海军

建设停滞，几年后，日本海军就反超北

洋海军，而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避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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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指示，使旅顺、威海军港相继沦陷，

困在刘公岛附近的北洋舰队受到海陆夹

攻，一败涂地。

甲午战争并非完全败于海战，陆战

不力也要负相当责任。如战略学者时殷

弘所说，中国类似于欧洲的法国和德国，

属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这类国家

历史上“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成

为陆海两栖性强国”，而且由于同时“面

向陆海两个方向，因而通常必须面对陆

海两方面的压力”，具有“双重易受伤害

性”。中国与美国的一大不同，就在于周

边围绕着太多的陆地邻国与海上邻国，

在中国陆权强而海权弱的时候，海上邻

国较易发难；反之，若中国一味发展海权，

大搞远洋海军、全球存在，导致陆权虚

弱，则印度等邻国易乘虚而入。

回到南海争端的问题，本质上这仍

属于低烈度的对抗，未必非得航母出面。

若把有限的军费用来建造一系列低配置

舰，实现巡视的日常化、低消耗化，可

能更符合保岛、保礁实际。相反，寄望

于以大海战的模式解决作为历史遗留问

题的海洋争端，这在当下已是过于陈旧

的念想。至于担忧美日的介入，这并不

仅存在于南海问题上，钓鱼岛、东海油

气田也遇到类似难题。大国之间开战将

一损俱损，应尽力透过定期磋商机制缓

和矛盾。

值得指出的是，以巩固陆地后方邦

谊间接提升海洋前沿处置能力，是中国

陆权对冲别国海权的一种常见做法。在

越、菲针对南海做出各种小动作时，中

国及西北邻国们却在庆祝上合组织成立

10 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10周年，中蒙关系也在蒙古国总理

苏赫巴特尔·巴特包勒德访华期间由睦

邻互信伙伴提升为战略伙伴，而 6月19

日印度陆军 8人代表团访华，也缓解了

双方因签证风波导致的紧张关系。可以

说，在应对海洋大国美国及其盟友的挑

战上，欧亚内陆的暂时安宁能为中国提

供亟需的战略后方，尤其是中俄这两个

陆上强邻所发展出的“背靠背”式的“准

联盟关系”，是中国目前对冲海权挑战的

重要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