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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观察 个性表达  

近来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就南

海主权归属问题的争端又有抬头，南

海问题有进一步朝复杂化、激烈化方

向发展的趋向。就当前各国“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交织格局和世界“区

域化”、“全球化”的发展大趋势而言，

一旦相关国家因南海问题而兵戎相见，

无疑将造成各参与方尤其是直接参与

方“共输”的结局。如何掌控南海问

题复杂化趋向，破解南海困局，考验

着相关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

战略驾驭能力。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造成今天各

方争执不下且有进一步复杂化趋向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东南亚

相关国家在利益驱动下，片面利用《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律漏洞，对中

国领海岛礁进行蚕食、侵占，并不断

谋求既得利益的长期化、合法化和扩

大化。其次，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和改

革开放初期发展自身需要，没有形成

足够能力对南海实施有效管辖，客观

上给外围国家染指南海造成了可乘之

机，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维护南

海主权的坚定立场。再次，美国把南

海争端作为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

要抓手，企图将南海区域纳入美国全

球战略轨道，这为解决南海争端增添

了制约因素。

综合分析，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单方

行动是造成目前南海争端加剧的主要动

力，尤其是其中的越南野心最大 ,不仅

宣称拥有南海全部主权，而且获利最丰，

实际控制岛礁最多，在南海搞小动作也

最积极、最频繁。自上世纪 70 年代南

海问题浮出水面以来，东南亚相关国家

大体上采取了四项基本举措，以实现本

国在南海的战略企图：一是充分利用地

利优势，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蚕食，逐

步升级对南海的开发利用和实际控制，

制造既成事实。二是尽量平抑东南亚国

家之间的矛盾，协调彼此对中国的立

场，形成以多对一、联合对外的态势。

三是引入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介入南

海事务，以平衡中国力量。四是回避中

国拥有南海主权的基本历史和正当法

理，片面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

出有利于己的解释，争取国际社会的同

情和支持。

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这些行为确实为

本国捞得了实际好处。仅就油气开采一

项，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相关国家已

在南沙海域钻探了 1000 多口油井，位

于中国传统断续线以内的油井有 28个、

气井 225 个，南沙群岛事实上已成为东

南亚相关国家的能源开采基地。由此看

出，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海攫取的巨大

利益，不仅使它们难以轻易放弃“到嘴

肥肉”，反而进一步刺激它们采取得寸

进尺的动作。如果东南亚相关国家只顾

短期利益的战略短视持续下去，终有一

天要触及中国的战略底线，迫使中国忍

无可忍。

相互冲突的局面是当事各方“共输”

的结果，为各方所不乐见。摆脱困局的

关键是东南亚相关国家要跳出自身逻辑

的束缚，认识到“动作－得利，再动作－

再得利”的模式终有尽头，领会到中国

传统“适可而止”、“过犹不及”的基本

道理。但东南亚相关国家要对这一简单

而又深奥的道理有所领会，须有以下几

点清醒判断做基础：第一，东南亚相关

国家取得现有利益，难道真是自身小动

作的成果？难道不是受惠于中国一贯执

行一贯执行的“睦邻、友邻、富邻”政策？

第二，东南亚国家选择联合自强的道路

值得赞赏，但东南亚国家即使做到了联

合一体，难道就可以不再背靠欧亚大陆，

就可以远离中国？第三，引入美国等外

部因素，难道就可以之作为靠山而有恃

无恐？假设可以，难道美国就甘为他国

利益而主动卷入？假设美国甘愿卷入，

难道这就是美国战略的主要议题？假设

是美国的战略议题，难道美国就愿为此

付出代价？假设美国愿付一定代价，难

道美国就可以隔离中国对国际事务各方

面的参与？第四，东南亚相关国家完全

依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有利于

己的解释，难道中国拥有南海主权的法

理依据不是更加充分？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成员，

一贯认为在当前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

国际大背景下，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

合作有利于世界发展大局，有利于地

区发展大局。中国以维护大局为重，

始终以最大诚意采取柔性克制手段处

理相关问题。但中国处理问题的方式，

不应被外界误解为软弱可欺，不应误

解为中国可以放弃自身原则。中国在

维护自身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愿同有

关各方一起共同寻求互利共赢的道路。

目前，南海问题直接涉及方早已就此

勾勒出了正确方向，具备解决问题的

一定基础，即 2002 年 11 月各方共同

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目前各

方需要做的是减少节外生枝，循着正

确的轨道逐步达成一致、可行、互利、

共赢的实际步骤。

破解南海困局，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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