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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海周边各国在南海岛礁归属与海域划分上存
在分歧与争端。本文从影响中国南海问题的因素出发，分析目前中国对南海
问题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几点解决策
略。

关键词：南海问题 解决策略

1 绪论

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海周边各国在南海岛礁归属与海域划分上
存在分歧与争端。在亚太地区，南海问题被公认为是最具有潜在爆发
冲突的几大热点问题之一，它也是目前影响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发
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南海问题虽然出现时间短，但由于这一海域大储
量的油气、渔业资源所关系的巨大经济利益，南海所处的重要地缘位
置，以及其他区外国家的逐步介入，使得问题一步步演变的较为复
杂。冷战后，根据国际形势和南海局势的变化，争端各方以及区外大
国的南海政策都有了不同的调整。南海问题己经成为当前和今后影
响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卷入争端的有关国
家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成为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对于
中国来说，南海问题现今处于一种“谈不拢，打不了，拖不起 " 的境
地。因此，如何妥善解决南海争端，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同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稳定营造一个有
利的外部环境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2 影响我国南海问题的抉择因素

2.1 东盟因素
东盟都在积极发展各自的军事力量并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目的

是想达成共识一起对峙中国，比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等这些与南沙争端有关的东盟国家，这些国家积极的发展海空军
力量均带有防备中国的意思。自东盟地区论坛成立后，除第一届以外
的历届东盟地区论坛主席都对外声明了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这足
以表明东盟是非常重视南海问题。东盟地区论坛是东盟与中国谈判
的重要场所，东盟欲通过加强对话、建立信任措施以及预防性外交来
控制南海的局势，以达到维护地区和平的目的，东南亚国家以及非争
端方中东南亚国家对于南海政策都有各自的具体走向，但有一点是
一致的，就是各国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而对南海进行侵略。

2.2 大国因素
美国、日本和印度这些远离南海的大国，从来都没有权力去拥

有这片海域。但是，对于这片地域上远隔的海域，这些区域外大国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南海诸岛的掠夺。这些区域外大国渴望对南
海问题进行渗透，并不是由于南海具有秀美的景色，而是由于南海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他们觊
觎南海，也并不是由于南海那动人的神话，而是南海地处重要的战
略地位。

①美国在 90 年代前为了遏制苏联而对南海问题选择了“消极
中立”的立场，但之后美国对于南海问题的态度随着《联合国海洋公
约》的生效而改变，由之前的“消极中立”转变为“积极中立”。美国对
南海问题的态度的转变并对南海事务进行渗透是有深意的。

②冷战结束后，由于俄罗斯对日本的威胁不断减少，日本便转移
其战略重心并对调整亚太政。日本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紧跟美
国的步伐，对东南亚地区的渗透不断加强，并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也日
益加强。本想对南海事务进行渗透，其是出于战略以及多方面的因素
考虑。

③随着印度内部政局发生了变化，印度的外交策略也随着进行

了调整。首当其冲是要东进南海，因为南海不仅地处重要的战略地位
而且马六甲海峡也邻近印度的安达曼群岛。随着“东进“步伐的加快，
印度也开始介入到南海问题中，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目的及其
政策已经越为明显。

3 我国南海问题解决策略思考和建议

3.1 冷战结束后我国的南海政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南海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南海周边国

家加紧了对南海诸岛的侵略，区域外大国又加紧对南海事务的渗透，
南海问题越趋于国际化。面对这么复杂的南海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这个时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的政策主要有：第一，改变了主权宣示的方式；第二，确立“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原则；第三，积极推进和有关南海争端方的双边、多边谈
判。

3.2 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考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原则采取了暂时回避主权问题上的

争论。这一原则不仅没能对主权问题进行解决，反而采取了暂时回避
的态度。第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考虑不周全且没有根本实现。首
先，中国 - 东盟合作的同时未把台湾考虑进去，边缘化台湾的同时，
也意味着大陆与其关系毫无进展，两岸的对峙局面对解决南海争端
极为不利。其次，“共同开发”一直未得到根本实现，多只停留在外交
说词层面，合作还只是少数国家之间存在的行为。

3.3 解决南海问题的建议
3.3.1 从本国入手，积极完善管理战略，多边协商与对话机制。
南海问题已日渐复杂，面对这种情况，我国不能片面的强调并满

足于“南海共识”，我国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而相应的进行改变，发现
自身的不足并加以完善，由原来坚决反对多边协商和谈判转为积极
参与东盟国家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对外联系机制，开始通
过多边主义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方
面第一，强化主权观念，增加忧患意识。第二，加快对我国领海基线勘
定的步伐。第三，加快落实南海行政建制。第四，统一我国海上执法队
伍并加强我国海上的执法力量。第五，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第六，和
台湾联合开发南海。

3.3.2 积极应对影响我国南海政策的各种因素
从政治上看，我国是个缺乏石油的国家，而作为我国重要邻居的

东盟是对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地区进行扼守的海上要道，从这方面
看，东盟对我国日后成为世界大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国应
该努力增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仅如此，我国和东盟也有经贸往
来，从这方面看，东盟对我国的经济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一些问题
上尤其是南海问题，使得我国和东盟之间还存在一些隔阂。我国有必
要加强和东盟的合作，以增强和东盟的友好关系。

4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目前的实力和建设的需要，分析了我国南海问题
的抉择因素，“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是我国解决南沙争
端的一项正确政策，最后总结了我国南海问题解决思考和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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