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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通道

对中国来说，南海的

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南

海不仅仅是主权问题，更

是中国的生命线。

中 国 的 东 边 有 牢 固

的美、日、韩同盟。 这个联

盟已高度制度化。2009 年

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鸠山

由 纪 夫 曾 寻 求 和 美 国 实

现较为平等的关系，不过

以 失 败 告 终 。 这 件 事 说

明，任何一个日本政府都

很难改变这一制度现状。

而天安舰事件之后， 美、

日 、 韩 联 盟 有 强 化 的 趋

向。

这 个 联 盟 对 中 国 意

味 着 什 么?其 一 ，中 国 很

难 通 过 东 边 成 为 海 洋 国

家。 其二，日、韩等国可以

通 过 联 盟 来 增 强 与 中 国

□郑永年

南海之争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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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谈判。例如日本近来决定把钓鱼岛等有争议的水域“国有

化”。其三，联盟也可以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美国在小布

什政府期间已经完成了亚洲“小北约”的布置，通过战略调整，大

大提升了其对界定的“敌国”进行打击的能力。

在中国的西南面，印度洋和中国没有直接通道，现在试图通

过缅甸来打通这个海洋通道。 这说明中国也几乎没有可能通过

印度洋成为海洋国家。

这里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其一，中国和缅甸的关系。 缅

甸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游走在中国、印度、美国之间。其二，印度

和中国的关系。 印度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 充满民族主义情

绪，其国内强硬派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 其三，

印美关系。 一旦美国视中国为对手，那么印度很容易倒向美国。

美印近年来的关系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惟一希望在于南海。 现在美国谈南海

航道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好像话语权在美国这一边。 实际上，这

应当是中国的话语权。无论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还是

一个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的大国， 南海航道的安全都影响到中国

的经济能否正常运转，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含义。
美国介入

南海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决定了这个问题只能控制和管理，

而不能解决。 因此，当年邓小平才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

现实主义设想。 在这个设想指导下，对于南海问题，中国和其他

相关国家在双边层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成效不大。

相关国家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动力与中国合作。原因很简单：

中国对这些国家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 这些国家认为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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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较之中国，可以说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小国。 小国就其本

能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单独面对一个大国，不管这个大国有多么

善意。因此，这些国家转向了多边主义。对它们来说，需要多边来

制约中国的行为。
尽管中国并没有考虑接受这方面的多边主义， 但仔细分析

起来，这样做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多边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但多边对所有相关国家都是一种制约。或者说，如果多边对中国

有约束，那么它对其他相关国家也有约束。 特别是，在双边解决

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多边关系就成为维持和平局面的有效机制。

除了“多边化”，有关国家也在努力使南海问题“国际化”，一

些国家(越南和马来西亚)已经把有争议的区域提交给国际法庭，

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介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中国当然也不希

望走这条路。

在双边解决不了，而中国又不接受“多边”和“国际化”的情

况下，就发展到了目前的“大国政治化”，即美国的介入。 “大国政

治化”一旦出现，就给南海局势注入了无穷的变量。

大国责任

对于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要防止中国

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

因而与中国周边国家结盟、构建亚洲“小北约”，南海、新疆、西

藏、台湾问题等等，都是美国制约中国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美国

也意识到，“帝国扩张过度必然加速衰落”。因而美国在巩固已有

同盟(如日、韩)的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是美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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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同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显然， 中国并没有接受或者相信美国对中国的角色定位

的变化。在中国看来，不管美国做什么，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然

而，很多人忽视了，只要美国对中国有利益需求，中美就有合作

空间。
美国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美国需

要中国的合作，没有中国的合作，代价会非常高。在朝鲜、中东等

一些重大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但在中国有关人士看来，这些问题仅仅是中美关系的一环，
而不代表中国的国际责任。没有来自中国的“真诚”合作，美国和

西方自然在这些问题上做不成什么事。这使美国人苦恼，尤其在

天安舰事件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并没有站在国

际主流社会一边。
中国在这些问题(尤其是天安舰问题)上的做法，当然有自己

的理由，但却被很多东南亚国家视为国际责任感缺失的表现，因

为这些都是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大是大非问题。

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尽管经济崛起，但在外交和战略等

方面，还没有通过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的“考试”———朝鲜

半岛问题解决不了，缅甸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试图走出一条和

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道路， 因此不想以西方的方式来干预朝鲜

和缅甸，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同时，人们也希望看到中国展现出

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实选择

现在美国开始介入南海问题。不过，问题并没有严重到一些

人所想象的程度。美国也知道，南海问题的“大国政治化”会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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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那些与中国没有主权纠纷的国家， 这些国家和中国已发

展出很深的经济关系———对它们来说， 中美两国的合作才符合

最大的利益，选择任何一边都会导致很多利益的流失。

对中国来说呢?中国的选择也不多，要么合作，要么冲突。 很

显然，合作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冲突。冲突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诉诸

军事手段。 客观分析，南海主权纠纷很难以军事手段解决。 无论

哪个国家取得军事上的优势，问题都不会因此而得到解决，可能

只是把问题以“历史仇恨”的形式推给了下一代。更为重要的是，

从现实层面来看，如果硬要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做一选择，很

多国家会选择美国。

多年来，中国尽了很大努力来建设中国-东盟关系，包括和

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诸多多边

组织。但中国仍未能在另一些方面深化与东盟的关系。美国和东

南亚在许多方面都有高度制度化的合作机制，而中国没有。中国

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不足。 例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和东南亚

国家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军事是否现代化， 而是中国的军事现代

化没有明确战略，或者战略不公开。

美国介入南海事务， 中国当然很生气。 但在国际政治舞台

上，情绪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

不管是否喜欢或者接受，中国在东南亚都面临严酷的现实，

对此，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理性是惟一选择。

与南海相关的国家无论如何行动， 只要美国没有明确自己

站在哪一边，这个问题就不会失控。因而管理和控制南海问题的

关键，仍是中美关系的处理。
（摘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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