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之举措
) ) ) 兼论其与越南海洋经济战略的关系

邓应文
*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 越南; 南海; 国际化; 海洋经济战略

[摘  要 ] 本文通过整理越南利用 201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 把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一系列举措, 以及越

南 2010年以来试图寻求外部支持的动向, 论证其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策略。指出越南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举措是近期

中越关系深层次矛盾处于微妙变动与复杂状态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原因。越南努力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是与其长期以来推行

的海洋经济战略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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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之

一, 也是中越两国关系中最大的症结点。自美国

2010年 7月 23日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

外长会议上宣布南海问题是其国家利益而高调介入

南海主权争端后, 南海问题国际化事实上已趋于公

开化与复杂化。中越南海主权争端问题由此更趋于

紧张敏感。不可否认的是, 南海问题日趋国际化,

致使中越两国关系中的深层次矛盾正发生微妙复杂

的变化。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 笔者认为, 这与

2010年越南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 采取

的一系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策略与举措有着密切

的联系。

毋庸置疑,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

土。但是, 包括越南在内的部分东盟国家却视其中

的一些岛屿为其所有而加以控制, 近年来他们更是

利用各种机会高调宣布其主权诉求。由于实力对比

悬殊, 越南等国家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无法单独

与中国抗衡, 为此, 他们都希望并迫切地需要彼此

联手甚至联合区域外的其他力量来对抗中国, 这就

是这些国家一直以来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根本

原因。在这一方面, 越南的表现尤为突出。事实

上, 近年来越南已经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列为其对外

战略的重要课题之一。越南是如何把南海问题国际

化的? 其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笔者拟通过分析

2010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在南海问题

上的一系列举措, 以及越南 2010年以来试图寻求

外部力量支持的动向, 论证其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

策略和意图; 同时结合越南长期推行的海洋经济战

略来分析其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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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越南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
机努力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越南于 1995年加入东盟, 15年之后的 2010

年, 越南第一次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这对越南的

外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在强化越南在东盟的

影响力、其致力于建构东盟共同体的政治安全
[ 1]
,

以及借助外力推进南海问题国际化等方面, 都是一

个难得的机会。事实上, 由于越南的努力, 2010

年在河内顺利召开了第 16次、第 17次东盟首脑会

议、第五届东亚峰会以及其他一系列会议。包括越

南在内的东盟国家都认为这几次会议取得了实质性

的成果。 2010年 10月 30日在河内召开的以 /从
愿景到行动: 迈向东盟共同体 0 为主题的第 17次

东盟首脑会议上, 东盟轮值主席、越南总理阮晋勇

在积极评价东盟首脑会议议题内容的同时, 宣布了

会议议题中有关东盟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共同观点,

即: 维持南海的稳定与和平是东盟及地区内外国家

的共同利益; 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国家承诺加强对话

与合作, 一致认为要在国际法特别是 51982年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6 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
争端; 东盟国家欢迎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

努力和贡献的力量。阮晋勇同时重申了尊重和有效

开展东盟与中国之间签订的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
( DOC) , 并努力将其提升成为 5南海各方行为准
则 6 ( COC ) 的立场。根据这一主导思想, 东盟和

中国应尽快协商实施办法
[ 2]
。

从表面上看, 第 17次东盟首脑会议议题与往

年相比没有十分明显的不同, 但是, 会议却首次把

南海问题写进了会议议题中。并且, 东盟国家在处

理南海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这一点值得注意。这是

以往东盟首脑会议中没有明确提出来的议题, 可谓

2010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后东盟会议的一

大突破。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东盟强调 /要在
国际法特别是 5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的基
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0, 以及 /欢迎为这一地
区的和平和安全作出努力和贡献的力量 0 这两点,

说明东盟国家已经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进程推进了一

大步, 由此也可以看出包括越南在内的部分东盟国

家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愿望和决心。

第 17次东盟首脑会议把南海问题写进会议议

题, 这与轮值主席国越南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实际

上, 在 2010年 7月南海问题正式被列为影响东亚

地区稳定局势的热点问题之前, 越南已经决心利用

轮值主席国的有利时机, 把南海问题列为一系列会

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以往的东盟首脑会议通常每年召开一次, 但

2010年却例外地分别于 4月与 10月召开了第 16

次、第 17次两次会议。

2010年 4月 9日, 也即第 16次东盟首脑会议

的次日, 越南总理阮晋勇会见国内外记者时被问及

本次东盟首脑会议能否就南海问题达成一个协议

时, 他回答说: /维护东海 (即中国的南海, 以下

同 ) ) ) 笔者注 ) 的和平稳定及安全是东盟和区域

内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最大的关心点。区域内有关的

国家制定了许多协议和合作机制, 以保证东海的和

平、稳定与合作,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 ( DOC )

就是其中的一个。东盟与中国已同意尽早召开会

议, 来讨论促进实施 DOC的办法。我们相信, 出

于维护地区稳定利益的善意, 各方将继续遵守和实

行 DOC以及 5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以维
持与促进东海的和平、稳定和安全。0 [ 3]

4月 10日, 越南的一篇题为 5越南决心推进
东海主题6 的文章就提到, 越南决心在这一 /热
点 0 地区正在发生剧变的背景下推进东海主题。
文章指出,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 将被列为第 16

次东盟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

一。文章也提到, 4月 6日, 大会发言人陈玉安在

回答 BBC的采访时说: /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
( DOC) 是关于和平、稳定和合作以及建立互信的

话题, 是所有国家关心的领域。这也是东盟实现共

同体的 14个优先领域之一, 因此越南将其列入第

16次东盟首脑会议各国领导人议事内容中。0 在被
问到 /本次会议能否把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
( DOC) 提升到 5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6 ( COC ) 0
时, 陈玉安回答说: / 5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6
( COC ) 是东盟与中国之间签订的一个文件, 它是

一个目标, 各国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0 该文
章还指出, 把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 和南海问题
写进会议议题, 是越南政府将南海问题国际化进程

中迈出的新一步。越南资深外交评论家阮玉常博士

指出: /从 2009年至今, 东海问题国际化的过程自

然而又合理。0 [ 4]
这些发言的一个重要背景是, 在 4

月 8日第 16次东盟首脑会议上, 越南千方百计要

把南海问题写进会议议题, 但由于遭到中国的坚决

反对而最终无法实现。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越南利用担任轮值国主席

之机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所作的种种努力。

此外, 2010年 10月 27日在河内召开的第 17

届东盟首脑会议之际, 东盟外长会议公布了 5东
盟关于南海海上救搜遇难船只和人员的合作宣

言 6。宣言的内容如下:

( 1) 鼓励各成员国指定有关部门成立救助指

挥中心或者相应机构, 以配合其他成员国的相应机

构, 保证及时救助遭遇海难的船只和人员。

( 2) 鼓励各成员国的救助指挥中心 ( R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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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应机构之间开通直通热线或其他各种正式通讯

渠道, 及时分享相关信息以及救难活动的经验。

( 3) 敦促各成员国迅速响应其他成员国救助

指挥中心或相应机构的要求, 尽可能根据自己海上

救难能力, 提供各种适合海上救难活动的设备。在

一成员国的领海或群岛内发生海难, 当遇难方求救

时, 救难国一方要取得遇难方所属国家的同意。

( 4) 鼓励各东盟代表机构给那些在未与之设

立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海域上遇难的成员国船只提

供帮助。

( 5) 促进各成员国救助指挥中心或相应机构

加强合作, 以提高海上救难能力。

( 6) 促进东盟与对话国以及有关国际航海组

织的合作以及信息共享, 加强东盟海上的救难

能力。

( 7) 强化并发展相互配合的区域紧密合作观

念, 确立地区政策, 完善活动机制, 健全通信系

统, 随时准备迅速有效地实施海难救助活动。

( 8) 东盟秘书处负责把各成员国救助指挥中

心或相应机构的名单颁布给各成员国。

这一宣言不损害和违背东盟成员国在符合国际

法时行使的本国权力和法律
[ 5]
。

以上宣言的八项内容具体而详细, 可以说, 这

一宣言是落实第 17次东盟首脑会议主题 /从愿景
到行动: 迈向东盟共同体 0 的一个组成部分。从
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有关东盟如何实施海难救助的

人道主义行动宣言。但是从本质上看, 这一宣言反

映了越南试图协调东盟国家在应对南海问题上的步

伐的意图。应该说, 这是越南一系列努力的结果,

也是越南总理阮晋勇提出的 /从口号落实到行
动 0 [ 6]

的倡议的体现。 2010年 7月 19日在河内召

开了关于东盟安全与政治一体化会议的第四次会

议, 大会发言人陈玉安会后对记者说: /各国部长
同意越南提出的关于海上救难合作的倡议, 各国部

长也欢迎越南提出的组织东盟各国安全机构最高官

员会议继续就这一倡议进行讨论的建议。0 [ 7]
这可

视为越南为促使东盟外长宣言出炉所作的重要动

作。在此之前, 在东盟首脑会议以及东盟外长和国

防部部长会议等一些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上, 还没有

正式文件提及南海的合作问题。越南作为轮值主席

国, 在推进东盟在南海问题的合作方面迈出了实质

性的一步。

二  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其他
举措

越南除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外, 还

通过其他多种方式突出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存在, 由

此达到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目的。其中, 加强与其

他国家海军的合作方面的举措尤为值得注意。

2010年 5月 11日, 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在出

席东盟国防部部长会议后答记者问时说: /我在会
上陈述了越南的国防政策, 目的是要与其他国家增

强合作。我们除了国内自身努力外, 关键而必要的

是与国外加强合作。越南的安全是东盟各国安全的

一部分。越南处于亚洲太平洋地区, 这一地区有着

航海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恐怖活动、

跨国犯罪活动、天灾、疾病等等问题。越南不能单

独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在尊重独立、主权、统一和

领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东盟以外

的国家的合作。0 在谈到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时他指
出, /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将会有新的进展, 双方将

在多方面进行合作。越南提议美国帮助越南培训军

队干部的英语, 开展医疗方面的合作, 排除遗留在

海上的炸弹, 为越南寻找失踪人员提供信息, 为越

南提供海上天气预报信息, 以使越南能预防和避免

可能发生的暴风灾难。0 与此同时, 在回答在建设

军队现代化、保证国家主权方面越南已经做了什么

这一问题时, 冯光青说: /我们向世界公开宣布要
建设一支革命的正规的精锐的以及逐步现代化的军

队。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们需要发展军事的潜力来

保卫我国领土安全与完整。我们有两个战略任务:

与各国建立合作关系; 建设强大的国防、军队, 以

更好地保卫祖国。0 [ 8]

5月 26日, 越南海军司令阮文献中将出席国

会会议,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 /越南海军正与其他
国家海军一道共同进行海上巡逻, 其目的是什么 0
这一问题时说: /近来越南海军根据多方化、多样
化和融入国际的指导方针, 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共

同海上巡逻及维护和平。与泰国进行了 20次海上

巡逻, 与柬埔寨的合作次数与泰国差不多, 与中国

有 9次。共同巡逻的最主要目的, 是通过共同演习

使各方互相了解并掌握对方的实际情况, 以加强信

赖关系。通过演习, 各层次的军官士兵互相接触,

不单高级军官, 年轻士兵也能相互接触, 这将促进

今后的友谊与海上和平。0 [ 9 ]

8月初, 美国航母 /华盛顿#乔治0 航行到距
离越南中部港口岘港 200海里的越南专属经济特区

时, 邀请了岘港代表团和驻地军队登舰参观。 8月

10日, 乘有 270名海军的美国 /约翰 # 麦凯恩 0
反导弹驱逐舰抵达越南岘港。这是该反导弹驱逐舰

首次访问越南, 在岘港停留了一个星期。美国该反

导弹驱逐舰在越逗留期间双方开展了搜救演习, 同

时进行了体育文化活动的交流。

尽管对于美国海军到越访问以及越美海军的互

动活动, 越南海军中将阮文献作了以下的解释: /年
初 ( 2010年初 ) ) ) 笔者注 ), 美国希望值纪念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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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军事外交交流 15周年之际派美国军事代表团访

越, 我们同意了该建议。-约翰 #麦凯恩 . 反导弹驱
逐舰抵岘港访问是双方以前已经协商好的交流内容

的一部分0, 但是, 正如 /约翰 #麦凯恩 0 反导弹
驱逐舰的指挥官中将 Feffery K im对这一次访问越南

所作的评价: / -约翰 #麦凯恩 . 号这一次的到访,

对越南来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充满希望的事

件0, /这次访问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做这样的评
价: 即它为美越关系开拓了前景。两国关系长期来

得到了发展, 但它的新的潜能非常大, ,0[ 10]

如上所述, 越南加强与外国海军合作的目的首

先是为了利用外国的海军技术增强自己的力量, 其

次则是通过与外国海军及共同进行海上巡逻及军演

来显示自己在南海的存在分量。通过与外国军事力

量的合作, 可以自然地把地区内外的军事力量引进

来, 从而引起外部的关注, 达到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的目的。

此外, 为了把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 越南与
在同样南海主权问题上有争议的国家菲律宾于

2010年 6月 10日签订了 5南海渔业合作协定 6。
一篇题为 5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内部加强了合作:

越南与菲律宾签订了渔民互助协议6 的文章就此
作了分析: 两国将根据双方关于渔业合作的协定,

开展在开发养殖水产方面的合作, 相互给海上渔民

以及海上救难活动提供帮助。,,最近一段时期举
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 越南也努力把其国际化或把

南海主权争端问题在区域各种论坛上提出
[ 11]
。

不仅如此, 越南最近宣布了对外开放南部重要

的海军港口金兰湾的消息。 2010年 10月 30日,

在结束东盟第 17次首脑会议以及其他有关会议时,

越南总理阮晋勇宣布: 越南将在金兰湾建设一个为

越南海军服务的综合性服务中心, 这一中心也将为

世界各国海军 (包括潜艇在内 ) 提供服务
[ 12]
。消

息公布后, 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震动。越南明

确表示, 金兰湾将向世界所有国家的海军提供后勤

技术服务, 这意味着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可以来往进

出于该港口。众所周知, 金兰湾是位于越南南部面

临南海水域的一个天然良港, 越美战争时期美国将

其建成军事港口, 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越美

战争结束后, 前苏联海军进驻, 金兰湾成为前苏联

在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 在冷战时期发

挥了重要作用。前苏联海军 2002年撤离金兰湾之

后, 外国海军是否进驻金兰湾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备

受人们的关注。越南最近宣布金兰湾将建设为对外

开放的港口, 自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各种猜想。

根据越南总理阮晋勇批准的 2020年至 2030年

金兰湾国际航空港湾的建设规划, 金兰湾国际海港

将服务于区域内的国际航班以及连接北部湾 ) 越南

中部 ) 南部的航班。至 2020年, 预计金兰湾将建

成 4E级国际航空港、 I级军事机场, 可以接纳

A320、A350、B7772200ER类型的飞机, 最多可以

接纳 27架飞机、 2785名游客, 年接纳客流量为

550万人, 货物量为 1万吨
[ 13]
。

另外, 越南国防部部长冯光青 2010年 11月 6

日在越南国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越南将把金兰
湾建设成为服务于世界所有国家海军 (包括舰艇

在内 ) 的综合服务中心。这一中心将服务于越南

海军, 但也服务于世界上所有遵守越南管理规则并

需要海军技术后勤以及经济船只服务的国家。但

是, 该建设尚处于计划投资阶段, 初期阶段必须雇

佣俄罗斯的技术专家帮助建设技术后勤服务的

工厂。0 [ 14]

对越南把金兰湾建设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性

海港, 可以作如下读解: 越南由于自身海军力量的

薄弱, 需要借助国外的力量, 把金兰湾建设成为现

代化的海军基地, 以达到加强越南海军建设的目

的。同时, 开放金兰湾可以使更多国家的军事力量

自由往来于越南南部水域, 从而达到促进海军力量

发展, 同时加强海上经济能力, 最终把南海问题国

际化的目的。

为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越南还把与中国在南海

问题上的争议向外公布, 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国家地理测绘局在 /天地图 0 网站
( www1 t ianditu1 cn和 www1 ch inaonmap1cn ) 开通了
世界地图的直通服务项目, 其中标有中国南海水域

分界线的九段线, 线内包含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越南认为九段线的标识包括了越南的两大群岛和领

海。为此, 2010年 11月 5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提

出了抗议, 指出: /中国国家地理测绘局的这一做
法严重侵犯了越南对长沙群岛、黄沙群岛 (即中

国的南沙群岛 ) ) ) 笔者注 ) 的主权, 越南对大陆

架的国家谈判权和两百海里经济海域的主权, 违反

了 5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违反了东盟与中
国之间签订的 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6 ( DOC ) 的精

神。越南反对中国的这一做法, 并要求中国尽快删

除上述违背越南对长沙和黄沙群岛以及越南海域主

权的内容, 遵守两国领导人关于维持和平、稳定、

不把南海争端扩大化和复杂化的共识。0 [ 15]

如上所述, 2010年以来, 越南利用各种机会、

通过多种方式, 特别是通过扩大海军与国外海军的

合作、将金兰湾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军事基地等行

动, 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三  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其海洋
经济政策

为何越南不懈地主张其对中国南海的西沙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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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沙群岛的主权? 为何其在自身力量难以与中国

抗衡的状况下仍极力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这除了与

其重视南海的经济与军事价值有着密切联系外, 还

与其长期以来实行的海洋经济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

关系。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越南国家统一以后越

南共产党召开的历届党代会上, 看出海洋经济在越

南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1975年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随后越南共产

党和政府便致力于发展海洋经济, 提出许多重要的

主张、政策和办法, 以加强国家对海洋的管理与建

设, 同时希望通过在海上建立起强大、稳固的军事

力量, 达到在保卫其海洋权利的同时发展海洋经济

的目标。

1976年越南召开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党代会。

会议决议提出一个在当时来说是新的经济任务, 即

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决议提到: /把全国分区规
划生产以发展各地区的经济, 即把全国分为: 平

原、中游地区、山区地区和海洋地区 0, /把我国
的海产业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 0, /发展
海洋运输船业0, 提出 /年捕鱼量 100万吨0 的具
体生产指标

[ 16]
。

对于一个连续不断地经历了 30多年战争的国

家来说, 刚取得统一便立即提出发展海洋经济的主

张, 可见发展海洋经济对其经济建设来说是何等的

重要。从这一点也看出, 越南国内很早就发展海洋

经济取得共识。

1982年越南召开越南共产党第五次党代会。

会上提出发展和保卫国家的三大目标: 增强生产,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改造南方的社会主义, 巩固北

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全国实行社会主义, 坚决

保卫社会主义国家
[ 17]
。这一时期的海洋经济, 特

别是水产业和航运交通业在越南经济领域占有重要

位置。

20世纪 80年代前中期, 越南经济十分落后,

国内物资严重匮乏, 生产资料几乎完全依赖前苏联

的进口发展经济以保障民生已经成为当时国家的首

要任务。面对这一严峻的状况, 越南开始了革新的

时代。

1986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党代会提出

了 /革新0 路线。这是越南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
的转折点。 /革新0 给越南各方面的发展注入了活
力, 带来了巨变, 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显

著。这次党大会提出: /我国有陆地和宽阔的海
洋。我国有能力发展渔业、海上运输交通, ,经济
与国防相结合, 确立发展海洋经济为我国最优先发

展的经济行业。海洋经济是食品、消费品和出口商

品三大经济支柱的一个组成部分
[ 18]
。

在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上, 越南政府第

一次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同步进行、

互相促进的主张, 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的

具体内容, 可见越南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步伐在当

时已经相当的清晰化。

1987年 11月 30日召开的第六届越南政治局

第一次会议作出了对越南总体海洋战略具有重要意

义的决议, 即 5关于保卫越南对黄沙群岛和长沙
群岛的主权的决议6 ( 06 /NQ /TU )。决议重申了黄

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 强调

它们在越南建国和卫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意义, 以

及在越南国防、安全和海洋经济中的重要位置, 因

而越南要保卫长沙群岛, 越南的军队要经常出现在

南海中
[ 19]
。

1988年, 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发生了海上武力

冲突。这对于越南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为此,

越南愈加确定了南海对其国防和战略的重要性。

1989年越南增加了原油这一具有战略价值的物资

的出口。原油的出口使越南开拓了一个重要的经济

收入来源, 原油出口在其 GDP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与中国发生的海上武力冲突以及原油出口带来的经

济收入, 更加坚定了越南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心。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越南的海洋经济战

略更进一步具体化, 明确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来巩

固和保卫其国防的方针路线。

1991年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通过 /至
2000年发展海洋经济和保卫海上国家主权 0 的指
导路线, 其指导方针是 /逐步全面开发海上的巨
大潜力, 发展岛屿经济, 作领海和大陆架的主人,

实现对海岛海洋经济特区的主权 0。越南 /七大 0
政治报告还提出: /综合开发海洋经济, 包括养

殖、捕鱼和海产加工等领域, 特别是各种有出口能

力的、与开发、保卫国家海域相关联的商品。0 [ 20]

此次会议确定了越南将发展经济与国防建设、海上

安全紧密结合的长期战略方针的基调, 提出了有关

海洋政策和国家管理海洋的新观点。自此之后, 越

南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更加清晰。

为进一步落实上述第七次党代会的路线方针,

1993年 6月 5日, 越南共产党第七届中央政治局

会议提出了 5关于最近数年发展海上经济任务的
决议6 ( 03 - NQ /TW )。决议提出: /我国的地理
位置和特点以及地区的复杂背景, 决定并要求我们

必须把加强发展海洋经济与增强保卫主权和国家利

益的能力, 以及保卫海上资源、生态环境、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海洋经济国家等结合在一起同时进

行 0; /把我国建成一个海洋经济强国, 是出于建

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需要, 是我国客观条件的

需要。0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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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的发展海洋

经济战略明确提出把越南建成一个海洋强国的目

标, 与 1976年提出的 /发展海洋地区经济0 的目
标相比, 可谓更清楚地显示出越南发展海洋经济思

路的质的飞跃。

1994年 6月 23日, 越南国会批准了 5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1996年越南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党代会。大

会在落实第七次党代会决议的任务方向、总结巩固

发展海洋经济、增强海上国防安全和坚决保卫海上

主权和国际利益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强调

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 提出了以下具体目标和任

务: /结合国防安全, 尽可能地开发海洋潜力和海

域、沿海优势; 建立海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

形成具有扩建和新建海港, 特别是集大城镇、工业

区、出口保税区、旅游和贸易区于一体的海洋经济

中心、深水港口经济区系统; 发展各个沿海经济走

廊 0; 明确了 /海域和沿海是经济和国防安全的战
略要地, 这些海域和沿海有着许多发展的优势, 是

国家促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的重要窗口 0
[ 22]
。同

时, 大会还提出当年海洋经济的具体指标: 海产品

产量达 1, 600万吨, 出口海产品 10 - 11亿美元,

开采原油 1, 600万吨
[ 23]
。

把 1996年越南共产党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海

洋经济发展目标及任务与 20年前 1976年第四次党

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相比较, 单是海产品产量这一

项就增长了 16倍, 可见其海洋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1997年 9月 22日越南中央政治局颁发了 5关于
根据农业现代化方针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的指示6。

2001年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

2001) 201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第一次明确提

出关于发展海域和海岛经济的特别项目, 即 /建
立海域和海岛经济的发展战略, 发挥 100多万平方

公里大陆架的特殊优势, 同时加强基础调查, 为各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信息依据; 促进海产的养

殖、开发和加工; 促进原油的勘探、开采和加工;

发展海上运输; 扩大海上服务网络; 保护海上环

境; 加强出海和海上的自主权; 综合发展海洋和沿

海经济, 开发各海口海港的区域优势以建立经济高

速发展区, 促进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 在一些岛屿

建立后勤根据地以便出海; 把发展海洋经济与保卫

海域安全紧密结合起来0 [ 24]
。从越南的 2001) 2010

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可以看到, 这一时期的经济

战略深化了海域海岛经济的具体战略目标。这是越

南把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充分全

面地表述出来。

2006年越南共产党第九届党中央委员会政治

报告中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内海洋经济的指导思

想、路线和任务目标, 即 /发展海洋经济, 建立

和实施全面的、有重心重点的海洋经济战略, 把发

展经济与保卫国防、安全和国际合作紧密结合在一

起, 早日把我国建设成地区的海洋经济强国; 系统

地发展海港、海运、原油开采、海产加工业和航海

业务; 加快促进开采、海产加工业的发展; 加快发

展一些沿海和岛屿的经济区建设 0 [ 25]
。

2007年 2月 9日第十届越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 ( 09- NQ /TW ) 通过了至 2020年

越南海洋战略, 其总体目标是 /至 2020年, 努力

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 依海富国 0 [ 26]
。同年 5

月, 越南颁布了 5政府实施第十届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至 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的行

动章程决议 6 ( 27 /NQ - CP)。其中明确了至 2020

年越南海洋战略, 提出了海洋经济领域的任务是:

/全面建设和发展经济、社会、科学技术, 加强巩

固我国的国防安全, 坚决维护独立以及海上主权、

海域及大陆架的谈判权, 依海富国强国, 保护海洋

环境, 为 2020年海洋和海湾经济发展占全国 GDP

的 53% - 55%的目标而努力 0; /着重发展有潜力
的海洋经济领域: 航海 (海港、海港服务、海

运 ) , 海上资源的开采和利用, 海产的开发、养殖

和加工, 海上旅游业和岛屿经济。着重调查全部的

海域; 做好有关海域谈判、解决海上争端的工作,

与周边国家划定海上边界线。加强海洋国际合

作。0 [ 27]
进入 21世纪以后, 越南发展海洋经济的策

略更加清晰化, 依海富国、发展海洋经济与保卫国

防相辅相成。

以上回顾了越南自 1975年国家统一以后 30多

年来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从

越南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来看, 发展海洋经济

与保卫国防是一体的。发展海洋经济为国防服务,

这可以说是越南的长期国策。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

出, 在自身力量难以与中国抗衡的情况下, 越南努

力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就是其一个自然的, 也是必然

的选择。

四  小结

本文论述了 2010年越南利用担任东盟轮值主

席国之机, 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一系列动作, 指出

这是近期中越关系深层次矛盾处于微妙变动与复杂

状态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越南努力把南海

问题国际化与其长期以来推行的海洋经济战略中发

展海洋经济与国防战略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是紧密相

连的。

越南 201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取得了其预

期的效果。它不仅促使东盟在 2010年中召开了东

盟以及与东盟有关的各种会议、论坛, 还通过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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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俄罗斯等区域外大国拉进参与东盟外长论坛而

巧妙地推进了东盟的大国平衡政策。通过担任轮值

主席国, 越南提升了自身在东盟的影响力。越南近

期的一连串动向还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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