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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也称南中国海，是世界第三大海，所属的东

沙、西沙、中沙、南沙等4个群岛，统称为南海诸岛。南海

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北靠中国华南沿海大陆，东

临菲律宾， 西濒越南和马来半岛， 南连马来西亚和文

莱。 南海海域总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域内包括海上

通道、岛屿、海峡水域。南海地区北有台湾海峡，西南有

马六甲海峡，连接西北太平洋和印度洋，形成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的海上要道。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尤

其是油气资源储量巨大。冷战时期，东南亚是美国和苏

联争霸的重要目标之一， 南海地区一度成为冷战的前

沿阵地。冷战结束后，周边国家不顾南海诸岛自古就是

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抢占岛礁，开采油气。 美国、日

本、 印度等国乘机挑拨离间， 使这一地区矛盾冲突加

剧。 研究南海周边安全形势，把握斗争策略，既十分重

要，也十分迫切。

南海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 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在南海航行，
发现一群珊瑚岛礁，这就是今天的南沙群岛。 三国时

期 ，万 震 所 著 的 《南 洲 异 物 志 》和 康 泰 所 著 的 《扶 南

传》，都有关于南沙群岛地貌特征的记述。 唐代以后，
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到达这一带海域从事捕捞活动，中

国历代政府也随之对南沙群岛进行管辖。
明朝建立以后， 政府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

的措施， 推动了明初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 到永乐年

间，造船业和航海业达到鼎盛时期，为南下西洋提供了

物质条件。 1405年，郑和舟师扬帆远航，揭开了七下西

洋的序幕。至宣德八年（1433年）闰十二月初九，郑和共

7次率部远航，历时28年。 中国战船在“鲸波接天，浩浩

无涯”的南沙群岛海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沧溟

十万余里”，“若履通衢”。 郑和下西洋取得的成就是多

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航海方面。 在南沙群岛，郑

和对地理环境进行核治、定位和命名，使中国政府对南

沙群岛的主权得到实质性的佐证， 巩固了对南沙群岛

拥有的主权。今天南沙群岛中的郑和群岛，就是为纪念

郑和的航海业绩而命名的。当时，南沙群岛周边国家没

有远航能力，不可能发现南沙群岛的诸多岛礁，更谈不

上拥有主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南海诸岛主权屡受侵犯。中国地方政府和一

南海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刘志青

西沙石岛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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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爱国知识分子为维护南海诸岛主权， 以各种方式进

行了长期的斗争。 1933年7月，法国非法占领南沙群岛

中的9个小岛。此事件加速了中国政府对海域主权范围

的界定及地名公布等工作。1934年12月，水陆地图审查

委员会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礁的中英文地名。1935年4
月，该委员会正式公布并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详细

标注了南海132个岛礁沙滩的名称和所处经纬度。1936
年，白眉初编写的《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以断续国

界线的方式标明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

中沙群岛）、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强占了中国南海诸岛。

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原则，中

国政府正式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1946年10月，中

国海军在上海成立“前进舰队”，前往西沙群岛、南沙群

岛接管主权。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海军副武官林遵上

校受命担任“前进舰队”指挥官。1946年10月29日晚，由

护航驱逐舰“太平”号、猎潜舰“永兴”号、坦克登陆舰

“中建”号和“中业”号等4艘军舰组成的“前进舰队”，在

林遵率领下，从上海吴淞口出发。11月4日，抵达广东珠

江口，广东省接收专员、省府委员肖次尹和顾问麦蕴瑜

一行人上舰。 11月9日，舰队到达海南岛的榆林港。 之

后，舰队分为两队，林遵亲率“太平”、“中业”两舰奔赴

南沙群岛，副指挥官姚汝钰率“永兴”、“中建”两舰前往

西沙群岛，行使收复使命。 因受气候影响，林遵两次出

航都被风浪压回，最后决定改向西驶，走从越南岘港转

向南沙群岛的航线。12月12日晨，“太平”舰发现一座覆

盖着浓密植被的低矮陆地礁盘。 经实地勘验和对照海

图，确认这就是南沙群岛的主岛———长岛。 此时，日本

侵略军早已逃之夭夭，林遵带着“太平”舰舰长麦士尧

等十几名官兵乘艇上岛。 官兵在码头摧毁刻有日本国

徽和“大日本帝国”字样的石碑，换上随舰带来的刻有

“太平岛”字样的主权碑，并在碑前举行了简短而隆重

的升旗和主权接管仪式。随后，“中业”舰舰长李敦谦又

将“中业岛”主权碑立在南沙群岛第二大岛铁畸岛上。
林遵还将太平岛以东约7.8海里外的一圆形珊瑚礁以

李敦谦的名字命名为敦谦沙洲， 用该舰副舰长李鸿庥

的名字将太平岛以南13海里的一海岛命名为鸿庥岛。
这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

了《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 同年，出版《南海位置

略图》，标明南海海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

岛、南沙群岛，都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在南海诸岛四周

画有11条断续国界线。1948年，内政部方域司司长傅角

今主编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及附图《南海诸岛位

置图》公开出版，成为官方最早正式公开标示南海断续

线的地图。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郑重宣布拥有南海诸岛

主权。 1951年8月15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

恩来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

明》中指出：“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

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 ”1992年2月

25日，中国政府公布《领海及毗连区法》，重申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中沙群

岛、 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

屿。1998年6月26日，中国政府公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法》 第十四条指出：“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

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按照国际通行的岛屿制度

方案，中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海域面积约为187万平方公

里，此外还可划面积约123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
新中国出版的中国地图， 对南海海域基 本 沿 袭

194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及附图《南海诸

岛位置图》，但在具体标绘上稍有变化。1954年，新华地

图社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取消了海南

岛同越南海岸间的2段断续线，并在台湾和琉球群岛之

间增加1段断续线，形成南海9段，东海1段的断续线。但

是，绘制者并未说明为何减去南海的2段断续线。 1959
年，国务院组织外交部、公安部、内务部、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部测绘局等单位编制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

界地图集》（内部版），将南海断续线标注为“目前我国

公开出版地图上的断续国界线”。 1962年，地图出版社

出版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挂图，确认南海断

续线为9段。同年，外交部批准该图为标准国界线样图。
此后，上述基本画法一直沿用至今。 1983年，中国政府

正式出版1∶600万《南海诸 岛》图，同 样 采 用 了 上 述 画

法。

南海问题的现状

20世纪60年代之前，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基本

未受到严重挑战。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组织了一次

南沙卫士。

SJ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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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海到南海的科考活动。 一位美国科学家对东海和

南海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惊叹不

已，惊呼这一海域为“第二个海湾”。此后，东海、南海的

不少周边国家都陆续提出主权要求， 尤其是一些东南

亚国家，甚至开始出兵抢占南沙群岛的岛屿。至1973年

8月底，南越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

屿。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武力回击，使南越老

实了一阵子。20世纪80年代，南海的丰富资源被更多的

国家觊觎，一些岛礁逐步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国侵占。 这种“渐进式”的过程，大体上是以舆论造势、
外交试探再到驱逐中国渔船、 实际控制周边海域的方

式进行的。
截至2000年， 在南沙群岛较大的52个岛礁中，中

国仅控制9个（其中太平岛礁由中国台湾控制），越南

在南沙群岛抢占岛礁29个，菲律宾抢占岛礁9个，马来

西亚抢占岛礁5个。 按照这些国家政府宣布的领海、大

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范围，越南侵入中国断续线内海域

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菲律宾可达41万平方公里，马

来西亚可达27万平方公里。 印度尼西亚提出以纳土纳

群岛为基线，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也进入了中国断续

线以内。 文莱单方面声称的专属经济区，侵入中国断

续线内约3000平方公里。 截至2005年，中国在南沙群

岛仅控制8个岛礁（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其他44
个岛礁基本上被周边国家瓜分。 其中，越南29个，菲律

宾10个，马来西亚5个。 此外，越南仍对中国实际控制

下的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 南海一些较小的岛礁，
也有许多处于他国的控制之下，“九段线” 已名存实

亡。 这样，在中国南海岛礁争夺中，主要有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中国，加上中国台湾，共四国五方的争

议。 在中国南海海域争夺中，涉入的国家更多，形成了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中国，加

上中国台湾， 共有六国七方的争议。 截至2009年，越

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已在占据的岛礁上扩展建

设，以逐步实现“驻军常态化、工事永久化、阵地纵深

化”。 它们改变抢占岛礁扩大“主权”范围的政策，转为

以军事控制、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并重的方式强化对

南沙群岛的“有效占领”，企图谋求对南沙群岛“主权”
的合法化。

最新油气勘探显示，南海海域有24个含油气盆地，
估计油气储量约420亿吨。 其中，中国断续线内的石油

储量约295亿吨，天然气10万亿立方米。 2004年7月，中

国政府批准开采南海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主要集中于

北部大陆架。 南海南部石油大部分都沉积在靠近周边

国家的大陆架上， 如果按照大陆架的原则来确定石油

资源的归属权，中国并不具有优势。如果按照断续线的

法律地位， 中国则可以拥有对断续线内海域油气资源

的勘探开发权。截至2006年，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国通过国际招标， 先后吸引60多家外国石油公司参与

南海开发，钻井600口以上，每年开采石油超过5000万

吨，相当于中国大庆油田的年产量。 其中，马来西亚在

中国断续线内开采的油田达18个， 很多油气井已深入

断续线内100海里。越南同50多个外国石油公司签订30
多份合同，在南海的年采油量达1100万吨。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不

仅物产丰富，岛屿众多，而且有可观的海底矿藏。其中，
磷矿的储量就达25万多吨， 超过了世界著名磷矿产地

智利、秘鲁和整个非洲的总和。
从1997年6月开始，马来西亚海军舰船对南海的侦

巡范围扩大至北纬8度以北海域，空军飞机亦频繁到它

所占岛礁及“专属经济区”侦察巡逻。 自1998年派兵侵

驻榆亚暗沙和簸箕礁后， 马来西亚在南沙群岛东南海

域的防御已基本成为一个整体，可控制南沙群岛约1/4
的海域。

菲律宾不断增派舰艇、飞机到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

黄岩岛海域进行“主权”巡逻，拆除和炸毁中国设在无

人礁滩上的主权和考察标志物，划定外国渔船“活动禁

区”，肆意扣押中国在南沙群岛和黄岩岛海域作业的渔

船，并派舰艇“坐滩”南沙群岛仁爱礁，对黄岩岛进行实

际控制等。至2001年，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大

队接替海军建筑部队驻防南沙群岛， 在已占岛礁增建

雷达站、机场等设施，以确保能在两小时内将增援部队

部署到预定岛礁。
越南加强对南沙群岛海域的管控， 保持不间断的

军事存在，经常围捕中国作业船只，驱赶中国科学考察

船，极力拉拢美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参与对南沙群岛部

分海域的投资开发，以形成掣肘中国在南沙群岛活动

的联合阵线。 2007年3月下旬，越南军政部门派出多个

高级代表团赴南沙群岛岛礁慰问、视察，人员规模和

持续时间均超过往年。 此后，越南海军又在西沙群岛

以西和北部湾口以南海域，阻拦和驱赶中国正常作业

的“奋斗”-4号勘察船。 11月7日，越南不顾太平岛长期

由中国台湾行使管理权的事实，竟然抗议中国台湾在

太平岛兴建机场。
南海航运条件好，适宜大型舰船活动。东沙、西沙、

中沙和南沙群岛，是南海上的重要立足点，可有效监控

该海域和诸多重要国际航线。 南海海域是重要的国际

航运通道，巴士海峡、龙目海峡、马六甲海峡等构成了

全球仅次于地中海的第二大海上通道。其中，最具战略

影响力的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 该海

峡全长约600海里，沿岸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

西亚等国家。 每天有200艘以上的货轮进出马六甲海

峡，其中载运的石油绝大多数运往中国、日本和韩国。
从南下印度洋的方向看， 几乎所有通过南海的空中和

海上航线都要通过南沙群岛。 随着中国石油进口总量

和对外贸易额的激增， 每年至少有80%的石油运输和

70%的外贸运输需要航经南海。 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地

区相关航道安全与否， 直接影响到中国海上贸易航线

和能源运输是否安全。但是，马六甲海峡是全球海运案

件的高发地区，海盗组织严密，分布甚广，装备有高速

快艇、自动化武器、无线通信设备、先进的导航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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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现代化设备。1998年11月，香港“长胜”号货轮在

南海被海盗劫持，船上23名中国籍船员全部被杀。1999
年，在南海发生的“天裕”、“宏鹏”轮被劫案件，两艘船

和34名船员下落不明。 1999年， 全球共发生海盗案件

285起，其中在南海海域就发生158起，约占55％。 2000
年，在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发生海盗案件141起。 从1984
年至2005年，全球3700多起海盗案件中，有500多起发

生在马六甲海峡，约占全球海盗案件的13.5%。

南海问题的各方主张

从传统国际法准则看，国家领土的取得有先占、割

让、征服、时效、添附等5种方式。 就南海诸岛的具体情

况而言，只能因为先占而取得。 所谓“先占”，一是首先

发现，二是有效占领。 就“发现”来说，中国可以追溯至

2000年前。就“有效占领”来说，中国也拥有足够的历史

证据。尽管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的国家不承认，但却拿

不出更充分的历史证据。从现代国际法看，最具权威的

海洋法法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特别指出，在划定

领海界限时，可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采

用与公约的一般规定不同的方法。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方针，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

倡导和谐世界。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愿意同有关国家根

据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 通过和平谈判

妥善解决争端。 中国政府处理南海问题的主导思想是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1997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政

府首脑协商，发表中国与东盟《联合声明》，希望确立和

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原则和目标。2000年底，中越在北京

签署《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定》和

《渔业协定》，希望缓和北部湾的海域争端。 2002年，中

国与东盟签订《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希望妥善解决各

方矛盾。 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组

织， 希望与东盟建立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

系”。 2005年，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签署《三方联合海洋

地震工作协议》和南海合作勘探协议，希望改善与它们

的关系。为落实上述重要文件的要求，中国与东盟还签

署了《东南亚无核区条约》、《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等一系列文件。 所有这些

文件的签署，均致力于加强彼此联系，妥善处理南海问

题，拓展经贸合作空间。2007年是东盟成立40周年和东

亚合作1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时刻，中国和东盟分别

举行了一系列重要活动。 为了借此契机推进经济合作

与发展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相继出席不同

级别的会议及活动，并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从2007
年1月起，中国按照与东盟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对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6
个东盟成员国开始降低关税。中国的上述努力，试图使

南海地区的矛盾和斗争得到缓解， 但是无法改变周边

国家的根本立场。
越南带头在南海抢占地盘，不断加强政治造势。1998

年9月，越南首次公开发表《越南国防白皮书》，强调南

海争端是越南安全所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潜伏着冲

突危险”，叫嚣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越南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是年底，越南政府组织召开的“面向21
世纪海洋发展战略研讨会”， 重新划定国家海洋战略

防御区，将越南领海划分为以姑苏群岛和白龙尾岛为

中心的北部防御区、中部沿海各岛礁区、南沙群岛油

气资源防御区和西南海域防御区。 2007年4月，越南在

南沙群岛的占领岛礁成立“长沙县”，划定行政管辖区

域。
菲律宾政府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诬蔑中国“推

行海上霸权主义”。 它利用国际、地区会议和领导人出

访等场合，推动南沙群岛问题国际化，极力拉拢美国、
英国、日本等大国介入南沙群岛问题。 1998年，菲律宾

在东盟部长会议上牵头起草《南海行为准则》；1999年，
重新绘制菲律宾地图，公然将距它沿岸200海里内的南

沙岛屿全部列入自己的版图。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

利兹公开宣称：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是地区安全的“首要

问题”，而且“正在向菲律宾步步紧逼”。为此，菲律宾要

“在国际论坛上，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解决南沙群岛争

端，迫使中国拆除美济礁上的永久性建筑物”。
马来西亚利用与南海接触面宽的优势， 希望通过

不断抢占小岛礁实现“主权”要求。20世纪90年代初，马

来西亚将抢占的南沙群岛弹丸礁开辟为旅游景点。 为

了向国际社会宣示它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不断组

织意大利、日本、瑞士等国游客赴弹丸礁观光旅游。 为

了争取美国的支持， 马来西亚对美国的南海政策态度

暧昧，立场摇摆。
印度尼西亚为“平衡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主张

由美国出面调停南海争端。1998年，印度尼西亚抛出解

决南沙群岛问题的方案， 建议由美国出面协调联合开

发南海，构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开发格局，借此牵制

矗立在西沙首府永兴岛上的西沙工委办公大楼。

SJ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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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国家。
美国以维护亚太地区安全和保护其“航行自由”为

名，由“保持中立”和“不介入”转为“介入但不陷入”的

立场，并明确偏向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东盟国家。为实

现建立“美国治下和平”的战略目标，美国把主导亚太

地区的安全事务视为称霸全球的重要环节， 不断调整

南海政策。“美济礁事件”后，美国政府即向有关国家承

诺，“一旦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动武， 美国将会出面

制止”。美国声称，“对于南中国海任何有悖于国际法的

无理要求或海洋活动限制，它都将严重关切”。 美国驻

太平洋部队司令布莱尔等军方高层人士也多次扬言，
“南海争端涉及国际航运自由”，美国“将扮演积极干预

的角色”。 1998年底，美国众议院议员罗拉巴克尔公然

站在菲律宾针对南沙群岛美济礁的政策立场一边，亲往

该礁进行空中巡视。此后，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

主席专门就南沙群岛问题抵菲律宾访问， 甚至支持菲

律宾提出的关于召开“南沙群岛索要国会议”的建议。

1999年，美国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说，南海问题涉及

所有与会国家的利益， 美国对南中国海日益紧张的局

势十分关注。 如果听任这一争端产生连锁反应并可能

造成更严重后果的话，所冒的风险太大，因此“美国不

能袖手旁观”。美国第七舰队前司令居然宣称，“南海是

国际水域， 不是中国或者菲律宾可以宣布拥有所有主

权”的，美国最重要的是保证在该水域包括泰国、马来

西亚、日本等国的船只能够安全经过。美国太平洋总部

前司令普理赫曾扬言：“南海领土争端涉及国际航运自

由”，美国“将扮演积极干预角色”。 2001年7月，美国国

务卿鲍威尔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美国是一个太平

洋国家，未来也将继续在政治上、外交上和驻有美国军

力的情况下，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任何人都不应怀疑

此事。 ”由此表明，南沙群岛问题已成为美国介入亚太

事务的借口之一，未来南海若发生危机，美国势必寻找

借口进行干预。
日本在政治军事大国的野心驱使下， 千方百计插

手南海事务。 1997年6月签订的《新加坡日本美国防卫

合作指针》，1999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的 《周边事态法》
等相关法案， 都确立将日美军事合作范围扩大到包括

台湾海峡和南海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
印度从跻身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出发， 对南海表

示十分关注。 1996年，印度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极力

鼓吹“中国威胁论”。 2000年4月19日，《印度快报》公然

宣称：“从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国海， 但凡其目力所

及之处，印度海军都想君临其上。 ”

中国面临的挑战

为了抢占南海， 周边国家连年增加军费， 扩大海

军、空军，发展武器装备，抓紧战场建设。美国、日本、印

度等国趁火打劫，以签订军事协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等方式，加速军事渗透，竭力遏制中国。
越南不断增加军费，加强战场建设和海军、空军

建设。 2004年，南沙群岛南威岛机场完工。 2005年，南

沙群岛长沙岛机场完工。 从2006年起，越南在南沙群

岛抢建卫星通信和移动电话网。 21世纪初，越南计划

以10年期限，将海军兵力增加到7万人至10万人，空军

着重发展具有远程作战能力的对地、 对海打击力量。

2007年，越南投入38亿美元建造约40艘超过400吨排水

量的军舰， 建设大型军港， 更换远程对海警戒雷达

等。 越南还斥巨资加大从俄罗斯引进武器装备的力

度，多次购买苏-27歼击机和苏-30多用途战斗机，接

收12套S-300防 空 导 弹 。 还 计 划 从 俄 罗 斯 购 买 米-
28H、卡-31、苏-39等先进军用飞机。 2007年7月，越南

与印度签署国防协议， 决定从印度购买巡航导弹等

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的中国海军171舰发射反舰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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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
菲律宾不顾国力重负，加大军备投入。它将武装部

队现代化建设的期限确定为15年，总耗资为70亿美元。
因经费困难， 搁置6年之久未能实施，21世纪初重新启

动。 2008年，菲律宾完成南沙群岛卫星通信系统工程。

2009年，该工程开始向中国中沙群岛延伸。
马来西亚加紧购买武器装备，以加强对南海的争

夺力量。2007年，从俄罗斯购买6架苏-30MKM战斗机。

2008年，又购买12架战斗机。 2008年7月，西班牙和法

国联合为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建造的第二艘潜艇组装

完毕。 11月，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建造第二批新一代巡

逻舰，以增强海军实力。 马来西亚还计划采购大量的

远程巡航导弹，并与印度签署了卫星和空间技术使用

协议。
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起步较晚， 但步伐

较大。1995年，印度尼西亚开始不断加强纳土纳海区驻

军，制定了移民计划。 军备采购的目标，集中于水面舰

艇、潜艇、导弹和军用飞机。 21世纪初，它计划在未来5
年间从俄罗斯购买约10亿美元的武器， 包括8架苏-30
战斗机、4架米-35攻击直升机，以及潜艇。 还计划在未

来15年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俄罗斯采购17架运输

直升机、4架武装直升机、20辆水陆两用坦克和2艘 “基

洛”级潜艇。印度尼西亚还从印度购买了短程战场监视

雷达。 2008年初，印度尼西亚总统下令：超过30年的武

器装备全部退役， 并允诺将通过武器进口为军队配备

新的作战平台。当年，海军第二艘“西格玛”级新型护卫

舰加入西部舰队； 空军向美国购买6架新一代F-16战

斗机，向俄罗斯采购3架苏-30MK战斗机；此外，拨款37
亿美元用于国产武器中期计划预算。

近年来，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太平洋总部司令等

军政要员频繁出访东南亚国家， 就拓宽双边军事合作

渠道， 提升军事合作关系等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和

共识：与菲律宾签署了《军事交流合作协议》和《访问部

队协定》， 从而使已中断7年之久的美菲军事合作得以

全面恢复；与新加坡达成了一项军事准入协议；与马来

西亚达成了“开放天空”协议；与文莱达成了“允许美军

舰机进入辖区”协议。美国一直希望接替俄罗斯租用越

南的金兰湾海军基地， 积极和印度尼西亚商讨在纳土

纳建设军事基地的可行性。 2004年，美国提出“地区海

事安全倡议”，试图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或特种部队派驻

马六甲海峡，控制南海主要通道。
日本由于受战败国条约限制， 在国际军事行动中

极力涂抹上民事色彩。 它以“救援侨民”、“远洋训练”、
“学术交流”等为由，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限

制，大肆向东南亚各国进行政治、军事渗透。2000年，日

本海上自卫队大型巡逻船访问马来西亚。 从2001年开

始，每年4次定期派遣配有舰载直升机的大型舰船与有

关国家进行共同训练、“协助驱逐海盗”。
印度加快“东看”速度，军事触角也逐渐伸向了南

海。 1999年，印度海军和海上警卫队首次进入南海，

成功地从海盗手中解救一艘日本货船， 并借此机会

加强了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在马六甲海峡

及南海地区的海上巡逻活动。 2000年4月，印度国防部

长费尔南德斯宣布，印度将与日本和越南在南海举行

联合军事演习，但在中国强烈抗议下被迫取消。 2006
年底，印度空军派出10架先进战机赴新加坡，举行空

军联合演习。 这是印度自独立以来首次派遣战机进入

东 南 亚 执 行 军 事 行 动，被 外 界 视 为 印 度“东 向 政 策”
的突破。

南海地区各种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逐年扩大，参

加演习的国家逐年增加。演习次数最多时，一年达四五

十次。 2001年5月，美国与东盟把“双重突击”、“金色眼

镜蛇”及“肩并肩”等演习合并为“协同挑战”多边联合

军事演习。 2005年8月，美国、新加坡等国海军，在南海

地区举行了“纵深马刀”大规模海军联合演习。2007年1
月，为期两天的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举行海上安全演习，
22个成员中的102名官员参加了此次演习。3月，新加坡

与印度在南海海域举行了为期6天的双边联合演习。 7
月，新加坡与美国举行代号为“卡拉特-2007”的双边海

军联合军事演习，13艘水面舰艇和1艘潜艇参加， 人员

约1500人。9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等5
国海军在孟加拉湾进行为期5天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

海军派出13艘舰船参加，其中包括“尼米兹”航母及“芝

加哥”号核动力潜艇。印度派出7艘军舰，包括“维拉特”
航母。10月，美国与菲律宾在马尼拉海军陆战队总部举

行代号为 “跳跃展望及两栖登陆” 的双边联合军事演

习，包括实弹射击、两栖登陆、护航作业、丛林求生等训

练项目，参加人员约3500人。
海洋权利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 是国家的领土向

海洋延伸而形成的一些权利。中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

1.8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 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岛

屿有6900多个。南海对于中国有着双重意义，第一是南

海诸多岛屿的主权， 第二是中国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

和国家安全纵深屏障。1994年11月生效的《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规定，主权国家可以沿着本国领海基线划出不

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不超过350海里的大陆

架，边界有岛屿的从岛屿基线划起。中国南海诸岛中的

不少岛屿、岛礁和中国的海上邻国，相距甚至不足100
海里，彼此的海上划界问题怎么解决，公约没有明确规

定， 这就引起了国家间的海洋权益争端。 在国际关系

中， 解决主权争议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通过外交解

决，二是军事解决，三是通过国际法庭仲裁解决。过去，
中国在海洋主权的主张上过于依靠历史证据， 对于现

实存在重视不够。以长期的战略眼光看，中国政府提出

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然适用，但在南海严峻的局

势下，只有采取多种方式，如对南海争议海域和岛屿

实行行政管理、经济开发、科研调查、文化传播、旅游

开发，等等，强化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存在，才可以在政

治、法律、外交解决中赢得主动，才能够遏制被蚕食的

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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