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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对中国的无

端指责更使南海问题凸显，一时间南海问题又为中美关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变数，更成为国际

舆论关注的焦点。为正本清源，廓清南海问题的实质，还原南海问题的本来面貌，本文拟对该

问题的由来、现状以及中国在该地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作一探讨。
南海问题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南海问题实质上是南沙争端。争端方为中国、中国台

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一般称之为“五国六方”。西沙争议仅存在于中越两国之

间，是由越南单方面挑起的。越南把所谓的“西沙争议”引入南海问题，是蓄意将南海问题扩大

化和复杂化。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南海问题实质上是指南沙争端。

一、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升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并不存在南沙争端问题，除了南越当局对中国南沙群岛提出过

“主权”要求外，没有其他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这一事实持有异议。菲律宾、马来西

亚、文莱等国从未对南沙岛礁及附近海域有任何主张或行动。南沙局势相对平静，南沙争端的

国际影响也十分有限。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越南、菲律宾等国纷纷出兵占领其声称“拥有”主
权的岛礁，南沙争端开始凸显。南沙争端的直接原因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四国对中

国南沙海域权益的侵犯，在这一原因的背后还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在很大

程度上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海洋权益的胜利，对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与此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产生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岛屿在划分领海、毗
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拥有一座小岛便可拥有 12 海里的领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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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是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舞台，

是世界格局中增强大国地位与政治、外交发言权的重要领域。目前，随着经济全

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以争夺海洋资源、控制海洋空间、抢夺海洋科技“制

高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际海洋权益斗争，呈现出日益加剧的趋势。我国是海

洋大国，拥有 18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管辖面积。南海

是一个半闭海，总面积 350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海洋面积的三分之二，是我国渔

业资源最为丰富的海区，是繁忙的海上通道，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南

海的和平与稳定、开放与开发攸关我国崛起为海洋强国，也决定着海南建设海洋

经济强省和国际旅游岛的成败。鉴此，《新东方》从本期开设《南海瞭望》栏目，希

望国内外海洋专家学者关注南海、研究南海，共同将《南海瞭望》打造成为南海学

术成果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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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2 海里毗邻区的管辖权，甚至可拥有 200 海里的

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权利。新的海洋法律制度

实际上助推了各沿海国对海域管辖范围的声索与争

夺，“蓝色圈地运动”就此开始，南沙海域的岛礁争夺

也由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2. 南海地缘政治及重要地位

南海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位居太平

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是东盟各国和东亚各

国等众多经济体的海上航运生命线。2007 年世界海

运理事会（WSC）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平均有

1/4 的海上航运量要经南海运往各大洲；中国、日本、
韩国等国家 85％以上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南海运输；

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各种重要原料 90％要经南海

航道运回北美。此外，南海处于越南金兰湾与菲律宾

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通

过南海的海上航线基本上都要通过南沙群岛，每天

约有数百艘货轮穿梭其间。南沙海域西接印度洋、南
抵大洋洲、北通东亚，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海上航运

线。南沙海域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商业价值重大，也是

引发南沙争端的主要原因之一。
3. 资源因素

引发南沙争端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岛礁及

其周围海域拥有的实际和潜在资源。1968 年，联合国

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的“亚洲外岛海域矿产

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勘察报告指

出，越南沿岸及邻近海域、南沙群岛东部及南部海域

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海周边各国本来就已经

觊觎着南沙海域的矿产资源，该报告的出炉无疑证

实了“南沙海域作为油气资源富集区”的种种猜测，

刺激周边国家加速抢占南沙海域资源。再加上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更加提升了南沙海域资

源具有的潜在意义，南沙争端随之加剧。
4. 区域外大国介入的影响

美国等区域外大国，通过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

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保持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

关注和投入，对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并以多

种方式介入南海。“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名

加强对南海地区的军事干预力及影响力，表明了美

国在 1992 年将苏比克军事基地移交菲律宾并全面

退出东南亚后，再次重返这一区域的战略意图。美国

不仅增加了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投入，而且

加强了同越南等国的交流与合作，由此导致了南海

问题的复杂化态势。除了美国外，其他一些区域外大

国为了扩展在东南亚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通过与部

分东盟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将军事力量的

触角延伸至南海，不断增加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

以此作为加强自身在东南亚影响力的突破口。

二、南沙争端的现状和趋势

1. 有关声索国抢占岛礁、掠夺资源是当前南沙

争端的主要特征

越南是侵占南沙岛礁最多的国家。1975 年 4 月，

越南就以“解放”为名占领了南越当局侵占的南沙 6
个岛礁，此后，越南采用蚕食手段，不断抢占南沙其

他岛礁。到目前为止越南占领南沙岛礁共 29 个［1］。
菲律宾是亚洲最早提出将本国的海洋管辖权扩

展至领海以外海域的国家之一。菲律宾先后通过几

次军事行动，共占领南沙群岛 9 个岛礁。菲律宾还对

黄岩岛提出主权主张。在南沙群岛菲律宾拥有最长

的飞机跑道和仅次于越南的军事存在。马来西亚共

侵占南沙岛礁 5 个（弹丸礁、簸箕礁、光星礁、光星仔

礁、南海礁）。
加速开发南沙争议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是有

关南海争端国家攫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从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有关国家就开始进行的勘探、开采，

21 世纪初以来更是变本加厉。2004 年 9 月，越南国

家石油公司对外发布了“2004 年油气勘探投资招标

书”。2007 年 4 月，越南划出南沙部分油气招标区块，

和英国 BP 公司合作准备在南沙修建天然气输送管

道，2008 年 7 月，越南与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

司达成油气初步勘测合作协议，在中越有争议的南

海海域进行勘探活动。据报道，今年越南又打算在南

沙海域进行油气资源的招标，还计划投巨资开发所

占岛礁。马来西亚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已在南沙

海域打出油气井 90 多口，其出口石油的 70%来自南

沙海域［2］。
总之，迄今周边国家已在南沙群岛海域钻井

1000 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 200 多个和油气田 180
个，现已投入生产的 500 余口油气井中，100 多口位

于中国南海断续线内，参与采油的国际石油公司超

过 200 家［3］。
2. 南沙争端有关声索国以“武”谋海，引发军备

竞赛

除了以政治和外交等手段应对南海问题，越、
菲、马等国军事动作频频不断，军备竞赛越演越烈，

以武谋“海”昭然若揭。
越南早就确定了以南海为主战场的作战战略，

奉行“陆守海进”“以岛制海”的海上战略，试图巩固

其对南沙岛礁的占领以及对相关海域的控制，不断

增强在南沙的军事力量，并调整部署，使之更符合未

来南海作战的需要。越南从俄罗斯购买了包括导弹

舰艇、先进战机在内的大量先进的海空军武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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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海军航空兵，同时组建潜艇部队，使越南海军真

正具备一定的远洋作战能力。越南还不断修建、扩建

前沿机场。
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新战略的目的是“争夺和

维护海洋权益”，一方面根据在南沙海域要保持最大

限度的持续性“主权”巡逻的需要，成立了由航空部

队、舰艇部队和情报部队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对黄

岩岛的侦察和巡逻；另一方面由海军陆战队和西部

海军部队接替海军建筑部队驻防南沙岛礁。为此，菲

律宾耗资购买先进军事装备，还接受美国和澳大利

亚“捐赠”及培训海军相关人员。虽然菲公开声称其

主要用于监视海盗、走私犯、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分

子的渗透行动，但其实质用于应对“菲律宾面临的海

上潜在威胁，尤其是南海诸岛的外来威胁”［4］。
马来西亚为适应未来南海作战的需要，大力加

强海军的潜艇建设。包括购买包括潜艇在内的先进

海空武器，建立海军基地供潜艇舰队使用，还推动武

装力量转型，海军着重发展潜艇作战能力，空军拥有

一支日益壮大的先进战斗机群，为空军配备中程空

对空导弹。
3. 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沙争端，

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程度

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出于全球和区域战略

布局需要，通过军售、军援、联合军演和非传统安全

领域合作等方式提升与部分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水

平，最近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介入南海争

端，对中国实施战略防范和遏制。
美国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出发，加强与东南

亚有关国家的关系，有意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维

持其全球体系的霸主地位。近两年美国“重返”南海

的速度加快。美国军舰在南海活动加强，军舰的拖曳

声呐与中国潜艇相撞，甚至与中国船只发生对峙。美

国尽管官方表态无意介入南海争议，而实质上却不

断强化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联系，通过军事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美国持续增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

和影响力。美国还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加强

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美国和菲律宾、泰国有同

盟关系，和印尼军事关系的恢复以及和越南、老挝、
柬埔寨建设的类似关系都是美国保持在该地区影响

力的有力证明。
在今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大谈南海问题，称美国政府关注南海问题，认为该争

端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攻击

中国，还派遣航母访问越南，与越南进行联合军事演

习，无疑是向中国施压。另一个拉拢越南的例子就是

美越的核能合作谈判，美国在谈判中持双重立场无

疑是为了拉近与越南的关系以利于其介入南海问

题。
4. 越南是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主要推手

区域内外国家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相互借重以

多种方式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东南亚有关国家大

力增强区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在南沙角逐中的介入

程度，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积极发展与区域外大国

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企图借美国介入南海而壮大声

势成为东南亚有关国家的重要选择。越南想吸引美

国来越投资并在南海问题上遏制中国。美国也欲以

越南作为其中南半岛的代理人，并希望通过越南来

对付日益强大的中国。进入 21 世纪后，美越关系快

速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访。今年越南军官登上进

入南海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进行面对面的

军事交流，双方还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军事关

系进一步加强。
去年，南沙争端有关声索国还利用提交“划界

案”的机会和召开有关所谓南海问题学术会议来推

动南海问题国际化。2009 年 5 月，越南向联合国大陆

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划界案”，该划界案把中国的

西沙和南沙群岛都当作越南的“领土”，越南享有两

群岛“主权”。此外，还联合马来西亚一起提交“划界

案”，无非是进一步推动南海争端国际化。2009 年 11
月，越南召开所谓南海问题学术会议，实际上是借学

术之名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今年东盟地区论坛上

美国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剑指中国无疑是越南在幕后

指使。

三、中国在和平解决南沙争端、维护地区和平与

稳定方面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毫无疑问，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此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国际社会也长期予以承认。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出发，中国愿同有关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

和现代海洋法，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

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

决有关南海争议。中国政府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的主张，愿意在争议解决前，同有关国家暂时

搁置争议，开展合作。
中国与东盟政治互信不断增强。邓小平曾指出：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同东南亚各国建立和发

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

项重要目标。”为此，中国积极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

关系，并开始加强与东盟组织的关系，大胆探索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的新办法。这些政策的实行，为中国与

东盟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1997 年 12 月，在共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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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确定建立“面

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并开始“10+1”对
话机制。“9·11”事件后，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在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2 年 11 月，中国又提出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用以指导与

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各周边国家的关系；同年，中国

与东盟各国先后签署了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纠纷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 年又签署加入《东南亚友

好合作条约》，这两项协议的签订使中国与东盟的经

济合作有了新的政治保障，双方进一步升格为“面向

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近年来，中国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

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与东盟及南海周

边国家保持高层友好交往，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对话

与磋商机制，并就双边关系、国际和地区事务加强对

话与政策协调。中国不断采取实际措施加强和充实

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关系，2008 年任命首任驻东盟大

使，还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和一体化建设。在和平解

决南海问题方面，中国积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并就后续行动与有关各方保持磋商；2004 年 6
月，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正式生效，

充分显示了中国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边界纠

纷的立场，展现了中方秉持公认的国际法处理国际

事务的诚意，树立了其负责任大国的形象。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国、菲律宾和越南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正式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

工作协议》。三方通过这项合作，实践各自国家政府

作出的使南海地区变为“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地

区”的承诺。这是三方第一次就合作共同开发南海资

源达成共识，外界认为是朝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迈出的历史性、实质性的一步；另外，中国对南海周

边国家挑起的海上争端和突发事件，立场鲜明、妥善

应对，与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并保持克制，为维护南海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
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方面，中

国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以自己

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

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2002 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协

议开始建设自由贸易区。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它涵盖 19 亿人口、GDP 接

近 6 万亿美元、贸易总额 4.5 万亿美元，是由发展中

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另外，为合作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中国积极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总之，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

作，对增强本地区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也为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南海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增

进政治互信，开展安全合作，维护共同安全。中国高

度重视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积极倡导和树立新安

全观，通过军队高层互访、战略对话、双边与多边安

全论坛等形式，与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建立

起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努力营

造互信协作的军事安全环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

国与东盟签署《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备忘录》，积极

开展与加强在联合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海上安全、
减灾救灾、传染病防治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中

国作为马六甲海峡的使用国，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

维护海峡安全，务实参与有关合作项目并为马六甲

海峡沿岸国提供实质性支持。总之，中国在推动构筑

和平、稳定、繁荣、和谐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作出了

有目共睹的贡献。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南海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

中国维护南沙群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不影响外国

船舶和飞机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通行自由。事实上，

中国从未干预过外国船舶和飞机在此地区的通行自

由。中国愿同南海沿岸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地区

国际航道安全。此外，南海问题是中国与有关国家间

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

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

稳定。任何外部势力以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
借口介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实质是图谋在南海

形成区域海洋封锁，通过打“南海牌”对中国实施战

略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的介入只能使南海局势乃

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既不利

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也不利于南海地区的持久

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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