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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庆平  洪民富

中国南海的利益困境及维权路径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从上世纪70

年代开始，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始受到越南、印尼、

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等国的侵占和分割。目前已经形

成了“六国七方”介入、“五国六方”军事占领的格局。前

不久，菲律宾又制定了“领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和南

沙群岛一部分列入其版图。中国在南海的权益日益受到

侵害。南海问题当然是主权和领土的争端，关涉到国家的

重大利益。

　　一、中国维护南海利益的多重困境

   （一）地区国家问题。1967年8月8日，印尼、泰国、

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五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会

后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

国家联盟成立。经过多年发展，现已扩大为包括文莱、柬

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

泰国、越南十国在内的地区国家联盟。分开来看，东盟十

国综合国力都不强，不足以和中国抗衡。因此，为维护各

自在南海的既得权益，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东盟

提高了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加强了区域内的军事经济

与政治结盟。在东盟十国中，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

莱和菲律宾直接与南海问题相关，它们有着巨大的共同

利益。因此，东盟组织一致要求以整体立场与中国商谈南

海问题。1994年东盟公开宣布：“今后东盟成员对外将以

集体名义而不以双边名义接受谈判。”不接受任何单边或

者双边谈判结果，这对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影响极大。各

国还大肆外购海空军装备，增强其海空作战能力。

　　（二）区域外大国干涉问题。主要是美、日及印度的

介入，使得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明显。近几年来，

东盟为了自身利益，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美军频频

在该地区活动。2001年8月17日，美国第七舰队卡尔文

森号（核动力）和星座号（常规动力）两个航母战斗群

“趁在南海某海域交会期间”，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为期一

天的“海上交汇”军事演习。参与演习的包括14艘舰艇、

130多架航母舰载战机、20多架空军飞机以及15000名官

兵。演习中，8架EA-6B徘徊者电子战机颇引人注目。这

是美军对地面攻击提供电子战支持的唯一机型，是美伊

战争中的两种主要电子战机之一，是美国航空兵的主力

攻击机，主要执行电子干扰或破坏敌方追踪雷达的任务。

9·11事件后不久，美国即宣布东南亚地区的极端穆斯林

组织与本·拉丹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敦促

东南亚国家加入美国的反恐联盟，并承诺给予巨额经济

军事援助。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加大了在该航线

上的活动。

　　（三）自然地理条件问题。从气候来看，南海区域经

常遭受强台风影响，风力狂虐，往往对海上航运、生产

和海岛建设造成灾害；南海地处热带，平均温度高且季

节变化幅度小；由于无径流影响且日照时间长，南海诸

岛盐度普遍较高，这些对驻岛人员的身心伤害极大。从

区位来看，南海地区西北与越南相对，东北与菲律宾隔

海相望，南部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紧密相接。曾

母暗沙北距海南榆林港约1500公里。由于距我国大陆太

远，所以驻岛人员的给养、换防等都受到极大影响，一

旦有事也难以得到后方迅捷的支援。从地形地质来看，

南沙诸岛分为五类：露出海面、地势较高、四面环水的

岛和沙岛；已经露出海面、外形不稳定、面积较小且在

台风和大潮时会被淹没的沙洲；接近海面、涨潮时多数

被淹没、退潮时多数可露出水面的珊瑚暗礁；淹没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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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较浅的珊瑚沙层或珊瑚礁滩；隐伏在水下较深处的

珊瑚礁滩地。这种地形地质给在南海岛屿上进行基础设

施和军事设施建设以及人员驻守带来了很多困难。

　　（四）中国军事力量问题。目前，中国海军远洋控制

与作战能力不足。一是主战舰艇平均吨位偏小。虽然上

世纪90年代末我海军迎来了换装的高潮，052B、052C、

051C 等新型国产驱逐舰的吨位普遍有所提高，基本在

6000到7000吨左右，现代级驱逐舰排水量达到7900吨，

但其数量少，而略显不足。二是主力作战舰艇装备性能

不良。 我海军战斗序列中的大中型作战舰艇数量比例还

不高，许多重要装备多处于概念或者预研论证阶段，形

成战斗力尚需时日。三是作战舰艇与保障舰艇的比例偏

低。目前美国作战与保障舰艇比例约为3∶2，日本约为

3∶1，印度约为5∶4，而我海军这一比例偏低，严重制

约我军海上作战范围和持续时间。此外，还受空军作战

能力的限制。海空军对南海控制能力偏弱，与周边国家

相比有鞭长莫及之虞。

　　二、中国在南海维权的路径选择

　　维护南海权益是我国突破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从

现实情况分析，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必然是一个长期、渐

进而复杂的过程。因此，采取正确的维权路径就显得非

常重要。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可以采取

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加强国家经济建设。首先，从总体上看，

要通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来提升自身的综合经济实力，

这对于解决南海问题有两方面作用。一是可以为国家进

一步壮大自身的军事力量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可以增加

我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地区影响力。其次，从局部来看，要

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建设对东盟具有制约性的因素，有选

择有重点有突破地发展地区性经济，从而增加东盟一些

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对我国的依赖性，进而增强我国对

东盟一些国家的制约能力。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加强和老

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的经济合作，因为这些国家既与

南海问题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经济发展水平又相当落

后，急需外国的帮助。

   （二）合理开展地缘政治斗争。主要是处理好和东盟

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东盟十国虽有宪章约束，但内

部并非铁板一块，与我国亲疏不一，利益矛盾时有发生。

如1981年，文莱就对马来西亚1979年确定的两国间大陆

架分界线提出了责问和抗议。文莱认为，两国间大陆架分

界线的确定应采取“中线原则”。这个分歧到现在也没有

弥合。再如，柬埔寨与越南有历史恩怨，柬埔寨和泰国有

现实矛盾。因此，我国需要选准时机与重点，集中力量加

强与其中一国或数国的合作。其次，积极谋求和台湾当局

达成谅解。多年来，台湾当局一直派军队驻守在南沙群岛

的最大岛屿太平岛上。由于同是炎黄子孙，台湾与大陆在

南海问题上有很多共同语言。事实上，1974年1月，在我

军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时，台湾当

局就给予了大陆很大的支持。因此，应该积极谋求和台湾

当局联手合作。 当然也要积极谋求和南海问题无明显权

益冲突的区域外大国建立稳固的国际关系。

   （三）提高对南海海岛的控制力度。首先要巩固我国

在东沙和西沙的地位。中国南海由东沙、西沙、中沙和

南沙四大群岛组成。南海问题主要不是东沙和西沙群岛

的问题，因为在南海诸岛中，东沙群岛位于南海东北部，

目前由台湾当局派军驻守；西沙群岛距离我国海南省最

近，主要由大陆实际控制。因此，我国应该首先扎实做

好对东沙和西沙群岛的实际控制，其次是加快对中沙群

岛和南沙群岛的实际控制。当前，我国应提高中沙群岛

和南沙群岛对内对外的双重开放水平，让海岛享受比沿

海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开发开放政策。主要是对那些地

处国防前哨又具有资源价值的岛屿，实行特殊的开发开

放政策，鼓励以我国为主，积极引进国内各种力量和有

利的国际力量介入南海开发，以加强我国对南海的实际

控制效果。目前，可以考虑两个思路：把一些岛屿长期

出租给国内民间力量或有利的国际力量进行开发，并由

国家出面予以保护；参考近期越南和美孚石油公司的合

作方式，引入有利的国际力量进行开发，从而掌握南海

问题国际化的主动权。

   （四）积极准备，以待时机。目前，我国国防战略格

局已由传统的“以陆为主，海空辅从”调整为“海陆并

举”，海防重心也由“近岸防御”转向“近海防御、远洋

存在”。在此情况下，我们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技术

条件下局部性战争的思路，加快军事斗争准备，以强大

的军事实力抑制对方。由于目前一些区域外大国与东盟

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遏制中国和捞取实惠的默契，

他们的关系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反复。因此，我们应

该长远打算、积极准备、以待时机。从军事斗争准备来

看，由于解决南海问题必须依靠海空军力量，所以，我

军建设重点应该是提高航空航天、海空军现代化建设步

伐。如加速航母、核潜艇和移动核武器建造，增加抑制

战争的杀手锏，改变近海海上力量不平衡状况。同时，要

通过灵活措施积极进行军事控制尝试。中国应该采取二

战时期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所使用的越岛进攻战术，不

能逐步推进。可以考虑以南海中心岛礁为原点画一个坐

标，以原点为中心向西、南、东方向环形推进，每隔若

干个岛礁即占据一个，占一个岛礁即开发一个，修建永

久性军事基地或民用基地。□  （尚  勇摘自《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