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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国加紧蚕食中国南海，蓄意挑起主权争

端。对此，中国政府严正表达对南海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立场，台当局也对

菲律宾提出强烈抗议，重申“ 中华民

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权利。事实上，

马英九当局上台后已着手调整陈水扁执

政时消极的南海政策，两岸在南海归属

中国这一原则问题上达成默契与共识，

未来携手保卫南海可望呈现新的图景。

台当局南海政策的演变

南海问题是指中国包括台湾与越

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文莱等国就南沙群岛的岛屿主权归属和

领海、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划分产生的

争端。台当局的南海政策与南海问题的

产生与演变休戚相关。“ 两蒋”时期，

台当局在所谓“中华民国”法统之下定

位和执行南海政策，但随着岛内政治气

候变迁及南海问题日趋复杂化，其南海

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

自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南

越、菲律宾开始对我国领土南沙群岛蠢

蠢欲动。1956年，菲律宾航海学校校长

托马斯·克洛马等人在菲政府支持下

前往南沙群岛“ 探险”，登临太平岛等

多个岛屿，菲政府还公开叫嚣太平岛等

岛屿“ 理应”属于菲国。为保卫南沙

主权，1956年 7月台当局再次派兵入驻

太平岛，此后每隔三四个月即巡航南沙

一次。太平岛面积约0.44平方公里，

是南沙群岛中面积 大的岛屿，直到

20世纪 60年代末期，该岛上的台湾军

队是南沙地区的惟一驻军。“ 两蒋”时

期，台当局虽顽固坚持“反共拒和”的

强硬立场，但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的立

场基本一致，明确主张南沙群岛自古就

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持南海的“历

史性水域”，反对他国非法侵占。这一

期间，海峡两岸甚至还一度形成共同守

卫南海的默契。1974年 1月，台当局曾

对经台湾海峡前往西沙与南越海军进行

自卫反击作战的解放军舰队大开绿灯。

两年后，台当局还针对越南将西沙、南

沙群岛列入该国版图，专门发表声明阐

明立场。1988年 3月，大陆海军舰艇

在南沙赤瓜礁对越南侵占军反击作战期

间，曾在太平岛停留补充给养。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南海发

现丰富的油气资源，越南、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进一步对南海提出主权

要求，甚至直接采取行动逐步蚕食南

沙岛礁，南海争议日益突显。1992 年，

台当局在“ 内政部”下设“ 南海小

组”专责南海政策，该小组于当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原则上同意

奖励民间企业兴建东沙岛及南沙太平

岛码头，但之后未有下文。1993 年，

台“行政院”公布“南海政策纲领”，

明确提出要坚定维护南海主权，台

“ 国防部”官员还称“ 不排除与大陆

合作开发与管理南沙”。同年 5月，台

“ 行政院”核定“ 南海政策纲领实施

两岸应思考合作共同保卫南海
□ 汪曙申

坚持一个中国，坚守对南海无可争辩的主权；两岸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早有

一定默契，新形势下更应携手并肩捍卫万里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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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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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分办表”。次年，台“ 行政院”修

正通过了“ 内政部”拟定的“ 南海问

题讨论会结论分办表”，就如何维护南

海主权、加强南海开发管理、和平处

理南海争端、促进南海合作以及维护

南海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95

年台“ 内政部”又专门成立“ 南海突

发事件紧急处理小组”，作为处理南海

问题的 高指导单位。尽管时任“ 内

政部长”吴伯雄大力推动南海工作，

但因南海情势复杂多变，执行南海政

策的国际敏感度很高，“ 南海小组”

的工作渐趋消极，会议频度逐步递减

直到 后停开。总体上看，李登辉时

期的南海政策以“ 维护主权、开发管

理、促进南海合作、和平处理南海争

端、维护南海生态环境”为主轴，这

一时期的政策主要以“ 守成”为主。

由于过于担心引发国际争端，对南海

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较为“保守”。

民进党内部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历

来不统一。顽固“台独”势力声称，南

海问题涉及周边国家主权争议，应交由

国际社会解决，以国际合作的模式展开

南海开发计划；务实派则主张在太平岛

兴建机场，增派部队驻守，同时将“南

海小组”层级提升至“总统府”主导。

2000年陈水扁上台伊始就大阵仗视察东

沙岛，对外宣示其南海政策以“ 和平

共享”为 高目标，但随后渐趋消极，

对越南、菲律宾等国侵占南海诸岛的非

法行为较少表态反对，并且命令台军撤

离太平岛，改由“海巡署”驻守。2003

年，台“ 内政部长”余政宪南巡南沙

后，重启业已停摆四年之久的“南海小

组”，重新拟定南海行动方案，宣称将

重点推动维护南海生态环境为主的多元

规划开发。但事后结果证明，民进党自

始至终一直缺乏南海政策的统一规划。

综合观之，陈水扁时期，由于台湾自身

能力不足，加之民进党“反中”思维作

祟，在维护南海主权上的姿态远不如国

民党执政时积极主动。特别是在执政后

期，陈水扁出于个人与党派利益，大肆

推动“ 公投制宪”等激进“ 台独”措

施，企图以“台湾”名义寻求参与南海

问题的多边对话与谈判，借机突显所谓

的“台湾独立地位”。

两岸可适时展开南海合作

尽管中国与东盟已就冻结南海争

议地区现状取得一定共识，但南海争端

远未平息。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政策虽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

但在现实执行中却举步维艰。国民党重

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对南海政策的重

新调整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

头，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适时展开合作

提供了可能。

首先，马当局坚守“ 南海属于中

国”的原则立场。马英九虽然强调“一

中各表”，但仍坚持“ 一个中国”原

则，这成为其南海政策的重要基础。在

去年年初的竞选过程中，马英九就提出

“ 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

同开发”为主要原则的南海政策。执政

后，马英九当局坚持贯彻既定的政策框

架，展现出比民进党更加积极的姿态。

今年菲律宾公然将黄岩岛与南沙部分岛

屿列入其版图，以及马来西亚总理巴达

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宣示主权后，

马英九当局几度表达抗议，多次重申岛

屿主权属于“ 中华民国”。这是近几年

来台当局罕见地正式以“ 中华民国政

府”的名义，明确阐述其对南海主权及

南海争端的政治立场，反映了马英九当

局对南海问题的 新思考。台湾中山大

学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胡念祖分析，

马长期研究海洋法，对南海地区的主权

宣示延续了国民党的一贯立场。

其次，两岸协商谈判的深入推展正

在为将来南海合作累积条件。目前，两

岸两会本着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的精神，就两岸经济及社会性

事务进行了三轮协商，达成九项重要协

议，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以及相

关领域的合作步伐。南海合作是一个复

杂的多面体，不仅包含资源合作开发等

经济性议题，更可能涉及共同维护南海

主权等政治、军事性问题。就大陆方面

而言，胡锦涛总书记已明确指出“ 两

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

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此

中深意当然不排除未来两岸在南海问题

上的某些军事合作安排。一些大陆学者

也主张，两岸可开启包括军事合作在内

的共同捍卫“ 中华海疆主权”的合作

机制。就台湾方面而言，马当局并未排

斥进行两岸和平协议谈判，对两岸军事

安全对话及合作持审慎的正面态度，这

为未来两岸开展南海合作铺垫了政策基

础。事实上，马上台后随即指示有关部

门研究两岸油气开发合作问题。岛内也

早已有学者呼吁尽速研究建立两岸南海

问题的交流合作机制或管道。去年10

月，台“ 国安会咨询委员”蔡宏明表

示，根据“国安会”规划，两岸可以合

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这将成为两岸协

商的重要议题。

未来，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可采取先

易后难、逐步拓展的合作思路。作为首

要前提，两岸执政当局应牢牢坚守“南

海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立场，在必

要时应毫不含糊、准确地向国际社会或

特定国家宣示主权。在此基础上，两岸

可先从民间合作着手，共同开发南海资

源，互相交流经验，实现利益共享。待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建立后，两岸军事部

门可就维护南海主权的具体事务进行详

细研究，做出妥善安排。可以预见，只

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往前推进，南

海合作势将在不远的将来提到协商日程

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