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口 盯 热点关斟
一

如编嗜雪元

南海
,

中国崛起
无法回避的门槛
文 本刊综合

近来
,

中国南海局势频频告急 日本强化在我钓鱼 岛的军事存在 菲律宾 国会通过 专项

法 案将我黄岩 岛等岛礁划入菲领 土 马来西 亚 总理登陆我南沙弹丸礁 宣示 主权 越 南政府

抗议我批准旅行团前往西 沙群岛旅游
。

尤其是 美国海军
“

无瑕
”

号监测船侵入我南海海域进

行非法侦查和无理挑衅
,

引发 中美舰船对峙事件
。

这些危机的
“

导火 索
”

是按照《联合 国海洋

法公约》规定
,

所有参加缔约 的 国家
,

必 须在 年 月 日之前向联合 国大 陆架界限委

员会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
,

否则其有关要求不会得到承认
。

虽然历 届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南海主权
,

但主权纠纷却一 直存在
。

此次 南海海疆危机 中
,

周边 国家采用 实际控制
、

国内立 法
、

国际联盟等多种手段
,

试 图将侵 占我国的海疆 事实化
、

合法化和 国际化
。

由此 南海主权问题 已进入必须 实质解决的阶段
,

这是不 以 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事实
。

洲西翻
“

九段线
”

名存实亡

中国地图的右下角
,

都

附有一个南海诸岛的小地

图
,

这个被海洋工作者常常

提起的
“

九段线
”

分布着南

海周边国家争夺的岛屿和

海域
。

在南沙群岛中
,

属于

中国控制的只有 个
,

其中

中国大陆占 个
,

台湾 占

个
,

而被越南
、

菲律宾
、

马来

西亚
、

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所

占的却多达 个
。

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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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远离中国大陆

公里之外的南沙海域
,

岛屿

狭小
,

难 以大量驻军
,

后勤

保障困难
,

不 利于长期 固

守
。

多年来
,

由于 中国海军

远程投放能力不足
,

只 能守

卫 个面积狭小的礁盘
。

为

了守卫这些岛礁
,

中国海军

建立 了
“

南沙巡防区
” ,

以定

期轮换方式驻守
。

台湾
“

海

岸巡防署
”

在太平岛设立 了

南沙指挥部
,

总兵力约

人
。

然而对于像南海那么广

大的海域
,

仅仅靠定期或不

定期的巡航显然是不够的
。

因为涉及主权问题
,

海监起

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

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驻军
,

找到可 以

依靠的落脚点
,

长期驻扎
,

但到 目前为止
,

好的岛屿都

已经被周边 国家瓜分殆尽

了
,

我国失去了许多机会
。

上世纪 年代
,

中国

南沙群 岛遭 到 菲律宾
、

越

南
、

马来西 亚
、

文莱和印度

尼西 亚 的抢夺
,

引发了 中

国 与 部 分 国 家 的 军 事 摩

擦
。

由此
,

中国提 出了
“

主

权在我
,

搁置争议
,

共 同 开

发
”

的原则
。

意欲通过
“

以

大化小
”

的自我牺牲精神
,

争取把 自家海域变成和平

合作之海
。

但
“

树欲静而风

不止
” ,

周边国家根本就不

领中国的情
。 “

搁置争议
,

共同开发
”

是 中国提 出来

的
,

但真正开发的却是别

人
,

更有甚者借机肆无 忌

惮地侵 占我海疆
,

出现 了
“

争议主权
,

搁置开发
”

的

尴尬局 面
,

造成 了众 多纠

缠不清
、

积重难返 的新老

危机
。

而 中国在海域管辖

上 的力不从心 尤为他国提

供了可乘之机
, “

敌进我退
”

是 目前的状况
。

如今
,

这 些 国家 已 在

南沙群岛获得 巨 大经济效

益
。

资料显示
,

年越南

至 少 从 南 沙 群 岛 开 采 了

万吨的油气
,

年

更是公开在南沙招标开采

能源 文莱则靠南沙群岛

的资源跻身于世界富国的

行列
。

相反
,

对南沙群岛拥

有主权的中国
,

却在南沙

的资源开发上相当滞后
。

以哄姗

石油政治背后是大国

角力

南海之争
,

其本质是围

绕着石油资源而展 开 的争

端
,

是名副其实的
“

石油政

治
”

问题
,

南沙问题背后是

扑朔迷离的大国角力
。

菲律

宾
、

马来西 亚 等小国
,

之所

以趁 着 中国现在在南海可

能动作不多的时候
,

抓紧窃

据
,

是因为它们的背后
,

美

国充当了其强大的影子
。

事实上
,

美国一直将南

海海域航道安全 同美国利

益直接挂钩
。

年
,

美军

与南海周边各国的联合军

事演习多达 , 次
。

一支由

艘战舰
、

艘潜艇 以及若

干补给舰组成的印度海军

特混舰队
,

也曾浩浩荡荡地

开赴南海
,

进行所谓 的
“

远

航训练
” 。

据悉
,

今年 月 日举

行的美菲军事演习
,

参演的

美军有 人
,

架各型

战机
,

而菲律宾陆海空三军

更是派出 多人参加
。

美国等国为实现其在亚

洲的战略利益
,

极力制造
“

中

国威胁论
” ,

在领土争端中日

益明显地站在某些国家的立

场上
,

暗中唆使
,

甚至是要

挟
,

并与有关国家签署了相

互防卫条约
。

而东南亚有关

当事国把东盟作为区域共同

体
,

基于共同立场
,

协力对抗

中国
,

以达到其进一步侵食



热点关注

和霸占南海之 目的
。

习层泪

南海已成中国崛起无

法回避的门槛

不 少国人一 直抱有这

样的幻想
,

即中国
“

韬光养

晦
”

一段时间之后再行解决

问题
,

会更容易些
。

实际上

恰恰相反
,

因为 其一
, “

韬

光养晦
”

并不能确保中国就

必然会强大起来 其二
, “

中

国威胁论
”

声浪不会因中国

强大时解决问题而变小 其

三
,

他国势力在我海疆根深

蒂固之后
,

解决的难度肯定

要比现在大得多 其四
,

问

题 的实质不是 中国与周边

国家角力
,

而是中国与美国

等大国斗智斗勇
,

而寄希望

于美国等 自行衰落和主动

放弃干预
,

是不现实的
。

问

题早解决要比晚解决有利
。

被周边国家蚕食的中

国岛礁
,

全部位于第一岛链

之 内
,

而为美国及其盟国所

把持的这一岛链
,

一直就是

束缚中国龙的一条锁链
,

如

果 中国再丧失第一 岛链 内

原本属于 自己的岛礁和海

疆
,

无疑等于这条锁链越锁

越紧
,

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

和国家利益空 间必将受到

越来越大的限制
。

今天
,

南海已经成为了

中国无法回避的崛起门槛
。

由

此
,

不少专家和学者提出的中

国大海疆战略浮出水面

其一
, “

主权在我
”

是基

本底线
。

主权问题属于核心

国家利益
,

不承认我主权
,

即无共同开发之可能
,

他方

任何形式 的开发 皆是侵犯

我主权
。

应通过诸如《中国

海疆法》之类的国内立法
,

确立 中国岛礁
、

大陆架
、

专

属经济区的地理范围
、

主权

原则
、

维权机制等
,

并 明确

昭告 国际社会—此举虽

未必能确保我海疆不受侵

犯
,

但却能赋予我维权行动

以合法性
。

中国已三十年无

战事
,

有些 国人
“

谈战色

变
” ,

总是 以服从大局为说

辞
。

须知
,

主权问题也是大

局
,

军事维权不是军事扩

张
,

而是
“

人不犯我
,

我不犯

人 人若犯我
,

我必犯人
” 。

其二
,

筹建
“

中国海疆

局
” 。

万平方公里的陆

疆是我国土
,

万平方公

里 的海疆也是我国土
。

与

我 陆地边界大体厘定有所

不 同的是
,

我海洋国土 一

半存在
“

争议
” 。

事实证明
,

目前把海岛和海域划属沿

海省市管辖的做法并不能

有效维护我主权
。

因此
,

针

殊局面
,

有必要筹建
“

中国

海疆局
” ,

作为协调 与整合

国土 资源部
、

国家海洋局
、

外交部
、

公安部
、

国防部
、

海

军等各部 门的治理和维护

我海疆的专职国家机构
。

其三
,

两岸戮力保卫中

华海疆
。 “

兄弟阅于墙
,

外御

其侮
” ,

大陆和台湾无论怎么

斗
,

在捍卫中华海疆主权上

都应该是一致的
。

更何况两

岸正从昔日的
“

阅于墙
”

走向

文化
、

经济
、

政治等层面的交

流与合作
,

所以开启包括军

事合作在内的两岸共同捍卫

中华海疆主权的合作机制也

是可能的
。

特别是
,

台湾是第

一岛链的中心点
,

北瞰钓鱼

岛
,

南俯南海并在南沙最大

岛屿太平岛有驻军
,

所以两

岸戮力合作对保卫中华海疆

具有不可替代和无法估量的

战略价值
。

其四
,

加大开发和宣传

增加捍卫海疆主权的难度
,

所以有必要加大勘测
、

科研
、

渔业
、

旅游和能源矿产开采

等综合性开发利用的力度
。

尤其是
,

无论从文献记载
、

历

史流变
、

法理依据来看
,

中国

对有
“

争议
”

岛屿和海疆都有

不容争议的主权
。

其五
,

推动大海洋战

略
。

人 口规模庞大
、

资源能

源匾乏的中国
,

正 日益融入

和依赖全球性的经济合作

交流
,

因此海上贸易和海上

通道与中国的发展和安全

休戚相关
,

甚至可 以说没有

海洋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

所

以
,

中国不仅需要海疆 战

略
,

还需要明确清晰的大海

洋战略
,

其核心点是
,

凡是

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的海域
,

皆是中国海洋战略的边界
,

比如海上战略通道
、

两极资

源开发利用等
。

因此
,

建设

一支具备快速机动
、

全球到

达的强大海军
,

确保中国海

疆主权和海洋利益安全
,

都

是时不我待的紧迫任务
。

令国人 欣慰的是
,

月

日
,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

部长梁光烈在会见 日本防卫

大臣洪田靖一时明确表示
“

中国拥有广阔的海洋领土
,

守卫责任重大 中国海军实

力较弱
,

需要发展
。

大国中没

有航母的只有中国
,

中国不

能永远没有航母
。 ”

这是我军

方高层首次公开地正式作出

这项表明
,

这喻示中国海军

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已成必然
。

—是的
,

如果一个国

家在崛起的门槛上失语
,

那

么 它也将很 难跨越 大 国所

设置的崛起屏障
。

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