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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海问题涉及本地区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当事方之间缺乏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使

得该地区从 20 世纪 70年代之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时发生纠纷甚至冲突。2002 年中国与东盟就冻结南海争

议地区现状取得共识,南海问题纳入机制化解决之路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但南海地区还远远没有平息。现从机制

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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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当事方之间缺乏有

效的问题解决机制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 使得该地区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并不时发生纠纷甚至

冲突。虽然在 2002 年中国与东盟之间就冻结南海争议地区

现状取得共识,从机制的视角来看, 将南海问题纳入机制化

解决之路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但形势并不令人乐观。

一、南海问题简述

所谓南海问题,即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

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

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 U 形断续线内的主权, 从而非

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争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 领土主权

争议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众所周知, 20 世纪 50 年代以

前并不存在所谓/ 南海问题0 ,但后来有两次事件使南海问题

急剧升温。第一个事件是 1968 年美国地质学家埃默里作出

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在越南沿岸的附近海域、南沙群岛

东部和南部海域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沙地区可能蕴

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成为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及印

尼等相关国家纷纷或向我提出主权要求或付诸行动蚕食我

南沙群岛的强大诱因。截至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通过之前,

南沙争议地区岛屿被占据的实际情况是:越南 8个, 菲律宾 8

个,马来西亚 4 个等。第二个事件是 1982 年 4 月 30 日5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6的通过。相关国家断章取义, 认为自己的

扩张行为终于找到了法律依据,因此从 1982 年起, 开始大肆

侵占南沙诸岛,形成了一股蚕食中国领土的狂潮。截至 2002

年,南海争议地区岛礁被占据的实际情况是: 越南 30 个, 菲

律宾 9 个, 马来西亚 6 个,文莱 1 个等。而作为主权国家的

中国大陆却只占据着 7 个。[ 1]印尼虽然没占据岛礁但侵吞了

我国 5 万多平方公里海域。南中国海已形成了/ 六国七方0

的态势。相关各方围绕争议地区纠纷不断, 较大的冲突纠纷

有:中越之间 1974年发生西沙永乐群岛之战和 1988 年 / 三#

一四之战0、中菲之间 1995 年美济礁事件和 2001 年黄岩岛

事件。由于相关各方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与谈判,再加上 90

年代以后区域外大国开始介入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出现了国

际化的苗头。

2002年 11 月 4 日中国与东盟签订的5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6是各方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的产物。虽然从理论

意义上来讲,该宣言排除了外部势力进一步染指的企图从而

将南海问题冻结。这使南海问题能在相关当事方之间得以

解决成为可能,但从宣言签订后的形势来看, 实际情形并不

令人乐观。某些当事方出尔反尔,作出了不利于南中国海稳

定的举动。例如 2004 年越南开辟南沙群岛旅游线路和在南

威岛修建飞机跑道、中国台湾在岛礁修建所谓/ 观鸟台0及在

其占据的太平岛修建飞机跑道、中国香港/ 凤凰号0下西洋在

南沙海域遭枪击、2006 年中国渔船在南沙群岛遭遇武装袭击

等。因此, 尽管南海争议地区与上世纪 90 年代相比有所降

温, 但目前的平静局势还潜藏着巨大的隐忧。

二、南海问题解决方式分析

1.推动问题解决方式向机制化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在对南海问题进行了回顾后, 首先要阐明的一个问题

是: 南海问题可不可能建立一个解决机制? 根据被普遍接受

的国际机制定义, 国际机制就是/ 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

里行为体现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

范、规则和决策程序0。/ 原则就是关于事实、原因和公正的

信念 ;规范就是以权利义务定义的行为标准; 规则就是对行

为特别的指示或禁止;决策程序就是做出和应用集体选择的

普遍实践0。[ 2]不可否认的是, 从南海问题产生到今, 用国家

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当事各方的行为是非常具有解释力的。

但笔者认为, 2002 年 11 月 4 日签订的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

和 2003 年 10 月 8 日中国正式加入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

是中国与东盟双方开始从避免冲突到构建地区安全机制的

历史性转变标志。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 为对南海岛礁和海

域提出声称的国家将来进行有关领土问题的谈判, 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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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强有力的构架0。[ 3]/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及由此所界定

的中国 ) 东盟安全机制将成为中国东盟国家解决安全问题

的主要途径0。[ 4]由于中国与东盟之间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南

海问题,南海问题在中国东盟之间的地区安全建构中占据着

主导地位,南海实际上是中国与东盟构建地区安全机制的平

台。因此中国 ) 东盟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很大一部分是围

绕南海问题来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讲, 中国与东盟之间地

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实质上就是一个将南海问题逐步纳入机

制化的发展过程。因此,将南海问题纳入机制化的解决之路

是完全可能的。

2. 当前南海问题解决方式的分析

虽然各方签订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同意冻结现状, 但

2004 年与 2006 年却发生了上文所提到的一些事件。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 笔者从问题解决形式的角度对其分析之。

笔者认为当前南海问题的解决方式属于自我实施的正

式协议形式。所谓自我实施的正式协议, 就是指条约/ 基本

依靠缔约国对各自义务的履行,并没有正式国际组织的监督

或其他形式的参与0。[ 5]从现实情况看, 虽然南海问题各方签

订了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和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 但对条

约的遵守和执行却完全取决于各国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理

解,这很难对各当事方形成有力的约束。

具体而言,当前南海问题解决方式体现在几个层次上:

首先是/ 10+ 10机制, 表现为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就双方关心

的问题达成原则性的协议。例如 2003 年与东盟签署了宣布

建立/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0的联合宣言。2004

年达成5中国 )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6等。其次是中国 )

东盟高官磋商机制。体现在先后两次召开落实5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6会议, 就具体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最后是就具体

争议问题成立的联合小组。如 2005 年,中国、菲律宾和越南

达成5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6 ,这标

志着中国和有关各国就争议问题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事实

证明随着宣言和条约的签订,南海问题纳入机制化解决道路

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但另一方面,在整个过程中明显地体现

着自我实施的正式协议的某些特点,具体来说体现在:

( 1)自我实施性。推动宣言落到实处的动力取决于各国

对宣言的自觉遵守。换言之,宣言寄希望于各当事方能够自

觉克服/ 集体行动的困境0 , 依靠自觉行动维护宣言的权威

性。

( 2)非强制性。尽管在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中存在着

成立部长级高级委员会来解决争端的规定, 但在实际中并没

有相应的机构设置。一旦出现争议,主要诉诸于两国间的双

边解决机制。另一方面,这种非强制性还突出表现在违反宣

言精神的国家并不会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任何限制与惩罚,除

非利益受损方采取反制措施。

( 3)脆弱性。突出表现为在争议地区一有争端就会存在

危及整个争议地区安全形势的动向。这说明了解决方式的

脆弱性。

三、制约机制化程度的因素

从上文对南海问题解决方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当前解

决问题的方式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笔

者认为主要有几方面因素。

1.以美、日等大国为代表的外部势力渗透冲击了对南海

问题的解决。当前解决方式的形成实际很大程度上是外生

的结构性压力的结果。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外来的霸权干

涉与大国对抗。霸权干涉是指美国利用并强化冷战期间建

立的军事同盟如美泰、美菲关系及与新加坡等非军事同盟国

家的密切军事关系,作为对该地区意欲建立排除美国的安全

机制的对抗力量。冷战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经历了短暂

的低潮之后开始重返东南亚,近几年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合作

的制度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为美国围堵中国战略的重要

一环。大国对抗是指在当前南海地区面临中国和日本两个

国家的竞争。日本一直视马六甲海峡至日本的海上通道为

能源生命线,特别是近几年通过提议并积极参与多边海上安

全合作机制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影响。这样做既是为了保

护本国的利益 ,更有使之服务于为其/ 正常国家化0开路并遏

制中国和与中国争夺亚洲领导权的大战略的考虑。这从侧

面挤压了南海问题解决方式的作用空间。特别是目前正在

悄然形成的以美、日、印、澳四国所构建的所谓亚洲版北约与

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开展的军事合作一道对其形成了强大的

结构性排斥,成为一股破坏性的离心力量, 这大大影响了南

海问题解决方式的机制化程度。

2.中国东盟双方战略存在差异。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

南海固然占有重要战略地位, 但当前最紧迫的却是台湾问

题。从中国一贯主张的/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0及主动加入

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来看,中国政府已意识到了南海问题

的复杂性, 并不急于解决南海问题。当前中国政府在南海问

题上更乐于采取既有的协商对话式多边主义 ,而认为安全领

域的高度制度化一时半刻很难实现。换言之, 留待问题慢慢

成熟再谋求解决之道,现在合作和共同受益才是主题。从东

盟国家来看, 虽然也意识到解决南海问题是个长期的过程,

但达成宣言和条约以至少维持现状并力争得到承认是首要

选择。为此东盟国家积极奉行/ 大国平衡0战略,通过与外部

大国的积极联系使得大国在本地区的权力达到平衡状态以

至少保持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势。所以在安全方面, 东

盟各国对中国显然还抱有强烈的防范心理。再加之当前及

今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东南亚地区还将伴随着巨大的权

力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猜疑和防范都有加深双方既有

分歧的可能。这使得任何一项制度化的安排都要经历较长

的磨合过程。自东南亚金融危机结束之后, 东盟各国的军费

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之中,大量的军费被用来优先发展海空军

和购置先进的高科技军事设备。此种态势并没有因为中国

与之达成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和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而

得到缓解。这种加强的戒备心理和战争准备严重阻挠着脆

弱的南海问题解决方式向机制化的深化发展。

3.当前南海问题解决方式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缓慢演

进中的多边主义安排。多边主义制度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

/ 集体行动的困境0问题。如前所述,在南海问题上始终存在

着各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与制度安排范围内的共同利益之间

215第 5 期 崔荣伟: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



的冲突问题。在存在巨大外在利益诱惑下, 一旦违反规则带

来的收益超过遵守规则的收益时,行为体就会违反规则追求

更大的收益。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削弱了行为体对机制的信

心,反过来又会刺激行为体做出进一步违反规则的举动, 从

而使集体行动成为不可能。当前南海问题解决方式中的相

关各方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机制安排范围内共同利益的关

系是个很关键的影响因素。换言之,相关行为体追求自身利

益而置宣言范围内共同利益于不顾的自利行为也是限制解

决方式深化发展的因素之一。

4.宣言本身的不足也是导致问题解决方式脆弱的原因

之一。这点在就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覆盖的范围一事发生

的争端中得以体现。尽管中、菲、马等国认为宣言应涵盖所

有南沙争议地区, 但越南坚持将西沙列入宣言所指的范围,

以致最后宣言回避了适用范围问题。这样就存在着对宣言

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导致各方会采取不同甚至相冲突的行

为。所以宣言本身的先天缺陷也是导致南海问题解决方式

难以深化发展的原因。

四、现有问题解决方式的未来发展思考

制度主义认为,只有当行为体预期遵守制度带来的收益

会超过违反制度带来的收益时,行为体才会遵守业已确定的

规则。就南海问题来讲, 当前南海的解决方式/ 是有关国家

在培养合作的习惯, 把合作从一种偶然的、出于特定需要而

采取的行动, 变成一种习惯的、常规化的行为0。[ 6]其解决方

式还是一种低层次的/ 结构松散的开放式多边主义0。[ 7]针对

东盟相关国家再三违反宣言和条约精神的深层原因 ) ) ) 南

海争议地区丰富的资源的诱惑和寄希望于外部势力的插手

使得南海问题复杂化,有必要在当前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其向

机制化深化发展。理论上讲,5南海各方行为宣言6已排除了

外部势力染指的可能,中国加入5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6意味

着双方可就南海争议问题进行协商和平解决。但如前所述,

南海问题解决机制将会在美日已成型的地区合作机制中面

临强大的结构性排斥,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

完善。因此, 有效建立当事方之间的可靠行为预期, 推动并

深化建立在各方利益的最小公倍数基础上的解决机制的发

展, 已经成为当前的必然选择。这样就需要在合作中不断寻

求更大的利益交集。

当前通过缔约以至少冻结现状并使之降温固然是个选

择, 但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寻求资源的共同开发和有效利用,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力争居于主导地位。举例来讲, 面对东

盟相关国家大肆掠夺南海石油资源的事实。这一方面要加

快深海石油钻探技术的研发和引进先进的石油钻探设备。

另一方面,又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要在石油产品深加工的

链条上据于上游的有利位置。只有这样才能既获得实际利

益又推动现实中的依赖关系演进从而为机制的持续深化发

展提供强大动力。换言之, / 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非传统

到传统、由经贸到政治安全的基本思路似可记取。这既是欧

盟一体化的基本经验,也是任何多边安全机制构建的必由之

路0 , [ 8]这样才能为当前南海问题解决方式向机制化深化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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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UI Rong - w ei

( School of Polit 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in intensive condit ion since 1970s because of involving in com2
plicated interests and the situat ion has been w orsened by the possible interference of foreign pow er. In

2002, China and the Associat 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 ions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ntroversial area. T hus the condit ions for inst itut ionalizat ion are primarily formed, but the reality

in fact is not opt imist ic. This art icle analyzes and researches the issues in terms of inst itu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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