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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一 再

重 申 南 海 主 权

4 月 10 日 ，在 中 国 外 交 部 例 行 记

者会上，有记者提出：“ 越 南 政 府 进 一

步 划 定 了 南 沙 部 分 油 气 招 标 区 块 ，并

将在南沙举行所谓‘国 会 代 表 ’选 举 ；

越 南 还 将 和 英 国 BP 公 司 合 作 在 南 沙

修建天然气输送管道”。对此，外交部

发 言 人 秦 刚 重 申 了 中 国 对 南 沙 群 岛

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他指出，“任何

其 他 国 家 单 方 面 对 该 海 域 采 取 的 行

动 都 是 对 中 国 领 土 主 权 、主 权 权 利 和

管辖权的侵犯，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4 月 12 日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秦 刚 再

次 重 申 了 中 国 在 南 沙 的 权 利 。 他 指

出 ，“ 中 越 两 国 领 导 人 在 解 决 海 上 问

题 上 有 着 重 要 的 共 识 ，就 是 要 通 过 友

好 协 商 ，按 照‘ 搁 置 争 议 、共 同 开 发 ’

的 原 则 处 理 有 关 问 题 ，而 不 应 该 采 取

单 方 面 的 行 动 ，导 致 局 势 进 一 步 复 杂

化”。他进一步呼吁越 方 ：“ 应 该 做 有

利 于 南 海 和 平 稳 定 的 事 ，做 有 利 于 增

进中越友好合作的事。”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三日之内两次

重申中国在南沙的主权，事出有因。

南 海 问 题 的 由 来

无 论 从 历 史 、还 是 从 法 理 的 角 度

来 看 ，西 沙 群 岛 和 南 沙 群 岛 自 古 就 是

中 国 的 领 土 ，中 国 在 西 沙 和 南 沙 拥 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1975 年 以 前 越 南 官

方曾多次公开承认并赞同这一事实。

20 世 纪 70 年 代 中 期 开 始 ， 越 南

开 始 对 中 国 的 南 沙 群 岛 提 出 主 权 要

求 ，并 以 军 事 手 段 先 后 占 领 了 南 沙 群

岛 中 的 29 个 岛 礁 ， 基 本 控 制 了 南 沙

西部海域。1977 年 5 月 12 日，越南发

表了“关于越南领海、毗 连 区 、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的 声 明 ”， 使 其 拥 有 的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 区 海 域 ，已 经

延 伸 到 了 中 国 1947 年 公 布 的 “ 南 海

断 续 疆 域 线 ”之 内 ，与 中 国 的 海 区 重

叠，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议。

在 南 海 的 新 举 动

今 年 以 来 ，越 南 在 南 海 的 单 方 面

行 动 无 论 从 频 度 和 力 度 上 ，都 比 以 往

明显增强：

1 月 初 ， 越 南 无 端 指 责 我 在 西 沙

群岛部分领海基地竖立标志物。

2 月 底 ， 越 南 出 动 海 军 驱 赶 我 在

西 沙 正 常 作 业 的 渔 船 ，在 一 个 多 月 时

间 内 ，对 我 国 近 500 余 艘（次）船 只 进

行驱赶和抓捕。

3 月下旬以来，越南军政部门派出

多个高级代表团赴南沙其所侵占的岛

礁慰问，视察军、民用 设 施 建 设 情 况 ，

其人员规模、持续时间均超过历年。

4 月份，越南海军在 西 沙 以 西 、北

部湾口以南海域，监视 、拦 阻 、驱 赶 我

正常作业的“奋斗四号”勘察船。

4 月份，越南进一步划定了南沙部

分油气招标区块，还宣布将在南沙举

行“国会代表”选举，并将和英国 BP 公

司合作在南沙修建天然气输送管道。

4 月份，越南宣布将 租 用“ 北 欧 探

索 者 ”号 地 震 考 察 测 量 船 在 南 沙 万 安

滩 以 西 “ 第 12 油 气 区 块 ” 进 行 为 期

75 天的地震考察。

越 南 在 南 海 有 争 议 海 域 频 频 采

取 单 方 面 行 动 ，引 起 中 国 政 府 严 重 关

注。近年来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

好 ，双 方 领 导 人 已 经 就 海 上 问 题 达 成

重 要 共 识 。 南 海 局 势 总 体 保 持 稳 定 。

越 南 的 以 上 新 动 作 则 有 违《南 海 各 方

行为宣言》（2002 年 11 月 中 国 与 东 盟

国 家 在 金 边 签 署 了 该 宣 言 。 它 强 调 ，

为 了 地 区 的 和 平 与 稳 定 ，各 方 要 保 持

克 制 ， 不 再 采 取 使 局 势 复 杂 化 的 行

动 ，各 方 承 诺 和 平 解 决 争 端 ，并 加 强

沟通和交流）。

另 外 ，据 法 新 社 报 道 ，从 2007 年

开 始 ，越 南 政 府 计 划 拨 款 五 亿 美 元 在

北 部 沿 海 重 镇 海 防 市 兴 建 一 座 占 地

3000 公顷的大型军港。 专 家 估 计 ，此

军 港 一 旦 建 成 ，将 具 备 停 泊 40 ～60 艘

水 面 舰 艇 能 力 ，还 能 停 靠 四 万 吨 级 的

战 舰 ，这 不 仅 可 以 缓 解 越 南 战 舰 只 能

停 靠 在 南 部 金 兰 湾 基 地 的 困 境 ，而 且

还 将 大 大 加 强 越 南 海 军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将 越 南 海 军 战 斗 保 障 能 力 提 高

到 一 个 新 水 平 。 在 海 防 兴 建 大 型 军

港 ，意 味 着 越 南 将 改 变 海 军 基 地“ 南

重 北 轻 ”的 布 局 ，其 海 上 防 御 能 够 兼

顾南北两个方向。

想 要 干 什 么

积 极 寻 求 南 海 问 题 所 谓“ 法 理

化 ”。当前，越南对南海争 议 寻 求 国

际 仲 裁 的 势 头 较 为 明 显 ，其 目 的 是 企

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

加 紧 推 行 对 侵 占 岛 礁 的“ 民 事 化

管 理 ”。 2004 年 4 月越 南 开 通 了 到 南

沙的旅游路线，2005 年 又 扩 建 了 南 威

岛 机 场 。 今 年 以 来 ，越 南 制 定 了 向 南

沙 移 民 的 计 划 ，调 整 了“ 长 沙 县 ”（即

我 南 沙 群 岛）的 行 政 区 划 ，在 其 侵 占

岛礁组织“国会代表”选 举 ，开 通 了 覆

盖 南 沙 的 移 动 电 话 网 络 ，并 在 我 毕 生

礁上修建所谓“烈士 纪 念 碑 ”，加 强 防

波 堤 、交 通 壕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越 方

透视近期越南在南海的新举动
瞿 健 文 张 开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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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图 利 用 这 些 手 段 ， 突 出 民 事 化 控

制 ，促 使 国 际 社 会 承 认 越 南 拥 有 侵 占

岛礁的“主权”。

近 期 仍 以 获 取 经 济 利 益( 尤 其 是

油 气 资 源) 为 主 要 目 标 。 2007 年 1 月

15 日至 24 日召开的越 共 十 届 四 中 全

会 讨 论 通 过 了 越 南 新 的 海 洋 战 略 ，其

目 标 是 要 使 越 南 成 为 一 个 海 洋 强 国 。

在 新 海 洋 战 略 中 ， 越 南 提 出 到 2020

年 ， 其 海 洋 经 济 要 占 GDP 的 53% ～

55%。南海地处热带，渔业资源、热带

资 源 、 海 洋 能 源 和 盐 业 资 源 丰 富 ，至

关 重 要 的 是 ，南 海 海 域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资 源 储 量 很 大 ，据 专 家 估 计 ，石 油 储

量可达 40 亿～50 亿吨，天然气 100 余

亿立方米。南海的石油给越南带来了

巨 大 的 经 济 利 润 ，仅 2006 年 上 半 年 ，

越 南 石 油 天 然 气 总 公 司 油 气 开 采 产

量 就 达 到 1237 万 吨 ， 原 油 出 口 约 为

820 万吨，出口创汇达 41 .4 亿美元。

不 过 ，尽 管 越 南 近 期 在 南 海 动 作

频 频 ， 但 始 终 保 持 一 定 程 度 的 克 制 ，

尽 量 把 新 举 动 控 制 在 一 定 的 范 围 和

程 度 之 内 ，避 免 进 一 步 刺 激 南 海 争 议

相关利益方。

新 举 动 背 后

目 前 ，南 海 争 议 各 方 大 多 努 力 维

持 南 海 的 和 平 与 稳 定 ，越 南 今 年 在 南

海的举动却不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

原因。

从 国 际 上 看 ，1982 年 4 月 30 日 ，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正式生效。该公约涵盖了领海、

毗邻区、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等相

关规定。中国是世界上第 93 个批准该

公 约 的 国 家 。 越 南 也 批 准 了 该 公 约 。

世界上已有超过 170 个国家和地区批

准了该公约。越南利用该公约中关于

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有关规定作

自己的解释，还为此采取了各种手段

和措施。它一方面以重金从俄罗斯购

买先进战舰和反舰导弹系统，提高其

在南海海域的军事作战能力，另一方

面，通过各式各样的所 谓 彰 显“ 主 权 ”

行动，加大对南沙侵占岛礁的实际控

制力度。同时，越南还加紧拉拢美、英

等西方国家参与对南海海域油气资源

的开发，以期在国际上获得西方国家

对其“主权”要求的支 持 ，造 成 有 利 于

越南的态势。

从 越 南 国 内 来 看 ， 自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 实 行 革 新 开 放 以 来 ，越 南 在

政 治 、经 济 、社 会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长 足

发 展 。 随 着 经 济 的 持 续 快 速 发 展 ，越

南 政 府 高 层 越 来 越 认 识 到“ 面 向 大 海

是 越 南 发 展 和 融 入 国 际 经 济 的 必 然

要 求 ”， 因 此 ， 在 越 共 十 届 四 中 全 会

上 ，提 出 了 新 的 海 洋 战 略 ，制 订 了 到

2020 年 要 把 越 南 建 设 成 为 一 个 海 洋

强 国 的 宏 伟 目 标 ，将 开 发 海 洋 和 沿 海

地 区 经 济 提 到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的 高 度 。

充 分 利 用 南 海 资 源 ，为 越 南 经 济 社 会

进 一 步 发 展 提 供 动 力 ，就 是 其 中 的 重

要举措。

此 外 ，在 越 南 国 内 也 有 少 数 人 对

1999 年 12 月 30 日 中 越 两 国 政 府 签

订 的《中 越 两 国 陆 地 边 界 条 约》有 微

词 ，因 此 ，他 们 提 出 要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采 取 强 硬 态 度 ，加 快 宣 示“ 主 权 ”，使

其侵占的岛礁“合法 化 ”，以 求 弥 补 其

陆地边界上的“损失”。

再 者 ， 越 南 认 为 其 领 土 南 北 狭

长 ，东 西 距 离 很 短 ，在 安 全 防 守 上 缺

乏 纵 深 保 护 ，加 上 海 岸 线 过 长 ，保 卫

领 土 安 全 难 度 很 大 ，如 果 能 够 在 南 海

侵 占 尽 量 多 的 岛 礁 ，就 可 以 在 海 洋 上

形 成 第 一 道 防 线 ，实 现“ 拒 敌 于 国 门

之外”。

中 国 始 终 以 维 护 南 海

和 平 稳 定 为 重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双方在

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随着

《中 越 两 国 陆 地 边 界 条 约》、《中 越 北

部 湾 划 界 协 定》 等 条 约 的 陆 续 签 订 ，

中 越 两 国 关 系 进 入 了 新 的 发 展 阶 段 。

2002 年，中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

的周边外交政 策 ；2005 年 ， 中 国 提 出

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2006 年 11

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越南，把中越两

国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因此，今年

以 来 ， 尽 管 越 南 在 南 海 活 动 频 繁 ，中

国始终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以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为重，主张通过多领域

的 协 调 与 对 话 ， 加 强 双 边 交 流 与 沟

通，尽量避免使南海问题复杂化。

阅读链接：2006 年第 18 期

《南中国海：“合作之海”如何合作》

2004 年 4 月 , 越 南 旅 游 团 登 上 南 沙 群 岛 , 中 国 提 出 强 烈 抗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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