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

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
,

在新形势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

这需要我

们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加以认识
,

并采取妥善的处理办法

文 / 杨青

经略海洋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

也是新

时期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大战略举

措
。

目前
,

我国海洋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

都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

在海洋开发

和海洋资源利用需求空前增大的同时
,

海

洋权益争端也愈益突出
,

经略海洋的全局

谋划显得更为重要
。

在这方面
,

正确认识

和处理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
,

促

进和落实南海的共同开发
,

无疑是牵动全

局的重大问题
。

胡锦涛主席 200 5 年 4 月在出访印尼
、

菲律宾和文莱三国时
,

重申了中国解决南

海争端的原则立场
。

强调要使南海成为
“
友

谊之海
”

、
“

合作之海
” ,

这既是对中国解

决南海争端政策的重大宣示
,

也是在新形

势下推进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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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举
。

南海问题由来

南海
,

亦称南中国海
,

位于中国大陆

的南方
,

东边是菲律宾群岛
,

西边是中南

半岛
,

南边为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和

苏门答腊岛等
。

在这辽阔的海域中
,

分布

着东沙群岛
、

西沙群岛
、

中沙群岛和南沙

群岛
,

一般统称为南海诸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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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东沙群岛
、

中沙群岛和西沙群

岛在我国政府管辖之下
,

南沙群岛虽然主

权属我
,

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

越南
、

菲律宾
、

文莱
、

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

先后对南沙群岛的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

权要求
,

并非法占据了南沙群岛部分岛

礁
。

在南沙群岛 18 9 个已有命名的岛
、

礁

和暗滩
、

暗沙中
,

有 4 3 个岛
、

礁分别被

越南
、

菲律宾
、

马来西亚等国占据
,

其中

越南占据 29 个岛礁
,

菲律宾占据 9 个岛

礁
,

马来西亚占据 5 个岛礁
。

上世纪 80

年代末 oo 年代初
,

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

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
,

建渔港
、

灯塔和旅游观光点
,

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

司合作
,

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
。

一些

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
,

短短十几年时

间
,

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
,

有的

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
。

到

9 0 年代末期
,

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

钻井 10 0 0 多 口
,

发现含油气构造 200 余

个和油气田 18 0 个 (其中油田 10 1 个
、

气

田 7 9 个 )
,

仅 1999 年年产石油 4 04 3 万吨
、

天然气 3 10 亿立方米
,

分别是我国 19 99

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

2
.

5 倍和 7 倍
。

目前
,

南海的形势是
,

越南基本控制

了南沙西部海域
,

菲律宾基本控制了南沙

东北部海域
,

马来西亚基本控制了南沙西

南部海域
。

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两国虽没有

直接占据南沙群岛岛礁
,

但印尼单方面宣

布的专属经济区深人我国传统海疆线 5 万

平方公里
.
文莱则对我南沙群岛的南通礁

提出领土要求
,

企图划分我 3 万平方公里

的海域
。

这些国家通过建立 2 00 海里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等制度
,

将其主张的海域范围

覆盖了南海大部分海域且彼此重叠
,

同时

也与中国主张的管辖海域范围形成重叠
。

因此
,

南海问题
,

不光是南沙群岛的主权

和领土争端
,

还有着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

海洋管辖区域的划分问题
。

“
搁置争议

,

共同开发
”
主张的提出

面对南海问题形成的复杂局面
,

如何

处置 ? 如何应对?

1984 年
,

邓小平最先提出了
“

搁置争

议
,

共同开发
”

的设想
。

他说
: “

南沙群岛
,

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
,

属中国
,

现

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
,

菲律宾占了几

个岛
,

越南占了几个岛
,

马来西亚占了几

个岛
。

将来怎么办? 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

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 , 一个办法是把主

权问题搁置起来
,

共同开发
,

这就可以消

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
。”

19 90 年
,

我国

对外正式提出了
“

搁置争议
,

共同开发
”

南海的主张
,

期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
、

共同开发的方式
,

与东盟涉及南海争端的

这些国家解决问题
。

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

具有充分

的法理依据
。

中国作为涉及南海争端各方

中的大国
,

采取克制态度提出这项主张
,

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

既是为给中

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

的周边环境
,

也是为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和

平
、

稳定和发展
,

应该说是一个符合实际

情况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

然而
“

搁置争议
,

共同开发
”

提出后
,

东盟国家当时并不领

情
,

而是继续在自己已经占据的岛屿和海

域进行开发
,

并以开发造成的既成事实进

一步确立自己在南海的主权
。

对此
,

我们

没有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决心
,

而是继续

采取克制态度
。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
,

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
、

实力的增强
,

以及中国坚定不

移地贯彻执行
“

以邻为伴
、

与邻为善
”
和

“

睦邻
、

安邻
、

富邻
”

的政策
,

尤其是中国

对东盟国家表现出的诚意
、

耐心和忍让
,

终于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
,

开拓了双方

关系的新局面
。

中国与东盟从普通对话关

系
,

逐步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 “

搁置争

议
、

共同开发
”

的主张也终于得到了回应
。

20 02 年
,

中国和东盟共同签署 《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
,

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
、

促进在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政

治基础
。

20 04 年 fl 月
,

中国与菲律宾签署

了在双方争议地区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协

议
。

2 005 年 3 月
,

中国
、

菲律宾和越南的

3 家石油公司又在马尼拉签署了《在南中国

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

这

些既是对
“

搁置争议
、

共同开发
”
主张的

有益实践
,

也是落实中国与东盟 《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 的重要举措
。

妥善处理南海权益争端

南海的共同开发进程已经启动
,

这无

疑是一个好的开端
。

然而
,

历史遗留问题

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
。

南海争端不仅涉

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重大的经济利益
,

而且

涉及重大的战略利益
,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

争端
,

尚需时日
。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

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
,

在新形势下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
,

这需要我们从战略的高度

重新加以认识
,

并采取妥善的处理办法
。

南海争端的主体关系发生了变化
,

南

海争端 已成为战略伙伴之间的争端
。

随

着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
,

19 99 年

一 200 0 年
.

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分别

签署了面向 21 世纪的双边关系框架文件
。

20 02 年 fl 月
,

双方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
,

基本缓解了双方在地区安全上

的最大争端
。

2 003 年 10 月
,

中国作为东

南亚区外大国第一个正式加人了东盟的政

治条约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同时双

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这是中国第一

次同一个地区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

这种战

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

一方面表明中国愿意

同东盟永做好邻居
、

好伙伴
,

面向未来
,

共谋发展
;
同时也意味着南海争端的主体

关系发生了变化
,

南海争端已成为战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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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之间的争端
。

这种关系的变化
,

对解决

相互争端的方式带来了更多的限制
,

同时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它要求我们在解决

包括海洋权益争端等具有重大纷争的问题

上
,

需要更多地考虑双方的政治利益和长

远战略利益
,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积极寻

求
“

共赢
”

的解决方案
,

同时也需要我们

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

争取把已经

启动的共同开发进程稳步推向前进
。

立足于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解决

南海争端
,

对维护我国的
“

核心利益
”

有

着重大影响
。

最近几年
,

随着台湾政治局

势的变化
, “

台独
”

的危险性在上升
,

中

国维护国家统一的
“

核心利益
”

受到严重

挑战
。

台湾当局推行所谓
“

南向政策
” ,

以
“

扩大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
”

的图谋

也愈加明显
。

鉴于此
,

巩固和发展中国与

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

从维护国家
“

核心

利益
”

的大局出发
,

妥善处理中国与东盟

国家的南海争端
,

显得尤为重要
。

南海经济利益纷争
,

需要服从整个区

域经济合作大局
。

海洋权益争端往往与经

济利益纷争紧密联系
,

南海的情况同样如

此
。

南海所蕴藏的丰富的油气资源
,

既是

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关注这一海域的主要

原因
,

也是导致南海权益争端的主要诱因
。

毋庸讳言
,

中国在南海同样有着重大

的经济利益
。

在中国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进

程 中
,

南海的丰富资源
,

尤其是油气资

源
,

对中国这样一个逐步迈向工业化的大

国来说
,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

然

而
,

经济利益取舍也有一个两权相衡取其

重的间题
。

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存在经济利

益纷争
,

但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又有着重

大的共同利益
,

这就需要我们作出必要的

抉择
。

近年来
,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发展

迅速
,

成果喜人
。 “

中国 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

已于 2 005 年全面启动
,

并计划于 2 01 0 年

如期完成
。

它将以拥有 2 万亿美元国内生

产总值和 1
.

2 万亿美元贸易总额成为继北

美
、

欧洲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

同时
,

最近几年中国和东盟在双边贸易
、

相互投资
、

承包劳务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

发展
。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

2 003 年
,

双边

贸易额达 7 82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42
.

8%
。

2 00 4 年
,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 10 00

亿美元
。

东盟已连续 11 年成为中国第五

大贸易伙伴
,

2 0 05 年更是跃居为中国第

四大贸易伙伴
。

1000 亿美元
,

这意味着

可为双方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

为各自

国家的 G D P 作出重要贡献
。

由于优势互

补
,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互利互惠的经济合

作具有巨大的潜力
。

东盟国家的石油
、

天

然气
、

橡胶
、

木材及木制品
、

矿产
、

棕搁

油和热带水果等丰富的自然资源
,

将有力

地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
,

而中国许多物美

价廉的商品
,

也十分适合这个具有 5 亿人

口的大市场
。

随着中国一 东盟战略伙伴关

系的不断深化
,

双方的经济合作领域也将

不断向纵深发展
。

基于上述情况
,

我们应从国家整体利

益和地区经济合作大局出发
,

把南海的经

济利益纷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来加以解

决
。

积极促进南海共同开发
,

立足于现有

条件
,

努力获取这一地区的最大经济利益
。

在可预见的将来
,

我们应着眼于与东

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大局
,

正确认识

和处理双方海洋权益争端
,

采取切实可行

的办法和措施
,

争取把已经启动的共同开

发进程稳步推向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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