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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南海共同开发这一问题做出分析，分析政治

解决模式的局限性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解决模式的优越性和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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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3月 14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及越南油气总公司签
订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协议规定在未来三年内这三个国

家的国有公司将共同收集协议区内定量二维和三维地震数据，并对区内的现有二维地震线

进行处理，希望通过地震和地球物理的方法探明该海域的地质结构和油气储量。此次合作

是三方共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为促进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

历史性的贡献。中国的这种解决方式不仅用事实挑战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而且它

也预示着未来国际关系领域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一种新模式。 
  

一、南海中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 

 
南海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使南海成了问题。至少有三个因素增加了南海的重要性：（1）

亚太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崛起。自二战以来，东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继日本经

济奇迹之后，东亚“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和越南相继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尽管遭受了 1997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从整体而言，东亚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并没有
改变其快速发展的势头。东亚经济地位的上升，也提升了整个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

位。据亚太经合组织的报告，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占了世界贸易的 47%和全球 GDP的 60%。
这种经济地位的上升也提升了作为太平洋边缘海南中国海的地位，尤其是创造东亚奇迹的

大部分国家都位于它的周边。（2）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之一是它们快
速增长的出口能力。东亚经济发展与制造业的出口紧密相关，这一特征凸显了运输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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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因而，南海作为太平洋通向印度洋以及东盟国家通向太平洋的交通要道，自然为

东亚国家所看重。（3）石油对东亚国家尤其是东北亚国家的重要性。南海有两个方面与石
油有关。一是它是东亚国家通向中东石油产地的必由之路；其二是南海本身被发现有巨大

的石油储量。① 因此，南海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稀缺资源，无论是它的运输功能也好，还
是它蕴藏的石油也好，本来是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问题，却由于其重要性而提升为政治问

题。南海的政治问题通过两方面的途径而使问题复杂化，即南海周边国家直接占领南海岛

屿并宣示主权从而导致南海的主权之争；大国力量介入使南海问题复杂化。 
中国政府一直宣示着对南海的主权，我国学者也根据历史的事实和国际法论证了中国

对南海的主权。②在南海的重要价值显现之前，周边国家也默认着中国对南海的主权。最

早对南海采取行动之一的越南在其派遣武装部队占领南海一些岛屿之前，其政府的文件、

领导人讲话、官方地图，甚至连中小学教科书都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1］由于受
利益的驱使，越南于 1975 年派遣了一支部队占领了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菲律宾早在１
９７０年９月就出兵侵占了马欢岛和费信岛，随后又侵占了其他一些岛屿。马来西亚也对

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于 1983年和 1986年占领了若干南海的岛屿，印度尼
西亚则提出了胃口更大的领水要求。［2］（P240－242）此外，文莱也宣布了对南海的部分岛屿拥
有主权。现在南沙群岛中除赤瓜礁、华阳礁等六岛和台控太平岛为中国占领外, 其它 100
多个岛礁已分别被他国占领。 

这些占领南海岛屿的国家为了对付中国，并使其占领合法化，采取了 3条主要措施：
（1）将其占领南海某些岛屿的行为合法化。如今占领南海的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占领着中
国的领海，而是把自己占领南海某些岛屿的行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

其主要根据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公约》第 2部分第 2条规定“每一国
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直至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十二海里的界限为

止”；第 4 条规定，每一个国家的“毗连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得超过二十四
海里”。第四部分第 57 条规定：“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二百
海里。”这种规定为南海周边国家提供了所谓“国际法”依据。正因为此，在 1978 年菲律
宾总统马科斯所签署的 “第 1599 号总统令”中，菲律宾主张建立 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3］菲律宾所主张的 200 海里经济专属区,把中国的黄岩岛、大部分南沙群岛纳入了自己
的专属经济区范围,从而构成了对中国固有领土的侵犯。另一方面这些占领国家尽可能的扩
大和巩固已经占领的岛礁、海域的控制权，希望形成“既成事实”，以获取国际社会的承

认。（2）这些占领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些占领国都属于东盟国家，东盟组织为
它们提供了合作的平台和某种意义上的庇护所。尽管它们本身在南海主权归属上也有争

                                                        
① 据专家估测南中国海区域内油田储量几乎相当于塔里木油田, 现已发现油气盆地 11个, 其中南沙水
域油田总面积就达 41万平方公里,储量约 350 亿吨。 
② 中国政府宣示着对南海的主权，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声明》
（1956年 5月 29日）；《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
（1980年 1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 2月 25日）；我国学者论证中国对
南海的主权的相关文章，如杨翠柏：《“发现”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社会科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时际国际法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 3 月第 1 期；
曹鉴燎：《历史性所有权原则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学术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85－88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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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但是为了对付中国的无可争议的主权，它们之间采取了放弃争议，共同对付中国的策

略。1992 年第 25 届东盟外长会议在菲律宾的推动下，东盟各国通过了《东盟关于南中国
海问题宣言》，希望东盟各国联合起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并力主

在多边国际场合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以加强它们用以对付中国的力量。（3）与区域外大国
的联合。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主要是因为南海所处的战略地位以及阻止中国对这一战略要冲

的独占，企图使这一战略通道国际化。自 1999 年以来，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事务，通过加
强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和在南海举行各种联合军事演习来加强自己对南海的影响

力和控制。东南亚的海空航运线控制了日本 99％的石油输入，因而南海也成了日美安保条
约所涉及的对象，在美第七舰队的“保护”范围之内。南海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连印度也极

为垂青，使它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南海的事务中来。 
因此，南海问题成了中国除台湾问题外的另一巨大的挑战。为了对付中国对南海的主

权，占领国家和其他利益大国结成了某种形式的准联盟。如何打破这一政治僵局，成了对

中国外交智慧和和平崛起理念的重大考验。 
 

二、南海问题政治解决的局限性 

 
南海问题首先是领土所有权问题，它构成了主权的核心。在主权国家的构成中，领土

是一切政治组织甚至是一切事物赖以存在的根基。因此，从历史上看，领土问题是一个非

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容易、也最经常引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际关系中，主权是

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各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主权意味着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它是不

可分割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论述主权的这一特性时，借用了汉密尔顿的

一句话即“同一区域内两个主权国家无法共存。”认为一个被分割的主权在逻辑上是荒谬

的，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4］ 
政治解决南海问题有两条途径。第一是通过战争来收回国家的主权。这是历史上被其

他主权国家经常采用的最直接、最方便的一条途径，也是解决主权之争的最有效的、最后

的语言，如 1982年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收回。中国因为南海主权之争先后在 1974
年和 1988年与越南、在 1995年与菲律宾发生了小规模暴力冲突，最后还是通过外交途径
解决了一些岛屿的争端。占领国家自从占领了南海的某些岛屿后，预见了某种中国通过战

争解决的可能性，因而将发展本国海军作为优先的发展任务。因而，一旦要通过战争解决，

这种方式将是长期的、艰苦的。除此之外，战争解决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有其巨大的局限性：

（1）我们国家现阶段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即抓住现阶段的“战略机遇期”，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的外交就是要尽可能的争取一个和平的外交环境，睦

邻友好就是我们的外交方针之一。显然，战争将会破坏这一战略环境。（2）南海牵涉的占
领国家太多，而且有大国的介入。一旦使用战争的方式，将会树敌太多。正因为这样，印

度尼西亚前外长莫赫塔尔•库苏马阿特马贾就确信“中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拿它同东南亚

邻国的关系来冒险。”［2］（P242）（3）南海距离中国陆地太远，而且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极少。
一旦战争收回，对这些岛屿的保护和管辖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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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途径是对南海主权的瓜分，这是占领国家所极力主张的。越南在 1992 年第 25 
届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U 形方案”，它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
海岸线向外延伸 200 海里，以划分南沙群岛海域，200 海里以内分别为越南、菲律宾、马
来西亚的领海，200 海里以外是与中国划分海域的部分。1994 年 5 月印尼在“U 形方案”
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环形方案”，即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环南中国
海各国沿海岸线向外延伸 200 海里为各国的领海，领海重叠部分由各有关国家协商解决，
环 200 海里以外的海域为共同的海域。还有的学者提出了用“北海模式”即北海周边国家
对其进行瓜分的模式来解决南海冲突。显而易见，这种瓜分模式是对中国主权的漠视，所

瓜分的不是“公共用地”，而是中国自己本身所拥有的主权。 
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和主权观念中解决南海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也正因为这样，

在政治上对未来的期待是可取的。正如邓小平在对待中日钓鱼岛争端时所说的：“这个问

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方法。”［5］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南海不是先有了主权争议，才开始显示其重要性的，而是其重要性显现之后，才有了

其他国家对它的占领。换句话说，南海是因为它本身巨大的经济价值及其战略价值，才带

来了主权的争议。占领国家看重的不完全是南海的主权，而是因为南海所蕴含的经济和战

略价值。因此，南海的经济和战略价值是因，南海诸岛屿的主权之争是果。正是认识到了

这一点，邓小平才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显然没有解决主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是坚持“主权在我”的。只是在无法找到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之前，防止这一问题上升为决定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使两国把焦点

都放在南海的使用价值上，共同开发南海的潜力，找到双方的共同点，在建立了合作互信

关系后，再根据历史、法理解决南海主权的归属问题。 
邓小平最早在 1986 年菲律宾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劳雷尔访华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的倡议，他认为南沙问题可以先搁置一下，放一放，不要让这个问题妨碍我们与

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对“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

力方式”来解决。［6］1988年 4月， 他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再次阐述了这一主张，
认为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南海的争议可以先搁置一下，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中菲两

国都应该抓紧利用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的经济。”［7］随后，中国的领导人在与占领国家
的外交来往中多次提到了这一解决南海争端问题的指导原则，并逐渐地为南海周边国家所

认同。 
南海在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政策的倡议下，维持了南海争议产生以来

的最大程度上和平状态。200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 10 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宣言共有十条，其基本的精神是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由直接有关的主权

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至此，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原则得到了南海周边国家的一致认同。宣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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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以在以下领域展开合作：（1）海洋环保；
（2）海洋科学研究；（3）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4）搜寻与救助；（5）打击跨国犯罪，
包括但不限于打击毒品走私、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军火走私。同样，在和平原则的指

导下，中国和东盟国家进一步确立了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于 2002 年 11 月签署了《中
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 10 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这是
通过经济促进和平、和平保障发展的又一个杰出的里程碑式的文件。2005年 3月 14日中
国、越南和菲律宾的国有公司达成了合作探明南海地质结构和油气储量的协议，这意味着

邓小平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倡议已进入了实施阶段。它跨出了南海周边国家合

作开发南海的第一步。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决方法。政治解决方法和经济解

决方法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这种解决方法对解决南海问题具有巨大的优越性。首先，它

将各国的注意力从有争议的主权领域引开，避免了各国在此问题上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

情绪。政治问题所涉及的更多的是“零和”博弈，如果某一方占领南海的某个岛屿就意味

着对方的失去。对于这些占领国来说，让它在占领之后又轻易的交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先搁置起来就能最大可能的避免直接对抗。其次，经济发展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所面

临的紧迫课题，双方都面临着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因此，争议双方有可能都将注意力放

到经济的优先发展上来。从历史的经验和人们的研究成果上看，一个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

要快速、健康地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而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和平特性，有可能将双方引向

和平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再次，各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零和”的双赢特性，只有中国

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才能开发出南海经济上的潜在价值。最后，这种解决模式可以防

止南海问题被大国所利用，从而将其作为“遏制”中国的棋子。 
因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正是从共同开发南海，并利用经济问题的和平特性而

找到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种解决方法的优越性，将为国际关系领

域中同类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加和平、更具有实用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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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的胜利。在此，我赠给你们一个荣誉称号：你们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

的革命军队”。胡主席最后说：“你们就要离开越南回国了，祝你们一路平安！”我国工程

部队负责同志向他明确表示：“如果越南人民需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会立即回来。” 

通过对中国援越抗美支援部队光辉历程的粗略回顾，联系 40 年来国际形势发展的

实践，我们有这样几点初步体会： 

1、侵略者只要继续存在，他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遭受越战的彻底失败，他们

并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而是在企图独自称霸的条件下更加蛮横，公然践踏国际准则，

肆无忌惮地对别人进行武装侵略、干涉或以武力相威胁。只有使其严重受挫，才能迫使

他有所收敛。 

2、我国与各友邻国家唇齿相依，对友邻的侵略，实际上也是对我国的威胁。我们

对友邻的支援既是为了地区和平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宁，是国际主义也是爱国主义，是完

全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义无反顾的。 

3、一个民族为祖国的独立、统一而战是进行一场正义战争。由于力量对比，侵略

者利于速战速决，被侵略者利于长期坚持，在兄弟友邻的大力支援下，经过长期斗争，

必能取得胜利。 

4、侵略者经常是挟武器装备的优势进行侵略、干涉和威胁。面对这一客观现实，
被侵略、被威胁者一方面也要尽可能缩小装备、技术的差距；同时更要学会运用机动灵

活的战略战术，像我们援越部队那样，以落后的武器打下先进的飞机。在这里，人的因

素——机智勇敢仍然起着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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