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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清您谈谈引起 日际社会普遍关汁 引发南

中国海冲突的根本原囚在哪 爪

刘容子 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 地球上的陆地已全

部
“

明花有主 ” 了
。

而占地球表而 左右的海洋
,

作为
“

另一个疆界 ”被沿海国家提升到
“

蓝色国 土
”

的地位
。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 卜简称《公约》确

立的新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
,

沿海国可以拥有及于

上空
、

海床和底 卜的 海里完全主权的领海 可以

确定‘ 领海同等管理权限的 海里毗连区 可以确

立行使各项 毛权权利的 海 里专属经济区制度 以

及划定不超过 海里的基于本国大陆 自然延伸的

大陆架区域
,

并对其白然资源行使 上权权利
。

《公

约》所建立的这些新的海洋制度
,

无疑使沿海国得

到扩 人
“

国上
”

范围的机会
,

使国家管辖内容更加

丰富
。

却也使沿海国在获益的同时不得不被卷进国

家海域疆界贡新划界的挑战之中
。

由此看来
、

《公约》 既是第 一 部
“

地球宪法 ”、

当代人类社会发展 史均里程碑
,

也是人类社会再次

瓜分世界
、

再次进行势力较 量和竞争的起点
。

《公约》尽管也顾及到 了
“

历史性权利
”
的特殊

性 明确 ’国家问海域划界需要考虑
“

历史性 ’问

题
,

但它本纤确实是妥协与矛盾的产物
。

每个沿海

国对《公约》的理解和解释都毫无疑问是基于自身

利益的
。

谋求控制和获取最大利益是每个国家政权

的从本职责
。

在此背景下
,

南中国侮周边各国
,

甚

至地区外国家及利益集团
,

以新的海洋法律制度为

契机
,

谋求发展新途径
,

试图以各自对《公约》的

海洋 、界口 。。 口



理解或解释来争取取得南中国海的最大空间
,

获取

最大的资源经济利益
,

甚至不顾事实
,

歪曲
、

无视

历史
,

叫嚣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拥有主权和权益
。

如越南在 年以后提出对我国西
、

南沙群岛的

无理主权要求 年以来 菲律宾以划定 海

里专属经济区对我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及黄岩岛提

出的主权要求等
,

都是不顾历史事实
,

以现代海洋

法律制度要求或解释历史史实
、

妄图混淆概念
、

扰

乱视听混说乱抢
、

攫取利益
。

记者 那您可否谈谈这些国家凯觑
、

争夺我国南

中国海
,

到底想谋取哪些资源经济利益

刘容子 可以
。

几乎在新的世界海洋法律制度建

立的同时
,

在南中国海发现了大量海底油气资源
。

估计其总量约 亿吨 而世界海洋石油总量估计

值约为 亿吨 以上
,

其中位于我国传统疆界

线以内的约占 目前已经证实的石油可采量约

亿吨
,

天然气 可采量为 万亿立方米
。

在世界

性陆地能源危机形势 下
,

如此巨大的能源利益引发

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为热点的权益争端
,

也就不

足为奇了
。

从上个世纪 年代初起
,

南沙海域最有远景海

域的油气资源就被菲律宾
、

马来西亚
、

文莱等国勘

探开发
,

这些国家都把攫取南沙油气资源定为国

策
。

年以后
,

越南
、

印尼等国也将手伸到南沙

海域
。

目前
,

掠夺规模迅速扩大
,

步伐还在加快
。

据不完全统计
,

近 年来菲
、

马
、

文
、

越
、

印尼等

个南海周边国家及其国际招标的 多家外国石油

公司
,

在这里完成了 万公里地震测线
,

钻井

口
,

探明油田 个
,

气田 个
。

其中 个油田
、

个气田在我国传统疆界线以内
,

我南沙海域每

年有数以千万吨计的石油资源正在被周边国家所掠

夺
。

记者 南中国海不仅海洋石油资源令人垂涎三

尺
,

其战略地位是否 也使人刮 目相看

刘容子 是这样的
。

南中国海西南直通马六甲海

峡与印度洋相连
,

东北控制进入东海的通道
,

当属

两大洋之
“

咽喉
。

其经济地理位置对世界军事
、

经

济大国及周遍国家确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而且随着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石油开采和商贸活

动迅速发展
,

其航运战略地位愈发重要
。

现在
,

每

年有 亿美元货物经此海域通过
,

其运输量占

世界总量的
,

该地区列入世界交通图的航线就

有 条
,

可见其战略地位多磨独特
。

南中国海直

接关系到一些国家的能源
、

经济安全
。

如 日本进口

石油的 和各类货物运输的 均通过此海上

通道
,

对 日本来说
,

该航线不仅平时影响其经济的

繁荣和发展
,

战时还将关系其生存与胜败
。

记者 据我所知
,

魅力无穷的南中国海有着丰富

多彩的海洋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
,

国际社会十分重

视其生态系统的保护性开发与管理
,

但 目前的形势

不容乐观
。

您能谈谈看法吗

刘容子 这是我国上下十分关注的
。

南中国海的
“

四沙
’‘

渔场是我国南方省区渔民祖辈相传的传统

作业场所
。

但是
,

自 年起
,

越南
、

菲律宾等

国对我北部湾和南沙海域渔业生产船只实行野蛮袭

击
。

仅 一 年就发生袭击
、

抓扣我渔船事件

起
,

死伤渔民 人
,

损失渔船 艘
,

直接经济

损失达 万元人民币
。

最近
,

越南竟然宣称要在南中国海建立
“

行政

区
’‘,

菲律宾也公开对我黄岩岛提出主权要求
。

我

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进行了严正交涉和驳斥
。

我认为
,

无论是全球政治
、

经济
、

军事和科技

新形势变化的驱动
,

还是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
,

南

中国海问题不依我们的意志而成为今夭世界的热

点
。

我们只有现实地迎接挑战
,

沉着应对
,

坚决依

法开发和保护南中国海
,

维护我国的主权和海洋权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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