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边海突发事件都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一种考

验。
中国应如何处理好边海问题? 其一，应正确看

待和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纵观历史可以发现，

无论是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抑或英殖民主义

者独霸海洋，还是美国海权的兴起，海上争夺与对抗

一直十分激烈，有时表现为外交博弈，有时表现为热

战。竞争是海洋时代的重要特征，现在看来，这种无

序竞争远未结束。当前，这种“海上乱局”不仅表现

在岛礁主权的争夺上，还表现在油气开采、海洋生态

保护、海上通道等全方位争夺上，甚至有可能加剧军

备竞赛和国家对抗，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结构产生更

加深远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特性的国家，

素以经营陆疆著称，也创造了郑和航海的辉煌，具有

悠久的卫海、用海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海洋力

量建设滞后，经过新中国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海上力

量正在复兴。我们应发扬中华民族的卫海、用海传

统并借鉴世界海洋强国的经验，以积极进取的心态

推动海洋力量的发展和复兴。
其二，应处理好合作与斗争的关系。中国发展

海洋力量并不是谋求霸权，而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

与稳定，为了更好地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目标。因

此，中国海洋复兴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与历

史上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美国的海权都不相同。

中国应坚持不懈地倡导“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

体”观念，推动与海上邻国增信释疑、利益交融。同

时，中国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积极维护自身合法的

海上权益，坚定不移地走向海洋。越南、菲律宾早在

多年前就已设立所谓“黄沙岛县”、“长沙岛县”和

“卡拉延市”。中国近期设立三沙市的做法是维护

自身海洋权利的正确之举。
其三，妥善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海上争

端的趋势看，我们始终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最大程度地遏制战争、维护和平。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边海分歧始终面临战争与和平的两难处境。
从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看，“斗”与“合”是策略性问

题，而“战”与“和”却是根本性问题。中国在处理边

海争议问题时要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目标

出发，始终坚持以下原则: 平等协商，政治谈判; 尊重

历史，兼顾现实; 难以解决，暂时搁置; 敢于出手，战

则必胜。具体来讲，中国的首选之道应是用平等友

好的协商谈判来解决边海摩擦问题，对于久议不定、
久拖不决甚至可能引发两国交恶、交兵的“不定时

炸弹”，应积极促成解决; 对于一时不具备解决条件

的纷争问题，从长远考虑暂时冻结、搁置，也不失为

一种稳妥方案; 如果对方一再无理挑衅，甚至将冲

突、摩擦和对抗强加到中国头上，危及中国根本利

益，中国理应做出有力回应。○

中国崛起过程中解决边海问题的出路

李向阳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中国的边海问题首先应该放在中国崛起的大环

境下来看待。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与中国有领土、
领海争端的国家越来越担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丧失

时间优势。同时，区域内外的大国为应对中国的崛

起而纷纷调整其亚洲战略，这为某些小国“趁火打

劫”创造了条件。因而，解决边海问题不能头痛医

头，脚疼医脚，而必须与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结合起来。
中国的边海问题并非事关全球，近年来却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大国都在

重新调整其亚洲战略，且它们的亚洲战略都是围绕

中国而展开。面对中国的崛起，区域内外大国的亚

洲战略力图实现双重目标: 一方面希望保持与中国

的合作关 系，另 一 方 面 又 在 寻 找 遏 制 中 国 的“抓

手”。传统意义上的“抓手”，如台湾问题、西藏问

题、新疆问题等，属于中国的内政，外部干预显然无

法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而边海问题作为中国核

心利益的组成部分，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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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成为这些国家遏制中国的战略“抓手”。这

些国家在干预中国边海问题过程中，都把自己塑造

成争端的利益攸关方，打着维护国际航海秩序的旗

号，参与对中国的遏制，以扩大对亚洲地区秩序的影

响力。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选择“回归亚太”战略，

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中国主导未来的亚洲政治、经济

秩序; 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美国在亚洲秩序中的主

导地位，把中国纳入到这一秩序之内加以约束。这

是霸主对潜在挑战者所做出的自然反应。正如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对“太平洋世纪”的诠释所强调的: 美

国必须开创一种有章可依的秩序———一种开放、自

由、透明而公平的秩序; 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充当这样

一种秩序的开创者和维护者。美国干预南海争端就

是打着维护国际航海自由权利的旗号。通过这种方

式，美国既可以规避遏制中国的名声，又可以逼迫中

国就范，因为中国如果不接受将会被置于全球规则

的违背者或挑战者位置上。
受美国“回归亚太”的鼓励，亚洲的一些大国也

开始把边海问题作为其未来亚洲战略布局的一个基

点。在日本野田政府发布的 2011 版《日本的防卫》
( 防卫白皮书) 中首次增加了“聚焦南海动向”项目，

称中国的行动有可能“影响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

与稳定”。近来日本又围绕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
挑起事端。印度联合越南在中越有争议的南海区域

开发石油作为其“东向战略”的组成部分。甚至有

媒体报道，“欧 盟 对 外 行 动 署”(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的官员在谈及“欧盟—东南亚问题”
时指出，欧盟欢迎来自东盟关于解决南海问题的任

何求助。与大国的亚洲战略相呼应，与中国有领土

争端的部分东南亚小国则浑水摸鱼，以求在南海问

题上向中国索取更大的利益。
我们必须客观对待因边海问题引发的中国与部

分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其一，维护边海主权是中

国和平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领土与领海主权是中

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利益。追求和平发展决不意味着

放弃武力维护国家主权。其二，营造良好的周边环

境是实现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良好的周

边环境，中国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大国，更

谈不上成为世界大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树立

区域大国地位不仅需要有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

力，更需要有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意愿。如果连自

身的核心利益都无法得到维护，那么就没有人相信

中国的能力和意愿。其三，现阶段部分周边国家因

边海问题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是大多数周边国

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与主要投资来源地。鉴于领土争

端历来无法取得零和博弈的结果，以理性来判断，战

争的成本要远高于搁置领土争端的成本。
边海问题本身是中国与相关声索国之间的争

端，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处理好大国关系

的前提下着眼于双边争端的处理，合理应对大国的

亚洲战略调整是解决边海问题的前提。区域内外大

国针对中国崛起所做的亚洲战略调整是全方位的，

既有经济领域、也有政治安全领域的调整。这是中

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为此，

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迫切需要做出全面调整。如果

不能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边海问题将不可能得到

真正解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解决争端过程中需

要引入第三方( 大国) 参与仲裁。
中国要针对边海问题向外部世界，尤其是向声

索国发出清晰、准确的信号。解决争端的基本原则

固然重要，但假如没有具体的目标、手段、底线，声索

国就有可能不断试探中方的底线。
同时，中国要做好应对周边个别国家误判形势

的准备。虽然部分周边国家因边海问题与中国发生

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个别声索国仍有可能对

大国关系、地区格局，或中方的底线及维护主权的意

愿做出误判，从而采取极端行为。在寻求和平发展

目标时，战争是一个不能放弃的战略选项。
此外，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为和平解决边海问题

创造条件。经济合作本身不能成为解决边海问题的

充要条件，但它有助于降低武装冲突的风险，进而有

助于确立中国的区域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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