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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南海周边国家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 /划界案 0、引进外国公司参与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
加强沿岸的潜艇部署和区域外大国的介入, 是今年以来南海局势发生较大变化的成因。为抑制紧张局势的发展, 建议采取

建立一个组织机构以增强国家间的互信, 排除实行共同开发的各种障碍; 设置一个共同捕鱼区 , 实现区内的合作捕捞以及

加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等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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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is year, the situation o f the South Ch ina Sea has changed g reat ly. The causes inc ludes: Coun2
tries neighboring the South Ch ina Sea lodg ing subm issions w ith Un ited N ations Comm ission on the ou ter continen 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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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tua l trust betw een countries, removing all k inds o f obstacles for the jo int explo itat ion, setting up a common

fishing zone to ach ieve cooperation o f fishing, promot ing cross2stra it coope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2009年的南海, 可谓是 /多事之秋0。南海周
边各争议国乘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

陆架划界案之机, 无不抓紧瓜分我国南海断续疆域

线内的岛礁和海域。 2月 17日, 菲律宾国会通过

了 /领海基线法案 0, 把我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
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 5月 6日, 马来西亚与

越南联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提交了他们

各自在南海南部的 200海里外大陆架 /划界案0;
5月 7日, 越南又单独提交了在南海中部部分地区

的外大陆架 /划界案 0。这些所谓法案和划界案几
乎把整个南海海域瓜分殆尽。与此同时, 周边国家

为争夺南海海域的主权, 目前正不断加强沿岸的军

力部署和增强潜艇性能, 并极力引进外国公司参与

南沙海域的石油开发, 使南海紧张局势逐渐趋于白

热化。

一  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引起的风波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附件二第四条规定:

/拟按照第七十六条划定其 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

部界限的沿海国, 应将这种界限的详情连同支持这

种界限的科学和技术资料, 尽早提交委员会, 而且

无论如何应于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十年内提出。0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在 1994年 11月 16日生

效, 故十年期限应该是在 2004年 11月 16日之内。

但考虑到搜集支持延伸大陆架声称所需的资料, 不

仅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而且非常费时, 因此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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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国都要求把提交的期限延长。 2001年 5月,

经海洋法公约成员国会议决定, 将大陆架划界委员

会 /科技指南 0 正式通过的 1999年 5月 13日作为

生效日, 那么提交大陆架委员会的最后期限就确定

在 2009年 5月 13日
[ 1 ]
。

在 2009年之前, 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

大陆架划界案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有三个。印尼在

2008年 6月 16日提交了其中的一部分, 仅是关系

到苏门答腊西北部外大陆架的一个地区。据了解,

目前印尼正准备提交两个更远的外大陆架地区, 分

别位于努萨登加拉南部和巴布亚北部。印尼拟声称

的外大陆架面积较有限, 仅为 3915平方公里。缅

甸在 2008年 12月也提交了在孟加拉湾 /拉卡希内
( R akhine) 近海 0 以及称为 /拉卡希内大陆架 0
的外大陆架划界案。日本在 2008年 11月 12日提

交了如下七个不同地区的外大陆架: 南九州 ) 帕劳
隆起地带、南硫黄岛地带、南鸟岛地带、茂木海底

山地带、小笠原群岛高原地带、南冲大东岛隆起地

带和四国山地地带。日本提交的外大陆架地区, 总

面积达 740, 000平方公里 (相当于 215750平方海

里 )。据了解, 日本在准备其提交方案时, 投资超

过 520亿日元 (相当于 5亿美元 ), 主要是耗费大

量时间和财力收集自然状况和解读必需的复杂地球

科学资料
[ 2]
。

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亦以提交外大陆架划界

案为契机, 抓紧瓜分南海海域。早在 2000年 4月

29日, 菲律宾外交次长梅仁 # 马牙洛那就提出,

把菲律宾的大陆架由目前的 200海里延伸至 350海

里, 以瓜分南海蕴藏的丰富石油。他说, 为了提出

该要求, 必须有足够的资料, 特别是勘测及地理数

据, 以提交给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据报道,

为收集有关数据, 菲律宾国立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已

要求参议院为该方案提供拨款
[ 3]
。 2002年 5月 7

日, 菲律宾参议员罗伯特 # 贾沃斯基 ( Robert S1
Jaw orski) 提出一项决议案, 要求参议院专属委员

会借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之机, 进一步巩固菲律宾

对黄岩岛、卡拉延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其他部分岛礁

的声称。他同时说道, 界定菲律宾外大陆架, 需要

政府各机关和学术机构, 包括国家地图及资讯局、

环境及自然资源部的矿产与地球科学局和菲律宾大

学的共同努力
[ 4]
。 2009年 2月 2日, 菲律宾众议

院以 177票赞成、3票反对, 通过了 /菲律宾领海
基线法案 0, 把我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划入菲律宾版图。 2月 17日, 菲律宾国会通过了

该法案, 据说是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赶在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规定的 5月 13日之前制定本国的领海

基线; 二是抱着既成事实的心态, 尽管这些岛礁存

在争议, 但立法以后可由联合国来仲裁
[ 5]
。而事

实上, 菲律宾更看重的还是群岛丰富的自然资源。

他们通过 /领海基线法案 0 就存在有侥幸心理,

认为如果联合国支持这一要求, 那么就只有菲律宾

可以开发卡拉延群岛的资源, 包括预计的 2000亿

桶石油。菲律宾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就明确地表示,

卡拉延群岛海域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物质以及

金、银、铁和镍等多种金属, 将 /极大促进菲律
宾经济的增长, 改善菲律宾的社会经济状况。0 [ 6]

越南也倾注全力, 抓紧准备提交外大陆架划界

案所需的各种地质资料, 甚至不惜与中国发生海上

冲突。2007年 4月, 越南租用了俄罗斯 /波利什
科夫院士 0 号勘测船, 在越南 5艘武装舰船的护卫

下, 在北至西沙、中沙南部、南至万安滩、东至越

南领海基线算起 350海里范围内的海域, 实施拉网

式的海洋地质调查。当中国海监船对其非法勘测实

施监管和驱离时, 越南还进行了报复。在 2007年

6月, 越南出动了 30余艘武装船只, 对中国中石

油集团在西沙海域实施海洋工程调查的作业船进行

围堵和阻截, 双方船只在海上形成对峙。在越南军

方的支持下, 包括越南外交部、自然资源和环境

部、科学技术部、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院等机

构, 顺利完成了两次 /划界案 0 所需的地图、数
据、表格、附录和资料库的建设工作。越南海军水

道测量和地图绘制部据说也直接参与了该项目
[ 7 ]
。

2009年 5月 6日, 越南与马来西亚联合向联合国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提交了他们各自在南海南部的

200海里外大陆架 /划界案 0; 5月 7日, 越南又

单独提交了在南海中部部分地区的外大陆架 /划
界案 0。实际上, 越南与马来西亚正设法对整个南

海的海底和海床资源拥有主权, 显然也包括在那里

可能蕴藏的油气资源。而当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

交强烈抗议的照会时, 马来西亚和越南还进行了反

驳。两国声称, 他们的提交 /符合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的规定, 是合法的。0 马来西亚在照会中强
调, 联合提交没有损害海域划界或该地区存在的海

上争议。越南的照会更是针锋相对, 重申了河内对

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 0 [ 8]
。

对于上述东南亚国家提交的外大陆架 /划界
案0 的可行性问题, 有的专家认为, 如果南海周

边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是分别从大陆沿岸、主要岛屿

或南海周围的基点量起, 那么在南海中部就存在有

一大片 200海里以外的地区, 南海周边的所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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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包括文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 都可能就这一大片地区向联合国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但是, 如果

南海的争议岛屿, 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被确

认是岛而不是岩礁, 那么根据 5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6 第 121条的规定, 可以划大陆架和专属经济

区。这样, 国家管辖之外的地区就可能消失
[ 9 ]
。

另有一种看法是, 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这些

争议问题将不会表态, 委员会是一个科学机构而不

是法律单位, 没有授权考虑属于主权争议或重叠海

域声称的地区, 而南海又确实是属于这种情况。因

此, 该地区的争议最终还是要靠这些国家自己来协

调解决, 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只能使原来已存在的

争议更加突出, 且明显扩大了争议范围
[ 10]
。

二  大量外国公司介入南海的石油开发

南海海域是蕴藏有大量油气的地区, 据说南沙

海槽 (原称巴拉望海槽 ) 的西北部, 已有三个油

田被发现和开发; 文莱 ) 沙巴盆地也有大量的油气
井已生产石油和天然气; 在文莱 ) 沙巴盆地的西
南, 还有几个主要油气田正在开发中; 中康暗沙井

架台和沙捞越海岸亦有油气被发现; 东纳土纳盆地

是被证实的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 万安滩东部的

大熊油田是至今为止越南开发的最大油田。据

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已在南沙海域钻探了 1000多口油气井, 找到了 97

个油田和含油构造, 95个气田和含气构造, 其中

位于中国断续疆域线以内的油田有 28个、气井

225个; 石油总产量每天达 200多万桶, 主要开采

国家为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文莱和泰国。天然

气产量达 25, 100亿立方英尺, 其中马来西亚

14, 370亿立方英尺、文莱 3340亿立方英尺
[ 11]
。

越南在南沙群岛西部已开发了三个油田, 即白

虎、大熊和龙。这三个油田已查明的石油储量分别

为 2700万吨、5400- 8100万吨和 2100万吨。另一

个大油田 ) ) ) 青龙, 与大熊相邻, 估计储油量达

6800- 20, 400万吨, 还有数量巨大的天然气
[ 12 ]
。

从南海开采的原油出口对越南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

要, 就以 2004年来说, 越南出口原油约 196亿吨,

总价值 56. 6亿美元。仅石油这一项为国民经济带

来的收入, 就占当年国家预算的 30%
[ 13]
。

越南已成为南沙海域主要的石油生产国, 它向

来鼓励尽可能多的外国石油公司介入, 以支持其在

南海的声称与阻止中国的反对。自 1987年 5越南
外国投资法 6 颁布以来, 越南国家石油公司

( Petro V ietnam ) 已同 50多家国际油气公司签署了

37个生产分成合同 ( PSC )、一个商业合作合同

( BCC ) 和 7个共同开发合同 ( JOC )。其中如越南

最大和最多产的白虎油田, 最初是由越苏石油公司

( V ietsovpetro ) 合作开发, 在 1981年由前苏联建

造, 后来由越南国家石油公司与俄罗斯扎鲁贝日内

夫特 ( Zarubezhne ft) 签订合作协议; 1994年 4月

18日, 越南让美孚公司卷入青龙油田的勘探,

1997年与康菲石油公司 ( C onoco Phillips) 签订在

青龙附近一个地区的生产分享协议。 1998年 10

月, 越南国家石油公司与英国康诺康、韩国国家石

油公司、法国地球石油谈判联合开发九龙 ( Cuu

Long) 油田; 另外两个油田分别于 2000年 8月和

2001年 10月发现石油, 2003年 11月开始大规模

生产。其他协议包括由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基地设

在英国的 SOCO国际公司和泰国的 PTT勘探生产公

司 ( PTTEP) 联合勘探金鲐鱼 ( C a Ngu Vang) 油

田; 由越南国家石油公司与加拿大塔里斯曼 ( Ta l2
isman)、马来西亚国油勘探私人有限公司 ( C ariga2
li) 联合开发中山 (T rung Son) 油田; 越南国家石

油公司还与马来西亚国油勘探私人有限公司、印尼

国家石油公司 ( Pertam ina)、韩国国家石油公司,

在头顿省南部的 11- 2区联合勘探石油和开发天然

气田
[ 14]
。

越南还将南沙海域划分为上百个油气招标区,

在该地区迅速招标, 合作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近年

来, 越南与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

不断签订勘探、开采石油与天然气合同, 俨然成了

一个国际合作领域。 2007年, 越南国家油气集团

与英国 BP公司、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建造的天

然气输送管道已经投产。 4月, 中国外交部提出抗

议后, BP公司暂停在 512区的地震勘探 (该区在

越南与南沙群岛之间, 距离海岸约 370公里 ) , 说

是给两国政府一个 /解决问题0 的机会。 BP公司

解释道, 该暂停不影响 20亿的工程, 因其不想使

512区和邻近的 513区在 /近几年内 0 投产 [ 15 ]
。

2008年 7月 20日, 越南又与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

) 美孚达成一项油气初步勘探合作协议, 其勘探地

点就位于南沙中越争议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于 7月 22日证实, 中国政府认为此举是对中国主

权的侵犯, 已要求埃克森 ) 美孚终止该协议。
菲律宾亦同样引进外国石油公司参与南沙海域

的石油开发。早在 1976年, 菲律宾就使阿莫科

( Amoco) 国际石油公司卷入在巴拉望近海南沙群

岛礼乐滩的石油勘探, 引起了中国和越南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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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8月, 売牌被授予在马兰帕亚 ( M a lam2
paya) 天然气田从事近海钻探的合同, 该气田通过

一个管道与岸上的加工中心相连接。菲律宾能源部

长维森特 # 佩雷斯 ( V icente Perez) 在 2003年 10

月宣称, 有 46个勘探区将被公开招标, 不仅在马

兰帕亚气田, 而且在巴拉望的西北、东南和东部。

美国能源部长斯潘塞 #亚伯拉罕 ( Spencer Abra2
ham ) 应邀到菲律宾探索美国参与菲律宾声称区内

油气勘探的前景。此外, 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还与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谈判合作勘探民都洛近海的

石油和天然气, 第三方投资者如美国的尤诺卡尔

( Unocal)、澳大利亚的桑托斯 ( San tos)、英国的

拉希莫 ( Lasmo )、泰国的 PTTEP、印尼的莫德科

(M edco) 和加拿大的 GM国际等都有参与投标
[ 16 ]
。

最近, 据 5菲律宾商报 6 2009年 8月 15日报道,

菲律宾政府已批准英国公司 Forum Energy及其合作

伙伴, 勘探南沙群岛礼乐滩 ( Reed Bank) 的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据说礼乐滩蕴藏有如下的油气资

源: 390万立方英尺的天然气、 3500万桶石油和

210亿桶可燃冰。按菲律宾能源部估计, 其价值分

别为 1990万美元、 21亿美元和 12亿美元
[ 17]
。

除了越南与菲律宾外, 马来西亚在 1976年之

前, 就与外国石油公司如売牌、埃克森和美孚, 合

作勘探与开发沙捞越近海油田的石油资源。 1976

年, 売牌宣布在沙捞越的宾图卢 ( B intulu ) 西北

100公里处发现天然气资源。马来西亚的主要天然

气生产是在由马来西亚 ) 泰国联合委员会 (MTJA )

管理的马 ) 泰共同开发区的泰国湾低洼地, 最近已

由宾图卢 LNG联合企业扩展到沙捞越
[ 18]
。

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极力引进外国公司介入

南沙海域的石油开发, 除了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外, 亦将世界的主要大国牵涉进这个争议海域, 以

达到把南海问题国际化, 为自己提出的岛礁声称增

加筹码的目的。这种做法, 无疑将使南海争议进一

步扩大化, 因这些石油公司不仅与东道国有商业联

系, 而且与其本国政府也有密切联系。一旦这些公

司卷入战争时, 其本国政府为了不使他们国家的利

益受伤害, 很可能被拖入这场危机。当然, 这些跨

国石油公司也有可能联合起来对其东道国政府施加

影响, 或者利用他们本国政府来制止战争的爆发,

以免他们的利益受损失。但反过来, 如果他们投资

的油田遭到其他争议国威胁时, 他们也有可能鼓动

其东道国政府以武力来支持他们的石油勘探合

同
[ 19]
。因此, 南海问题国际化和同盟化的趋势就

将日益加深。

三  加强潜艇部署与区域外大国的介入

目前, 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为争夺南海海域

的主权, 正加强潜艇在这一海域的部署。马来西亚

的第一艘潜艇于 2009年部署在婆罗洲岛沙巴州新

设的潜艇基地, 另一艘预定 2010年初抵达。这两

艘潜艇是在 2002年, 马来西亚决定与法国、西班

牙签订契约, 联合开发的 Sko lpen级潜艇, 采用的

是与法国潜艇一样的音波探测最尖端科技。印尼现

在已拥有两艘潜艇, 计划到 2024年增加到 12艘,

这是包括在引进攻击机、水陆两用战车等的计划之

内, 当前正与俄罗斯、韩国等进行洽谈
[ 20]
。越南

海军近年来已投入巨资采购了包括 4艘俄制 /毒蜘
蛛0 级导弹艇在内的大批先进装备, 并自行研制

了 6艘 BP50型导弹艇以及一艘导弹护卫舰。据了

解, 2015年之前, 越南海军还将向俄罗斯购买 2

艘 11661型护卫舰、若干艘 /基洛 0 级柴电潜艇
和一套装配 /红宝石 0 超音速导弹的岸基反舰导
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 11661型 /猎豹 0 319级
护卫舰为俄研制的最新型军舰, 具有较强的综合作

战能力。将于 2010年前交付越方的 11661型护卫

舰, 将大大改善越南海军大型水面舰艇严重缺乏的

现状, 其远海综合作战能力也将明显提高
[ 21]
。

近年来, 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都动

用了军队来加强其单方面控制的海域力度, 袭击、

骚扰和抓扣在我国传统海域内捕鱼的中国渔民已呈

常态化。其中如 2006年 10月 21日, 中国台山

M64866A渔船的 24位渔民, 在马来西亚与菲律宾

交界的公海上作业时, 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

局抓扣, 船上的 8台 Y am aha发动机和 16, 000升用

于返航的汽油都被取走, 损失惨重。后在慈桥基金

会、巴拉望商会和中国大使馆的法律协助下, 终于

2008年 3月 14日获释返国
[ 22]
。另如印尼在去年新

成立的海洋局专门设立一个抓捕局, 抓捕局长由海

军少将担任, 专门调拨了 28艘海洋监督船实施对

他国渔船的抓扣。 2009年 6月 22日, 印尼抓捕局

分两次进入中国传统海域, 抓扣 8艘中国渔船和

75名中国渔民, 为多年来所罕见。据海南、广西

的渔政、基层政府和渔民介绍, 近年来周边各国抓

扣行为有增无减, 让南海渔民不堪重负。根据海南

省公安边防总队统计, 从 2003年到 2008年, 海南

籍的渔船在南海生产作业被周边各国抓扣的总共有

75起, 被抓扣的渔船 75艘, 人员 738人, 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达 3500多万元。周边各方侵扰行为不

断, 抓扣渔船令渔民倾家荡产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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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的进一步激化, 亦与区域外大国的介

入不无关系。就以前面已谈过菲律宾国会通过

/领海基线法案 0 来说, 当时美国智囊团传统基金

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瓦尔特 #洛曼 (W aiter Lohm2
an) 就在网上发表了题为 5南沙群岛: 美国在南

海的领导面临挑战 6 的文章, 建议美国应明确支

持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声称, 并指出中国在该地区

的领土声称具 /侵略性, 是不合理的。0 他说, 南

沙群岛的争议, 不仅是菲律宾问题, 它对美国和所

有依赖美国在亚太为领导的国家, 甚至是更大的问

题
[ 24]
。 7月 2日, 马来西亚 5吉隆坡安全评论 6

刊登了一篇文章, 以上半年向联合国提交外大陆架

划界案引起的纷争为背景, 鼓吹形成一个东南亚的

/南沙集团 0, 与中国争夺南海。 /南沙集团0 的提
法把东南亚和其他相关国家 /心照不宣 0 的感觉
直接表现出来, 其背景必然有美国的影子, 如果仅

是几个东南亚国家, 可能不会走得这么快, 美国与

东南亚国家近年来日益密切的联合军事演习就是例

证
[ 25]
。美国高级战略分析员达纳 # 狄龙 ( Dana

R1D illon) 在 5中国挑战 6 一书中就煽动说: /华
盛顿应坚持, 声称各方要制定解决争议的进程, 假

如这些措施不能使维护航行自由得到公平解决, 那

么美国就必须放弃中立, 而支持其盟友在该地区的

声称来反对中国建立海上帝国。0 [ 26 ]
。

除了美国外, 日本也一直很关注南海问题。日

本在南海主权争议中立场明确, 希望东盟国家联合

起来, 采取一致行动对抗中国, 藉此实现日本在该

地区的战略目标。印度为了实现地区霸权的战略目

标, 也提出 /东进政策 0。自 2000年后, 印度加

强了同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联系, 试

图扩大对南海问题的发言权。不久之前, 越南与俄

罗斯签署了潜艇购买协定, 越南拟耗资 18亿美元

从俄罗斯购买 6艘先进的基洛级柴油潜艇, 这无疑

为越南敢于在南海争夺海权壮胆, 俄罗斯不顾中国

的感受, 售卖先进潜艇给越南, 显然对中国在南海

问题上构成了新的威胁。此外, 澳大利亚以及某些

欧盟大国, 也以 /南海航行权 0 关系到其国家利
益为由, 表示 /不能对此视而不见。0 这些大国插
手南海问题, 浑水摸鱼的意图十分明显

[ 27]
。

四  发展趋势与应对措施

有关越南与马来西亚联合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提交在南海 200海里外大陆架 /划界案 0 问题,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

交了照会, 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并郑重要求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按相关规定不审议该 /划界
案0。但是, 中国的抗议遭到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反

驳。两国声称, 他们提交的 /划界案 0 符合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是合法的。马来西亚在照会

中强调, 联合提交的 /划界案0 没有损害海上划
界或该地区存在的海上争议; 越南的照会更是针锋

相对, 它重申河内对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 /无可
争辩的主权0, 并进一步宣称, 中国在南海的声称

如同其地图上所示, 是 /非法的, 没有历史和事

实依据0, 因此是 /无效的 0[ 28]
。鉴于这些情况的

出现, 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的发展趋势不免引起人

们的关注。

根据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 附件二第 9条规

定: /委员会的行动不会损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
间的边界划分问题。0 5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程序规
则6 第 46条亦规定: / ( 1) 如果海岸相向或相邻

国家间的大陆架划界有争议, 或者陆地或海上的争

议未解决, 所提交的划界案可能要根据这些规则的

附件一来考虑。 ( 2) 委员会的行动将不损害国家

间的划界问题。0 这些规则的附件一是这样规定,

提交划界案的国家必须向委员会报告这种争议。在

附件一的第 5段就写道: / ( 1) 在存在有陆地或海

上争议的地区, 由与争议有关的任何国家提交的划

界案, 委员会都不会予以考虑和批准。,, ( 2)

提交给委员会的划界案必须不损害陆地或海上争议

区其他国家的地位。0 [ 29]

从上述列举的规定中可以看出, 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既无解决海上领土争议的作用, 也无划分重叠

声称的外大陆架地区的任务, 他们关心的只是大陆

架外部界限的划定。有关海上边界的划分, 5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6 第 76条第 10段明确写道: /本条
规定不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划定

的问题。0 这对于存在大量海上争议的东亚和东南
亚地区很重要, 因大陆架划界经常与争夺岛屿的主

权联系在一起。从这一点说来, 一个国家向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 不会影响到与之

尚未划分边界的邻国的权利。一个沿海国不可能因

委员会对一个海上边界划分仍无解决, 或存在重叠

声称的地区提出建议, 而建立 /有决定性和约束
力0 的外大陆架, 故解决重叠声称和划定海上边

界仍然是沿海国家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而不是大陆

架划界委员会。特别在东亚和东南亚, 普遍存在着

直线基线过度声称的现象。假如委员会不加分析地

接受了, 虽然不一定是认同之, 但以这些有争议的

过度基线为基础而划出的 200海里和 350海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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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就会被使用到其审议中, 于是, 其他沿海国在

各个方面的利益都将受到影响。反之, 如果委员会

提出建议的公正性出问题, 而沿海国根据这些建议

确立 /有决定性和约束力 0 的外大陆架界限, 那

么在实施过程中, 也会引起海上争议, 或使原已存

在的争议更加激化
[ 30]
。因此, 南海周边某些东南

亚国家企图借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之机, 达到瓜分

南海岛礁与海域的目的几乎不可能得逞。

有关周边东南亚国家大量引进外国公司开发南

海油气资源问题, 如没有采取具体有效的抑制措

施, 今后发展的势头可能更猛。我国虽然积极倡议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0, 但十多年来收效甚微。
实际的状况是, 争议没有搁置, 开发没有共同, 资

源都给别人开发了, 而中国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为改变这种现状, 一方面, 要设法排除使周边国家

不能合作进行资源勘探与开发的障碍, 这就需要建

立一个组织机构, 通过该机构使国家之间能增强互

信。而这个组织机构的建立亦意味着通过外交方式

使周边国家的合作制度化, 在南沙争议的问题上实

现相互和解, 这种工作需要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

努力
[ 31]
。另一方面, 在未实行共同开发之前, 我

们不能一味消极地等待, 应利用我国已基本具备开

发南海油气资源的技术能力, 在目前由我国占据的

岛礁周围海域选定一个地区, 作为与南海周边国家

以外的石油公司实行共同开发的 /示范区 0, 进行
油气勘探与开发, 以改变我国在南沙海域从未打出

一口油井的尴尬局面。

然而, 共同开发毕竟只是临时措施, 南海争议

的最终解决仍需要通过划界谈判。美国夏威夷东西

方研究中心研究员瓦伦西亚 (M ark J1V alenc ia) 曾

说过: /南海争议主要不是石油, 而是群岛重要的

战略地位和在那里的主权声称。共同开发可能是建

立信任的有效措施, 它可使该地区非军事化。但

是, 这些声称者是国家, 而不是石油公司, 国家必

须做长期和多方面的考虑, 特别是涉及到领土问题

时。因此, 声称国能否因分享到石油而轻易放弃争

议值得怀疑。0[ 32]
从长远的利益着想, 我国在积极

促进共同开发的同时, 也要抓紧对南沙海域的地质

状况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调查, 收集、整理有关的各

种档案资料, 特别是对南海断续疆域线的法律地位

研究等等, 为今后的划界谈判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 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也应受

到重视, 以减少或避免渔船受袭击、骚扰和抓扣的

现象发生。在南海合作管理和保护渔业资源的任务

特别重大, 因为鱼是游动的, 经常大范围的迁徙,

且过度捕捞在该地区已是严重而紧迫的问题。在这

一点上, 海上疆界并不能完全保护一个国家的渔业

资源不受侵犯, 因为渔业资源可以移动到国家的领

土或渔区之外, 而疆界外的过度捕捞也可以影响到

其领土内的渔业资源。因此, 根据自然条件, 设立

一个合适的管理机构为沿海国家保留最低限度的渔

业资源是必要的, 这对于南海周边的沿海国家显得

特别重要, 因为该地区是一个半封闭海域, 渔业政

策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对该地区的渔业资源产生深远

的影响
[ 33]
。 2008年 1月 11日, 菲律宾众议院黎敏

尼舍曾表示, 菲律宾与中国同意在南海争议区域内

设置一个捕鱼区, 希望以此来减少该地区的紧张局

势。黎敏尼舍还声称, 两国可以要求其他东南亚国

家, 特别是越南, 参与设立捕鱼区行动, 以达成捕

鱼协议
[ 34]
。倘若这种设立捕鱼区的提议能够落实,

南海周边各国能够实现在区内的合作捕捞, 相信渔

船遭袭击、骚扰和抓扣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

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有许多认同和默契, 其

主要表现在对南海断续线 (或称 U形线 ) 的认同,

都认为线内的一切岛、礁、沙、滩等, 皆属中国的

主权所有。这种认同不仅增强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

的凝聚力, 而且是两岸与南海周边国家进行谈判的

重要筹码。至于两岸在南海的合作, 台湾方面曾多

次在两岸有关南海合作的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不排

除在南沙群岛的开发与管辖问题上与大陆交换意

见, 甚至建议两岸联合绘制南海诸岛的海域地图,

为行使管辖权提供依据等等
[ 35]
。近来海峡两岸已

从昔日的对立状态逐渐走向文化、经济、政治等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 两岸关系发生这种重大而积极的

变化, 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进一步开展合作提供了

可能。两岸可考虑在南海油气资源的合作开发、共

同维护南海渔业资源、调解两岸渔事纠纷、协同保

护和管理渔业资源等方面率先进行合作, 也可在维

护南海海域航运安全、开展海上搜救等领域建立起

有效的合作机制。待时机成熟以后, 亦可尝试一下

两岸在南海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巡逻、联合打击

海上犯罪等军事合作。通过两岸的戮力合作, 来达

到共同维护南海主权的神圣目的。

综上所述, 2009年以来南海局势发生较大变

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联合国将各沿海国提交外大

陆架划界案的最后期限定在 2009年 3月 15日, 是

造成南海周边国家抓紧瓜分南海岛礁与海域的主要

原因; 南海周边国家极力引进外国公司参与南沙海

域的油气资源开发, 是造成南海问题复杂化的另一

原因; 南海周边某些东南亚国家为争夺南海海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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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而加强沿岸的潜艇部署,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区

域外大国的介入, 是南海问题进一步激化的第三个

原因。然而, 由于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 及 5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程序规则 6 规定: /在存在有陆地
或海上争议的地区, 由与争议有关的任何国家提交

的划界案, 委员会都不会予以考虑和批准0, /提
交给委员会的划界案必须不损害陆地或海上争议区

其他国家的地位0。故南海周边某些东南亚国家企
图借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之机, 达到瓜分南海岛礁

与海域的目的几乎不可能得逞, 今后解决重叠声称

和划定海上边界仍然是周边国家必须关注的问题,

而不是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有关周边国家大

量引进外国公司开发南海油气资源问题, 必须采取

具体有效的措施予以抑制, 否则今后发展的势头可

能更猛。我国向来提倡的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0

收效甚微, 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组织机构以增强国家

间的互信, 排除实行共同开发的各种障碍。在渔业

资源开发方面也可以设置一个共同捕鱼区, 实现在

区内的合作捕捞, 以减少渔船遭袭击、骚扰和抓扣

的现象。海峡两岸虽然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分歧, 但

在南海问题上有许多认同和默契, 可以加强合作。

何况近来两岸已从昔日的对立状态逐渐走向文化、

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两岸关系发生这

种重大而积极的变化, 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进一

步合作提供了可能。而 2009年以来南海争议的不

断加剧, 又为两岸在南海的合作创造了契机, 因

此, 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捍卫中华海疆主权这一

点出发, 两岸完全有必要戮力合作, 共同维护南海

主权不受侵犯。

=注  释 >
[ 1] Dona ld R1 Rothwe l,l / Issues and Strateg ies for Ou t2

er Continenta l She lf C la im s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2

r ine and Coasta l Law, V o l123, No1 2, 2008, p11951
[ 2] C live Scho fie ld and IM ade And i A rsana, / Beyond

the L im its: Outer Continenta l Self Oppo 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E ast and Southeast A sia0,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 sia,

V ol131, No1 1, 2009, pp1 43- 44, 47- 491

[ 3] 5菲国以扩展大陆架界限藉以瓜分南中国海油
藏6, (台北 ) 5联合日报6 2000年 4月 30日第 1版。

[ 4] 5菲参议员要求对南沙大陆架划界进行调查 6,
(台北 ) 5联合日报6 2002年 5月 8日第 2版。

[ 5] 5社论: 菲中应本着友好精神妥善解决领土争

执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6 2009年 2月 20日第 1版。

[ 6] 5政府将向联合国提出要求, 将部分南沙列入菲

版图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6 2008年 3月 25日第 3版。

[ 7] 5最新海洋发展报告: 中国周边海洋圈地运动调

查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6 2009年 5月 21日第 20版。

[ 8] / Sam Batem an and C live Scho fie ld, T ensions rising

overm ar itim e c la im s0, The S traits T im es ( S ingapore), July 14,

20091
[ 9] 同 [ 2], p1501

[ 10] 同 [ 8]。

[ 11] 平实: 5南海之争为的是资源6, (菲律宾 ) 5世
界日报6 2009年 5月 16日第 5版。

[ 12 ] Yan2H ue i Song, / The Potential M arine Po llution

Th reat from O il and Gas Deve lopm ent Ac tiv ities in the D ispu ted

South China Sea / Spratly A rea: A Ro le that Ta iw an Can P lay0,
Ocean D evelopmen t& Interna tional Law , V o l1 39, No12, 2008,

p1155.

[ 13] Ram ses Amer and Nguyen H ong Thao, / TheM an2
agem en t of V ietnamps Border D isputes: W ha t Impact on Its Sov2

ere ignty and Reg iona l Integration?0,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2
sia, V o l127, No1 3, 2005, p1 4471

[ 14] Leszek Buszynsk i and Iskandar Sa zlau, / M aritim e

C la im s and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0, C on2

temporary Sou theast A sia, V o l129, No1 1, 2007, pp1 157- 1581

[ 15] BarryW a in, / A ll at SeaOver Resou rces in East A2
sia0, K orea T im es, August 23, 20071

[ 16] 同 [ 14], pp1 161, 1631
[ 17] 同 [ 2], p1 621

[ 18] 同 [ 12]。

[ 19] Ch ien2Peng Chung, / Reso lv ing Ch inaps Island D is2

putes: A Tw o2leve lGam eAna lysis0, Journal of Chinese Po litical

Science, V o l1 12, No11, 2007, pp164- 651
[ 20] 5为争夺海域主权, 中国南海周边四国正在加

强潜艇部署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6 2009年 8月 2日第 9

版。

[ 21] 5越南大力打造精锐海军, 加强对南中国海的监

控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6 2007年 4月 25日第 30版。

[ 22] 5中国渔船被扣 17个月 , 法院判处无罪安全离

境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6 2008年 3月 15日第 3版。

[ 23] 午言: 5 /鹬蚌相争, 渔翁失利0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6 2009年 7月 5日第 2版。

[ 24] 5美国智囊团传统基金会, 煽动美支持菲与华

争夺南沙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 6 2009年 3月 6日第

2版。

[ 25] 焱炎: 5 /南沙集团0 的提法之用意6, (菲律

宾 ) 5世界日报6 2009年 7月 6日, 第 12版。

[ 26 ] Dana R1 Dillon, The Ch ina Challenge: S tand ing

Strong against the M ilitary, Econom ic, and P olitica l Threats

That Imperil Am er ica, R owm an & L ittlefie ld Publishers, N ew

York, 2007, p1261 (下转第 48页 )

#41#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10年第 1期



动的新闻报道中, 马来西亚国名上的引号第一次被去掉了,

自然地解决了马来西亚国名问题。

[ 11] 52006年中国对外援助基本情况6, 中国商务部

网站, http: / /yw s1m ofcom1 gov1 cn /aarticle /b /d /200701 /200

701042672491 htm l), 2007- 1- 15。

[ 12] 乔林生: 5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6, 人民出版

社, 2006年, 第 50- 51页。

[ 13] 从 1960) 1978年的累计数额看, 这一时期, 在

东盟获得的援助中, 日本占 39% , 美国占 29% , 欧共体占

21%。见乔林生 5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6, 人民出版社,

2006年 , 第 102页。

[ 14] 5中国提供 4亿美元贷款的菲律宾北吕宋铁路动

工6, 新浪网, http: / / finance1 sina1 com1 cn / j/20040407 /181

57076801 shtm ,l 2004- 4- 7。 5青岛机车打破国际垄断 造

子弹头助力铁路提速 6, 搜狐网, http: / /new s1 sohu1 com /

20070330 /n2490885221 shtm l, 2007- 3- 30。

[ 15] 5我国在东南亚承建的最大水电站将开始全面

发电6, http: / / new s1 sina1 com1 cn / c /2005- 02- 21 /150658

930451 shtm l), 2005- 2- 21。

[ 16] 谢丹: 5低调试水 中国水电对外投资最大 BOT

项目幕后6, http: / /business1 sohu1 com /20090611 /n2654054

971 shtm ,l 2009- 6- 11。

[ 17] 5商务部关于援孟加拉孟中友谊会议中心等八

个对外援助项目奖励决定的通报6, 中国商务部援外司网

站, http: / /yw s1m ofcom1 gov1 cn /co lum n /print1 shtm ?l /b /

200410 /20041000288304, 2004- 10- 10。

[ 18] 同 [ 1]。

[ 19] 5中国援助柬埔寨打井 6, http: / /new s1 s ina1

com1 cn / c /2002- 12- 31 /21228589141 htm ,l 2002- 12- 31;

5中国向柬埔寨国防部提供一批人道主义物资 6, http: / /

news1 sohu1 com /20081124 /n2608237021shtm ,l 2008- 11- 24。

[ 20] 详见 5袁隆平院士活动与大事年表6, 中国经

济网, http: / / sc i1 ce1 cn /kjpdzl/200705 /24 /t20070524_ 114

795391 shtm ,l 2007- 5- 24。

[ 21] 王传军: 5中国杂交稻在菲实现突破6, 5光明

日报6 2005年 5月 17日。

[ 22] 驻马来西亚古晋总领馆经商室: 5中国援助马

来西亚种植水稻6, 5世界热带农业信息6 2005年第 7期。

[ 23] 赵磊: 5中国软实力提升引人关注6, 5中国党

政干部论坛6 2007年第 1期。

[ 24 ] 5中国体操教练和他的越南弟子 6, http: / /

spo rts1 sohu1 com /20050518 /n2256199121 shtm ,l 2005- 5- 18。

[ 25] 5菲派运动员到中国受训 期待体育合作掀开新

篇章6, http: / / sports1 sohu1com /20050425/n2253252101 shtm ,l

2005- 4- 25。

[ 26] 叶焱焱: 5中国与东盟的文化关系6, http: / /

www1 g l1gxnew s1 com1 cn /news /20051018 /2005zlhb /2037161 htm,

2005- 10- 18。

[ 27] 相关数据和信息根据中国商务部援外司网站的

资料整理而成。

[ 28] 徐柳: 5我国志愿者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

策6, 5学术研究6 2008年第 5期。尚磊、王名: 5论我国

志愿者保障机制的完善 ) ) ) 以 /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 0 为

鉴6, 5未来与发展6 2008年第 8期。

[ 29] 任涛: 5中国志愿者服务在海外6, 5人民日报 6

(海外版 ) 2005年 2月 25日。

[ 30] 赵磊: 5理解中国软实力的三个维度: 文化外

交、多边外交、对外援助政策6, 5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评

论卷 ) 6 2007年第 5期。

[ 31] 同 [ 1]。

=责任编辑: 李皖南 >

(上接第 41页 )

[ 27] 5美日觊觎南海资源6, (香港 ) 5大公报 (菲

律宾版 ) 6 2009年 3月 13日第 2版。

[ 28] 同 [ 8]。

[ 29 ] V icente M a rotta Range,l / Se ttlem ent of D isputes

Relating to the De lim ita tion o f the Outer Continenta l Shel:f The

Role of Inte rnationa l Courts and A rbitra l T r ibuna ls0, The Inter2

national J ournal of M ar ine and Coastal Law , V o l1 21, No13,

2006, p13581

[ 30] 同 [ 2] , pp138- 391

[ 31] M ar in P ratt and Janel A llison Brow n eds, / Bo rder2

lands Under Stress0, K luw er Law Interna tional, The H ague,

2000, p1 4281

[ 32] Mark J1Valenc ia, Ch ina and the South Ch ina S ea

D isputes, O x fo rd University P ress Inc1, N ew York, 1995, p1111

[ 33] Kuang2H siungW ang, / Br idge over T roubled W a2

ters: F isheries Coope ration as a Reso lution to the South Ch ina

Sea Conflicts0, The Pacif ic R eview, V o l1 14, No14, 2001,

pp1547- 5481

[ 34] 5菲中同意在南海争议区设置一捕鱼区减少紧

张6, (菲律宾 ) 5世界日报6 2008年 1月 12日第 2版。

[ 35] Cheng2y i L in, / Ta iwanps South Ch ina Sea Po li2

cy0, A s ian Survey, V o l137, No1 4, 1997, p13331

=责任编辑: 吴金平 >
#48#

东南亚研究  2010年第 1期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