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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然中的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影响亚太

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南海问题成为

热点有其必然性。那么，“南海问题

的必然性”，或者说“必然中的南海

问题”是什么呢？

从中国自身看，随着中国综合国

力的提升，必然把南海问题提升议程，

主要的理由是 ：

其一，历史权益的诉求。中国对

南海诸岛的诉求有长期的历史，九段

线是对自身权益的圈定，也是历史存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以后，

专属经济区的概念确立，沿岸国自行

划定专属经济区，这与九段线出现了

交叉。在此情况下，既不能否认九段

线的存在，也不能无视专属经济区的

权益，由此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当事

国谈判来解决。东南亚相关国家自行

认定专属经济区，否认九段线的历史

权益存在，中国当然不能同意。美国

坚持自己的海上航行自由原则，否认

当事国的权益，中国也不可能接受。

面对这样的形势，一个办法是搁置争

议 ；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谈判解决，然

而，这两个理性的办法都没有得以施

行，才出现了目前的紧张局面。中国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选择
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要把区域战略与全局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把握好两个大局，
即和平发展环境的大局和与东盟关系的大局。要破解当前的困局，中国须成为能为南海地区
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家提供航行畅通和航行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国家。不仅仅是自己单
方面宣布和实施，未来还应该主动和积极推动建设南海合作公共产品的发展，把它作为推动
中国—东盟海上合作的重要议题和内容，逐步发展共同参与的南海合作机制。

■   张蕴岭／文

从来都没有对九段线下定义，这表明

是有商谈空间的。但是，在没有中国

的参与下，他方否认中国利益的存在，

中国也不会接受。

其二，法律基础。1992 年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明确规定，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

为中国的陆地领土。以法律所确立的

国家主权范围，中国政府当然会依照

执行。并且中国的社会舆论也不允许

国家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不能完全保卫

法定领土。为了维护南海地区大局稳

定，中国与东盟发表了联合宣言，承

诺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和平与合

作的大局。但是，面对中国综合实力

的不断上升，有些国家，包括域外的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都在不

断采取行动。

其三，利益诉求。南海是中国的

海上大通道，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

必然要维护南海地区的局势稳定。因

而也必须有能力掌控南海局势，这包

括增强保卫南海地区领土的能力，对

南海海域加强安全巡航，加强对南海

地区资源和从业人员的保护，对侵犯

中国利益的行为进行干预和制止等。

中国在南海越来越作为一个强者存在

和行使职能，这是必然的。

其四，民意压力。中国变得强大

了，民众对国家利益的关注度提高，

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的措施，保护国家

利益。有些舆论是有些偏激、不理性，

但“舆论大多数”具有合理性，对社会，

对决策者形成很大的压力。尽管政策

不能完全跟着舆论走，但不考虑大多

数，没有行动也不行。

南海问题的博弈

一、中国重在利用地缘和实力提

升掌控力

南海事关中国的核心（领土）利

益和重大（安全）利益，中国不可能

示弱和退让，必然越来越主动出牌。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收回了西沙

和南沙部分领土，90年代初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与毗连区法》，明

确了在南海的领土范围。2012 年，中

国正式设立三沙市，加强行政管理。

近年来，对主权范围内的南沙部分岛

礁进行扩建，完善地上设施，加强海

空巡航。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有作为，

但又要有好的战略选择。实践看来，

扩岛和建设是一个好的选择。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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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而言，中国需要的是对南海地区

局势有更大的掌控力。掌控力至关重

要，这是维护国家安全，进行利益拓

展，推动新秩序构建的基础。

中国的这种战略选择引起了包括

东盟、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等国的焦虑。比如，日本唯恐其海上

“生命线”被中国“霸占”；澳大利亚、

印度的贸易主要市场在东亚，南海是

大通道，他们积极涉入其中也可以理

解。而美国作为横行世界的霸权国家，

更不可能坐视。上述国家必然会采取

措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

当然，中国不图谋霸占，也不图

谋垄断，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获得更大的主动性。中国还要付出更

大的努力，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意图

的了解和理解。

二、美国借机重塑威信和拓展影

响力

美国重返亚洲，进行“亚太再平

衡”，是其大战略定位。此举出于两

个战略考虑 ：一是拉住盟友，保住领

导地位 ；二是站稳脚跟，维护主导地

位。实际上，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盟

友的离心倾向非常重，包括日本、韩

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奥巴

马政府通过重返亚洲战略，加大了拉

拢盟国的力度，巩固和更新了盟友

圈。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自主性合

作运动等，都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形成

严峻挑战。而通过宣扬中国改变秩序、

“称霸”亚洲，美国不仅获得了话语

权，而且树立了“秩序”保卫者的身

份，利用盟友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

略性疑虑甚至恐惧，有效借南海问题

取得了扩大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合

法性”。一些与中国有争议、有矛盾

的国家也利用美国向中国施压。一时

间，美国变成了南海问题的“主角”。

大多数国家的“理性选择”是借助美

国力量，“脚踩多只船”。对中国而言，

不能简单以美国划线，把他们推走。

中国应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做出准确判

断，并且与中美的全局利益相联系，

把南海问题孤立起来对中国不利。

三、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加

强“综合抗争”

随国力提升，中国在南海的存在

和影响力不断加强，对此，与中国存

在争端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感

到疑惧是正常反应。多年来，越南、

菲、马在其所占岛屿上进行了很多建

设，并自划专属经济区，拒阻中国。

这些国家在能力不足以与中国直接对

抗的情况下，选择了以下战略 ：一是

守住既占地盘，二是拉外部势力介入。

国际舆论容易“同情弱者”，这样就

置中国于被动地位。菲律宾双管齐下，

自己既争取话语权（提交国际法院诉

讼），又拉美国介入（提供军事基地），

尽可能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越南在

切实加强对所占地盘守护的同时，拉

多国介入，组成联合阵线，对中国施

加压力，但也避免与中国直面对抗。

马来西亚一直采取“周旋战略”，在

保持与中国关系稳定的同时，加强对

所占领土的开发利用。

显然，争端相关国家的主要战略

是 ：一是维护领土占有现状不被中国

突破 ；二是拉外部力量制约中国对海

域的控制。在此情况下，中国与直接

相关方的冲突反而容易被外部国家，

其中主要是美国的介入行动所遮盖。

中国的战略选择

未来，在南海地区，中国还会继

续利用地缘和实力来提升掌控力。尽

管有风险，但出于核心和重大利益的

考虑，中国只能采取不退让战略。当

然，不退让并不是说要直面对抗，不

做回旋。争取南海地区的和平是大局，

特别是与东盟争端国家的关系，也要

考虑东盟整体关系大局。中国提出“双

轨思路”，就是力图把争端与整体利

益分开处理，发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

整体平衡作用。

美国宣扬捍卫航行自由，目的

还是为了维护其在这个地区的“自由

权利”。出于对中国替代美国的担心，

用美国制约和平衡中国成为诸多国家

的选择，这为美国在这个地区行使主

导权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操作平台，让

中国成为“被告者”。要破解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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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须成为能为南海地区国家和其他

利益相关国家提供航行畅通和航行安

全“公共产品”的主要国家。中国宣布，

在南沙扩建的设施将为各国提供公共

服务，建立的灯塔、海啸预报中心、

医院等，都是开放的。目前，这样的

公共产品较少，将来还应该大幅度增

加。不仅仅是自己单方面宣布和实施，

未来还应该主动和积极推动建设南海

合作公共产品的发展，把它作为推动

中国—东盟海上合作的重要议题和内

容，逐步发展共同参与的南海合作机

制。比如，中国可以倡导召开发展南

海“公共产品”的国际会议，邀请区

内和区外的相关国家参与讨论，达成

共识。如果能够避免对抗性示威和“隔

海喊话”，坐下来谈，美、日等国就

没有理由搞大动作了。

中国要把握好“张弛有度”，战

争解决不了南海问题。东盟国家不会

主动攻击中国，小动作会有，大动作

会非常谨慎。美国不会侵占或者破坏

岛上的设施，其行动主要是显示力量，

发出所谓警示，拉拢人心。针对美国、

日本派出军舰，在公海上显示力量的

行为，难以干预。中国做到心中有数，

作好危机应对即可，要“不为所动”，

以静制动。

东盟国家不希望在南海发生战

事，从一开始其外交方针就是与大国

对话，对话的目的就是不在家门口发

生大国对抗，特别是战争。在这一点

上，中国与东盟有着相同的利益关注。

南海问题的纠纷还会持续下去，

但是周旋的空间也很大，中国在南海

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要把区域战略与

全局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把握好两个

大局，即和平发展环境的大局和与东

盟关系的大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责任编辑 ：徐海娜）

2016年5月3日，东

盟防长扩大会议海

上安全与反恐联合

演习在文莱麻拉海

军基地的多国协调

中心正式开幕。此

次联合演习在文

莱、新加坡及两国

之间海域举行，于

12日结束，参加此

次演习的国家有新

加坡、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泰

国、柬埔寨、老

挝、缅甸、印度尼

西亚、文莱东盟十

国及中国、俄罗

斯、美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印度八

国。图为5月3日在

文莱斯里巴加湾市

拍摄的参加演习的

中国军舰“兰州”

号导弹驱逐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