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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由于安全、经济以及

其他因素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开始缓慢而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

力，并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作为中国周边四大海域中面积最为辽阔的南海是中

国发展海权的重点区域。区域外大国美国出于霸权护持、地缘战略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考虑，

在南海问题上加强了对中国发展海权的制约。鉴于南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其重要性与日

俱增，其资源、航运价值以及军事价值对中国的发展不可或缺，中国必须对此进行反制。中美

南海海权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霸权国进行控制与新兴大国进行反制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后冷战时代; 海权; 南海问题;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3.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8049( 2015) 04 － 0035 － 11

收稿日期: 2014-09-01; 修订日期: 2015-0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 2011 年度重大项目“当代国际核政治和我国国家安全研究”( 11＆ZD181) ;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立项课题“主要

大国介入南海争端的发展动向及对 策 研 究”( GGLX2014060 ) ; 军 队 2110 工 程 重 点 学 科 建 设 项 目、上 海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课 题

( 2012BZZ004) 。

作者简介: 杨震( 1977—) ，男，江苏海安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研

究员，国际关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海权理论; 周云亨( 1982—) ，男，浙江台州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

研究方向: 能源安全; 朱漪( 1961—) ，男，上海人，上海开放大学静安分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学理论。

① 李家成、李普前:“马汉‘海权论’及其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启示”，《太平洋学报》，2013 年第 10 期，第 91 页。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使中国的陆地安全环

境大为改善，来自北方的威胁基本消失。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全球

资本扩张能力的日益增长，中国正在成为一个

以海为生的外向型民族国家。中国与世界的联

系愈加密不可分。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

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和

能源依存度以及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

越来越高，与国际市场产生了更加紧密的依存

关系。海洋经济更成为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

的有力引擎。中国的国家身份正面临着重要的

战略转型，即由原来自力更生的内生性国家转

变为相互依赖性日增的外向型国家，这意味着

中国必须将传统的重视陆地的单向度国家战略

转化为陆海并重的复合型国家战略。因此，现

代海权是国家转型的必然选择。①

然而，中国走向海洋的道路并不平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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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中国海权发展的诸多要素中，中美海权矛

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冷战结束后，美国基于

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企图在海

洋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以延阻中国的和平崛

起。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则加深了中美之间在

海洋领域的矛盾。① 具体而言，在国家安全领

域，美国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危及美

国的安全，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海空抵近侦察

与监控; 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的目标是把中国

的影响力限制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使其不向海

上扩展，以避免打破美国在欧亚大陆维系的均

势和在太平洋建立的海上非均势; 在军事战略

领域，美国海军的战略转型将兵锋直指中国的

濒海地带，甚至是大陆纵深。而中国建设海洋

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标志着这个世界上最大

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开始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

力，并将海洋作为地缘政治发展的重点方向，这

不可避免地与美国产生了海权矛盾，美国因此

加强了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制约。
南海位于中国东南方，是西北太平洋最大

的边缘海，面积约为 350 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

1 212 米，最大水深为 5 559 米。② 一旦中国控制

了南海，其海洋实力将得到很大增长，从地缘上

看，可东临太平洋，西瞰印度洋，在世界海权格局

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

的。南海问题因此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一、中美关系中的南海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经历了由

不干预向干预再到积极介入的转变。1995 年 5
月，克林顿政府发表“南沙群岛与南海政策声

明”，首次确认了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及在这

一问题上的相关政策。1997 年 9 月，美日就《日

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协议，将南海地区纳入安

保范围，第一次透露出美国为南海地区的利益

可能做出的战略反应。21 世纪初，布什政府基

于反恐和中东政策的考虑，适度降低了亚太战

略的强度。然而这一期间，美国却通过与东南

亚国家的一系列军事和准军事演习、全球军力

的重新部署，以及改善与印度的关系等一系列行

动完成了亚太战略的结构性调整，保持了影响南

海地区形势的战略基础。在 2009 年 6 月举行的

第16 届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

林顿( Hillary Clinton) 代表奥巴马政府签订了加

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宣布美国“重

返”东南亚。此后，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

化亚太战略的措施，其亚太战略的结构性调整推

动了南海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使南海地区的局势

开始变得更加复杂。
希拉里关于美国南海政策的声明，表达了

美国将南海相关权益扩大到包括国际社会绝大

多数成员在内的政策导向，以及试图将南海问

题国际化、多边化的政策努力。美国提出，南海

地区若出现形势紧张或不稳定，将危及南海地

区国际航行自由和安全，这一观点成为其介入

南海问题的客观理由。美国因此提出，南海问

题的处理不能局限于中国与几个有领土和海洋

权益争议的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协商，

而必须依赖于适用所有声索方的多边解决机

制。这一主张实际上明确反对中国长期坚持的

南海问题是双边问题，不是多边问题的立场。③

与历届美国政府不同，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

在地缘政治上针对中国的同时，还明确反对中

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2009 年 5 月，中国向联

合国秘书长提交了附有“南海九条断续线”地图

的外交照会。美国学界和政界对此的解读是，

这直接威胁到了历代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南海

地区航行自由与国际航道安全议题。考虑到

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与 2009 年“无暇号事件”
都与美国所谓航行自由有关，美国的南海政策

与中国南海权益主张之间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

性正在增加。④ 此外，美国将南海地区的军事存

在作为其亚太驻军的一部分，除与新加坡、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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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来西亚签订军事协议外，还保持与菲、泰的

军事同盟关系; 同时发展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

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实行南北“双锚”战略。南

海问题已成为美国防范、制约中国崛起的整体

战略中的重要部分。① 且由于中日经济地位的

涨落，两国的争端愈演愈烈，②在南海问题上的

矛盾也在发展。美国充分利用这一点强化美日

同盟。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争端，既是对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极大威胁，也严重影响了我

国及周边地区的地缘安全结构，增加了解决南

海问题的难度。③

此外，美国近年来开始有直接出面在南海遏

制中国海权发展的趋势。美国认为，海上力量在

海面、海洋上空和水下的机动能力是美国军事力

量的基石。④ 海洋自由是和保持世界经济与美

国的安全连为一体的。⑤ 但是美国在南海的利

益因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崛起而处于险境，

它因此关注中国支持现有法律规则的意愿。美

国和该地区的国家在海上交通线向所有国家开

放方面有着深厚及共同的利益，不管是为商业

用途还是和平目的的军事用途，比如人道主义

干预和海岸防御。但中国通过质疑有史以来的

海上规则和发展军事能力不断挑战这种开放。
南海的地缘战略意义极其重要。南海好比

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在这里各种商业

进行交汇，美国贸易每年有 1. 2 万亿美元通过

这里进行。⑥ 在“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之下，南海

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为了策应奥

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军方已开始加快

全球军事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在与东南亚多

国双边军事关系加强的基础上，派驻舰艇便成

为美军当下的重点。美国海军认为，美国已成

为当今世界海上实力最强的国家，拥有名副其

实的制海权，但未来大规模的海上作战越来越

少，远洋作战不再是美国海军的重点，濒海地区

的作战行动则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美

军亟需能够在浅海地区进行作战的战舰，濒海

战斗舰正是实现上述构想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所在。⑦ 2011 年 8 月，美

国宣称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航道部署“独立”

号濒海战斗舰( LCS － 2) ，该舰是专门针对近岸

200 海里的濒海水域行动的特殊战舰。⑧ 2013
年 12 月 5 日，中国航母“辽宁”号编队从青岛南

下进行正常的训练，在南海海域遭到美海军巡

洋舰“考彭斯”号的干扰，美舰竟然试图强闯进

中国航母编队，后遭中国海军的船坞登陆舰逼

停。中美两国海军已经在南海进行了面对面的

对峙。与此同时，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在南海兴

建军事基地，⑨认为解放军已经完成海南岛榆林

主要海军基地的建设。该基地面积庞大，足以

容纳由攻击型和弹道导弹潜艇以及水面舰艇

( 包括航母) 组成的混合编队。瑏瑠 美国还认为中

国海军已经在海南岛完成了亚龙海军基地的建

设，该基地的潜艇隧道能够在不被探测到的情

况下在部署潜艇。瑏瑡 美国甚至认为，当前中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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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产的趋势将使解放军具备在比台湾更远的

亚洲地区、南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区实施

广泛军事行动的能力。① 中国正不断壮大在东

亚海域的海上力量，部署先进的反舰导弹、潜艇

等打击力量，对美国舰队构成威胁。② 中美之间

在南海的矛盾逐步公开化。
美国的上述举措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巨大

和多方面的: 一是会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化和

国际化，使我国所坚持的与争端方直接谈判的

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二是会增加越、菲等

国在南海问题上向我发难、与我对抗的底气和

筹码，进而助长争端的恶性循环，给我国旨在稳

定南海的政策造成冲击; 三是会使美国进一步

扩大在该地区的力量优势和战略主导能力，徒

增我国在东南亚方向的战略压力，尤其是会削

弱我国对马六甲—南海这条至关重要的海上航

线的安全保障能力; 四是不利于我国在该地区

安全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甚至会使我国在地

区安全领域变得被动和孤立。总之，南海问题

已成为中美之间日益显现的地缘战略竞争的一

个焦点，也因此成为我国在东南亚方向战略安

全利益的最大牵引点。③

笔者认为，展望未来，美国针对南海问题的

战略举措将呈现出几个趋势: 第一，加强对菲律

宾和越南的援助。现今的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

时期，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与中国在南海展开

全面对抗，近年来出现更多的是战术而非战略

层次的对抗，利用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海

问题上对抗既可以节约霸权成本，也可以为今

后中美的南海问题谈判留下回旋余地。第二，

利用国际法对中国维护合理的海洋权益进行制

约。如前文所述，美国不愿为南海问题与中国

展开全面对抗。利用菲律宾和越南对抗中国的

胜算不大，在排除了美军全面介入南海问题的

可能性之后，国际法成为美国制约中国南海海

权发展为数不多的战略选择之一，既可以通过

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又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可

谓一箭双雕。第三，加大引入区域外大国干涉

南海问题的力度。近年来，印度海军开始实施

“东进战略”，目标就是南海，日本海上自卫队也

开始大力扩军，二者都有染指南海问题的意图

与实力。美国通过向印度出售军火以及强化美

日同盟等手段，增强了这些中国海军潜在对手

的实力，通过间接手段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制

造对手，从而使之陷于战略孤立之中。
综上所述，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将

日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其存在是长

期性的，但不会逾越全面对抗这个底线。这是

由美国的战略目标决定的，也是由当前的国际

战略格局决定的。

二、中美间南海问题凸显探因

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为何会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笔者

认为，这与中美海权关系的性质密切相关。中

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在本质上是中国海洋主权

追求与美国海洋霸权诉求的矛盾。④ 海权大国

( 现在主要指美国) 强调航海自由原则应最大限

度地应用于全球海洋，反对沿海国在专属经济

区、国际海峡、群岛航线等领域对外国军事行动

施加的限制，无论是以主权管辖还是司法权管

辖的名义。⑤ 就其本质而言，南海问题也是如此。
由于南海在全球与亚太地区战略、军事、经济、交
通、资源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美国选择

在南海地区与中国进行战略较量，并认为其结果

对全局竞争至关重要。⑥ 在现阶段，南海是中国

发展远洋海军、走向大洋不可或缺的战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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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陆向海”建设海洋强国，美国“由海向陆”
围堵牵制中国崛起。南海地处两洋三洲的要冲，

位于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交锋的结合部，扼守亚

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海上战略通道。无论是中

国的反干涉与反介入的作战方针和建设远洋海

军的战略举措，还是美国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

及从海上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南海恰恰都是双

方战略对冲的焦点。为构筑对己有利的局面，双

方的战略似乎都越来越大胆且针锋相对。更复

杂的是，由于南海争端的存在，第三方因素更激

化了中美间业已存在的战略矛盾。①

具体而言，南海问题之所以在中美海权矛

盾中地位上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地缘政治因素。南海特殊的地缘政治地

位是其在中美关系中地位上升的首要因素。南

海不仅是中国周边海域面积最大的一个，同时

也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对于中

国而言，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意味着中国可以很

大程度上摆脱半封闭的海洋地缘战略地位的不

利困境，并能在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中打开一个

南向的缺口，可以南下太平洋或者西进印度洋。
所以有人曾经打过比喻，说中国的地图如果没有

南海，就是一只雄鸡; 如果加上南海，中国的地图

就呈火炬形状，大陆是火焰，南海就是火炬基座，

承担着中国发展海权的希望。
美国是当今世界海洋霸权国家，控制海洋是

其建立和维护霸权的基础，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

的重要载体，维系对海洋的绝对控制是美国地缘

大战略的核心。② 冷战及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的

地缘战略目标从来都是防止出现主导欧亚大陆

进而向美国挑战的大国，防止欧亚主要国家间形

成排斥美国的联盟，并维持美国的仲裁者地位。③

如前文所述，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开始缓慢而坚定

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已经日益成长为一个海洋

大国。这无疑对美国上述目标的实施构成了威

胁。美国如要继续“领导”世界，首先要能“领导”
亚太; 要“领导”亚太，就不能不先“搞定”中国; 要

“搞定”中国，就不能不优先选择“离岸平衡”战

略。正是南海问题为美国搞“离岸平衡”、牵制中

国，进而实现其亚太战略提供了绝妙的舞台和机

会。④ 介入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

支点。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对世界经济中心向亚

太地区转移及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调整其

全球战略部署，宣布“重返亚太”，以确保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霸权。美国把南海问题视为“重返亚

太”战略的一个着力点，通过更加积极地介入南

海问题来推进“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不断强化

与亚太地区盟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和政治经济联

系，意图借助南海问题来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地

位和影响力。⑤ 南海地区素来是大国力量、意志

与利益交汇的集中区域，对美国来说，如果能在

此确立霸权地位，向东北可穿越台湾海峡，进入

日本海，直接影响亚太防线的稳固; 向南可覆盖

南太平洋地区，强化美澳、美新南太平洋同盟体

系; 向西可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关系到波

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向北更是可以直接遏制

中国的向南拓展，呼应台湾海峡与日本海防线，

更加有效地围堵中国。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

切入点选择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原则，重点攻击

中国的九段线与核心利益说，试图给中国设定

“行为规范”。美国在国际上不断强调，全球及美

国经济依赖海上自由航行，全球贸易中每年有高

达 5. 3 万亿美元的份额要通过南海。因此，美国

有强大的利益来阻止任何力量单方面按照自己

的意志改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况且，美国联

盟体系的诚信及美国作为安全伙伴的可靠度都

依赖于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原则。换言之，美国

会竭尽全力阻止南海成为中国的“内湖”而妨碍

其航母、潜艇的自由游弋，保护南海作为国际重

要商道的安全，也保护美国盟友的安全，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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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海外利益和亚太霸权。① 美国提出，必须

从充斥冲突的中东地区撤出转而重新平衡世界

经济的中心———亚太地区。而南海的海上航线

是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轴心。② 美国清楚，南海

不仅是东南亚地区的中心，也是连接亚洲、太平洋、
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海、空军基地的枢纽。一旦

南海被中国控制，将不利于美国掌握战略通道的主

动权，其整体战略实施会受到重大影响。③ 有鉴于

此，南海问题在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地位急剧上升。
第二，地缘经济因素。谁控制了海洋，谁就

控制了世界贸易; 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

了世界财富，进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④ 对海

洋的控制不仅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健康及与世界

其他地区的联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将赋予美

国在世界范围内( 尤其对其他大国) 施加影响的

一个重要手段。事实上，当今世界海上通道的航

行自由并不是全球化而恰是美国优势海权的产

物，即正是美国的优势海权保证了海上通道对世

界各国的开放，这也使美国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

都能对其他国家施加某种重大影响，而这点很大

程度上正是当今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最好象

征。⑤ 美国公开宣称要控制的全球 16 个战略水

道中，就有 3 个位于南海地区，它们分别是望加

海峡、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⑥

南海是中国走向“两洋”( 太 平 洋 和 印 度

洋) 的枢纽部，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绝大多数

也需经南海航道转运，特别是南沙群岛附近的

航道是美国西海岸与波斯湾之间的主要航道之

一。因此，美国认为南海航线如因周边国家的

领土争端引发冲突而中断的话，亚太地区的经

济利益( 包括美国) 将遭到灾难性的打击，故美

国必然要极力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⑦ 如果马

六甲海峡长期被关闭，或者保险费提高到无使

用价值时，日本的油轮就将被迫使用巽他海峡

和龙目海峡。而这些新航线将使到日本的航程

增加 1 000 海里( 在科威特和横滨之间的距离因

使用不同海峡有很大差别: 通过马六甲海峡是 6
755 海里，通过巽他海峡是 7 275 海里，通过龙

目海峡是 7 635 海里，绕过澳大利亚是 11 800 海

里) ，这就意味着油费也要相应地提高。⑧ 20 世

纪 90 年代末，美国军方与国会已避免采用激进

的南沙政策，海军分析中心拥护美国政府准许

把东南亚战略航道向商业航运开放。根据美国

研究中心的分析，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

海峡以及南沙群岛周围的航道，即使不被军事

力量封锁，也可能被其他因素隔离。例如，如果

南沙群岛海域被声明为战争区，那么货物的保

险费就可能上涨，即使经济费用不上涨，航道也

会失去使用价值。故只有排除使用武力，才能

保证南海航道的畅通。⑨

对中国而言，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空间表

现为: 背靠中国华南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东南

亚地区的纵深地带，东、西、南三面均为该地区

的陆地和岛屿所包围，通过巴士海峡、马六甲海

峡和巽他海峡可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是沟通

两洋的重要通道。因而，尽管这一海域与北部

海域一样具有明显的半封闭特征，但与北部海

域不同的是，这一海域的特殊位置使其对中国

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战略进取方面———它是中国

对外商贸、物流交往的一个重要通道。同时，随

着近年来各国经济增长对重要战略资源石油和

天然气的需求与日俱增，南海战略通道所具有

的“生命线”意义更凸显无疑。近期的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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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各国经南海转运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比

经苏伊士运河转运的多 3 倍，比经巴拿马运河

转运的多 15 倍。再加上南海地区本身又被探

明是一个富含油气田的海域，因此，完全可以将

南海比 喻 为 中 国 战 略 资 源 输 入 的 一 条“大 动

脉”。①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很大程度上依

赖南海: 社会的稳定依赖于资源和商品超出中

国并穿越南海的不停流动。中国的稳定依赖于

繁荣的、与其他国家进行商贸的经济。②

出于对中国发展海权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敌

意，美国认为中国海上力量发展之后会妨碍南海

的航行自由，因此不惜工本在南海对中国进行制

约。美国认为在南海掌握了主导权，就可以在对

华关系上掌握主动权。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的考虑，中国自然不能坐视美国染指南海。双方

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因此深化了。
第三，军事方面的因素。南海具有非比寻

常的军事价值。首先，南海是未来中国发展航

天力量的关键区域。由于地球自转的原因，航

天器的发射场应尽可能设在较低的纬度。南海

的海南岛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就是中国纬度最低

的发射场。此外，发展航天事业，大推力火箭是

必不可少的。火箭推力越大，重量和直径就越

大。然而，陆地的运输工具和道路，特别是铁道

的桥洞所承受的重量和尺寸有限。与此相比，

海上运输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点在日本

火箭 H －2B( 直径为 5 米) 相对于中国长征系列

火箭( 直径为 3. 35 米) 的运载量优势上就可以

看出。③ 因此，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将具有不可比

拟的优势。其次，南海是中国海基核力量进行

驻屯、集结、隐蔽、训练和作战的重要场所。海

基核力量主要用于打击陆地目标，由于其隐蔽

性、机动性和较高的战场生存能力，已经成为三

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体系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

要的一环。④ 南海浪高水深，气候复杂，便于弹

道导弹核潜艇的隐蔽与机动，且处于第一岛链

的下端，从这里既可以向东经过巴士海峡或马

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狭长地带进入南太平

洋，向美国南部方向发动攻击，从而绕过重点防

御北冰洋和北太平洋的导弹防御系统; 也可以

向西经过马六甲等地进入印度洋，在战略上对

印度构成威慑; 甚至还可以潜航更远，从而将火

力延伸到欧洲或完全没有导弹防御的美国南大

西洋方向。⑤ 最后，南海是中国航空母舰编队进

行训练与作战的关键区域。2012 年，中国海军

开始进入航母时代。航空母舰能够提供无与伦

比的机动性，保持军事存在。⑥ 航母作为吨位最

大的水面战斗舰艇，需要辽阔的海域进行训练

与演习。按照美军的标准，一个典型的航母打

击群拥有属舰 10 艘左右，整个编队展开后长达

上百海里。如此庞大的海上编队在黄海、东海

等海域常年巡弋，难免会在政治层面引起日韩

等周边国家的反感，并且对军事上的保密也有

不利之处。而南海的海域辽阔，且周边国家军

力较为弱小，美国在此地的势力不及上述海域，

是中国航母编队未来进行训练与演习的理想场

所。对中国而言，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海打

击力量，最好的部署位置便是南海。而在那里，

它最大的价值绝非仅仅是威慑一下周边小国从

而维护南海主权，而是要作为一根“撬棍”，把美

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布局“撬松”，并

且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使霸权主义不再插手中国

周边事务。这一步看似很有难度，但如果中国

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这一步终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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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避的。①

由此可见，南海为中国弥补军事体系的短

板，几乎提供了一切地理便利条件。今天的战

争或战略对抗已完全不同于长城内外的步战和

骑兵战，而是一个集合成百上千系统而成的体

系对抗，中美各自的实际作战能力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军事力量的一体化整合程度和联合行动

效率。② 美国阻止中国维护南海的主权和合法权

益，就意味着在军事领域剥夺了中国发展以重型

运载火箭为基础的航天力量、有效的二次核打击

能力和以航空母舰编队为核心的远洋海军的潜

力，中国的军事体系将会因此出现诸如太空战能

力薄弱、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低下、缺乏有效的海

基核威慑力量，以及远洋作战能力不足等诸多短

板，从而确保美军在该地区的优势。
出于上述原因，南海问题在中美海权矛盾中

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趋

势还将继续。这不仅仅是由中美海权关系中的

结构性矛盾引起的，更是由大战略层次的中美关

系性质所决定的。从长远来看，南海问题未来将

会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

三、关于中国南海政策的建议

由此可见，南海的地缘政治将决定中国未

来的生死存亡，而不仅仅是海洋资源的问题。
如果中国丧失了南海，经济上将损失巨大的海

底石油、天然气和海洋渔业等资源; 在交通方

面，南海作为中国“海上生命线”自己可控部分

亦将失去; 在军事方面，中国将失去广阔的国防

战略纵深，国防线将被压缩至海南岛一线。从

亚太海域战略形势而论，一旦美国、日本和印度

三国联手，中国的海上南大门将被关闭，未来的

形势不容乐观。③ 因此，有必要在南海问题上采

取措施与手段对美国进行反制，以确保中国的

“希望之海”南海不被敌对势力所掌握。笔者认

为，主要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1) 加强对南海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海

洋科技集中着人类的智慧和高科技的精髓，世

界各国都把海洋开发列为当代科技的高新领

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海洋科学研究摆在

极为重要的位置，不仅把“海洋科学研究”单列

一个部分，而且在 320 个条款中有 100 多条涉及

海洋科学，是当前科技含量最高的国际海洋法

规。只有海洋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才能开拓海洋

开发的新局面。现今，85% ～ 90% 的经济增长

依赖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技术革新，科学信息

对制定规划和经济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海洋

科学超越了单纯的科技层面，已经成为世界和

国家海洋决策的基础。所以，海洋科技决定着

国家海洋事业的地位与进步。④ 南海拥有丰富

的矿产、油气、生物和空间资源潜力，对其形成

过程、分布状况和今后演化趋势的了解是中国

海洋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使我国能够实际掌

握这些资源的先决条件。当今世界虽已离开强

权政治的时代，但在一些世界事务上，对海洋有

深入了解的国家必然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如果

对海洋了解甚少，则在应对海洋事务上将很难

有所作为。加强南海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可以

使我们在维护该地区海洋权益的时候掌握主

动权。
( 2) 强化南海的海洋经济功能。海洋经济

是人类以海洋资源为对象而展开的生产、交换、
分配和消费活动，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

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⑤ 南海是一个资源丰

富且拥有多条海上航线的海域，具有发展海洋

经济的一切便利条件。对于中国而言，海洋经

济活动是维护、拓展海洋权益的基础，也是发展

海权的目的; 同时，与外交的主权宣示相比，经

济活动或者经济存在是维护主权更有效的手

段。在使用军事手段受限制之时，以经济为核

心的社会手段就成了实际管理和控制的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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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时代条件、科技水平的变迁，中国自身地缘

特点等因素决定了海洋经济在中国海权发展的

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强大的海

洋经济是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终极目

标; 另一方面，它也是军事、外交手段发挥作用

的重要依托，是建设中国强大海权的重要手段。
因此，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

内在需求，也是中国维护主权、巩固海洋权益的

现实需要。① 有鉴于此，中国非常有必要强化南

海的海洋经济功能，以更好地维护主权。
( 3) 继续加强对国际海洋法体系的研究与

建设。由于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的

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公约实际上

是各种力量长期较量、妥协、协商、调和、折中的

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不完善、不全面之处。有

的规定可以为利益不同的对立方所利用，并在

一定程度上为海上矛盾和冲突提供诱因。② 由

于众多的主客观原因，包括长期以来我国海洋

意识淡薄、海洋技术和海洋装备落后、海洋地理

环境相对不利等原因，我国积累了较多的海洋

问题。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开发利用海洋及

其资源的力度加大，我国面临的海洋争议日益

突出并趋于严峻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

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基本具备经略海洋

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条件，开发利用海洋及其资

源的力度和频度也进一步提升，需要保护的海

洋利益增多，海洋问题冲突或纠纷也相应地在

增加。此外，国际社会对我国海上力量的发展

和布局存在一些误解和误判，也导致解决海洋

问题的难度增加。目前，为维护和确保我国海

洋权益，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特别紧要。对这

些突出的海洋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与完善海洋

法制特别是海洋体制机制密切相关，同时也事

关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③ 因此，中国有

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首的

海洋法的研究，学会利用规则，建立规则，趋利

避害，使用法律的手段有效维护海洋权益，特别

是南海的海洋权益。
( 4) 加强海军战略转型。中国南海海洋权益

遭到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现有的海军

力量不足以保卫本国的海洋权益。海军要提高

战斗力，进行战略转型势在必行。前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京分别会见了海军第十一次党代表

大会代表和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代表，并提出“加

快海军转型建设，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中国海

军转型成败将是决定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中国海军转型应包括建设思想、作战

环境、军种战略、兵力结构、编制体制的转变。④

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是中国保卫南海海洋权益

的坚强后盾。总的来看，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

两面性，一方面是应对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环

节，是美国“巧实力外交”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

面，美国并不想同中国在南海直接对抗，更不愿

成为南海争端国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因此，

中美之间存在着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的空

间。⑤ 但是，这样的合作是要以强大的海军力量

作为信用担保的。因此，加强海军实力也是中

美合作的需要。
( 5) 增强海上危机管控能力。随着美国在

南海问题上日益进逼，中美两国，确切地说是两

国海军在南海进行对峙的危机可能成为中美未

来南海争端的主要形式之一。2013 年 12 月，美

海军巡洋舰“考彭斯”号强闯中国“辽宁”号航

母编队被中国海军两栖船坞登陆舰逼停的事

件，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在此次事件中，中方

的处理方式有理有利有节，显示出高超的危机

管控能力:“考彭斯”号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干

扰中国航母编队航行，既违反“无害通过”的国

际法原则，又危及中国军舰的航行安全，对其进

行拦截，可谓有理; 用坚固、相对廉价且不易沉

没的登陆舰近距离逼停仅有薄装甲且昂贵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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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巡洋舰，达到目的，可谓有利; 事件发生后，中

方并未向外界宣布此事，而是保持低调，引而不

发，可谓有节。中国日后可以以此次事件为典

范，制定海上危机管理政策。该政策将涉及危

机的评价、危机的预防、危机的准备、危机的回

应、危机后的恢复和重建等各个方面，并以此加

强对南海的控制。① 就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

问题而言，中国有必要针对美国在南海的挑衅

行为准备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的多种预案，

并争取尽可能控制事态，掌握主动权，将危机带

来的损失降到最低，这对中国海军和国家海洋

局在组织、协调、通信以及人员素质和装备性能

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6) 增加对南海公共安全物品的供应。美

国是当今海上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

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当今海洋安全威

胁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美国越来越难以承

受领导世界的代价。海上航行自由、海上安全

等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成问题，迫切需

要其他海洋强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拥有

强大海上力量的中国有可能在广袤的海洋成

为美国的“利 益 攸 关 方”。② 在 中 美 海 权 博 弈

中，如何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赢”模式来打消

美国对传统安全领域的“零和游戏”模式的疑

虑，即以中美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利益来抵

消利益分歧，具体说就是如何用提供海上公共

物品分担美国海上霸权成本的方式换取美国

承认、至少不反对中国发展海上力量，也是考

验中国政治智慧的重大问题。③ 事实上，美国

也在一定程度上欢迎中国通过提供国际海上公

共物品的方式来分担自身的海洋霸权成本。④

南海面积辽阔，地理位置险要，内含多条海上战

略通道，对海上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巨大的。中国

可以此为契机提供海上公共物品，一方面化解美

国对中国发展海权的敌意与疑虑，另一方面也能

缓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

进而建立地区海上安全机制，构建对我国有利的

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设一个相对有利的地区海

洋安全环境。

四、结 语

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根源在于美

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霸权的更替与海上力量

的兴衰密不可分。⑤ 美国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

海军实力将会削弱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力。⑥ 美国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石是其地缘战略，

核心是维持欧亚大陆均势和海上非均势。⑦ 中

国海权的发展以及在南海的战略举措触动了美

国的敏感神经并引发其冷战思维，进而在南海采

取了一系列制约中国的举动，比如鼓动与中国有

海洋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采取强硬行动，并向越

南出售军火，强化与菲律宾的军事同盟关系，向

南海地区派驻濒海战斗舰，同时声称中国妨碍了

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从而为中国在南海问题的

解决上设置种种障碍。鉴于南海对中国在政治、
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中国必须采取积

极举措来防止美国在南海对中国形成有效遏制。

这些举措包括继续加强对国际法体系的研究、加
速海军转型、增加对南海海上国际公共安全产品

的提供以及提高海上危机管控能力。
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地缘政

治的中心地带由大西洋两岸开始向太平洋地区

转移。这种权势转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在海权棋局上主角的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的快速发展，中美之间在海权领域的关系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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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占据主要地位，取代了冷战时期美国和苏

联在海权领域的主导地位。① 中美在太平洋上

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呢? 不仅有可能，而且有深

厚的历史前提。中国和美国一样，均是拥有广

大版图的世界性大国，双方之间横隔太平洋广

阔的海面决定了依中美各自的国力及由此决定

的扩张能力不足以撼动任何一方的国力基础，

斗则俱损，和则俱荣。因此，和平对这两个大国

的未来具有长远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不可估量

的价值。② 有限的合作与纷争构成了中美海权

博弈的主旋律。南海是太平洋的边缘海，双方

在该海域有合作的空间与前景，这对缓和双方

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大有裨益。展望未来，中

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美

国对此问题的正确认知，也取决于中国经略南

海的政治智慧。

编辑 肖 琳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the Conflict of Sino-US
Sea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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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2． Zheji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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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China's geopolitical situation experiences enormous and far-reaching changes．
Due to the changes of security，economic and other factors，China pursues the status of sea power and gradually
but firmly began to show its sea power potential． The South China Sea，as the largest sea surrounding China，is
the key area to China's development of sea power．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hegemonic，geo-strategic，and mili-
tary interests，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its constra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a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should adopt countermeasures to stop American containment as the reg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oth strategically and economically． Ultimately，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US sea pow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etween the hegemon's control and emerging powers carry-
ing out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post-Cold War era; sea-pow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he Sino-US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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