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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南海问题多边化是伪命题

秀伟

2012-03-06 16:39:47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秀伟 宗敏 何容 摄影 孟繁杰 视频制作 郑佳丽 

 

  编者按：2011年南海问题陡然升温，越南、菲律宾频频举行军事演习，扣押中国渔船……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公布的美国新军事战略，高调宣称要重返亚太，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合作对南海局势会有什么影

响。2012年南海局势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好南海问题？就此，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心副主任李国强。 

  2012年南海局势仍不平静 

  记  者：李主任，你好！ 2011年南海问题陡然升温，越南、菲律宾频频举行军事演习，扣押中国渔船……这一系列事件引

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您认为2012年，南海局势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您对南海问题的发展有哪些预测？ 

  李国强：要预测2012年南海形势的话，我想先做一个回顾， 我们所说的南海争议是什么争议？南海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岛屿

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实际上，在二战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周边国家包括其它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中

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权提出过任何疑义，或发起过任何的挑战。那么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显现出来的呢？那是在上个世纪50

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组织在南海区域进行了地质勘探，经过调查之后，它们发布了一个报告，首次揭示了南海

海底油气资源的前景。在这之后，南海周边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这几个国家纷纷涉足于南

海。我把南海问题的产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作为基础来预测2012年南海的形势。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时由于南沙海底油气资源被揭示，周边国家纷纷采取以武装占领的方式抢占南沙岛

礁，这个阶段以军事占领为主要的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时是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南海周边国家以《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所赋予的沿岸国可以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的的权力，来纷纷主张它们在南海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而它们的主

张侵入到了我国南海的疆域范围之内，从而造成主权、管辖权的重叠。这个阶段是以宣示主权、抢占资源为主要特征。同时，在

第二个阶段里面周边国家纷纷和第三方的石油公司进行合作，疯狂勘探和开采南海的油气资源。 

  第三个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今天，这个阶段是由于地缘政治的不断变化，同时也由于伴随着中国崛起带来所谓的“中国

威胁论”，周边国家以“强化主权”来固化它们在南海的既得利益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我个人来看，我们目前仍然处于第三个阶段争议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最近，从2009年以来南海的局势日益复杂和紧张，进入

2012年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日益凸现。首先是奥巴马发布的战略报告，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最近在南海的一系列举动使

我们对2012年南海的局势更加担心。所以，我认为2012年南海的形势仍然不会平静。仍然是大国、中国以及南海周边声索国角逐

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样的问题从总体来看不会影响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但是在这样暗流涌动的形势下，南海形势对于地区

的稳定和和平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特别是南海争议国家就南海问题进行外交磋商，这个进程也在不断推动当

中。我觉得2012年，在南海形势仍然不太平静的情况下，中国和南海周边声索国的共同努力会使南海的形势处于一个可控的状

态。 

  南海问题多边化是伪命题 

  记  者：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您认为南海问题当中哪些应当放在当事国双边框架内探讨，哪些应当纳入国际

化的多边轨道？ 

  李国强：双边和多边问题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多边是要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需要包括中国和周边声索国在内的相

关国家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的一个目标。简单说就是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来完成。但是我刚刚提到的南

海问题的核心是岛屿归属和海域划分的问题，中国和越南、中国和菲律宾、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是双边问题。只有双边问题涉及到

第三国，比如说中越对南沙的某个岛有争议，同时菲律宾也对这个岛存在争议的时候才涉及到第三方。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双边

问题。我们不可想象，这样的岛屿归属问题有域外国家，特别是无关国家介入进来与中国和越南共同讨论这个岛屿是归中国还是

归越南。海上划界问题也一样，我们不可想象除了中国和当事国以外，其它无关国家来参与到你的划界问题上来。同时我们从国

际实践包括陆地边界的谈判当中，都可以看到，解决岛屿归属的分歧和海上划界问题显然是双边问题。所以常常，某些域外国家

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不断的推动所谓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的进程。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南海问题多边化完全就是一个伪命

题。 

  菲律宾主权诉求无根据 

  记  者：菲律宾最近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其最新、最现代化的海军军舰前几日进入南海九段线内侧水域进行所谓

“巡航”，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觉得菲律宾今年是否还会在南海继续采取行动？ 

  李国强：菲律宾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特别是南海岛礁上存在着一些争议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位于我们段续线内，菲

律宾一共占领了9个岛礁，这9个岛礁菲律宾把它命名为卡拉延群岛。在2009年，菲律宾通过《领海基线法》以国内法的形式把卡

拉延群岛完全纳入菲律宾所谓的主权管辖范围之内。这个在当时就遭到了中国政府强烈的抗议和反对。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沙群

岛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如果我们追溯的话，菲律宾最早也就是在1948年，当时菲律宾航海学校的校长托马

斯•克洛马蹿入太平岛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之后，他认为是他首次发现南沙群岛。事实上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发

现了并且命名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所以，托马斯完全是在无知的状态下所谓的发现了南沙岛礁，这个丝毫不影响中国在南海

的主权和管辖权。今年年初，菲律宾的军舰进入我国的段续线之内，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现在才有，以往也有发生。实际上这严重

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这样的举动除了对它自身的主权、管辖权的诉求之外，突出反映了美国的

一些战略意图。我们知道，美国和菲律宾是军事同盟国，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的立场得到了美国的有力支持。1982年的时候美

国撤走在菲律宾的两个军事基地，稍后它又迅速的返回了菲律宾。最近菲律宾从美国购买军舰，美国是买一送一。美国实际上是

在鼓励菲律宾在南沙问题上不断和中国相抗衡，也反映了美国力图加强在南海的前沿军事存在来充当制衡者的意图。所以我说在

菲律宾的举动背后看到的是美国对它的支持。 

  美欲重返亚太 围堵中国 



  记  者：奥巴马日前公布了美国新军事战略，高调宣称要重返亚太，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合作。您觉得这对南海局势会产生

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因素以及处理好南海问题？ 

  李国强：奥巴马重返亚洲的报告，我个人理解就是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洲或者实施它的亚洲战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跟南海的关系的话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对南海并不感兴趣，在美国的

战略当中南海问题也不是很突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对亚太的战略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它认为亚太地区的海洋争

端特别是南沙群岛的争端问题对于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实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由

不介入转为中立态度，介入但不陷入的立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又作了重大调整，变为充当南海问题的制衡

者，为显示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存在，不断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使南海问题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

的南海政策又出现了新的调整，特别是最近几年，如希拉里把南海问题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挂钩，声称以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来

介入南海的事务；在2009年3月5号，发生的“无暇号”事件，直接成为中美关系当中的焦点问题。从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变化来

看，美国把南海问题作为它重返亚洲，特别是加强与东盟国家、南海周边国家合作的重要问题。所以奥巴马的报告发布之后，我

们对美国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增加了更多的担忧。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由隐形到现在公开介入南海问题确

实跟它的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的周边，美国跟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都是同盟国，显然美国仍然在实施它的军

事岛链战略，这也是它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我们总结这是它重返亚太的一个抓手，实现它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落实DOC任重而道远 

  记  者：中国政府一直积极与南海有关国家开展外交协调和磋商，并于2002年11月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今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10周年，请问您如何评价这一宣言？您认为它如今是否还能发挥作用？ 

  李国强：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首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一个政治文件，是中国和

东盟各国表达的共同的一个政治意愿，这个意愿在DOC（《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里的宗旨就是要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了这个宗旨，在DOC里面提到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有5个方面的共识，其中有4个方面提到了共同开发和合作的路径，

同时在6个方面提出了对未来的设想。我们客观的来评价，《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作为一个政治文件签署的10年当中对维护南海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在它设定的共同合作关于实践的一些方面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实际上在10年

当中只有中国为了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持了相当的克制，10年当中中国没有主动去南沙开发石油资源，没有主动挑起任

何事端。相反的，这些南海声索国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强调自己在南沙的主权和管辖权的问题。导致南海问题不断复杂化，在这个

复杂过程中又有域外国家不断介入南海问题，导致南海局势处于不断动荡和变化当中。因此，在去年11月的时候，在东盟论坛

上，在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下，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了一个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指导方针，也就是落实DOC的指针，这

个指针现在正在推进当中。在DOC里面曾经提到过，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各国要共同推动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也

就是COC（《南海行为准则》）。在COC的问题上，美国最近也比较热闹，它希望能极力推动东盟有关国家制定COC，COC实际上是

超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一个法律性文件。我个人认为，回顾DOC这10年，我们现在根本不具备签署COC的基础。如果DOC还

没有落实好的情况下急于签署COC，使COC过早的出台，不符合现在南海各个国家的诉求，也不符合南海的形势，它的前提和基础

并不具备。所以，作为研究者来讲，我更希望看到的是DOC签署10年之后，我们能把DOC落实好。在04年的时候，中国和菲律宾、

越南3个国家的石油公司共同签署了一个在南海勘探油气合作的一个协议。很遗憾，这个协议是目前我们看到10年当中共同合作

共同开发的唯一一个案例。也就是说在落实DOC上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说去年的这个落实DOC的指针，对包括中国和周边的

各个声索国应该都是任重而道远。 

  南海问题较东海问题更为复杂 

  记  者：能否请您谈谈如何看待中国和邻国在东海以及南海的纠纷。您觉得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所面对的矛盾和核心任务是

相同的吗？ 

  李国强：东海问题实际上也是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的问题，具体来说，东海的岛屿归属问题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就是钓鱼岛



的归属问题。同样在东海也存在海上划界问题，东海的划界问题是中国和日本在划界的原则上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是根据大陆架

自然延伸的原则作为主张东海划界的基础，而日本主张的是按照中间线原则来划分两国在东海的海上界限。由于两国在划界原则

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所以这个问题上难以取得进展。另外一个就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同样是两国在岛屿归属问题上的重大

的一个争端。钓鱼岛原本是归中国管辖而被日本所窃取的，直到今天日本人都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而且在钓鱼岛问题上还频

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是中日关系突出的一个障碍。就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进行比较，共同点就是它们同

样涉及到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所不同的是，东海问题只是中国和日本的双边问题。南海问题涉及到的国家比较多，南海问

题是目前世界上涉及国家最多，争端最为复杂的领土争端之一。当然，无论是东海问题还是南海问题，解决起来都非常困难，都

需要长期努力。相比较之下，南海问题就更加的困难，需要我们有更大的耐心。因为在东海问题上虽然存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

的原则性的一些分歧，但是2008年6月18号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就东海共同开发问题签署了两个备忘录。一个是《东海共同开发

备忘录》，另一个是春晓油田开发的备忘录，这两个备忘录标志着中日两国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在

南海，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突破性的进展。所以现在在南海主权和管辖权还没有找到根本性解决办法的前提下，寻求临时

性、过渡性的解决办法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开展的工作。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解决的的思路和途径上确实存在着很多的不同，

这是由南海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但是它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它们都属于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 

  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记  者：最后，请谈谈您对我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看法。您认为我国在南海

问题上是否会一直奉行这一原则？ 

  李国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这个方针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国际背

景。我们现在实践这个方针已经有30年，在这30年当中，我们努力在探索能够实现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目

标。小平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设定了一个初级目标，就是把争议问题先放一边，首先实现有关国家在南海资源共同开发下，

共享利益共担风险，通过这样一个初级目标来不断地累积政治互信，最终达到最高目标，为南海主权问题的解决奠定条件。这个

原则的提出，得到了周边国家的赞同，但是没有实践。为什么没有实践，首先周边国家缺乏必要的诚意。比如说马来西亚，它在

1968年跟西方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石油资源，它已经是南沙油气资源重要的获利方；越南，在1971年和日本签署了一个关于石油开

发的协议，越南在陆地上是没有油气资源的，它曾经也是一个贫油国，但是从70年代之后到现在，越南的石油产量逐年增加，截

至去年，它的油气产值已经占到GDP的30%以上，也就是说南海的油气资源已经成为越南国民经济发展当中的支柱性产业。南海周

边的这些声索国它们是南海资源的既得利益者，它们不愿意和中国进行共同开发，并且缺乏诚意。第二个，到底是主权优先还是

共同开发优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周边国家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们当然是把主权放在前面，我们强调主权，但是我们也主

张可以先搁置主权问题。但是越南的理解则不同，它认为如果主权属于中国的话，就没有办法共同开发，要中国必须把主权属于

中国这个前提放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南海周边声索国的认识也不一样，所以导致这个问题很难持续开展。第三，我们提出

的这个原则是非常好的原则，是符合南海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的。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原则问题上并没有做深化的工作。比如

说，我们的制度安排、法律和很多细节上都很难实现和周边国家的对接，这些都确实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以前可能我们都不到

位，但是随着南海形势发展，我们自身也应该有所突破。所以，我认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目前来看仍然是我

们解决南海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重要原则，它并没有过时，但是我们需要创新。我们如何去推动它？在2011年11月在东盟论坛上

落实DOC的指针里面，很多内容也是围绕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展开的。这个精神、原则周边国家并没有反对，只是怎样

能够在中国和各个声索国之间更好的实现？另一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在共同开发的原则下，我们也要加大自主开发的力度。目前

中国在南海的石油勘探和开采并没有任何的推进，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中国在南海实施自主开发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周边国家更多的反对，南海局势会更加的复杂。中国正是出于这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立场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所

以，在南海周边声索国纷纷疯狂开采、攫取南海油气资源的时候，中国没有从南海打一口油井，挖一口油。但是，随着南海形势

的发展，我想应该有所调整。如果说过去我们面临南海石油开采的资金困境、技术困境和安全困境，那么目前随着我们综合国力

的提高，我们的资金已经不是问题，随着“深海石油981”的建成，也随着“蛟龙号”深潜深度超过5000米的技术突破，都标志

着我们在深海石油勘探和开采上有重大的突破，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的提高，具备深海勘探和开采的技术条件。虽然目前南海问题

的解决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但是总体上而言，南海的局势是平稳的。在我们坚持共同开发的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努力

推进自主开发，实施共同开发和自主开发并举的战略。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为国家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的决策、南海的稳定和发展作出我们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该作出的贡献。 

图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汤仕昭 摄 

  嘉宾简介：李国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后主持或参加完成了国家、院级、所级课题以及外交部、国家海洋

局等部门委托交办课题共计10余项，包括“关于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近百年南海问题研究”、“海岛与维护国家

利益的关系研究”、“南海维稳与维权现状调研”、“东海、南海有争议岛屿史地问题综合研究”等，出版专著《南中国海研

究：历史与现状》等3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一书对南海诸岛主权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研究，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充分论证了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立场，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该书是我国南海问题研

究领域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荣获2007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关于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民国

政府与南沙群岛》、《钓鱼岛主权归属与我东海安全问题》等论文先后获奖；《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一文被《新华文摘》转

载；受邀参与有关政府部门关于海洋发展战略、维护海洋权益战略、海岛法等重大问题的学术研究工作；多项研究报告在维护我

海洋领土主权的政府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咨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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