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资源被抢海岛被占 历史误读他国刺激

中国出海遭遇重重
张 红 褚国强

责编：张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 环球扫描环球扫描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雅典与希腊总理萨马拉斯共同
出席中希海洋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提出和平之海、合作之
海、和谐之海三大核心理念，强调和平是中华文化基因，中国
将和平走向海洋，携手世界各国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
发展。这被视为中国“海洋观”的宣言。只是，不可否认的
是，带有美好愿望的中国必须直视荆棘密布的现实。

本报连线4位专家，请他们就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面临
的挑战进行了解读。

权益，遭各种侵害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规定，中国主张拥有的管辖
海域近300万平方公里。但是，其中约有150万平方公里被海洋
邻国提出了权益要求。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克制。以南海为
例，中国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并
于2002年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恪守《宣
言》 原则，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但南海周边国家却不断蚕食我
岛礁和海域、盗采我南沙海域油气，越南和菲律宾还非法阻
挠、破坏中国油气勘探和开发。

“目前，海洋资源遭到掠夺，岛礁被侵占，战略通道安全受
到威胁，周边海域冲突多点爆发。中国如何更加有效地维护国
家海洋权益，应对来自美国及其军事盟国、有海洋争端的邻国
的压力，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
祥直白地指出了中国面临的现状。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2014）》指出，中国海洋安全形势发
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黄海海域基本保持稳定，中日因钓鱼
岛问题在东海的对立有所升温，南海成为各国战略博弈的前
沿。“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制造事端；菲律宾在美济
礁问题上无理纠缠，执意推动南海问题司法化。中国海洋维权
战线扩大，难度有所增加。”报告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所长邢广程说：
“中国刚刚主动走向海洋就遇到了来自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的阻
挠，其挑战是多元化的。中国的海洋事业目前和将来都会面临
很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
和叠加的。比如，中国如何提高海洋资源的开发能力，怎么去
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再如，中国如何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破解来自域外大国和域内声索国方面的压力。中国如何
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让沿岸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这个
战略构想中来。”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教授指出，海洋问
题不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还是一个军事、战略、安全、外交
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全局性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中国如何
更有效地“经略”海洋，现在还处于摸索学习阶段。

挑衅，背后不单纯

据日本外务省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将于24日访日。鉴于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存在领土主权争议”，日菲两国首脑预计
将共同确认“法治”的重要性。日菲的最新动作正是一系列挑
事的最新例子，也正是中国维护海洋权益面临诸多挑战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频频挑事，明明是自己
非法侵占中国的正当海洋权益，却在国际社会上以“受害者”
面孔出现，四处叫嚣，把东海和南海搅得不得安宁。

除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之外，这些挑衅的背后还有复杂的原
因。

王义桅指出，这其中存在着对历史的误读：“中国的快速发
展以及在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长，给周边国家带来不安感。历
史上曾与中国有过嫌隙，或者是朝贡国家，担心中国‘国强必
霸’，恢复天下体系。这存在历史解读的差异，造成了他们的猜
疑，甚至是敌视。”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则指出，域
外大国的支持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刺激日、菲、越
等国嚣张闹事的重要因素。邢广程也认为：“没有域外大国的支
持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背景，菲律宾和越南就不会对中国
如此蛮横。”

此外，邢广程还指出，各国都怀有各自的小心思。比如，
日本就希望借机颠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成为所谓“正常国
家”。他说：“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不仅涉及中国
维护钓鱼岛主权问题，而且明显涉及到日本怎么看二战后国际
社会对其历史安排问题。”

出发，摸索中前进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只有建设海洋强国，才
有能力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才能为国
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这一战略的提出有其深刻的
历史和现实背景。

邢广程说：“中国是海陆兼备的国家，海疆一直是中国重要
的组成部分。但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对海洋的认知存
在很大的缺失。重陆疆轻海疆的思维和逻辑曾经对中国的各路
精英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从海上侵略中
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逐步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当时，很多仁人志士提出了重视海疆，关注海
洋的思想。”可惜的是，王义桅指出，中国全民海洋意识依然不
强烈，仍然带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农耕思维。

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教训，中国还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程中，海洋的战略意义日显突出。”邢广
程说，“中国的安全越来越离不开海洋，中国需要从海洋方面破
解来自美国的‘平衡’压力。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海洋，
中国是资源缺乏国家，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
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出路。”

梁云祥说：“成为全球性的大国是全方位的，不能仅仅局限
于陆地，还必须成为全球性的海洋强国。‘海洋强国战略’是在
中国正在历史性崛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王义桅在其专著 《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 中提出，
全球化竞争正在从陆上时代走向海洋时代，从海面时代走向海
底时代。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不能停留在学习、追赶的层
面，更须引领“海洋时代2.0”的来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走向深蓝，中国阻
力重重，必须摸索中前进。

21 世
纪 是 海 洋 的 世

纪。世界主要海洋国
家将海洋权益视为核心利益

所在，积极推行新一轮海洋经济
政策和战略调整。中国也不例外。有人

说：“中国的疆域不是一只雄鸡，更像一把
熊熊燃烧的火炬。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是奔腾

不息的火焰，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是火炬的托盘和
手柄。”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后，
中国迈出了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

变的稳健步伐。本报今起推出
“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专

题，分为：挑战篇、
历史篇、现实篇

与未来篇。

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之挑战篇——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之挑战篇——

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所
面临的斗争形势尖锐复杂，舆论
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

【路透社】

中国不到两个月前在与越南
存在争议的水域部署一座大型钻
井平台，最近又向南海部署四座
钻井平台。这些活动引发周边邻
国担忧中国的动机。中国国务委
员杨洁篪在北京的第三届世界和
平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称，
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处
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
权益争端，愿以最大诚意和耐
心，推动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金融时报】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战后
“美国治下的和平”正面临压
力。在西太平洋，“美国治下的
和平”终将被某种新的格局取
代，这是有一定必然性的。当
然，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尝试无
限期地遏制中国。但长远来看，
这似乎会导致冲突。妥协未必意
味着要让出部分领土主权。但它
应该试图打消中国的疑虑，让其
相信其利益没有受到威胁。

【纽约时报】

如果中国永远取代美国海军
成为南海的主导力量，甚至只是
与美国平起平坐，都将给中国带
来地缘战略可能性，就像是美国
通过支配加勒比海地区而实现的
那样。

【日本经济新闻】

周边国家对中国强硬姿态的
警惕由来已久。在批评美国主导
的国际秩序的同时，中国能否提
供超过美国的信赖？除了经济援
助，还必须努力赢得周边国家的
信任。

【每日新闻】

日本既是太平洋国家，同时
还是一个资源匮乏因而必须依赖
贸易的通商国家。因此，确保海
洋的自由与安全，对日本而言是
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联合早报】

整体上看，中国在东海、南
海采取一些攻势并不说明它已放
弃“韬光养晦”战略，而是其经
济、军事实力上升到一定程度
后，有能力维护历史主权的体
现。但对于周边国家来说，一个
强大邻居突然出现在家门不远的
地方，那种紧张不安恐怕不是这
个邻居所能感受。从这个角度
说，中国与日菲都需要加强沟
通，缓解彼此的焦虑。

【德新社】

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在双边关
系的层面上解决其领土争端，但
菲律宾和越南希望东盟采取共同
立场，向中国施压，要其同意争
议地区的“行为准则”。

（王雯婷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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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越南反华：越南外交部今年5月初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

钻井平台 HD-981于越南专属经济区海域展开建设工作，距离
越南海岸线 130海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月 5日表示，钻

井平台位于中国海域，相关作业工作完全在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区
域内。

5月13-14日，越南发生恶性反华暴乱，造成了100多名中资员工
受伤、4人死亡的惨剧。暴乱中诸多外资企业受到波及。其中受冲击最

严重的为台资。近两百多家台资工厂遭受打砸抢烧，损失惨重。
6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首次公布了中越船只在西沙群岛冲撞的两段视

频，视频均显示越南船只撞向中国海监船。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
在吹风会上说，中国企业从5月2日起在西沙群岛近海开展油气钻探活动以来，

越南船只冲撞我钻井平台附近船只总计达1547次。到13日中午，该水域还有越南
船51艘。

东海
购岛闹剧：2012年4月，时任日本东京都知事

石原慎太郎在访美时公开宣称要从私人手中购买
钓鱼岛，并高调发起募捐活动。2012年9月，日本政
府正式签署了“购岛”协议，实施所谓“国有化”。此
举使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的冰点。中国政府随即采
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合法权
益。中国多地发起反日游行示威。日本国内随即也
掀起反华浪潮。

保钓运动：2012年8月15日，“启丰二号”船
员登上钓鱼岛，其后全船 14 人均被日本警方拘
捕。在中方交涉下，日方把 14 人递解返港。9 月
2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对外
公布钓鱼岛等岛屿及其周边海域部分地理实体的
标准名称及位置示意图。9 月 21 日，台湾“大瀚
711号”工作平台船前往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在
靠近钓鱼岛时遭日海上保卫厅船只前后包夹。

东海防空识别区：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
府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覆盖钓
鱼岛空域，并发布航空识别规则公告和识别区示
意图。对此，美日等国反应强烈、言论无理。日
本渲染“中国威胁论”，谋求扩军。

部署导弹：2014 年 6 月 15 日，日本陆上自卫
队在距离钓鱼岛最近的宫古岛，完成了地对舰导
弹的强化性部署。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计划从 2016
年开始在西南端的九州地区熊本县部署最先进地
对舰导弹，以“防备中国军队可能发动”对钓鱼
岛的“武装进攻”。

苏岩礁争端：苏岩礁是中国东海上的一个
礁石。2001年1月26日，韩国地理院为了拓
展海洋专属经济区，将苏岩礁命名为“离
於岛”。2013 年 12 月 2 日，韩国海军首
次 出 动 “ 栗 谷 李 珥 ” 号 神 盾 舰 和
P-3CK 巡逻机高调巡航苏岩礁海
域。2013 年 12 月 8 日，韩国国防
部正式公布了扩大本国防空识
别区的新方案，扩大后的区
域将延伸覆盖包括苏岩礁
水域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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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岛事件：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在中国黄岩
岛潟湖内正常作业时，被一艘菲律宾军舰干扰，菲军舰一度企
图抓扣被其堵在潟湖内的中国渔民，被赶来的中国两艘海监船
所阻止。随后，中国渔政 310 船赶往事发地黄岩岛海域维权，
菲方亦派多艘舰船增援，双方持续对峙至今。中国在应对黄岩
岛中菲对峙事件中综合运用多种力量，创造了中国维护南海主
权的“黄岩岛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初步概括为全方位的有理
有利有节行动，一改过去以外交抗议为主的解决手段，开始了
全新的海洋维权模式——以现场执法为主、外交手段为辅、经
济手段为策应、军事手段为后盾。

仁爱礁争端： 2014 年 5 月 3
日，菲空军对仁爱礁破旧登陆舰上
的海军陆战队员进行空投补给；4
日，5000名美国与菲律宾军人开始
在临近南海的陆海区域举行代号为

“肩并肩”的大规模演习，演习科目
之一为“应对可能的入侵”；6 日，
菲律宾前参议员拉莫斯·萨哈尼公然
鼓吹“应该让美国在仁爱礁和黄岩
岛上开设军事基地”。 （陈 曦）

20122012年年 88月月 1515日日，，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
巡逻艇巡逻艇夹击夹击““启丰二号启丰二号”。”。 来源来源：：中新网中新网

20122012 年年 44 月月 88 日日，，菲律宾海军非菲律宾海军非
法进入黄岩岛持枪抓捕我国渔民并扣法进入黄岩岛持枪抓捕我国渔民并扣
押渔船押渔船。。 来源来源：：腾讯图片腾讯图片

20112011年年1010月月2323日日，，美国和菲律宾在美国和菲律宾在
南海进行联合军演南海进行联合军演。。 来源来源：：中新网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