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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者 按 】2011 年 11 月 25 日， 英 国 伦 敦 国 王 学 院（King’s College 

London）防务系科贝特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蒂尔教授

（Geoffrey Till）访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并发表了题为《外国

人缘何重视南海》的演讲。征得本人同意，现将根据录音和讲座提纲

整理的演讲摘要刊出，供参考。

对于南海争端，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是一个复杂的地区问题，最

好由本地区的国家自行磋商解决。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南海争端的结果，对于本地区之外的国家而言，同样至关重要。本次讲座主要阐

述第二种看法。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于 1914 年指出：“海洋的整

体性这一基本事实，体现出现代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权价值观。”海洋是合为一体的，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安全也是共享的，不可分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南海争端尽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问题，但同样事关所有国家，是一个牵涉广

泛的全球问题。

南海局势时而升温，而且总体来看，日趋紧张。外界对南海问题担忧的主要

原因有四个。一是 2011 年发生了中国渔政船切割越南探测船只光缆等一系列事

件。二是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兴起的海军现代化热潮。南海周边地区各国海军都在

迅猛发展，表现出军备竞赛初期阶段的一些特征，影响地区局势稳定。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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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南海各国在海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把重点放在潜艇上。潜艇作为一种有

效的海上拒止的手段，能够缩小弱势海军与强势海军之间的差距。但是，潜艇造

价昂贵，而且从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相关海军经验

不足的话，很难在南海这样的浅海区域内稳妥地操纵潜艇执行任务，很容易发生

事故。而在争议海域的事故，对于外界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三是各国都在大力

发展海岸警卫力量，加强海上执法。虽然与海军建设相比，海岸警卫力量没有那

么强的进攻性，但令人担忧的是，或许是因为建立伊始缺乏经验，或许是为了争

取更多的经费，这些海岸警卫力量执行任务的方式都非常强硬。第四，南海周边

各国海军活动与演习此起彼伏。例如，2010 年 11 月，中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两栖

登陆演习；2011 年 6 月，越南海军又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对于全世界海军而言，

都是正常的活动，但在南海，这样的演习会在彼此之间传递错误信号，可能被其

他各方认为是挑衅性和进攻性的行为。

本地区对南海问题的其他反应，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首先是东盟国家之间

在战略上趋向联合，如 2010 年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峰会，成员国海军领导人举行

了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还达成了在南海联合

巡逻的协议，呈现出与中国相抗衡的态势，不仅使中国，同样让外界感到忧虑。

其次，区域外国家对本地区的关注度上升，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国际化，区域内国

家也在加紧利用外部力量制衡中国。本地区国家与外部大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

数量在增加，例如美国海军与东南亚各国海军近期举行了几场联合演习。比较典

型的是越南，着力发展和外部国家的关系，宣布金兰湾海军基地可供外国海军使

用，此举有可能导致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越南还

邀请美军将领访问越南。美越关系化敌为友的转变，势必令中国不悦。其他一些

南海周边国家也因此而担心被卷入中美对抗的漩涡中。

除此之外，区域外国家自身在南海也拥有经济和政治利益。在经济上，作为

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贸易交通要道，东南亚对于外界而言十分重要。南海局势

也牵涉到环境、反海盗、打击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很多跨国石油公司也

参与了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这是影响今年年初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背景因素。

在政治上，很多国家将中国的南海政策视为判断中国未来行为的风向标，例如，

中国是否按其领导人所说的不称霸？有哪些单位参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海上

安全机构、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对于美国而言，经济危机后，对

于自身实力的自信心下降，使其更加强调与其他国家，包括南海周边各国的外交

和安全纽带，这就要确保与这些国家交往的海上通道的安全。

战略考虑也让外界对于南海问题高度关注，这集中体现于航行自由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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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商船的航行自由问题，尤其对海洋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美国战略家马汉

在十九世纪末，基于数百年的历史经验，阐述了西方海上自由的观念：“（海洋是）

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穿越的一块宽广的公地，但是上面的一些被人踩出的小路也

表明，某些重要原因使得人们选择一些固定的路线。”公地这一概念在英美战略

文化中意义重大。在生活中，公地为社区拥有，能够被社区所有人使用，过去被

人们用于放牛和耕种，现在主要用于做游戏了；公地没有篱笆围墙，过去的面积

也比现在大得多。在十六到十八世纪，英国很多公地被地主圈占，造成了巨大的

社会压力和政治动荡，这也是引发英国内战的政治因素之一。同样，圈占海洋公

地也会引发人们情感上的强烈反应，因为他们对于海洋的观念也是非常理想化的。

上世纪 20 年代，一位英国作家写道：“在这里，你拥有广袤的、无限的空间，不

存在任何障碍；这就是海洋，自然中最大的交流平台。在这里，没有崇山峻岭需

要翻越，没有炙热的沙漠；道路笔直畅通，可以到达所有的地方；这是对所有人

开放，供所有人使用的最宽广、最繁忙的大道，是现代文明构成的关键所在。”

美国人也非常看重这一点。因为航行自由问题，建国不久的美国分别于

1798 年和 1812 年与法国和英国进行战争。美国认为这两个国家干涉了海上航行

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国航行自由受到了交战双方的影响。英国对于

中立国船只采取了检查措施，德国则是用潜艇击沉它们。虽然在美国参战之前，

被击沉的 847 艘中立国商船中，大约只有 20 艘美国商船，但美国坚持认为，这

是原则问题。反对德国的无限制潜水艇战，对美国倒向协约国集团参加一战的决

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中，第二点就是关于航行

自由的。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曾说：“南海航行自由没有任何问题。”

外国人的问题是，调查船和军舰能否享有航行自由呢？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大的争

议，尤其是在中美之间。2009 年，美国海军“无暇号”探测船在南海航行受到了

中国的干扰，这源于美国和中国对于专属经济区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认为，各

国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经济和开发等权利；而中国认为，除了经济权利之外，其

他国家的军舰，未经允许，不应该在专属经济区搜集情报或者进行演习。这一争

论对于美国以及其他海洋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南海争端也显示出不同战略与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

国家具备全球到达的能力，强调全球海洋观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坚持区

域或者本位观念，关注周边和近海。第二，美国强调的是前沿存在，通过海洋保

持与盟友和各战区之间的联系，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加影响；而中国因为过去

屡遭海上侵略，把近海视为防线，力图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一点在“天安号”事

件之后中国的反应中就能表现出来。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了中国过去曾经遭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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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海域，其武器系统射程也可及北京，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应。第三，

美国等国将海洋视为流动资源，强调海洋作为运输媒介的作用，因此欢迎外国船

只的到来，因为它们能够运输或者购买自己的货物；中国则把海洋视为静态资源，

重视渔业和海洋能源，所以就不欢迎外国船只的到来，因为它们会把属于自己的

鱼网走，油气采走。此外，如果中国的所有领土要求和对于专属经济区的立场被

接受，并且各国都效仿中国，对各自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采取严格控制的措施，

那么美国海军在全球将面临无路可走的困境。

一些国家对南海争端的反应，也成为外界从战略上关注南海的原因。日本逐

渐将战略重心南移；印度对于中国挺进印度洋也作出反应，采取东向战略，加强

与越南等国的合作；澳大利亚也更加关注东南亚的稳定和亚太地区的海军力量平

衡；欧洲国家亦有相似的考虑。

虽然南海局势变化莫测，南海也是重要的战略枢纽，但也没有必要过分悲观。

首先，南海只是各国需要应对的诸多紧要问题之一，不应为之投入过多的精力和

资源。其次，航行自由问题向来没有定论，各国对此问题的立场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例如，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由于战略环境不同，对于中立国船只航行自由问题，

就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同样，中国的观念也可能发生变化。中国对于国际贸易体

系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海军舰船在亚丁湾护航，到利比亚撤侨，都属于海

洋国家的行为，这都有可能促使中国的立场发生转变。再者，对于南海周边国家

的海军现代化，也没有必要过度反应。各国都意识到海洋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加

大了对海军建设的投入，这与过去那种破坏国际稳定的军备竞赛还是不一样的。

此外，现在周边各国的军费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依然很低，从严格意义

上来看，海军军备竞赛尚未出现。最后，南海问题还有希望取得积极进展。中国

和美国已经在火奴鲁鲁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在对话中，美国强调的是具体的技

术问题，以求减少事故发生；而中国却坚持原则问题。尽管对话进展缓慢，但只

要能够坚持，就有希望。最近一段时间，南海局势已经相对降温，但仍然需要有

关各方保持密切关注。

（李晨译，于铁军校，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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