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向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的曲折之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 ，
在冷战终结 、老挝 、 柬埔寨正式加入东盟 ，

东盟扩大

亚太国家关系缓和 、
经济发展成为主基为 １ ０国

。
１ ９９６年

，
中 国成为东盟全面对

调 的大背景下 ， 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和东话伙伴国 。 在随后的亚太金融危机中 ，

盟的 关 系 发展步入快车道 。
１ ９ ９０年中中国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东盟国家的广

国与新加坡建交 、 同 印度尼西亚复交 ，泛赞誉 ，
双方关系迅速走近 。 １ ９９７年在

１ ９９２年 中 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次中 国
一东盟领

在开创和维护 周 边稳定政策 的驱导人非正式会议
，
双方确立建设

“

面向

动下
， 中 国对东盟确立 了增信释疑和全２ １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

。

面开展合作的政策。 这期间围绕南沙群在此期间
， 中 国与东盟 关 系 的快

岛存在的争议是 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讨论速发展基本掩盖 了南海局势的 起伏波

最多的 问题之
一

。 中 国
一

向坚持对南沙动
， 但有关争议仍不时凸 显。

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
但是 ，

考虑一

是相 关 国家 启动 了新
一

波的 占

到维护与东南亚 国家关 系稳定的现实需岛 与油 气开发行动 。 进入上世纪 ９ ０年

要
，
中 方沿用 了对东海钓鱼 岛争端采取代 ， 越南又进 占 ５个南沙岛礁 ，

使其实

的 方针 ，

一方面坚持主权立场 ， 另
一

方控南沙 岛礁总数达到 ２９个 。 到 １ ９９４年３

面 向东盟国家提出
‘ ‘

搁置争议、 共同开月
， 越南在南沙 、 西沙海域非法划出 的

发
＂

的主张 ， 避免争议干扰周边稳定石油招标 区块 已达 １ ２０ 多个
， 覆盖 了南

与合作的大局 。沙 、 西沙大部海域。 马来西亚 １ ９ ９９年

１ ９９４年中 国与越南双边关 系 实现侵占 了榆亚暗沙 、 簸箕礁 ， 并疯狂开发

正常化 。
１ ９ ９５年 ， 随着越南 、 缅甸 、南沙附近的油气和渔业资源。 马在南沙

海域钻井数量占东南亚争端国钻井总数

－ １的
一半以上 ’

而上世纪 ９０年代马执法

ＪＳｋ力 量輔沙舰酿、 獅相渔民渔

臟数也最多 。

二是菲律宾在 中国 的美济礁、 黄岩

ｐｒ１岛和仁爱礁等岛礁进行了 多次挑衅行动 。

Ｉ
？

４ｍ针对 中 国 １ ９９ ４年在美济礁建设渔

ＵＨ民避风设施 ，
菲律宾反应激烈 ，

１ ９９５

？ｉ 年３ 月鹿 出 动海军 ，
把中酿五方礁 、

１ ９ ７４年 １ 月２ ０ 曰 ，
中 国海军舰艇奉命开赴 西沙 ｉｆ仙娥礁 、 信义礁 、 半月礁和仁爱礁等南

岛
，
将南越军 队赶 出 西沙群 岛

，
取得 自卫反击战 的胜

利 。 此 战击伤越南 共和 国驱逐舰 ３艘
，
击沉 护卫舰 １心 岛樵上设立的测夏标心炸攻 ，

甚至派

艘 ， 毙伤越南共和 国官兵 １〇〇余人
，
俘敌４ ８人 。出海军巡逻艇 ， 在空军飞机的支援下

，

１ ９



一

突然袭击 了停靠在半 月礁附近的 ４艘中东盟高度关注南海局势 ，
也与 中

国渔船
，
拘 留 了船上 ６２名渔民 。 ５月 １ ３国进行 了 多轮磋商 。 各方还进行过专

日
， 菲律宾军方将争议升级 ， 派船机题 １ ． ５轨 闭 门 对话 ，

就领土争议和海

９
＾试图强 闯 美济礁 ，

与 中 国附近海域的域划界进行深入探讨 ，
中 国大陆和 台

Ｖ＂

渔政３４号
”

船进行 了８个多小时的对湾都参加 ， 其中
一

个重要共识就是 ，

Ｃ峙 。 而中 国坚持修建完相 关设施 。南沙争议错综复杂 ，
解决难度大 ， 但

ｔ１ ９ ９ ７年４ 月 底 ， 菲律宾海军登上应该坚持和平谈判解决 ， 中 方提出 的

Ｘ黄岩岛
， 炸毁中 国主权碑 ，

插上菲国
‘ ‘

搁 置争议
”

是最可行的选择 ； 并且

旗
，
中 国海监船

一

度与菲律宾军舰形认识到
，
在岛礁领土主权争议解决之

ｐ成对峙 。 此后数年间 ，
菲多次驱逐 、前

，
海域划界难 以推进 ，

保持模糊是

｜逮捕甚至枪击航经黄岩 岛海域的 中 国明智 的选择 ， 同时应该鼓励推进
“

共

＾渔民 。同开发
”

。 这些讨论为 日 后 中 国与东

ｈ１ ９ ９ ９年５ 月 ９ 日
， 菲律 宾海军将盟寻 求 共识提供 了 基础 。

１ ９９ ８年东

｜
一

艘舷号 为 ５ ７ 的坦 克登陆舰
“

马 德盟峰会通过 了 旨在推进东盟
一体化的

雷 山 脉
”

号开入仁爱 礁 ， 以船底漏水
＂

河内 行动计划
”

，
其 中 提出 要

＂

推

搁浅需要修理为 由停留在礁上 ，
此后动在争端当 事方之 间建立

‘

南海地区

一

直以定期轮换方式驻守人员 ，
再未行为准则

１＂

。 出于增信释疑和睦邻

离开 。 中 方进行 了反复严正的外交交友好的考虑 ， 中 方原则 上 同意与东盟

涉 。 同 年 月 ３ 曰
， 菲海军又如法炮就

“

行为准则
”

进行磋商 。

制
，
派 出另

一

艘淘汰 军舰 ，
以机舱进２０００年３月 １ ５ 日

， 中 国与东盟在泰

水为 由 在黄岩岛 潟湖东南入 □ 处北侧国举行非正式樓商
，
交换 了各 自起草的

实施坐滩 。 此次 中 方不可能再相信菲
“

准则
”

文本 。 由于各方在约束效力 方

方谎言 ， 施加 了 强大外交压力 。 菲时面有较大分歧 ， 中越对涉及范围也争执

任总统艾斯特拉达下达命令 ， 菲军方不下
，

＂

准则
”

的制订并不顺利 ，
后来

１ １ 月 ２９ 日将坐滩军舰拖 回到码头 。＿， 、

在 此期 间
， 中 国 政府着 眼于 管^

控、 稳定局势
，
维护 中 国与东盟关系 ．

二
＇… ？

子」
＞ 、

气 兔 ：

： ：

不麵外交 努力 ， 特别是与菲律宾进ｉ／
^

行 了 多 轮《 ， 推动《 势走 向 缓和 。

｜｜
１■年３月 ， 中 菲关于在南海建立信

任措施工作小组首次会议在马尼拉举麗 關 ，

行 。 此后
，
双方又举行多次磋商

，
同ｓｔ

＾ｍ１ ９ ７４年２月 １ ０日
，
许世友在榆林港海军码头视察

ｒ＼ ｒ＼思保持克制 ， 不米取可 目 匕导致事心 ？厂了海 军参加西沙海战 的舰艇部队
，
并在码头上与功

大化的行动 。勋官兵合影 。



的数次磋商均未取得明显进展 。
“

Ｓ ＰＲＡＴＬＹ Ｉ Ｓ ＬＡＮＤＳ
＂

（

＂

斯普拉特

２００ ２年７月 ，
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市利群岛

”

） 指代南沙群岛 ，
但不反对中

第３ ５届东盟外长会上 ， 马来西亚 为 了方 自 行使用 中 文
“

南沙群 岛
”

和英文

打破僵局 ， 提议以
一

个妥协 、 非约束性
‘ ‘

Ｎ ＡＮ ＳＨＡ Ｉ Ｓ ＬＡ Ｎ ＤＳ
”

。 越南坚持使

的
“

宣言
”

取代
＂

准则
”

，
得到东盟外用

“

黄沙 、 长沙群岛
”

（ 即 中 国西沙 、

长会接纳 ， 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 ，南沙群岛 ） 称谓
，
而中 国从未承认西沙

东盟将与 中 国保持密 切合作 ，
为达成群岛存在争议 ， 《 宣言 》 讨论也不涉及

“

宣言
”

而努力 。 此后数 月 间 ， 中 国与西沙群 岛 ， 中 方 不能接受越方 无理要

东盟进行了密集的沟通和协商 ，
达成了求 。 但在各方持久僵持不下 的情况下 ，

《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 Ｄ Ｏ Ｃ ） 。 是为 了顾全大局 ， 中方 同意在 《 宣言 》 中

年 １ １ 月 ４ 日
，
由时任中 国副外长王毅与使用 了

＂

南海各方
＂ “

南海的航行及飞

东盟十 国外长在柬埔寨金边第八届 东盟越 自 由
＂ ＂

南海行为准则
”

等笼统表

峰会期 间共同 签署。述
， 对于岛礁争端也只是泛泛表述 为

《 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 》 （ 以下 简
“

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 、 礁、 滩 、 沙或

称 《 宣言 》 ） 共有十 条 内容 ，
主要是其他 自 然构造上采取届住的行动

＇ ’

， 没

确认促进南海地区和平 、 友好与和谐有具体到南沙群岛 。 《宣言 》 为南沙争

的环境 ， 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
议降温和地区稳定做 出 重要 贡献 。 但

包括 １ ９ ８２年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

宣言
”

涵盖范围称谓上 的模糊化处理

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为南沙争议泛化为南海争议埋下伏笔 ，

谈判
， 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在后来的年月 里 ，

＂

岛争
”

与
＂

海争
”

议
，
而不诉诸武力 或以武力 相威胁 ； 承的概念更加混淆 ，

在其他因素的推动之

诺在南海的航行及飞越 自 由
；

承诺保持下
， 局部的南沙岛礁和附近海域划界之

自我克制 ， 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 、 扩大争存在进
一步向全面的南海争议扩展的

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
包括不在风险 。

现无人居住的 岛 、 礁 、 滩 、 沙或其他 自冷战结束初期
，
美 国在南海的政

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 ，
并以建设性策是不对各方领土要求 的合法性做出 判

的方式处理分歧
； 同意在各方协商

一

致断
，
只 是强调用 和平手段解决领土纠

的基础上 ， 朝最终达成制定南海行为准纷
， 同 时关注南海的航行 自 由 。 在当时

则 的 目标而努力 。 各方磋商 《宣言 》 的的全球安全格局 中 ， 由于中 美关系的改

焦点是南沙岛礁归属争议 ，
主要是着眼善和 台海两岸关系 的缓和

，
亚洲不构成

于防止岛礁争议失控 ， 防止新的 占岛 、美国关注重点 。 南沙偶然发生的争端也

控岛行为 。没有改变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的立

值得注 意的是 ， 各方在 《 宣言 》场
，
美方强调的是各方以和平手段解决

临近签署时在争议地区称谓 问题上 出领土争端 。 圃

现 困难 。 东盟 多数国 家 习 惯使用 英文

２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