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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增强管控局势的能力并推进合作

科

怜 Ｉｕ
Ｉ南海局势发展到 今天这个地步 ，意图也产生深深 的怀疑 。 围绕南海局

＾是各种行为和言论在多 条线索上 相互势和南沙群岛 的争议 ，
存在矛盾激化

Ｔ
＇

纠 缠 、 影响 、 互动 的结果 ，
也是国际甚至战略误判的风险 。

ｘ环境和地区安全形势变化使然 。 造成中 国在南海的 利益诉求多 少年来

局势螺旋升级 、 各方不断相 互刺激 的
一

以贯之
， 那就是维护 国 家领土主权

因 素 中 ，
不仅有基于主权 、 资源 、 战完 整性和维护地 区和平安宁的 需要 。

Ｉ略安全诉求 的现实利 益纠 葛 ， 也有各观察中 国不能忽略历史维度 。 中 国 虽

方记忆中 历史脉络的缺失和信息 的不然正在成长为
一个强大 的 国家 ，

但是

连贯
，

更有相 互之 间战略意图和政策历史的烙印仍然深刻 ，
我们这个国家

§目 标的揣测 与猜度 。 美 国作为
一

个南是在帝国主义铁蹄侵略和践踏之下跌

海域外大 国
，
其加 大介入和立场 的调跌撞 撞进入 ２ ０世纪 的

，
中 国人 民 无

整 变化是 ２０ ０９年以来南海局势复杂化法忘怀 曾有
一

个 多世纪的屡遭外敌入

的主要肇 因 。 大 家关心 的是未来 的局侵 、 强权欺凌 的屈辱经历 ，
那是国家

势会如何发展 ？ 美方关注中 国下
一

步和 民族不可磨灭的记忆 。 也正是基于

将采取什么新 的行动 ，
而 中 方对美 方此

， 中 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对涉及领土

主权完整 的 问 题抱有极强的敏感性 ，

绝 不会允许那样 的事 哪怕 在 局部重

演 ， 这是外界在看待和判 断中 国时必

须 了解和考虑的 。 诚然 ， 现在 已经没

有能对 中 国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根本性

挑战的重大 外部威胁 ， 中醒定不￥

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 致力于促进世界

ｆ
ｉｇ＾ 的和平 、 发展与合作

，
这方面的信念

辨”Ｌ丨
＊ ”骑诺没有也不会改变 。

中 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２０ １６年４ 月

２ ８ 日 在亚信部长会议上强调指 出 ：

中 国
一

贯致力 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

定
，

坚定维妒 自 身在南海的主权和相

关权利 ，
坚持通过同直接当 事国友好

ｒ＼〇 中 国海军三大 舰队近 日在南海 西沙群 岛附近海域举协商谈判和平解 ，夬争议 。 从王毅外长

行对抗演 习 ， 图为导弹护 卫舰发射防空导弹 。与东盟国 家的接触 中 可以看到 ，
中 方



提出 的
＂

双轨
”

思路 ， 即 由直接当 事国４

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争议 、 中 国和东神志

盟共同维护南海的 和平稳定
，
得到许多１ｉ

鸾汝

国家 的认可和支持 。 东盟也认识到控制Ｉ

局势 ， 重回对话轨道的重要性 。ｙ

对 中 国在南賴 目 标可 以从 以下： 犯土

Ｆ Ｉ个古Ｔ５Ｔ ｉ

、

Ｈ 

口
； ＬＩ／） Ｉｆｌ Ｊ ＩＡＶ ｓ ｏ
南沙群 岛是 中 国领土 。

首 先
，
中 国 南海 政 策 的 根 本 出

发点 是维护 国 家 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争端方 的 矛盾和 分歧
，
就是考虑到 周

益 ， 向是 以静制 动 、 后发 制人 。 中 国边总体环境的 重要性 。 今后需要更 多

民众绝不会 允许任何 国家进
一

步损害地 向 外界提供信息 、 分享资料
，
以期

中 国 在南海的 岛 礁及其附 近海域的 主增进 了解 ； 更 多地提供公共服务 ， 以

权和权益 ，
因 此 强烈期待 国家 有能力增加地 区的 安全与 福祉

；

通过与 东盟

维护 自 身利 益 。 中 国将坚定不移地维国家达成
“

南海行为准则
”

，
共 同 构

护 国 家领土主权和权益 ，
并增强管控建地 区有效规则 。 长远看

， 作为南海

局势和避免进
一

步损失 的能 力 。 目 前最大 的沿岸 国
， 中 国应在南海保持军

看 ，
只 要没有重大威胁

，
可以继续本事防御和维护和平 的能 力

，
增强推进

着尊 重 历 史 的 态 度 ，
坚持

＂

搁 置 争谈判解决争议的主动地位。

议 、 共 同 开发
”

的政策 。 中 方致力 于第 四
， 中 美 在 南 海 的 共 同 战 略

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 的政策 不利 益是航行 自 由 和安全以及南海周 边

会改变 。地 区 的繁荣稳定 。 中 美 之间 在南海并

其 次
， 中 国 的 南 海政 策 需 要专不存在争议 ，

两 国应该通过对话 、 澄

注到维护航行 自 由 和航道安全 。 南海清彼此意图来摆脱 目 前南海问题带来

是 国际 战略通道 ，
有世界上最繁忙 的的安全 困境和误解 。 中 美 需要也应该

商业航线
，
每年全球货物海运总量的能够在南海逐步走 向 合作 。 中 国正在

４ ０ ％ 要 经过南 海
，
南 海航行 自 由 与建设海洋强 国

，

世界范围 内 的辽 阔 海

安全攸关世界各主 要经济体 的重大利洋对 中 国 的 发展和全球合作越来越重

益 。 中 国 贸易和能 源 ７０ ％
—

８ ０％ 也依要 ， 中 国 的 海洋 视野 注定 要超 越 南

靠南海航线 ， 是南海通道最 大的 使用海 。 外界用 陆权思维和传统的海洋控

者
，
南海也是 中 国海军走 向世界 的 重制理念去揣度中 国是没有道理的 。

要通道 。未来形势如何发展取决于各方 的

第三 ， 中 国与 周边国 家在南海 的认识和选择 ， 如果选择合作 ， 可 能是

最大公约数是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 。 中多赢
；

如果选择对抗
，
则 可能是僵局

国没有 旨在谋 求所谓地 区霸权 的 动机甚至冲 突 ， 任何
一

方都难 以从 中 完全

和设计 。 中 国之 所以
一

直努 力 管控与获益 。 閟

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