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士存著作
●《南海問題面面觀（修訂版）》
●《南沙爭端的起源與發展》
●《解決南海爭端與推進地區合作發展：中國視角》
●《國際海洋法最新案例精選》

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
究員。現任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
兼任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
新中心副主任、博鰲亞洲論壇研究
院副院長等職。

吳士存是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
委員會委員，他致力於南海問題研
究20多年，長期從事南海史地、海
洋劃界、國際關係與地區安全戰略
等跨領域研究，曾參與中越北部灣
劃界談判，主持相關課題100餘項。

吳士存致力研究南海問題

吳士存揭山姆大叔居心叵測

美日攪局加劇南海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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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長王毅硬氣宣示中國對南海的合法管轄引起海內外關注。外
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向大公報描
述了南海水面下的暗流：美國和日本雖不在域內卻頻頻攪局、北京擔憂
仲裁結果會縱容其他聲索國 「有樣學樣」 、慎防蔡英文掌權後，台灣島
內對南海立場可能出現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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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士存
點評南海各方力量

美 國：美國的南海政策以1995年
的美濟礁事件為轉折點，大致分為 「
中立」 和 「介入」 兩個階段。美國正
在推進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中國的南
海戰略產生碰撞，從而導致南海爭議
由島礁主權和海洋管轄權爭議演變成
地緣政治、自然資源開發和航道控制
的激烈博弈。

日 本：作為域外國家和南海問題
的非爭議方，追隨美國介入南海爭議
，並進而利用南海問題牽制中國，是
日本追求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的戰略
目標之一。未來，安倍政權將更加積
極地利用南海問題，加快其戰略部署
和實施，在擴大地區政治軍事影響力
的同時，製造東海和南海聯動效應，
以此牽制中國的和平發展。

菲 律 賓：我相信菲律賓不會再出現
一個 「阿基諾四世」 ，執意和中國作
對且完全跟着美國跑。中菲在南海問
題上存在轉圜的可能性。

越 南：越南對南海的立場不會有
大的變化。中國對越南在南海的一舉
一動要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要提防
越南可能效仿菲律賓就南海爭議提起
仲裁。而實際上越南似乎已經做好了
這方面的準備。

印 尼：中國與印尼在南海沒有島
嶼主權之爭，印尼作為東盟最大的國
家，欲以盟主自居，既想在南海問
題上扮演 「調停人」 的角色，又不時
對中國在南海正當的維權行為說三道
四。

台灣地區：只要蔡英文執政後能夠維
持其南海政策現狀、不從馬英九時代
的立場後退就謝天謝地了。

大陸對蔡南海政策有三條底線

大公訪談 大公報記者 李理

國際遊客遊三沙首推美濟

▲美海軍「斯坦尼斯」號航母戰鬥群4日進入中國南海海域 美國海軍官網

▲1月6日中國民航空乘人員首航永
署礁 資料圖片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日後有
條件三沙將會對外國人開放。」吳士
存透露，在南沙的幾個大島礁中，美
濟礁除了機場，還規劃建設酒店等民
用設施，美濟礁或許將最先向國際遊
客開放。至於已經進行成功試飛的永
暑礁，則不大可能對遊客開放。

美濟礁距離海南三亞1000多公里
，是南沙最大的環礁，今年春節期間
，內地媒體曾發布美濟礁建造的現場
照片，工程車塞滿工地。美國智庫公
布的照片則顯示，美濟礁機場跑道工
程已經完工，規模為整個南海最大。

作為三沙市的海南省人大代表，
三沙市成立時吳士存是坐飛機去的永
興島，此後幾年登島都是乘 「三沙一
號」並在船上過夜，單程約10小時。

他坦言，礙於條件有限，目前南
海旅遊只能局限在西沙海域，而且不
能登永興島，滿足不了人們對神秘西
沙的觀光需求。 「以後搞旅遊肯定應
該有遊客數量限制，這樣才能做成精
品旅遊」。

三沙市委書記、市長肖傑在參加
兩會時表示，今年三沙市將開拓更多
旅遊產品，引進了水上飛機做試點，

未來可能實現空中看三沙，永興島到
七連嶼 「跳島遊」，未來遊客還可參
與島礁海釣、島礁婚禮和潛水活動。

吳士存說，未來開發三沙郵輪旅
遊需要建設新碼頭，結合21世紀 「海
上絲綢之路」，設計環南海周邊遊線
路，從海南島出發到三沙，接着可以
去胡志明市、馬尼拉和新加坡。

吳士存甚至想好了郵輪遊三沙的
主題， 「在十幾個小時的路上，可以
安排海洋教育、講南海的歷史和故事
，尤其是到了永興島，安排遊客參觀
收復西沙紀念碑、炮樓、海洋博物館
等文物古蹟，這將會是很好的公民海
洋意識和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在馬英九執政期間，兩岸在南海問題上幾
乎保持完全相同的立場和主張。不過，蔡英文
贏得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後，情況開始發生了
變化，吳士存一個直接感受是，原先兩岸南海
學者一起研討開會一呼即應，現在已經有台灣
學者有意與大陸保持距離。

吳士存說，指望蔡英文政府像馬英九當政
時期堅守南海的立場不太可能。他解釋說，民
進黨在南海問題上基本的判斷是，如果其南海
政策和大陸保持一致，最終得分的是大陸，因

此南海問題成為蔡英文面前的一個 「負資產」
，她極有可能想要甩掉這個 「包袱」。

回溯歷史，李登輝執政末期，台灣在南海
問題上的態度就已經發生了變化。1999年在東
沙太平島撤軍換警，例行南海游弋也停止了。
陳水扁執政後，台灣的《南海政策綱領》也被
廢止。

吳士存指出，大陸看待蔡英文的南海政策
存在三條底線， 「如果踩了底線，我們要採
取措施，這是判斷其是否走向 『台獨』的風

向標。」
一是不能放棄南海的斷續線。美國曾通過

私下渠道要求馬英九澄清斷續線，而後者並沒
有答應。蔡英文執政以後，一旦美國施壓，有
台灣學者判斷蔡英文可能會做出表態，甚至有
可能放棄斷續線。

二是台灣必須堅持其所控制的太平島的島
嶼地位。此前登上太平島的馬英九意在向國際
社會宣示，太平島是島嶼而不是礁岩，因此可
以主張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按《

國際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礁岩只能主張12
海里領海，而不能主張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和
大陸架。

三是最壞的一種情況，即台灣迫於美國的
壓力可能向美國或日本開放太平島的軍事基地
。目前美國除了在新加坡可以使用樟宜基地外
，還可以重返菲律賓的八個軍事基地。如果美
國向台灣提出開放太平島軍事基地要求，而台
灣為了迎合美國在南海遏制中國大陸的訴求不
予拒絕的話，那無異於引狼入室。

2010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
東盟系列外長會議上將南海地區定義為涉
及美國的重大利益，標誌着美國對南海爭
議的全面直接介入的開始。吳士存分析說
，華盛頓之所以在南海和北京較勁，大背
景是中國經濟起飛，美國唯恐其亞太事務
主導權旁落， 「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讓美國感到緊張，
再有就是2012年中國提出建設海洋強國，
而美國則認為中國意欲挑戰其世界海洋霸
主」。具體到南海島礁和海域爭奪，更刺
激了山姆大叔的神經， 「2012年中菲黃岩
島對峙，最終導致中國重新實際控制黃岩
島為結局，而早在美國撤出菲律賓蘇比克
灣之前，黃岩島是他們的靶場，其戰略位
置特殊而重要。」

日謀東海南海聯動制華
美國不避諱在南海攪局，日本也緊隨

其後。吳士存預測，除了菲律賓等域內國
家，追隨美國進入南海巡航的日本首當其
衝， 「安倍晉三以前的態度比較含糊，現
在逐步明朗，而澳洲出於中澳經貿合作關
係的利益考量參與美國倡導的南海聯合巡
航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一直強佔中國釣魚島，吳士存稱
，在追求「國家正常化」目標驅使下，安倍
政權將更積極利用南海問題，在擴大地區
政治軍事影響力的同時，製造東海和南海
聯動效應，圖謀牽制中國和平發展。

希拉里是攪局南海的急先鋒，一旦這
名善於煽風點火的前國務卿當上了美國總
統，中國恐怕會面臨更大的挑戰和輿論壓
力。過去幾年，正是美國火上澆油，屢屢
試圖把南海問題強塞進東盟領導人峰會等
多邊場合，令地區局勢日趨複雜。

吳士存說起一個希拉里工於心計拉攏

盟友的細節，2011年11月，正在菲律賓訪
問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以極具象徵性的行
動登上停泊在馬尼拉港的退役美國海軍導
彈驅逐艦 「菲茨傑拉德」號，參加了在那
裏舉行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簽署60周
年紀念儀式並發表講話，這艘軍艦由菲律
賓購買。希拉里使用了 「西菲律賓海」這
一菲律賓單方發明的說法來代替南海。

中國外長王毅8日直指菲提南海仲裁有
幕後指使，中國恕不奉陪。吳士存說，中
國不對仲裁結果抱有幻想， 「之前仲裁庭
就管轄權對菲律賓的訴求幾乎照單全收，
我們不指望這五個已經完全成為菲律賓利
益代言人的法官能做出公正的裁決。」

警惕有國家「有樣學樣」
吳士存說，西方輿論針對仲裁結果抹

黑中國躲也躲不掉，這並不是最壞的結果
， 「一旦裁決有利於菲律賓，有的國家有
可能效仿。如此一來，當事國解決問題的
思路就從中國主張的通過和平方式和雙邊
談判途徑，變成了通過仲裁和司法程序，
這是中國不願意看到的。」

在2月美國舉辦的東盟領導人峰會上，
南海雖沒有納入共同宣言，但吳士存認為
，東盟就南海的立場正趨於一致， 「原來
主持正義敢為中國講話的國家現在往往選
擇保持沉默，那些經常在多邊場合有意與
中國對抗的國家的聲音則越來越大，這與
東盟建成共同體有一定關係，當然美國和
少數國家會前會中搞小動作不無關係。」

說東盟有關南海的立場趨於一致，佐
證是上月底在老撾首都萬象召開的東盟外
長會，吳士存說，與會國就制定能夠束縛
中國的南海「行為準則」與中國展開磋商一
事達成了一致，但顯而易見，無論是哪個
國家當東盟輪值主席國，今年都談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