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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南中國海主權要求範圍示意圖(有爭議島嶼以英文與中國名稱標示）

華盛頓 — 當中國一家國有石油公司這個月初將一個深海鑽井平臺設置在南中國海最為敏感的水域時，越南被激怒了
。在仍與日本和菲律賓較量的時候，北京決定刺激第三個對手，是莽撞地宣誓捍衛領土的決心，還是深思熟慮後在嘗
試新的策略？

中國的中海油公司重型拖船牽引的HD-981鑽井平臺緩緩駛過南海時，越南或許並沒有想到它最終被放置在距離其海
岸線120海裏的地方。

中海油將價值百億美元的深海鑽井平臺安置在越南的專屬經濟區內，引起越南的抗議。一段時間來稍有緩和的中越海
域主權爭端再度被激化。

*中國在敏感海域鑽油再度激化南海爭端*

越南總理阮晉勇指責中國此舉存在“危險而且嚴重的侵犯行為”。中國則説，中海油是在中國領海內鑽油。這座鑽井平
臺距離中越有主權爭議的帕拉塞爾群島僅有幾十公里之遙。自1974年起，中國實際上控制著整個群島。中國將帕拉
塞爾群島稱作西沙群島，越南將其稱為黃沙群島。

此事引發的衝突仍在持續，雙方的船隻相互撞擊，並用水炮衝擊對方船隻。越南國內的反華情緒也因此而急劇高漲，
隨後演變成為大範圍的暴力抗議活動。

中國的舉動，加之越南高漲的民族情緒令外界擔心在這個地區引發軍事衝突。即便是北京的國際問題專家，也對當局
此舉感到憂慮。

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問題學者時殷弘對於中越兩國南海爭端突然激化感到遺憾。他説，這是很不幸的。

越南海岸警衛隊發佈的照片顯示，中國船用高壓水龍射向越南船

時殷弘説： “目前，在中日對抗非常激烈的情況下，同時在中菲的對立非常嚴重的情況下，突然就來了一個可能使得
中越兩國重新暫時回到因為南海領土爭端、海洋權益爭端重新激烈對抗的可能性。這個我想對於中越兩國都是不利的
。”

過去一段時間顯著降溫的中越南海爭端因此再度被激化，到底是出於中海油或者比較低級的官員的意見，還是出自中
央最高層的指示？時殷弘説，目前不清楚。

*時殷弘：對中越南海爭端再起感到遺憾*

當然，人們很難相信中海油或者低層級官員能夠作出這個激化爭端的決定。其實，中國去年已經暗示過可能利用鑽井

                                1 / 3

http://mepopedia.com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392,46448,46448#msg-46448


MEPO Forum / 國際現勢
[轉載] 用流動國土激怒越南背後的北京策略 [VOA 2014-05-16]

平臺作為主權宣示的手段。

美國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的中國軍事與外交政策研究員成斌（Dean Cheng）説：“當中國去年透露有關981鑽井平臺
計劃時，石油業官員就已經非常明確地把它稱之為‘流動的國土’。中國在南中國海有著經濟方面的利益，但是我認為
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政治上的聲明，是要再度強調中國在領海問題上的核心就是它一向堅持的 ‘九段線’。”

中國依照其一貫堅持的“九段線”主權要求，聲稱這個“流動的國土”是設置在中國領海範圍內。

紐約時報一篇分析報道認為，中國在南中國海設置鑽井平臺是在意圖鞏固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主權主張時，顯示其
單邊行動的決心。

該分析認為，“中國實際上是在這片水域製造‘既成事實’，讓其在該地區的對手、最終乃至美國，要麼接受、要麼與之
作戰。”

紐約時報的分析文章説，東南亞地區的一些觀察人士將中國採取這一步驟的時機看作是一次測試：一方面試探東南亞
國家抵抗北方強大鄰國的能力；另一方面，則針對的是剛剛結束亞洲之行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幫助其亞洲盟國對付中
國時能夠有多大的決心。

*中國用流動國土試探美國*

華盛頓智囊機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東南亞問題專家格雷戈裏·波林（Gregory Poling）説，中國此時走出這一步，
吃驚的並不只是越南。他説：“我想越南當然明白這種事遲早會發生。不過河內顯然對（中國這樣做的）時機感到驚
訝。我想，從時機上講，整個地區都很驚訝，因為中國在東盟峰會前夕這麼做對自己並沒有什麼好處。不光是越南，
還有菲律賓、馬來西亞，以至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進一步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就時機而言，最可能的解釋
或許和奧巴馬的亞洲之行有關。中國看樣子對他在馬尼拉時表示全力支援菲律賓向聯合國提出仲裁案而感到不快。”

除了時機，波林認為中國此次選擇越南作為挑釁的對象，是為了傳遞這樣一個資訊，就是它不只是對菲律賓強調它在
南海主權問題上的態度，對其他相關國家也一概如此。

*波林：挑釁越南的時機和和用意*

一些分析認為，北京此次選擇越南，或許還考慮到越南是個“軟柿子”。地區問題專家成斌和波林都提到，與日本和菲
律賓不同的是，越南並非美國的盟國。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東南亞問題專家波林認為，中國或許考慮到這方面因素，認為對越南這樣做比較不具挑釁性；
如果是菲律賓，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地區盟友。

中越海洋衝突激化後，美國對於這個曾經的敵人給予了支援。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與中國外長王毅通話時，説中國此舉
是“挑釁性和侵略性的”。美國副總統拜登也對正在美國訪問的中國軍隊總參謀長房峰輝説，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做法是
危險並具挑釁性的。

但對於越南來説，儘管它曾經與中國有過戰爭，並且一直對再度淪為中國的附庸而抱有戒心，但是它如果選擇疏遠中
國，代價將會很大。

面對越南國內強烈的反華情緒，越南政府沒有多大選擇餘地。《華爾街日報》星期四的一篇文章説，河內必須對不斷
加劇的國內民眾反華情緒加以控制，以保護嚴重依賴中國進口的國內經濟，同時避免引發一場不可能獲勝的軍事衝突
。文章比較了越南、菲律賓和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菲律賓與中國間較少貿易往來，而越南則在貿易方面嚴重
單向依賴中國；日本貿易對中國依賴雖然也很重，但這方面的依賴是雙向的。

*經濟嚴重依賴中國令越南沒有選擇餘地*

雖然美國在中越此次爭端中給予越南堅決的支援，但傳統基金會的亞洲問題專家成斌認為，奧巴馬政府做得並不夠。

成斌説：“要記住，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美國沒有像對菲律賓那樣對越南作出承諾。所以，這讓我想到美國在評論克里
米亞、烏克蘭和敘利亞問題時，一再説美國對這些國家沒有承諾，所以如果出了事也不在美國控制範圍內。而這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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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資訊，因為它等於是在對中國和越南暗示，美國可能只會袖手旁觀。”

*成斌：奧巴馬政府做得不夠*

此外，成斌還警告那些將中越爭執看作是兩個共産黨政權給國內觀眾作秀的觀點。他説，中國領導層其實很清楚，傳
遞給國內民眾以及給對外所説的資訊其實是交織且密不可分的；這種看法和美國對此完全撒手不管的觀點都是非常危
險的。

奧巴馬政府將戰略重心向亞太再平衡的政策令中國不快。北京指責正是美國的這個政策給北京的鄰國壯了膽。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一次例行記者會上説，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錯誤言論鼓勵某些國家作出具有威脅和挑釁性的舉動
。她還説，如果美國希望太平洋是太平的，就該考慮自己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相對於越來越多的保守甚至中間派意見開始批評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一些分析人士看到，中國在地區的這些行為
並非魯莽的意氣用事，而是有策略的。

東南亞問題專家波林説：“我認為，宏觀地看，中國在這方面是有策略的，就是通過派民用船隻在有爭議海域，在鄰
國眼前宣示主權。如果鄰國作出反應，中國會指責對方反應過度。”

*中國挑釁行為背後的策略*

波林説，在斯卡伯勒淺灘，中國指責菲律賓派出海軍艦艇，是將爭執軍事化，並以此為由派出軍艦佔領了斯卡伯勒淺
灘；同樣，中國利用日本走出將釣魚島國有化的一步錯棋，稱其單方面改變現狀，並借此日復一日地指責日本侵佔該
島。

波林認為河內已經了解中國在玩什麼樣的遊戲，因此在這次爭執中沒有派出軍艦，而只是派海警和民用船隻去阻止中
國鑽井臺工作。

近日，越南國內反華抗議轉向暴力活動後，中國指責越南政府縱容這樣的行為。越南政府已經開始控制國內的民族主
義情緒。

*中越不大可能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

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關係學教授時殷弘認為，越南比起菲律賓更加強硬，有時候會把對抗升級到很高的程度。但是他
説，自胡志明去世後，除了黎筍掌權時期，越南還是比較有靈活性的。

時殷弘説：“我想越南很清楚，要和中國進行較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最後吃虧的必須是越南，因為中國13億人絕對不
會容忍中國政府以一個戰鬥或者戰役的挫折失敗告終，它是清楚的。而且越南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太大了。”

時殷弘説，從胡志明後越南對外政策主流可以判斷，越南要跟中國衝突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羅傑·科恩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題為“中國把‘門羅主義’用到亞洲”的文章中，介紹了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
海默的經典作品《大國政治的悲劇》所論述的觀點，即中國崛起之後亞洲出現戰事的必然性。

米爾斯海默在書中寫道：如果中國在經濟上繼續增長下去，會希望象美國統治西半球那樣統治亞洲；而美國會百般阻
撓中國實現這種區域霸權。作者認為，中國的多數鄰國都會和美國聯手來遏制中國的勢力，因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相
當大。

科恩在書評中以中越海洋衝突激化為例，認為中國用行動證明了米爾斯海默是正確的，就像他在書中所言：一個更強
大的中國可能會試圖把美國擠出亞太地區，就像美國在十九世紀把歐洲大國擠出西半球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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