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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2-2013)》为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战略研究基金重大课题项目，教育部
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2-2013)》承接上一年度报告，继续力邀该领域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从南
海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南海地区总体形势、南海海洋资源开发等角度入手，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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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云华，1956年出生于广东平远，现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兼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国际
关系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东南亚经济、政治、区域国际关系及华侨华人问题。
曾经作为访问学者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菲律宾菲中资源发展中心
从事研究工作。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8种。
 鞠海龙，男，1973年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
曾先后学习工作于吉林大学、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海南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
现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关际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海权理论及亚太国际关系问题研究。
近三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4项，厅局级项目2项；在《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等刊物发表学术观点及论文多篇，著有《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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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篇 第一章南海问题的宏观视域：中国一东盟关系与中国的东南亚政策 第一节当前的东南亚地区
格局 第二节 当前中国一东盟关系出现的问题 第三节中国的东南亚政策目标 第四节东盟对华政策的基
本目标 第五节周边大国的东南亚政策目标 第六节南中国海争端的走向 第二章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举
措分析 第一节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举措的历史脉络 第二节东盟参与南海事务的动机 第三节东盟参与南
海事务的基本路径 第四节东盟在南海问题系列举措的潜在风险 第三章南海海洋资源开发与合作 第一
节南海渔业资源开发与合作 第二节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与合作 第三节南海海洋空间资源开发与合作 第
四节南海其他资源开发与合作 第五节南海海洋资源开发趋势分析 第四章南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
理 第一节南海海岸活动污染与治理 第二节南海海域活动污染与治理 第三节南海海洋灾害影响与治理 
第四节南海海洋生态环境合作保护的路径选择 第五章南海争端中的武力使用问题 第一节影响南海争
端和平解决的因素 第二节南海发生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及样式分析 第三节降低武装冲突风险的途径与
措施 国别篇 第六章菲律宾的南海政策 第一节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激进化转向 第二节菲律宾南海政策的
宏观背景 第三节推动菲律宾南海政策急速转向的内外原因 第四节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发展趋势 第五节
“黄岩岛事件”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挤压 第六节菲律宾南海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第七章越
南南海政策分析 第一节越南南海政策的主要表现 第二节越南南海政策的动因分析 第三节未来越南南
海政策的趋势分析 第八章马来西亚南海政策分析 第一节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及最新发展 第二节马来
西亚南海政策的动因分析 第三节马来西亚南海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第九章印度尼西亚南海政策分析 第
一节南海地区形势的变化及其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 第二节印度尼西亚南海政策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印
度尼西亚南海政策的动因分析 第十章柬埔寨南海政策的表现及其趋势 第一节柬埔寨南海政策的主要
内容和特征 第二节柬埔寨南海政策的动因分析 第三节柬埔寨南海政策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第四节柬埔
寨南海政策的趋势分析 第十一章缅甸的海洋战略 第一节缅甸的地理历史及其对海洋战略目标的可能
影响 第二节发展海军力量，确保政治安全和资源安全 第三节加强立法和能力建设，确保海洋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第十二章 日本南海政策表现与趋势分析 第一节 日本南海政策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第二节 日
本南海政策的动因分析 第三节 日本南海政策的趋势分析 第四节 日本南海政策对南海地区形势的影响 
第十三章印度在南海问题中角色的新发展 第一节印度在南海问题上的动态 第二节印度新时期南海政
策的主要动机 第三节印度新时期南海政策的政策基础 第四节印度南海政策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十四章
澳大利亚南海政策解析 第一节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主要动向和特点 第二节影响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
主要因素 第三节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基本立场和未来趋势 附录Ⅰ 南海地区形势年度大事记 附录Ⅱ 台
港澳地区南海问题研究主要文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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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东盟参与南海事务的基本路径 基于东盟参与南海问题在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的上
述诸多利益追求，东盟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南海问题的利益攸关者。
对此，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学者许通美先生予以肯定，撰文认为东盟是南中国海的利益相关者。
诚然，也正如许通美先生在文章中称，东盟“没有对中国和亚细安成员国纠纷的是非曲直采取立场”
，对其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权主张持有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
然而，从近20年的南海问题发展历程来看，东盟在“东盟方式”的指导下，以“集体方式”参与南海
问题，以“多边机制”控制南海局势和在南海问题上推行其“大国平衡”政策不断推动南海争端走向
“东盟化”、国际化与复杂化。
 一、以“集团方式’’参与南海问题 以“集团方式”参与南海问题是东盟在这一问题上政策倾向的
核心内容，是其他两方面内容的基础。
一方面，东南亚南海问题有关争端方利用东盟以“集团方式”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原因在于菲
律宾等国家畏惧在中国所主张的“双边”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对此，国内外学者与官员均有类似评述。
1992年11月，新加坡的一位西方外交人士在总结东盟各国的军事情势时曾说：“东盟有关会员国想单
独与中国谈判很困难，因此，联合各国的力量与中国对抗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则对此认为，为了弥补在双边对话中单个力量的不足，东盟采取了集团
外交的方式与中国抗衡。
另一方面，东盟以“集团方式”参与南海问题也是其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协商一致”原则在南海问题
上的反映。
“协商一致”是东盟自创立以来的一个重要共识，意味着东盟成员国在内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
外表达出“一个声音”。
 继《东盟南海宣言》后，1995年东盟有关国家开始根据《东盟南海宣言》的第四点试图建立南海国际
行为准则。
“美济礁事件”后，中国与菲律宾关于南海及其他合作领域磋商的联合声明达成了“同意不使用武力
”、平等协商、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争端等八项原则。
以此为基础，第二年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对建立“行为准则”的构思给予了肯定的态度。
1999年11月，菲律宾、越南起草的“行为准则”草案被递交至东盟第三次非正式领导人峰会上讨论。
由于草案反映了东盟解决南海争端的共同态度，其得到了会议的一致赞赏。
然而，东盟内部协商一致的成果并未得到中国的认可，东盟与中国在长达3年的协商过程中并未就“
行为准则”达成一致，而是于2002年11月达成了一份对双方均具有妥协性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从《东盟南海宣言》到《行为宣言》，东盟均以“集团”的方式参与南海问题，以内部协商一致的成
果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对抗和博弈。
这一内部“协商一致”的方式在推动《行为宣言》落实及与中国就落实《行为宣言》指导方针进行磋
商的过程中得到继续沿用，而这更成为2007——2010年东盟与中国在推进落实《行为宣言》磋商方面
进展缓慢和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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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2-2013)》期望能与国内外共同关注海洋的人们一起思考、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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