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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年来菲律宾，越南向争议地区拓展油气开发区域的政策加剧了原有的主权矛盾。
印度介入南海争议区域油气开发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区域内国家开展共同开发的复杂性和阻力。
一系列有美国主导，区域外打过参与，多个东南亚国家参加的军事演习继续勾画着东南亚和东亚地区
的地缘政治版图。
美国售菲军舰事件，黄岩岛，越南加强军备等&quot;逆裁军&quot;现象预示着未来南海地区形势并不
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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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战略研究基地”重大中重点项目成果。
011年是南海问题持续发酵的一年，美国、印度等区域外强国进一步介入南海地区事务，越南、菲律宾
等主权争端当事国的南海政策也更加趋于强硬⋯⋯南海地区形势已经成为影响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和中
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基于此，本书力邀该领域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从南海地区总体形势分析、区域外大国南海政策动态
、南海海洋资源开发进展、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政策动态、南海地区其他声索方的南海政策五大角度入
手，在跟踪南海周边国家相关政策、掌握南海地区形势动态发展基础上，结合有关重要热点问题，详
细而准确地梳理了一年来南海地区事务的发展并对未来做出相对客观的预测和分析，是目前国内第一
部翔实系统研究当前南海政策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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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11年，南中国海地区风起浪涌，各方角力正酣。
南海已经成为各方战略角逐的舞台，区内外国家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企图联手构筑围堵中国的同盟
。
围绕南海问题主要表现为：自2010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以来，南海周边国家动作频繁，在美
国策划和指挥下，以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为先锋，日本、印度等国为后援的围攻中国的“口水战”不断
；越南与美国积极携手配合，将所谓的“南海问题”炒作成为本地区的“热点”；日本和印度等国也
借助美国的影响逐渐向南海地区渗透，进一步推动了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
当然，目前争议各方尚不愿将纠纷和摩擦上升为军事冲突，南海斗争形式主要还是舆论战，南海地区
总体上维持了“大体和平稳定，局部纷争不断”的局面。
 第一节 南海地区的宏观安全形势 2011年，南海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争端频繁
活动，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拉锯战”。
总体上而言，南海地区安全形势呈现出“抛物线”的发展态势。
上半年，由于南海问题未决，越南、菲律宾等争端方为维护南海既得利益仍时常采取违反《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的有关规定，频频制造麻烦，地区局势紧张程度不断加剧。
 在军事安全领域，南海各方联合本区域内国家或区域外国家进行了多次联合军演，以提高自己的军事
应对能力。
越南、菲律宾等国在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支持下继续加强海上武装力量建设。
这使地区“逆裁军”的形势进一步加剧，也给南海地区传统安全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越、美菲之间都进行了联合军演，特别是美越在南海的军演，摆出了一副要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海军
决战的架势。
越南总理阮晋勇声称，“我们会继续申明及表明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
的最坚强决心”。
 “重返”东南亚之后的美国，通过扩大军事合作关系、深化同盟关系等渠道寻求增强美国的地区军事
影响力和强化美国的地区优势。
①在南海安全局势高度紧张之际，美国联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文莱等
东盟六国自6月14日起，在南海地区马六甲、西里伯斯海和苏禄海等海域举行为期10天的军事演习。
自6月28日起，菲律宾与美国举行为期11天的联合军演。
虽然菲律宾军方反复强调军演与南海局势无关，但此次演习地选择在距“争议岛屿”最近的菲律宾海
域，其意图仍然让人怀疑。
8月，美国将两艘航空母舰开进了南中国海。
“华盛顿”号高调访问越南，这是越战结束36年来，美国航母第二次访问越南。
“里根”号到访香港，两艘航母成左右拉弓之势，进一步加剧了南海争端的不稳定性，使南海问题变
得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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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海内外多位南海问题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编写的《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在广州暨南
大学首发。
《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是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战略研究基地”成立以后
推出的首部力作，也是该研究基地海内外南海问题研究团队多年来首次合力协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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