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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首先从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机的特点出发，这种特点表现为可选择性和可控性、对抗性和曲

折性、递进性和必然性。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机的预防。主要是潜在危机和大国介入情况

下危机的预防。最后，对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机的控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第一，从危机控制的基本原则

上，应采取现实灵活的态度，作出危机评估。第二，从危机控制的基本方法上，应加强交流接触，迅速隔离危

机，抓住主要矛盾，优先解决主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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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作为一种改变或破坏系统当前平衡状

态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这种特殊社会现象，一方面，表现出不稳定的矛

盾冲突，常常都是在战争的边缘徘徊，大有战争

一触即发之势；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达到矛盾和

冲突的“临界点”，从而走向和平和缓和。

一、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机的特点

1．表现为可选择性和可控性

危机即意味着转折，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处于

一个临界点，战略决策者作出何种选择，直接影

响着危机的走向。例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

时，朝鲜战争刚刚停战，美国当时将其远东政策

的着眼点放在了对付亚洲共产主义对美国安全

利益的威胁，加紧在亚洲策划与缔结一系列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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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孤立中国的“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并已在

西太平洋地区构筑一道半圆形防线和包围圈。同

时，台湾加紧和美国联盟，共同围绕《共同防御

条约》问题，美台双方进行一系列的磋商。面对

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

选择了炮击金门和解放一江山岛的决策。从历史

的发展和对后来的影响来看，毛泽东同志和中共

中央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一是打

击了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嚣张气焰，二是清理

了门户。这样既解除了对我东南沿海的威胁，也

砍掉了台湾的手脚。

同时，这种危机又具有可控性。危机作为一

种社会现象，它的发生不是不可知的，对危机的

控制也不是没有作为的。例如，在第二次“台海

危机”时，当炮击金门一开始，美国就陷人了两

   



难境地。美国的既定政策是占据台湾，这样就不

可能对金、马外岛坐视不管。但美国又不肯为

金、马外岛的得失而与中国大陆发生较大的军事

冲突。当毛泽东同志分析和掌握到了美国的底数

后，在实践中就掌握了主动性，使第二次“台海

危机”向着有利于大陆方向发展。所以，在炮击

时，美国海军军舰出动到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

输舰只护航时，毛泽东同志作出了只打蒋、不打

美舰的决策。结果，台湾当局的军舰遭到了沉重

打击，美国军舰却一炮未发就退出了战场。

2．表现为对抗性和曲折性

危机不仅仅表现于军事上的对抗，而且往往

集中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

并且，政治、外交斗争情况还决定着军事形势的

发展及危机的变化。例如：发生于2001年4月1

日的美军用侦察机撞毁我军用飞机事件。在美机

撞机事件前，多年以来美国就不断地对我东南沿

海实施军事侦察，军用飞机屡屡出现在我国沿海

上空，甚至越过我领海线进行侦察飞行。在2001

年4月1日撞毁我军用飞机的就是装备有尖端

电子侦察设备、配备有军事情报侦查搜索专业人

员的美军侦察机。而且美国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

严正交涉，频繁对我沿海实施军事侦察活动，带

有明显的敌意性质，对我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了严

重威胁。

当美军一驾EP一3电子侦察机在4月1日

上午9时7分，将我一架“歼八”飞机撞毁后，

在当天夜间，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就紧急召

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就当日上午美国军

用侦察机在南海上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向

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4月2日夜，外交部

部长助理周文重再次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理

赫，就美国军事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一事

向美方表明了中方严正立场。4月3日，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北京向媒体介绍了美国军

用侦察机在4月1日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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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中国主权及领空的真相，并阐明了中方有

关立场。4月4日我国防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

美机撞毁我机行为表示愤慨和谴责。与此同

时，北京、上海、海南干部群众表示坚决拥护我

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抗议，愤怒谴责美国霸权

主义行径。

同时，在政治上揭露美国霸权主义行径，从

国际法角度对撞机事件做出分析，以正视听。解

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律系专家博士生导师

俞正山针对美国以“飞越自由”原则作为辩解，

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了批驳。航空技术专家，北

京某所航空工程技术专家陈福山，从航空技术角

度，用铁的事实证明，美方对此事件负有全部责

任。从中看到一场危机，既存在着双方的对抗

性，同时，也存在着艰难的曲折性。

5．表现为递进性和必然性

危机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危机由低到高逐渐发展。例如，1993年7月

发生的“银河”号事件。从1993年7月23日以

来，美国已获得情报为由，多次向中方交涉，无

端指责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运往伊朗的化

学武器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这还不算，使“银

河”号事件逐渐升级，除造谣中伤，还动用军舰

和军用飞机在公海上对“银河”号货轮进行骚

扰，致使“银河”号不能进入预定港口卸货。更

有甚者，美国对中国政府经过认真负责调查所

作的澄清毫不相信，依旧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外交部于1993年9月4日，

关于“银河”号事件发表了声明；1993年9月6

日，我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于“银河”号事件

也发表了声明；1993年9月7日，我全国政协

就“银河”号事件开展了座谈会，强烈谴责美国

的霸权行径。同时，国际舆论也强烈谴责美国

的所作所为。正是由于美国的霸权行径，使得

“银河”号事件逐渐升级。而针对美国的不顾事

实，无中生有的做法。我国政府不是软弱、退

   



让、妥协，而是采取了寸步不让、针锋相对的政

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国霸权主义行

径，打削了美国的气焰，最终使得美国政府不

得不向中国人民道歉。

同时，危机也带有一种必然性的特征。从一

些发生的军事危机来看，从现象上看好似出于偶

然，其实，偶然中带有必然。例如：“银河”号事件

的出现，以及美国军事飞机撞毁我“歼八”战斗

机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美国政府长

期以来实行对华遏制政策的结果。

二、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机的预防

21世纪，人们说是海洋世纪，还有人说是太

平洋世纪，还有人说是印度洋世纪，无论人们怎

样形容都不过分。21世纪，海洋既是人类发展的

场所，同时也是竞争的场所；既给人类带来和展

现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挑

战。所以，中国未来面对广阔的海洋形势十分严

峻。从维护海洋安全与维护国家利益一致性角度

出发，必须重视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机的预防。

1．潜在危机的预防

潜在危机是指当安全形势正在缓慢地发生

变化，但双方冲突尚未表面化、公开化、尖锐化，

战略决策者尚未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的一

种状态。例如，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

的争端，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在南沙群岛岛屿

的主权问题上的争端，本来有激化的可能，但是

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的原则，使争议暂时被搁置起来，没有

成为现实的热点问题。

早在1995年，中国政府为防止南海危机的

发生，就明确指出，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有关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的原则为基础

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中国这一立场受到有

关国家的欢迎。同时，我国还加强了同东盟(东

盟，全称“东南亚国家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Asean)，是

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

国等五个东南亚国家于1967年8月8日发起成

立的区域性合作组织。随后，文莱于1984年1月

7日加入东盟，越南在1995年7月28日被正式

吸纳为东盟正式成员，1997年7月底，老挝与缅

甸同时加入东盟，东南亚最后一个国家——柬埔

寨也于1999年4月30日正式人盟。至此，东盟

正式成为包含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的组织，实现

了东盟的大团圆。)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

已发展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现在，“10+3”，

即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对话机制已

经形成。

其实，缓和这一地区的潜在危机，目前，对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关系很大的。这一地区已

经成为我国获得海外石油的主要通道。同时，我

国与东盟国家间经济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无论

从语言交流，还是从民族习惯上都有某些相同之

处，所以，合作的空间是较广阔的。

2．大国介入情况下危机的预防

大国对危机的态度，尤其是预防和介入的态

度，直接影响着危机的性质、规范和发展的进

程。一般情况下，没有大国介入的危机，规模较

小，容易排除，影响面也有限。相反，有大国介入

的危机，或者大国在幕后操纵的危机，则情况复

杂，规模较大，难于化解。其实，从当前热点地区

来看，一般都有大国介人的背景。因此，我国在

预防这种危机时，也应早早做到有预防、有对

策。

一方面，要加强分析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军事

介入的“理由”。一旦我们为制止台湾当局分裂

祖国的行径而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世界头号军事

强国一定会寻找各种借口进行军事干预。我们认

为，主要有以下七点：第一，利用《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中关于领海无害通过“军舰是否有其无害

通过权问题”的不同解释，予以介入。第二，利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军舰和飞机在国际

水域和国际空域航行与飞行的规定，对我施压。

第三，利用自己单方对“自主权”和“预防性自

卫”的概念的解释，随时可以对我采取军事行

动。第四，利用保卫该国侨民或悬挂该国国旗的

船舶，或保护该国海外商业资产为借口，以实行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为幌子进行武装干涉。第五，

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对“台独分子”给予保

护或庇护。第六，以美军自己制定的《海军目标

选择法》和《常规武器与武器系统》、《核武器、化

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使用规则为尺子，对我军

事作战的方法、手段进行限制，或进行军事打

击。第七，以《台湾关系法》，对我在台海军事行

动进行干涉。

另一方面，要运用好国际法海战法的法律武

器，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军事介入进行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根据国际习惯法规则和我国关于军舰通过

领海的法律来有效地保卫国家领海主权和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第二，对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关于对公海自由的目的、原则、内容的霸权

主义行径进行公开揭露。第三，充分行使海上临

检拿捕的权利，打好海上经济战。第四，充分行

使国家自卫权，对任何外国的武装侵略我们都应

予以武力抗击和反击。第五，美国《与台湾关系

法》粗暴践踏了国际法准则，中国人民完全不能

接受。

三、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机的控制

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机的控制，是避免危机

升级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中国海洋战略边疆危

机的性质、种类、特点及其影响都不相同，因而，

危机控制的方式也有差异。只有把握了控制和处

理危机的分寸，明确了基本原则、方式方法，才

能驾驭危机，避免危机升级并尽可能降低其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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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机控制的基本原则

当海上危机发生后，从危机现象上看好似孤

立的，其实，从危机产生和发生时起就是一种综

合性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

各种因素，情况复杂。但在这千头万绪中要把住

主要脉络。第一，要采取现实、灵活的态度，审时

度势。在现实中，一个成功的危机控制，往往双

方是抱着现实和灵活的态度，追求有限的利益目

标。这里应当把握住国家重大利益这一重大问

题，如：国家领土主权、宗教利益、民族问题、国

家尊严，要坚决果断地做到坚持原则不能妥协、

不能让步；以确保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实现。而

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范围内，在决策允许的范

围内，应采取和抱着更现实、更灵活的态度，审

时度势，努力寻求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根据需要

在非原则性问题上采取适当的协调、灵活的处理

方法，以求得在平稳中化解危机。第二，及时作

出形势分析，作出危机评估。这是最基本的，也

是头等大事。一般来讲，危机有两种出现形式，

一是突发性危机，二是渐发性危机。不论何种危

机形式，如果危机一旦爆发，都将带来一系列难

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而前提是对

危机形势做出正确地分析，如果一旦发生危机，

首先应认清危机的性质，分析是否会威胁到国家

利益。一般情况下这种形势分析阶段由4个连续

的阶段组成：平时对形势的监视；危机的发生；

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上报危机情况。从而对发

生的危机作出及时的评估，在评估阶段实施时主

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整理不断增加的情报资料；

二是决策层对可能的选择方案进行重新审议。形

势分析及危机评估十分关键，它事关能否在危机

爆发初期把握主动权，以及有效采取措施，控制

危机升级，或降低危机的负面影响，以增强危机

处理的效果。第三，寻求理解，得到广泛支持。由

于海上军事危机影响广泛，因此，在对其实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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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过程中必须寻求国际国内有关各方的理解支

持，特别是当试图采取重大行动尤其是使用较大

规模的兵力时，得到广泛的支持更为重要。更应

努力寻求国际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国际社会及

其各种力量的主流是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因

此，为加强危机的控制，防止危机滑向战争，需

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争取各种爱好和平力量的

支持，得到尽可能多的国家的理解或赞同，以形

成对武力挑战或实行恫吓政策一方的谴责与遏

制。

2．危机控制的基本方法

军事危机的控制与处理是一项重要的战略

筹划与军事实践活动，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第

一，加强交流接触，保持沟通渠道。危机事件通

常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其内部或外界环境

的变化达到一个临界点，事态的进程处于转折关

头，不同的路径可能导致差别极大的结局；参与

者中至少一方的核心或基本价值受到威胁，即决

策单位高度优先的目标受到严重挑战，这使问题

不可避免地涉及很强的感情色彩；各方感到面对

形势的发展必须做出某些明确的抉择以回答政

治挑战、保护受到威胁的重要利益，而为此卷入

对抗升级和军事敌对行动的可能性极大；在基本

价值受到外界威胁时，对该威胁做出反应的时间

有限，一场尖锐的危机时的重大决策必须在紧迫

的时间压力下完成。在危机期间，危机决策的参

与者常常要面临复杂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环

境，难以及时获得决策保障所需的可靠信息，尤

其是随着形势恶化和紧张气氛的加剧，与对方的

通信联络渠道更趋闭塞。正是基于以上危机的特

点，使得双方相互猜疑、不信任和敌意迅速增

加。在这种情况下，沟通、接触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实践上看，这种沟通和接触既可以是官方的，

也可以是人和人之间的；即可以是总统、首脑、

主席、总理的信件和电话联系，也可以是外交、

情报部门的联系，这样，就为危机的缓和和解决

创造了良好氛围。第二，迅速隔离危机，控制升

级。在一般情况下，当危机发生时，应迅速对区

域、人员、事态进行隔离。区域隔离是指划定危

机影响的主要区域，对该地区进行必要的状态管

理。人员隔离是指区别对待受危机直接影响人员

与未受危机影响人员。事态隔离，是指对危机事

件本身实施必要的控制。为了争取主动，还应限

制事件发生的区域，尽力把危机限制在有限的区

域内。同时，要减少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尽可

能防止单一领域的危机向多领域扩展。还要控制

危机发展的方向，促成危机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

发展。第三，抓住主要矛盾，优先解决主要危机。

一般情况下，首先，要优先解决主要危机，即应

集中主要力量，优先解决引起军事危机的主要问

题或事件，而不是大事小事一齐抓。通常情况下

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把保护人员的生命安全

放在优先考虑。其次，要迅速控制事态，避免引

起战争。最后，要及时消除危机的后果，尽量减

少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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