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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南海新动向与中越关系走势*

赵卫华＊＊

摘 要: 2019 年 10 月，越南外交部提出万安滩位于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

区，在地质上不属于南沙群岛，不在中越主权争端范围内。这一最新表态是越南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美国印太战略深入推进与中国在南海地位增强等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下的结果。越南近期在南海的举措本质上是其误判形势，企图利用中美竞

争加剧时机乘机扩大油气开采范围，将万安滩排除在争端范围外，为达成有利于

越南的《南海行为准则》( COC) 做准备。当前越南在南海的总体策略是在维持与

中国和局的前提下争夺“主权”，虽然其声称不排除起诉中国，然而实为胁迫中

国让步的手段。阮富仲强调在主权问题上不做不合理的让步，实则暗示越南存在

让步空间。2020 年越南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和东盟轮值主席国虽会对南海

形势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十三大临近，受内部权力分配问题的制约，越南不会

突破与中国维持和局的基本框架。加之，从战略高度处理中越关系是两国领导人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高度共识。因此，近期南海虽然不排除小波折的发生，但中

越南海形势和中越关系总体上会维持稳定，而无爆发大危机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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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富仲上任伊始，就拉开了对南海政策调整的序幕。这次调整虽似细雨润物缓缓推

进，然而却以量变促质变，对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维护造成了严峻的挑战。今年 7 月以

来，围绕万安滩的油气项目，中越南海形势又一度持续紧张。越南官媒和外交部先后提出

万安滩不属于南沙群岛，不在中越主权争执范围之内，并威胁要将中国诉至国际法院。①

越南在南海的最新举动，是在美国深入推进印太战略和中美贸易战持续发展国际大背景下

其南海政策原有调整的深化和必然结果，标志着中越在南海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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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越南威胁诉诸司法途径，但从阮富仲最近的公开表态以及越南内部的主要矛盾来看，

维护对华友好大局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完成内部权力更替，在维持对华和局的前提下

“维护主权”才是越南处理对华关系和南海问题的基调，诉诸司法实为胁迫中国让步的策

略。南海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入探究越南近期在南海动向的动因和目标，

对其未来行为趋势做出正确的研判，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维护中越两国在南海形成的相对稳

定的良好局面，有利于确保中越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也有利于整个南海继续向着和平、

合作之海的方向发展。

一、越南南海政策的调整及其在南海新动向

阮富仲当选总书记后，在对中越关系和南海地缘态势深入评估的基础上，制定越南海

洋法，完善越南海洋战略，对其南海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性调整。首先，与美日

等域外大国和东盟诸国协调，调整岛礁法理定位，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定位为岩礁，实

质上否定中国对上述岛礁拥有专属经济和大陆架的权利。其次，淡化处理扇形线，放弃不

切实际的海域管辖主张，改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来主张越南的海洋权利。通过上述

政策调整，越南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成功协调了与美日印澳俄等域外大国和东盟诸国

的利益关系。表面上越南对主张管辖的海域进行了大规模收缩，实则通过名义上的让步既

换取了实质性核心既得利益的维护，同时又争得了域外大国、东盟诸国和国际舆论的

支持。①

2011 年，越南将海洋强国的目标写进了十一大文件，提出到 2020 年使越南临海省份

的经济达到 GDP 总量的 50%—55%。② 2018 年 10 月，越共十二届八中全会又通过了《面

向 2030 年的越南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 2045 年愿景》36NQ /TW 号决议，再次强调海

洋强国的目标，提出到 2030 年时要使纯海洋经济占 GDP 的 10%，28 个沿海省份的经济

占 GDP 总量的 65%—70%。在越南独立 100 周年之际，使越南完全成为海洋强国，实现

以海致富和以海强国的目标。③ 近年来，尽管中越关系总体上维持着稳定和上升的态势，

双方也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 和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COC) 形成了一定

的共识，但越南始终没有放弃其在海洋强国战略中的既定目标。因此，虽然越南总体上与

中国维持友好，但在南海却从来没有放弃任何推进本国既定目标的机会，这使得中越两国

在南海虽没有大的冲突，但小波折却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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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发展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深入推行，越南以为有机可

乘，企图借机扩大其既得利益范围。例如，越南前副外长、驻美大使范光荣认为当前的贸

易战是美中两国争雄，美国掌握着主动，而中国疲于应对，无暇他顾。越南不应机械地盲

守大国平衡政策，而是应该不遗余力地抓住时机，追求越南利益的最大化。① 此前，范平

明在越南第十二九届外交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指出: 要充分利用中美之间的竞争，通过寻求

越美利益的共同点来遏制中国，维护越南的主权。② 正是基于上述认知以及自以为对其有

利的国际环境，2019 年 5 月，越南租用日本公司的设备，与俄罗斯油气公司合作，企图

进一步扩大在万安滩中国传统海域的开采范围，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吞下有损中国利

益的苦果。

越南的上述战略误判不可避免对中越互信造成了冲击，使南海局势波澜再起。越南在

要求中国海洋地质 8 号科考船撤出万安滩中国海域未果后，遂威胁不排除将中国诉至国际

法院。2019 年 9 月 16 日，越南《首都安宁报》发表署名黄河的文章表示: 2016 年 7 海牙仲

裁庭已经裁定，中国在“东海”( 即我国南海，作者注) 享有的海域不能超出 1982 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的规定。中国依据断续线声称的主权、主权管辖权和历

史性权利，违反了《公约》的规定，没有法律效力。“四政滩”( 即我国万安滩) 是一个暗

滩，完全位于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属于越南大陆架向东南方的自然延伸，与“长沙群

岛”( 即我国南沙群岛) 被一个深沟所分割，不属于“长沙群岛”。依据《公约》，中国海洋

地质 8 号勘测船 7 月以来勘测的海域完全位于《公约》所规定的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内。③

在越南官方媒体造势完成之后，2019 年 10 月 3 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桓表

示: “中国所谓的万安滩实际上是一个暗滩，是《公约》所规定的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海域的一部分，这片海域与中国完全没有任何争议或权利主张的重叠，因此中国没有任何

法律依据对这片海域提出主权声索。”④上述言论表明将万安滩与南沙群岛切割已经成为越

南官方的正式立场。同时，越南官方也首次在国内承认南沙群岛属于争议领土，而不再延

续以前将其定位为无可争议的越南领土的立场。越南官方的上述表态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

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底线，也意味着中越两国围绕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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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越南此举实际上是受到两方面的启示: 一是企图仿效菲律宾从南沙群岛炮制出“卡拉

延群岛”的先例，通过将万安滩、人骏滩、李准滩等暗沙和暗滩与南沙群岛切割，否认这

些地区属于南沙群岛，为其违反《范文同公函》、雍文谦黎禄谈话所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寻

找借口，进而达到否定中国对上述海域主权的目的。二是仿效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

场，企图援引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通过强调万安滩和南沙群岛其他部分不在同一个地质

结构上，否认万安滩海域属于南沙群岛，从而达到为其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行为开脱

的目的。然而，中越两国在南海的争端与中日在钓鱼岛的争端看似有相似的一面，实则有

本质的差异。中日在东海的争端不存在《公约》第 15 条规定的“历史性所有权”的争议，而

南海问题却存在“历史性所有权”问题。越南在南海争端中单纯援引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

陆架自然延伸原则，而故意忽略《公约》第 15 条的规定，实质上是选择性的援引甚至曲解

《公约》。

近十年来，经过多轮循序渐进的政策调整，特别是此次明确将万安滩与南沙群岛切割

的步骤，越南在南海总体上形成了北方力争、南方绥靖、东边维稳和西边死守的战略态

势。在南海北部，越南难以染指西沙群岛主权已是其内部共识。而对于西沙群岛与越南大

陆之间的海域，越南则是本着能多争一分是一分的态度，极力力争，企图诱迫中国接受其

选定的规则来划分北部湾湾口外的海域，即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为依据来划分两国

水域，西沙群岛各岛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海域划界中不应具有效力。在南

方，则尽力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在争端上对两国采取容忍绥靖的态度，以

确保在应对主要对手中国时无后顾之忧，同时也争取这两国在东盟内部支持越南的立场。

在东边则主要与菲律宾在划分海域的规则上达成一致，两国形成默契，共同防范中国，维

护其所占岛礁等既得利益。而在西南部南沙群岛与越南大陆之间的水域，包括越南的近海

水域和相当大一部分中国断续线内的传统水域，被越南视为加以死守的核心利益区，以坚

决阻止中国占有为底线。

纵观越南南海政策的调整过程及此次在南海的最新动向，南海各部分在其总体战略布

局中的地位及其利益诉求底线已基本清晰。综合实际控制状态以及各地区对其安全和经济

的重要性，越南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大致可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属于需要尽力争取的，

主要系西沙群岛与越南大陆之间的海域。在该层级越南的目的是从不在本国实际控制下的

区域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第二层级是尽力维持，但不排除必要的让步。虽然南沙群岛在

屏蔽越南国土安全上战略地位重要，但越南显然清楚雍文谦黎禄谈话和《范文同公函》的

实际制约，将万安滩和南沙群岛切割并公开在国内承认南沙地区存在主权争端，显示越南

实际上已经在对争端发展趋势做最坏的打算。阮富仲所谓的“在主权和民族利益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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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不做任何不合理的让步”，实际上也暗示越南存在让步空间。尽管越南通过谈判做出

重大让步的幅度尚难以判断，但从其角度而言做必要的让步是维护核心既得利益的最好选

择。第三层级，难以让步的核心利益区。即越南东南海岸至南沙群岛间的水域，该部分被

越南理所当然视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域，一旦让步，现有体制可能遭受冲击，因此越

南即使诉诸司法也难让步。

二、越南南海新动向的动因和战略目标

越南近期在南海的新举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南海仲裁为其提供了借口，

中国在南海战略地位的增强则激发了其危机感，而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深入推进

则成为推动其将意图转化为行动的决定性外因。简言之，越南希望在中国完全崛起、南海

地缘格局根本改变之前，利用中国目前的困境，将其自身认为声索理由相对充分的核心既

得利益与部分法理依据存在严重缺陷、即使美日等国都无法给予其公开支持的既得利益分

开处理，以便未雨绸缪，为最坏的局面做准备，同时也使越南在 COC 达成之前处于更为

有利的位置。

首先，仲裁庭的裁决为越南此次在南海的行动和新主张提供了借口。南海仲裁虽是域

外反华势力操控下的一次政治闹剧，但此次非法仲裁对断续线的“裁定”却为越南否定中

国在万安滩等海域的主权，并将上述海域与南沙群岛进行切割提供了借口。仲裁闹剧刚落

幕，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便表示: “仲裁庭对 U 形线的裁定，显示越南的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与中国的海域没有任何重叠，从而表明越南的主张完全是合法的。”①不过，当时

仲裁庭还将南沙群岛的诸多岛礁裁定为低潮高地，这对占据了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的越南

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同时，越南顾忌中越关系，也需要借助中国对抗仲裁对其不利的部

分，因此对仲裁采取了极为暧昧的态度，一方面通过高层向中国示好，例如，阮春福总理

表示: “越方尊重中方关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争

端。”②另一方面，却不时企图在万安滩等海域借机扩大油气勘测范围。这些举动虽然在中

国反对下作罢，两国关系也维持了总体向好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越南放弃了原有意

图。此次万安滩事件表明，一旦外部条件适合，越南就会充分利用仲裁“裁决”来博取本

国利益。

其次，中国近期在南海战略地位的增强，动摇了越南维持其南海既得成果的信心，使

其危机感急剧上升。南沙岛礁建设后，一系列的大型船坞、医院、灯塔、通讯和运输保障

设施建成，中国在南沙海域预警能力、救助能力、后勤支援能力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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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相应地，中国在南沙海域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对各种外部挑战

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从根本上遏制住了以往海洋权益被肆意侵犯的势头。越南以前借

助距离优势在南沙形成的相对有利的地位已不复存在。面对南海力量格局的变化，越南对

中国在南沙的存在由不以为意转为极为担忧。许多越南学者担心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可

能会以武力夺取越控岛礁。越南翰林院中国所前所长阮辉贵表示，中国始终不承诺不以武

力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如果中国实力继续上升，中国是否会以类似克里米亚事件的模式武

力夺占越控岛礁很难预料，越南对此非常担忧。① 越南将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分为可争取

的、可谈判的和不可谈判的三部分，正是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万安滩海域被越南视为核

心利益带，属于不可谈判的部分。基于安全上的考虑，越南实际上在仲裁结束后就已萌生

了将万安滩等海域从南沙剥离出来的想法。这既可将核心既得利益从争端中移除，同时又

能避免越南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因外部打击一次性丧失殆尽，但这需要合适的时机，而万安

滩事件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时机。

第三，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印太战略推行为越南提供了可乘之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

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2017 年 10 月，特朗普在岘港 APEC 峰会上针对一带

一路倡议推出印太战略，宣布要给地区内的国家提供一种不同于中国方案的选择。② 此后

又直接发起对华贸易战，企图全面打压中国的发展。2018 年 12 月，美国驻越南大使克莱

登布莱克在胡志明市就越美关系和印太战略发表演说表示，美国将在南海实施“三管齐

下”的战略，主要包括: 继续在南海实施“自由航行”，确保美越等国在南海“合法”油气开

采项目的安全; 继续为越南提供软性军援，以帮助越南提高海洋执法、增强抵抗侵略和维

护本国安全的能力; 由美国出面牵头各跨国公司，帮助越南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开

发，使其免遭“某个大国”控制和压迫。③ 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动下，从而产生了上文越南部

分高层对中国当前处境不切实际的判断，这成为影响越南近期在南海行为的决定性外因和

内因。

最后，借机剥离南海问题上的负资产，摆脱法理困境的干扰。越南在雍文谦黎禄谈话

和范文同公函中明确承认了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及其周围海域的主权，这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即使越南本国也难以否认。依据国际法院对挪威和丹麦东格陵兰岛主权争议案的判

决，外交部长和外交代表有资格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代表国家，无需国会批准，其做出的承

诺不得反悔。④ 越南所谓范文同公函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说辞难以成立。对于该问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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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部分学者也是认为在岛礁主权问题上中国的主张远比越南充分。例如，美国战争学院

学者克拉伦斯!布沙指出: 越南外长( 实为副外长，作者注) 和总理先后通过谈话和公函承

认中国对相关岛屿和海域的主权，然而，还是同一个政府却在国家统一后否认该事实，这

显然违背了“禁止反言”原则。布沙继续指出，尽管越南近年来提出了所谓的诸多证据，

但其最初的源头其实皆来自于一名 18 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记载，而该记载却是无从核对的

孤证。相反，在非越南语的世界里，大多数学者均认为中国对南海主权的证据要远远比越

南更有说服力。①

在越南国内，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也日益认识到雍文谦黎禄谈话和范文同公函在法理

上对越南形成的制约。越南翰林院中国所前副所长阮庭廉认为越南在实际上受“禁止反

言”原则的制约，司法途径越南胜算不大。② 而东海基金的杨明辉博士则针对越南国内主

张通过否认范文同公函法律效力来同中国斗争的观点做了一个棋盘推演，他同样也认为依

据挪威丹麦关于东格陵兰岛主权争端的案例，越南前边界委员会副主任阮公轴等人否认范

文同公函法理效力的观点理由不充分; 如果阮公轴通过主张给予西贡政权合法地位否认范

文同公函，则可能得出越南民主共和国以武力吞并一个合法主权国家的结论，这对越南更

加不利。③ 目前，越南国内虽然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口头强硬，实则内心空虚。但是，

对于海域的管辖权，越方认为依据《公约》越南有权利享有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且该诉求也得到诸多域外国家及东盟诸国的支持，再加上南海仲裁案对越南有利的一面，

将万安滩海域与南沙群岛进行切割，在海域划分方面有利于争取域外大国和国际舆论的支

持。而在岛礁主权问题上则可以继续利用实际控制的优势与中国谈判，从而避免在最坏局

面下全盘皆输的局面。

三、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与中越关系的近期走向

当前，越南对全部西沙、南沙群岛及其与越南大陆之间的大部分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

或主权管辖要求。然而，越南的主权主张与其实际控制现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其实

际控制的南沙岛礁和海域完全系其违背承诺侵犯中国主权的结果。随着中国在南海地位的

增强和维权能力的提高，越南对南海其他岛礁和海域很难再有置缘的余地。因此，在能力

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就成为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最佳选择，这是越南当前在

南海做出“北争、南绥、东稳、西守”政策选择的主要原因。确保既得利益成为当前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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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政策的重点。虽然越南加快了将万安滩等海域与南沙群岛进行切割的速度，也不时威

胁将争端提交国际法庭，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胁迫中国做出让步的策略。综合考虑其高层

的各种言论及其当前的内外环境，越南近期诉诸司法的可能基本为零，但未来如何做则很

难确定。

首先，司法渠道不仅面临重重障碍，越南也会得不偿失。中越争端与中菲争端差异很

大。菲律宾并没有对全部南沙群岛提出主权声索，除了侵占的部分南沙岛礁，菲律宾主要

援引专属经济区制度对断续线内的部分海域提出了权利声索。在历史上，菲律宾曾明确否

认南沙群岛海域位于菲律宾疆界范围内，为规避“禁止反言”原则，其将侵占的中国南沙

群岛部分岛礁称为“卡拉延群岛”来为其侵略行径开脱。而越南则是对整个西沙和南沙群

岛及其周边海域提出了主权声索，其 1974 年以前的教科书、政府及军方地图均表明西沙

和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雍文谦黎禄谈话、范文同公函和《人民报》1965 年 5 月 9 日社

论的内容更是难以抹除的事实。特别是 1964 年中国国庆前夕，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曾将反

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手册《中国十五年》赠送给越南政府，该书第一页上的中

国疆域全图就完整包括了由 10 条断续线组成的中国南海海域全图。越南政府对此不仅没

有任何异议，还将该书通过河内进步印刷厂在越南大量出版发行。① 对于本国在国家实现

统一之前的上述言行，越南在统一后曾想尽各种理由企图否认或抵赖，但其国内政学两界

日益认识到范文同公函的法律效力不容否认，越南难逃“禁止反言”原则的限制，司法渠

道对越南并非最佳选择。

除上文提到的阮庭廉、杨明辉等学者外，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资深学者武阳宁教授也

委婉地指出: “尽管任何学科都需要服务于主权、领土和国家，但千万不要为了上述目的

而阉割历史，或者以片面的方式来呈现历史。”②虽然越南部分人士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

硬，甚至还主张到国际法院起诉中国。但是，这都只不过是越南通过外交和舆论两个层面

为其既得利益辩护，胁迫中国让步的手段。事实上，越南内部对司法途径的利弊有着清醒

的认识，走司法途径在海域划界方面可能有利于越南，但也意味着越南需要放弃在南沙群

岛相当大一部分既得利益。如果强制诉诸司法无疑将会使越中关系降至冰点，越南不仅无

实质性获益，还将承受中越关系恶化带来的风险。因此，虽然越南非常希望通过司法途径

解决争端以减轻来自国内的指责，但从其内部对于诉诸司法渠道的反应来看，除非中越两

国能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一致同意诉诸国际司法，否则越南不大可能单方面诉诸

司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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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维护中越关系稳定，是越南高层当前的主流意见。虽然越南将中国视为领土主

权方面的最大挑战，但领土主权问题并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中越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

于彼此的分歧，没有中越关系的稳定，就没有越南的发展。范平明认为越南能够在中美之

间左右逢源，拥有历史上最为友好的国际环境，在于同时与两国维持友好; 越南一旦与中

美任何一国关系恶化，则难以维持目前的国际地位。① 2019 年 2 月，阮春福视察越南计划

投资部时提出了“面向 2030 年到 2045 年的百年愿景发展计划”，强调在 2030 年使越南成

为高收入国家，到独立 100 周年时成为发达国家。② 5 月份，在“一带一路”高峰会议期

间，阮春福会见习近平主席，表示愿意通过“两廊一圈”与“一带一路”对接。③ 作为越南

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邻居，中越在地缘上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倍加的关系，即良好的中越关系

给越南带来的好处是加倍的。同理，关系恶化带来的伤害也是加倍的。此次双方领导人在

建交 70 周年之际会晤，再次突显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无疑将有利于中越关系的稳定。

最近，越南经济连续三年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与中越良性互动带来的和平红利是密

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阮富仲在十二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会见选民时表示: “在维护国

家和民族利益时，不做任何不合理的让步，在牢牢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也要

维护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和平环境……有史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稳定的环境，要好好维

护。……要从战略眼光和谐地、辩证地、全面地处理各种关系。在维护祖国安宁环境的同

时维护好国家独立主权。”④上述表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阮富仲的个人观点，而是十二届十

一中全会越共高层达成的共识。事实上，早在 2012 年，越南翰林院一份得到阮富仲认可

的研究成果就认为，当前越南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威胁，南海问题只是

越中之间的局部争端，中国不会威胁到争端区域外的越南领土，更不会危及越南的独

立。⑤ 阮富仲在上文的表态表明越方依然秉持该观点，希望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将发展

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寻求稳定、发展和主权问题之间的平衡，而不愿意因局部的领土争端

问题牺牲发展环境。

再次，越共十三大召开在即，权力交接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南海问题难掀大的波浪。

在越共十二大上，阮富仲出人意料的以高龄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原有的四驾马车体制发

展成为“五核心体制”，从而组成了以阮富仲、陈大光、阮春福、阮氏金银和丁世兄为核

心的最高领导层。该结果是当时越南高层相互妥协的结果，如不出意外，阮富仲很可能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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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杜梅中途向丁世兄交棒。然而，越南的政局发展远超人们意料，先是因郑春成事件，被

视为未来四驾马车得力人选的政治局委员兼胡志明市委书记丁罗升落马，① 然后则是丁世

兄因病去职，陈大光在任上病逝，阮富仲兼任国家主席，四驾马车变三驾。十三大是一次

越共高层代际更替的大会，各派的角逐非常激烈。而陈大光、丁世兄和丁罗升三位重量级

的高层成员的意外出局，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安排和默契，使得各方围绕权力分配的斗

争重新洗牌。
2019 年 4 月阮富仲突然生病，更是提前引发了越南高层围绕十三大人事布局的博弈。

2014 年部分越南高层曾企图利用南海问题在党内谋求政治优势上位，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黯然下台。当前，南海形势与 2014 年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战略地位加强，中

菲就南海合作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中越的经济关系也更加密切，中国日益成为越南实现

2030—2045 愿景目标不可或缺的因素。任何制造中越关系紧张，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

的行为都可能对越南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从而破坏越南远景计

划。越南不可能将内部已经有共识的局部争端扩大为中越之间全局性的对抗，无论是为了

确保平稳换届，还是为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健康稳定的中越关系对越南而言都是必要

的。因此，综合各种因素，十三大前越南在南海依然会维持中越和局的框架，不会采取实

质性对抗举措。

第四，虽然越南暗示要维持与中国的和局，在维持稳定的发展环境与“维护主权”之

间维持平衡，但其维持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以其所谓的“维护主权”的行为不破坏中越间的

和局为限度的，这就决定了越南很难停止在南海的所谓“维权”行为。而且，在中美贸易

战和美国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一方面外部势力加紧对南海的介入，另一方面越南

对中越两国的国际处境依然有不切实际的判断和幻想。特别是作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和

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操控国际舆论的能力将进一步有所提升。阮春福提出越南要充分履

行好轮值主席国的职责，促进东盟更加团结的方式工作，这显然是意有所指的。在这种情

况下，仅仅依靠中国单方面释放善意很可能无助于中越关系的改善和南海局势的稳定，这

就决定了南海的和平稳定仍然需要中国付出努力去维护，要以积极的方式争取和平，而不

是坐等稳定的到来。
2019 年 9 月底，越共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访问了美国，与美国国务院、军方和众多

智库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其中，中美贸易战和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南海问题走向，以及越南

与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成为双方最关心的问题。② 随后，美军印太司令部战略计划与策划

局代表团访越，在越南国防部就两军在印太地区合作“维持和平”进行了磋商，克莱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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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和阮志勇上将对接了此次合作。① 在当前南海形势下，美国此举无疑又对越南起到了

某种鼓气的作用。10 月 29 日，越南副总理郑廷勇会见俄罗斯副总理阿基莫夫共同主持了

俄越政府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第 22 次会议，双方重点就油气合作交换了意见。郑廷勇强

调将为俄公司在越南大陆架开展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创造便利条件。阿基莫夫则表示继续支

持本国企业拓展与越南的合作。② 此外，越南军方近期先后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以南

海问题为核心进行了防务政策或国防战略对话，上述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越南在

南海立场的支持。种种迹象表明，虽然越南在南海希望与中国维持和局，但其实是希望与

中国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关系，在中越关系不破局的前提下尽力推进越南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里，南海的和平稳定局面和中越关系向健康良性轨道的发展都不

可能是无条件的，中国仍需做出必要的努力，挫败域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打破越南怀有的

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结 语

中越关系正常化后，意识形态因素和地缘结构因素长期以来成为维持中越关系友好稳

定的两个支柱。越南在处理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时，毫无疑问也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自

成都会议以来，阮文灵、杜梅、黎可漂、农德孟和阮富仲等老一辈领导人都主张维持与中

国的友好关系。上述领导人全部出生在越南独立之前，要么是当代中越关系的当事人，要

么在学校接受的是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教育。无论他们执政时在两国领土海洋争端上持什

么立场，实际上非常清楚越南以前的立场和南海问题的由来。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考虑

两国关系和处理两国争端时，才能较为全面的考虑历史因素和双方的意识形态纽带，在主

权和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企图通过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中越两国的分歧。早

在阮富仲执政之初，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就曾指出机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是党内两种最

危险的倾向，并特别警告极端民族主义会引发越南和邻国的冲突，给越南国家利益造成巨

大的损害。③ 长期以来虽然中越两国高层就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具有高度的共识，但是随

着越南高层逐步开始新老更替，这种情况正在逐步产生变化。阮富仲之后，除个别领导

人外，60 后一代将全面接班，这些人大多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者在中越对抗时期成

长起来，地缘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单独决定着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的走向，维护中越关

系稳定的成本和难度将比以前大大增加，这是我们考虑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时必须要考

虑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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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s New A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tivations，Goals
and Trends

ZHAO Weihua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In October 2019，the Vietnam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oposed that Wan＇an Beach is

located in the mainland shelf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Vietnam. I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Nansha

Islands in terms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does not belong to the scope of Sino-Vietnamese sovereignty

disputes. This latest state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ongoing Sino-US trade war，the deep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China＇s growing statu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Vietnam’s recent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received US support. On the one hand，Vietnam attempts to use China’s

temporary international difficulties to expand the chassis and force China to default; On the other hand，it

attemptes to strip Wan An Beach out of the dispute area before the COC reaches an agreement. Vietnam’s

current overall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o compete for “sovereignty” under the premise

maintaining the peace with China. In addition，the thirteenth congress is held soon，Vietnam is busy with

internal power struggles. Therefore，Vietnam’s so-called prosecution of China is only a means to force

China to make concessions. Before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VCP，China and Vietnam will not have a big

crisi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ddition to some minor incidents.

Key words: Sino-Vietnamese; Sino-US Trade War; South China Sea; Vietnam; Wanan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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