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南海问题愈演愈烈，美国多次试

图对中国同越南和菲律宾的争端施

加影响，强调保护其西太平洋利益和势力的

决心，同时拉拢亚太盟友，包括过去的宿敌，

开展联盟演习，是以施展其威慑力。而中国

方面强烈反对把南海争端国际化，反对把双

边争端扩展为多边争端。因此，美国的介入

本身就被中国理解为对中国利益的挑战，对

中国领土和外交事务的干涉。澳大利亚在最

近一系列事件中虽未明确表明立场，但在

2010 年 7 月 9 日派兵会同美、日在南海进

行军事演习，并在更近的时候同意让美国一

支海军陆战队部队长期驻扎该国北海岸一处

基地，这些做法难免被中国理解为帮助美国

收紧岛链。本文以南海争端为线索，以南海、

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形势为背景，

分析美国最近针对中国提出的“空海一体战”

概念，以及澳大利亚在美国所布阵势中的作

用及战略走向，最后根据中国所面对的南海

安全挑战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在南海的利益

要了解南海问题的发展方向及中国在南

海的立场，我们首先要清楚南海和南沙群岛

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的利益在哪里 ? 是

一般利益还是核心利益 ?

首先，中国对南海大部海域及南沙群岛

宣称主权，但是中国的主权宣示没有得到周

边相关国家的认可。事实上，周边国家对南

海的主权争论已存在多年。在南海及南沙群

岛发现丰富的战略自然资源之后，主权争斗

进一步加剧。其二，南沙群岛是中国通往马

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路。这里就有

两层意义。一是经济意义 ：中国进出口货物

大部分从海上走，特别是原油超过一半从马

六甲海峡经过。二是战略安全意义 ：一旦发

生战争，如果通过马六甲海峡的道路被封死，

中国将失去大部分能源供应，而且海外贸易

的主要海路会被切断。再者，南海处于所谓

的“第一岛链”处，中国不能占据主动就意

味着其进入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出口基本被

别人卡住。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 2010

年 5 月戴秉国国务委员与希拉里国务卿的会

晤时，称戴秉国将南海定性为中国的“核心

利益”（core national interest）。1 尽管外媒此

说法在中国官方报道中找不到印证，但南海

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无可置疑的。

此外，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更对来京访问

的美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说 ：“中国

与周边国家有能力、有智慧妥善处理南海问

题，美国不要操心，更不要担心。”2 是以强

调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的利益所在和可能的干预手法

尽管中国多次提出警告，美国显然决意

介入。美国的介入被中国视为导致南海问题

复杂化，不是降温而是升温。那么美国为什

么要置喙南海 ? 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插手 ?

该区域通常被美国军方和智库认为对美

国的西太平洋利益至关重要。3 希拉里 2010 

年访问越南时在河内表示 ：美国在南中国海

区域有国家利益存在，那就是航运自由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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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尊重。4 然而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

一直被中国认为是在中国领海周围进行情报

收集，开展监视中国潜艇动向的间谍活动，

和对中国实施所谓第一、二岛链的封锁。而

事实上美国政府和军方也提出了一系列战略

部署，意在牵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发展。其

中最系统、并被美国军方所采用的当属“空

海一体战”构想。五角大楼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正式宣布成立空海战办公室（ASBO），

则是将此构想具体落实的最新动向。

中国立场看空海一体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不断提升，军

事实力也稳步增强，近年来更成为世界第二

军费开支大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得中国在

国际事务和国防方面更具自信，也逐渐开始

明确——和扩展——其国家利益，展开更主

动的国防战略。最近几年，中国积极参加如

亚丁湾护航、联合国维和等国际安全合作。

又加强了水面和水下舰船的数量和质量，并

升级反舰弹道导弹如东风 21D 等，以增强其

反介入 / 区域拒止 （A2/AD）的能力和威慑

力。这样一来，使得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

的危机感增强，开始担心其在中国周边地区

和海洋的利益受到威胁。美军认为解放军给

他们造成的主要威胁是 ：中国军力增长导致

美军在日本和关岛的军事基地不再安全 ；美

军不再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所有区域阻止中

国军队 ；美在西太平洋上空的卫星通讯和监

视系统也不再高枕无忧。5 因此多种针对中

国在西太平洋的反介入 / 区域拒止的战略应

运而生。

2010 年由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

（Cen t e r  f o r  S t r a t e g i c  a nd  Budg e t a r y 

Assessments）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逐渐

被美军乃至其亚洲盟国所接纳。它假设解放

军在西太平洋与美军的冲突中会运用 A2/AD 

能力打击美军冲绳和关岛军事基地，会发动

全面信息战，并与反卫星导弹及网络攻击相

结合构成“杀手锏”，摧毁美军“耳目”。针

对解放军的的这些意图，“空海一体战”构想

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军的陆空一体战为蓝图，

要求美军联合其亚洲盟军，整合海军和空军

的力量，首先保证在解放军先发制人的攻击

中能击退对手并掌握主动权 ；同时，在下一

步常规战中能一举“致盲”对手信息和通讯，

以达到瓦解解放军 A2/AD 能力的目的。空海

一体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行动 ：6

-“致盲”对手。

- 加固主要军事基地和设施的防御。

- 压制解放军基于陆地的中程导弹和巡航导

弹的能力。

- 空袭解放军指挥控制系统和大面积监视与

防空系统。

- 攻击解放军地面和地下军事设施。

- 给中国经济、社会及国家当局造成压力。

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更在 2010 年 5 月

提到 ：“空军和海军达成的关于空海一体战概

念的合作协议，是一项令人鼓舞的进展，它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为美军提供的威慑力将可

能与二十世纪末期空陆一体战相提并论。”7 

紧接着在 10 月份美澳外交和国防部长年会

上，双方讨论了中国的军力增长，显示美国

将进一步增加在澳的军力部署，加强同澳在

防务上的合作。8 次年 11 月，全世界听到美

澳两国正式宣布，澳大利亚将允许美国海军

陆战队在其北海岸一处基地长期驻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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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因素

澳大利亚国防战略走向和在空海一体

战中的位置

同为盎格鲁国家，澳美两国在文化、意

识形态等方面非常接近，澳也一直是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核心战略伙伴，其与新西兰一道

同 美 国 签 署 的《 太 平 洋 安 全 保 障 条 约 》

（ANZUS）已有接近 60 年的历史。自二战以

来，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每一场海外战争都给

予了支持。并且澳大利亚坚信，过去几十年

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在很大程度应归功于美

国这一稳定力量。加之布什当年称澳大利亚

是美国在 “东南亚的警长”，10 使得中国不得

不重视澳大利亚的战略走向，和其在中美潜

在冲突中的立场。尽管中澳两国之间并不存

在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澳却经常视中国为一

个潜在的安全威胁。中国也对 ANZUS 充满担

忧，担心澳大利亚会对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

如何反应。然而正如澳国防部长史蒂芬·史

密斯（Stephen Smith）2011 年 7 月 27 日在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反复强调的

观点 ：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她会增加

价值而不会给美国军事和公共政策增加负

担。11 这位防长在结尾时却强调说 ：澳美同

盟是“基于互相尊重的关系，澳是美国的伙伴，

而不是一个依附者”。12 这又从一方面说明，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也有自己独立

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不愿意盲目地配合美国

的战略部署，而是希望作为一个以自身利益

为基础的美国盟友。那么澳大利亚在战略和

国防方面对中国的看法是怎么样 ? 在地缘战

略和军事上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 

诚如 2009 年澳国防白皮书标题所示，

澳大利亚非常清楚其战略前途将取决于全球

以及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分布，

以及亚太地区主要强国之间关系的消长，尤

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经济上，中国是澳最

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经济可以说是跟中国

息息相关。从 2001 年以来的商贸旺景，特

别是黄金、煤铁矿等自然资源的价格暴涨，

大多跟中国最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密不可

分。然而在文化、政治等方面，两国又存在

诸多差异。近两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如力拓

员工以经济间谍罪遭捕和维基泄密网站爆出

前总理陆克文“敦促美国准备好对中国使用

武力” 等，使得两国在安全和国防方面互相

心存芥蒂。13 从领海面积看，澳大利亚是一

个超级大国，海洋对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繁

荣和安全至关重要，所以澳大利亚要用海洋

作为实现和推动自身利益的途径。澳大利亚

地大物博，领海面积 2720 万平方公里，占

整个地球表面的 5%，海洋资源丰富。14 但其

天生的软肋是缺水和缺人，国家大而人口稀，

这直接导致总体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相对

较弱。这样的自身条件使得澳大利亚人缺乏

充分自信，担心他们是否有实力保护自己所

拥有的巨大领土和资源。

而中国正是一个人口拥挤资源匮乏的国

家，又距离澳大利亚不是非常遥远。这就自

然而然让澳大利亚人产生对中国的疑虑，担

心长期来看，中国一旦在南海取得主动，便

会采取扩张方式，逐渐扩展其势力到澳大利

亚或其周边，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调查显示，55%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是全

球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但同时 57% 的人认为

澳大利亚政府过度允许中国的投资 ；换句话

说，大多数人对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感到

不安。44% 的人认为中国可能会在 20 年内

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55% 的人认为不

大可能。15 虽然不少专家清楚中国在经济和

贸易方面的重要性，也强调中国在投资和反

恐等方面的贡献，但对中国的崛起始终有所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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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已经同中

国交织在一起，而在心理层面，其民众的看

法则出现分裂。进一步，从地理上看，澳大

利亚居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交汇处，其西北

部地处印度洋边缘，靠近南中国海。在此建

立联合或联盟军事设施，美军获得又一个重

要的前进基地。其相比夏威夷可以缩短战时

美军物资运输时间，而且比美军在日本和关

岛的基地距中国更远，基本超出解放军导弹

和海军攻击的范围。澳北海岸基地不仅可以

协助美军在南海作战，还可在潜在的印度洋

角逐中发挥相当的作用。因此，澳大利亚以

其在经济和地缘上的战略纵深、其与英美文

化的天然关联、以及其对中国所持有的戒备

之心，被美国视为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区域，

特别是对华战略中一个作用日益重要的盟

友。Jan Van Tol 等在 2010 年的专著中明确

指出 ：“空海一体战不是美国独占的概念。日

本和澳大利亚，可能还有其他国家，都必将

扮演重要的能动角色（enabling roles），才能

维持军事平衡。”16 如此看来，整个空海一体

战的构想就是基于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参与

的一个合作作战计划。澳大利亚在空海一体

战中的作用主要在于给美军提供战略纵深，

参与对海控制，和支持对美军在东印度洋和

中国南海的行动，以及协助美军牵制解放军

的周边非主力攻势。

一旦中美战争爆发，中国同美日的贸易

会急剧减少，因此美军切断中国贸易的重心

将会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航道，也就是马六

甲海峡和印尼的部分海峡。马六甲海峡作为

主要航道，将轻易被美军封锁，迫使中国进

入印度洋的路线进一步南移，经印尼的巽他

和龙目海峡，此两者都居于澳大利亚的西北

方。（图 1）无独有偶，澳大利亚 2009 年国

防白皮书在过去单从海上反入侵的基础上，

加入了空中防御内容，形成海空并举防止入

侵的双重战略。并且其战略定位也从西太平

洋扩展到了印度洋。

而空海一体战的构想也在澳大利亚得到

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的响应。分析近两年澳

大利亚军方和学者观点，以及国防发展趋势，

我们不难发现澳大利亚有增加军备、配合美

国空海一体战的迹象。例如，其 2009 年国

防白皮书明确指出要增加军备，在 2018 年

之前每年保持实际增长 3%，之后到 2030 年

保持在 2.2% 以上。17 其 2010 年军费开支为

240 亿美元，再创新高，在全世界军费开支

排名中名列第 13 位。18 作为澳大利亚 2009 

年国防白皮书的顾问之一的 Babbage 教授更

提出在冲突发生后，不光要对中国进行军事

打击，还要对中国发动“全面反贸易攻势”，

切断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往来，特别是切断

从欧洲中东经东南亚输往中国的能源，甚至

在必要时在“远距离地点如东南亚各处海峡

口”阻击其船队，“最终达到严重破坏其内部

经济，动摇其政权的目的。”19 且不说这些构

想的可行性有多大，还有这种方式对澳大利

亚本国的经济冲击，单从以上表述我们就可

以看到，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和隐于其中

的对中国的敌意正逐步得到其亚洲盟国的认

同。

不过澳大利亚在跟美军合作和在潜在中

美冲突中可能的立场，始终不是很明确。一

方面，澳在 2009 年国防白皮书中明确表达

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并且，美澳

两国国防部长在 2010 年 11 月达成协议 ：两

国将在海洋、天空、太空以及网络等领域加

强合作，澳大利亚将考虑安装美国的装备设

施，还将允许美国使用更多的港口、基地和

其他设施。20 澳大利亚国防部也证实美国空

军的一个特别小组在 2010 年 6 月底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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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监视网络在西澳 Exmouth 的 Harold E. 

Holt 绝密工程的扩建进行了调研，此工程是

为“监视中国卫星和潜艇”。21 但是另一方面，

澳国防部长史密斯在布鲁金斯演讲中面对澳

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的提问时回答道 ：“我们

不会仅仅因为是盟友或朋友而参与到一场冲

突中去，我们必须在认定自身国家安全利益

需要保护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到冲突中去”。22

2009 年国防白皮书也提到 ：“澳政府清

楚其应该协助美国应对全球和地区安全挑

战……但如果这样做将损害我们自身的国家

安全，将要求将我们的子弟兵派往对澳大利

亚没有直接利益的遥远战场，则我们决不答

应。”23 国防白皮书中透露出其在战略走向上

的迷茫 ：澳大利亚是否应在日益复杂化的西

太平洋地区继续依靠美国来保证地区和澳大

利亚安全 ? 也许澳大利亚需要思考如何加强

自身国防建设，发展一支属于自己的现代化

部队以保卫本国安全。

澳大利亚希望保持跟美国的盟友关系，

但又不确定美国今后二十年内会不会在西太

平洋失去主导地位。澳愿意加强与美国的军

事合作，但目前又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民意

总体上不太支持美军大规模的进驻 （55% 支

持，43% 反对，其中 20% 强烈支持，22% 强

烈反对）；24 而目前执政的工党也一向不热衷

让美军开进来。究竟是帮助中美一起改变地

区规则，还是仅协助美国保持其在地区的霸

主地位，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战略选择。它

的这个选择将会对中美澳乃至整个地区的未

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中国需要保持对澳

国防战略走向和澳美下一步军事合作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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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对外海运线路（资料来源 ：Jan van Tol,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op. cit., p.77.）



对中国决策层的建议

在此，笔者把中国可以采取的对策按时

间周期分为近、中、长三个层次。

近期——首先要保持克制，避免军事冲

突，防止南海问题国际化，坚持双边谈判，

避免多边协商。要坚持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

也不允许第三方国家来参与解决我国同邻国

的领土争议的原则。在最近南海问题上，美

国或部分东盟国家可能会提出以东盟作为一

个集体跟中国谈判，或者进行有美国参与的

多边谈判。遇到这种情况，中国可以经济和

外交方式解决，例如让其他东盟国家 （如缅

甸，柬埔寨等国）提出反对意见。同时可以

用经济、外交等方式，阻止澳大利亚在军事上、

特别是空海一体战上跟美国进一步合作。但

澳 大 利 亚 最 近 允 许“ 美 国 在 Robertson 

Barracks 军营大幅增加海军陆战队长期驻军”

的事态发展，似乎表明澳大利亚决定加入针

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25 处于被动的中国应

该充分利用澳大利亚“不针对中国”的表白，

提议和 / 或同意与澳大利亚开展联合军演等

活动，既表现善意，也借以牵制。

中期——针对空海一体战进行中长期战

略部署。例如，“致盲”（blinding）一词在空

海一体战构想中多次提到，也是美军强调争

取主动权的主要战术。这点上，解放军可以

加强对信息和通讯网络的保护，同时建设好

备用通道以破解美军在战争初期“致盲”我

军的企图。另外，受一战时期英皇家海军对

德国封锁的战例启发，美军在空海一体战中

可能会用切断我国贸易航道的方法来拖累经

济，使我国内部不堪压力而先自乱起来。26 

因此，我国需注重发展同中亚诸国的关系，

中亚各国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古丝

绸之路也可以建设成我当今贸易要道和战略

后院。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同缅甸跟巴基斯坦

的关系，从战略上首先化解上面提到的美军

封锁致内乱的战法。以上几点我国已经打下

了一定的基础，同中亚、巴缅的经济合作，

铁路公路，油气管道建设等在最近几十年都

得到有条不紊的逐步发展。而当今我们更可

利用美军公然入境枪杀本·拉登，以及不久

后北约飞机炸死二十几名巴基斯坦军人，27 

从而导致美国与巴基斯坦进一步交恶的机会，

来填补真空，大力加强同传统盟友的合作。

长远——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学习美国

榜样，以维和、反恐、反海盗和人道救援等

作为基础，使中国海军、空军获得在海外布

署的宝贵经验，实现战斗力的提升。利用经

济实力和经济危机的机遇，对海外军用基地

进行租用和建设，同时加强与相关友好国家

的军事合作，例如最近提出的在塞舌尔设立

反海盗基地的建议。除了贸易交往，及对印尼，

毛里求斯和斐济等国的经济援助，中国还可

以与它们加强军事联系，包括设立海军基地

或情报 / 监视 / 侦察系统，以加强南海至印度

洋的海上交通线（珍珠链）的构建。要清楚

我们跟美军的实力差距，只有针对他们的薄

弱环节下功夫，利用我们的长处和优势，才

能在可能的对美军事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戒心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中国对资源如饥似渴的采购。所以中国可

以考虑逐步扩散投资，也就是把投资分散到

更多地区和国家。这样一是减少中国对某一

个或几个国家的依赖，二来可以让如澳一样

的国家更清楚地明白中国与其利益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话和文化

交流，加强互信，使其减少对中国的怀疑。

正如史密斯部长和 2009 年国防白皮书都提

到的一点 ：“中国需要增加开放和透明度，公

示其军事能力和战略意图。”28 从而建立起互

94

空天力量杂志



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因素

信，不然很难让邻国不感担忧。澳大利亚正

处于一个准备应对亚洲战略转型的时期，这

个过程将需要几十年时间。因此，中国也需

要采用一个相应的长期战略，一方面积极拉

拢澳大利亚，另一方面让其知道中国对其与

美军军事合作的深切关注。

用政治、经济等方式团结东南亚各国，

开创合作防冲突机制和对话平台，借鉴上海

合作组织经验，建立类似的地区合作机构，

解决各种矛盾。采用更加明确的外交措辞让

其他国家更清楚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所在。

这样能使有关各国知晓哪些底线和核心利益

是不能触及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坚定不惜

使用武力保护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利益的决心，

不必过分在乎国外对我国军备增长的评论。

我国军费占 GDP 的比例还是很小 （2% 左

右），摊到人头，或者跟美国比较那就更微不

足道。在未来几十年，军费保持在 GDP 的 3% 

左右是一个合适的比例。几十年后，最终还

是 要 提 出 中 国 版 的“ 门 罗 政 策 ”（Monroe 

Doctrine），让美国在中国周围的势力范围或

影响逐渐后退。

美澳两国明白，空海一体战，或者说美

及盟国要在对华战争中取胜，最主要还是要

利用中国内部矛盾。正如上面提到一战时期

英皇家海军对德国封锁的战例，美军希望用

切断我国贸易航道的方法来拖垮经济，从而

使中国不战自乱。因此对于中国，最重要的

还是要从经济上发展本国市场，减少对外贸

易依赖，并加强内部经济和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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