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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南海油气侵权活动的新动向及中国的
应对∗

　 　

张　 晟∗∗

摘　 要: 为强化其南海主权主张、 攫取油气资源开发收益ꎬ 越南近年来频繁

在南海断续线内开展单边油气开发活动ꎬ 严重侵犯了我国的历史性权利ꎬ 违背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法律义务ꎮ 针对越方的活动ꎬ 我国长期以来保持克

制的做法已不能适应南海油气开发斗争的需要ꎮ 我国政府必须寻求更有力的维权

法律依据、 丰富海上执法维权手段、 及时放宽南海断续线内油气开发活动的自我

限制ꎬ 逐步扭转南海油气开发斗争中的不利局面ꎮ
关键词: 历史性权利ꎻ 南海断续线ꎻ 油气侵权活动ꎻ 中国应对

“南海仲裁案”裁决作出后ꎬ 中菲两国通过外交努力ꎬ 逐步降低了这一闹剧对两国关

系的影响ꎮ 越南却对“仲裁庭作出最终结果表示欢迎”ꎬ 给南海的安全局势带来了不小的

挑战ꎮ① 具体到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海上油气资源开发问题ꎬ 越南一直觊觎我国南海断

续线内油气资源ꎮ 近年来ꎬ 越南国家石油公司(Ｐｅｔｒｏ Ｖｉｅｔｎａｍ)多次与英国、 美国等欧美国

家的石油公司签署协议ꎬ 开发我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海上油气资源ꎬ 严重侵犯了我国的海洋

权益ꎬ 导致中越双方的矛盾不断凸显ꎮ 因此ꎬ 深入剖析越南在南海地区持续推进单边油气

开发侵权活动的新动向及其原因ꎬ 分析此类活动违法性的具体表现以及我国的应对无疑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一、 越南在南海进行油气侵权活动的历史及新动向

越南是东南亚地区较为贫困的国家之一ꎮ １９９４ 年越南的人均 ＧＤＰ 仅为 １９０ 美元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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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 越南把发展石油工业、 出口石油作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在工业基础较为薄弱

的情况下ꎬ 越南为加速海上石油产业发展ꎬ 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ꎬ 以吸引国外石油公司的

投资ꎮ 例如ꎬ 依据越南«石油法»ꎬ 若越南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设立合营公司、 合作开发

油气资源ꎬ 外国投资者所占股份比例最高可达 ８０％ꎮ① 这些举措的确吸引了不少欧美大国

石油公司与越南联合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ꎮ １９８６ 年越南钻探了第一口海上油井ꎬ 在南沙

首次出油ꎮ② １９８７ 年至 ２００６ 年间ꎬ 越南国家石油公司与 ５０ 多家欧美大国石油公司签署了

超过 ３７ 份南海石油开发合同ꎬ 一举使越南成为南海地区的主要海上石油生产国ꎮ③

然而ꎬ 越南在进行油气开发区块设计时ꎬ 并未考虑我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

主权以及我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ꎮ 从随后的实践来看ꎬ 越南政府对很多越界开发活动也进

行了授权ꎬ 明显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ꎮ 早在 １９７３ 年ꎬ 南越的国家石油公司邀请了 ２７ 家

外国石油公司对近海石油开采特许权进行投标ꎬ 其招标区块有相当一部分侵入了我国南海

断续线内的海域ꎮ④ １９７８ 年越南和日本达成协议ꎬ 就开发南海油气资源进行合作ꎮ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ꎬ 越南授权一家苏联石油公司开采南沙群岛附近南昆山盆地(Ｎａｍ Ｃｏｎ Ｓｏｎ
Ｂａｓｉｎ)的油气资源ꎮ⑤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得到越南政府授权的 ６０ 余份南海油气勘探开发

合同所涉及的绝大多数的开发区块都位于我国主张的南海断续线内ꎮ⑥ 近年来ꎬ 越方油气

侵权活动有不断加快步伐之势ꎮ 越南国家石油公司(以下简称“越国油”)于 ２０１７ 年与一家

注册在英国的石油公司签订了 １２５、 １２６ 区块合同ꎮ⑦ 同年ꎬ 越南与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

(Ｒｅｐｓｏｌ)合作ꎬ 在我国万安北 ２１ 号区块内开展钻井作业⑧ꎮ 虽经我国政府抗议和采取反制

措施ꎬ 暂停在 ２１ 号区块的相关活动ꎬ 但越方与雷普索尔公司一直未放弃恢复作业的计划ꎮ
此外ꎬ 越国油与埃克森￣美孚公司合作开发越方所称 １１８ 区块的“蓝鲸”气田项目ꎮ 虽自勘

探期开始ꎬ 中方已多次外交交涉ꎬ 但越方勘探开发的步伐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ꎬ 该项目已

对外宣布将于 ２０２０ 年投产ꎮ⑨ 有信息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以来越方在万安滩又开展了新的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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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的油气勘探活动ꎮ 而与之可以对照的是ꎬ 我国在南海正常的油气勘探活动却遭到越南

的无端指责和阻挠ꎬ 甚至引发越南国内严重反华情绪ꎮ 如针对中方在南沙附近的勘探活

动ꎬ 越方不仅提出外交交涉ꎬ 甚至派出船只至现场予以干扰、 阻挠ꎮ 最典型的事件是

２０１４ 年“海洋石油 ９８１ 钻井平台”在西沙中建岛附近海域作业ꎬ 越南政府派遣了数以百计

的船只试图冲撞、 破坏“海洋石油 ９８１ 钻井平台”ꎬ 越南国内还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袭击中

国侨民、 打砸中资企业和商铺的暴力事件ꎮ① ２０１９ 年越方还多次对中国海洋地质 ８ 号调查

船在万安滩的科考作业提出抗议和现场干扰阻挠ꎮ②

越南近期油气勘探开发的动向与其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在南海对我国的油气侵权活

动是一脉相承的ꎮ 首先ꎬ 越南不断寻求与欧美大国石油公司展开合作ꎬ 开发我国南海断续

线内的油气资源ꎬ 使更多的外部势力卷入到南海事务中ꎬ 从而导致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势头

更加明显ꎬ 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面临多方牵制的不利局面ꎮ 其次ꎬ 虽然中国政府还

没有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指出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ꎬ 但一般认为: “‘九段线’
在历经 ６０ 余年演变后ꎬ 已经成为对历来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主权的宣示ꎬ 并包括对在这

些岛屿及其周围海域中从事渔业、 航行以及包括矿藏等资源勘探开发等其他海洋活动的历

史性权利”ꎮ③ 因此ꎬ 越南深入到我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开发活动无疑侵犯了中国的海

洋权益ꎮ 最后ꎬ 越南的上述侵权行为还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未来在南海的共同开发活动要

解决“先存权”等棘手问题ꎮ④

二、 越南在南海频繁实施油气侵权活动的原因

众所周知ꎬ 在邻国管辖海域或争议海域开发油气资源ꎬ 往往会招致邻国的强烈反对ꎬ
造成双边关系的紧张ꎮ 然而ꎬ 越南不顾中越双边关系的大局ꎬ 反而更加频繁地越界开发我

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资源ꎬ 首要原因在于油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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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高之国、 贾兵兵: «论南海九段线的历史、 地位和作用»ꎬ 北京: 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０ 页ꎮ
杨泽伟: «海上共同开发的先存权问题研究»ꎬ «法学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６—１２７ 页ꎮ



以将于 ２０２３ 年投产的ꎬ 部分位于南海断续线中方一侧的蓝鲸气田为例ꎬ① 天然气储量达

１５００ 亿立方米ꎬ 预计投产后可为越南带来超过 ６００ 亿美元的财政收入ꎮ 有鉴于此ꎬ 越南

越界开发我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资源ꎬ 不但能增加其油气储量和产量ꎬ 保障能源安全ꎬ
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ꎮ 当然ꎬ 在巨大的经济诱惑以外ꎬ 越南在我国南海断续线内越界开

发油气资源ꎬ 也是越方出于政治外交、 法律等多重因素考量的结果ꎮ
(一)内政需要: 迎合越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越南与中国历史纠葛既久ꎬ 双边关系起起伏伏ꎬ 历史的恩怨情仇中交织着现实的领

土、 海洋权益争端ꎬ 导致越南国内对中国存在较为复杂的感情和较为偏激的民族主义情

绪ꎮ② 媒体长期大量关注南海问题ꎬ 连篇累牍造势和宣传越政府相关主张ꎬ③ 知识精英阶

层更是出谋划策ꎬ 煽风点火④ꎬ 这些都导致大多数越南民众认同越政府对南海的权益主

张ꎬ 对中国存在 “疑惧”态度ꎬ 对华总体印象欠佳ꎮ⑤ 在中越 ２０１１ 年“５２６”撞船、 ２０１４ 年

中建南钻井作业等事件中ꎬ 越南民间对华敌对心态日益膨胀ꎬ 再加上现代互联网传播工具

的发展ꎬ 反华情绪不断发酵且愈演愈烈ꎬ 从示威游行发展到大规模反华排华浪潮ꎮ⑥

对于越南执政当局而言ꎬ 由于存在着国土安全与民族国家构建、 越共执政稳定与安

全、 党内高层权位博弈等种种政治因素⑦ꎬ “撑起民族主义的大旗ꎬ 是越共执政者追求和

守卫社会主义政权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ꎮ⑧ 越南政府通过所谓培养“爱国主义”激发和强化

民主义情绪ꎬ 从宣传上不断抹黑中国ꎬ 历史教科书、 博物馆、 充斥着所谓“抗击北方侵

略”的历史ꎮ⑨ 越南政府分别于 １９７９ 年和 １９８２ 年发表了“越南对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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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ꎬ «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２６—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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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与“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越南领土”的白皮书ꎬ 主张整个南海群岛乃至西沙群岛均属

于其“领土”ꎮ 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表示: “越南无法接受任何人、 任何国家ꎬ 哪怕这个国

家有多强大ꎬ 逼迫我们在祖国神圣领土主权问题上让步”ꎮ① ２０１２ 年ꎬ 越南通过«越南海

洋法»将有关南海主张法律化ꎮ 由此ꎬ 越南为强化对南海的主权声索和实际控制ꎬ 迎合国

内民族主义需要ꎬ 频繁实施越界油气侵权活动成为其中重要一环ꎮ②

(二)外交考量: 利用中方求和平求稳定的南海外交政策有利时机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ꎬ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 特别是“一带

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新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工程ꎮ 南海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必

经之路ꎮ 维持南海的和平稳定既能推进“一带一路”的持久建设ꎬ 也能维护我国的国家形

象ꎬ 避免其他区域国家将中国视为“南海地区的霸主”ꎮ 因此ꎬ 维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ꎬ
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③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持续性的重要保证ꎮ 然而ꎬ
越方充分利用我国政府求稳定、 求和谐、 避免激烈对抗的心态ꎬ 其越界油气作业活动往往

选择在我国国内举行重大政治外交活动或中越高层交往前后ꎬ 在整体友好的外交氛围中造

成既成事实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ꎬ 越南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达成在南海进行油气合

作开发协议ꎬ 正是基于所谓“中国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甚至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ꎬ 不会

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行动”④的判断ꎬ 公然侵犯我国的海洋权益ꎮ
在具体的油气招投标、 开采作业方面ꎬ 我国确实不占上风ꎮ 长期以来ꎬ 我国对争议区

的开发保持克制的态度ꎮ 中国与美国克里斯通公司(Ｃｒｅｓｔｏｎｅ)签订的万安北 ２１ 号区块开

发项目ꎬ 于 １９９７ 年受到越南海军干扰被迫中止ꎬ 我国的开发授权工作在随后的十余年间

停滞不前ꎮ 而针对越南密集的开发授权ꎬ 我国往往会劝说与越南合作的石油公司放弃作

业ꎬ 但劝说工作会耗费大量的外交成本ꎬ 部分石油公司放弃作业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ꎬ 实

践中很多劝说工作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ꎮ
针对越南的越界油气资源开发活动ꎬ 我国政府从未动用军事力量进行维权ꎬ 有针对性

的海上维权执法活动也较为有限ꎬ 且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ꎮ 尽管可能对越方有所触动ꎬ
但并未对其海上油气侵权产生实质性影响ꎮ 因此ꎬ 我国政府维护和平的努力ꎬ 时常被越方

曲解ꎬ 越方视中国的“自我克制”为软弱ꎬ 导致越南肆无忌惮地实施侵权活动ꎬ 不断试探

和触及我底线ꎮ
(三)法律原因: 强化越南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

越南的“油气开发区块”一开始便设定了很多侵入我国“南海断续线”的区域ꎮ 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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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亮: «“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ꎬ «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３—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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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８８６４ ｈｔｍꎬ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ꎮ
海韬: «越南为南沙不惜一战底气何来»ꎬ «国际先驱报»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ꎬ 第 ５ 版ꎮ



加强南海争议区的油气勘探开发活动ꎬ 很早以前便成为越南的既定国家战略ꎬ 而不断地进

行油气资源招标、 实施具体的勘探开发活动ꎬ 则更为直观地显示出越南对我国南海断续线

内经济资源加以“主权性管辖”的决心与意志ꎬ 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强化越南的主权权

利主张ꎮ 此外ꎬ 在越南的招标区块不断向东深入我国南海断续线的过程中ꎬ 区块开发国际

化的特点也日渐突出ꎬ 除少数区块由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单独执行外ꎬ 其余区块均为国际合

作区块ꎬ 涉及美国、 英国、 西班牙、 俄罗斯、 印度、 马来西亚、 印尼等国的油气公司ꎮ 各

国油气公司的参与ꎬ 不但使得越南的海洋权益主张得到了有限的“国际承认”ꎬ 而且增加

了我国维权执法的难度ꎮ 因此ꎬ 如果中国政府针对越界开发活动采取执法行动ꎬ 这些石油

公司为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ꎬ 有可能动用传媒力量或游说本国政府ꎬ① 来支持越南政府的

南海主张ꎮ 同时ꎬ 这些石油公司的母国ꎬ 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需要ꎬ 也有可能会支持越南

的越界油气开发活动ꎮ 事实上ꎬ 在之前的实践中ꎬ 美国政府已就相关问题发表过不当言

论ꎻ② 印度海军也在 ２０１２ 年扬言“将捍卫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Ｏｉ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ꎬ ＯＮＧＣ)在南海的利益”ꎮ③

总之ꎬ 越南政府近年来不断催促外国合作者加紧在有关海域实施作业ꎬ 目的就在于巩

固其在有关海域的事实存在ꎬ 最终从法理上强化其对南海相关海域的所谓主权和海洋权益

的主张ꎮ

三、 越南在南海海域单方油气开发活动的性质分析

越南在南海油气侵权活动的非法性ꎬ 既体现在侵犯了我国的历史性权利ꎬ 也违背了越

南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有关规定而承担的国际义务ꎮ
(一)越南油气侵权活动侵犯我国的历史性权利

我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主要包括两项ꎬ 一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享有主权ꎬ
二是中国对南海断续线内的水域享有历史性权利ꎬ④ 两项权利虽在表述上存在先后之别ꎬ
却并无轻重之分ꎬ 都与中国的海洋权益密切相关ꎮ 越南的单边开发活动ꎬ 无疑侵犯了中国

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ꎮ
首先ꎬ 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享有历史性权利ꎬ 具备充分的法理基础ꎮ 虽然«公约»并

未对历史性权利做出系统、 明确的规定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就是规则的例

外ꎬ⑤ 或根本不是一项国际法规定的权利ꎮ 事实上ꎬ 中国自古以来就在南海持续开展了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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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航行等活动ꎬ 这些活动得到南海沿海国的长期认可ꎮ １９４８ 年我国标有断续线的«南海

诸岛位置图»出版后ꎬ “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提出异

议”ꎮ① 更为重要的是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国内海洋法也未被南海

沿海国所反对ꎬ 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 １４ 条明确指

出: “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ꎮ 这次我国首次以国内法的

方式确认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ꎮ
其次ꎬ 历史性权利涵盖了我国开发油气资源等非生物资源的权利ꎮ 关于历史性权利究

竟包含哪些内容ꎬ 我国官方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ꎮ 我国历史上长期进行的捕鱼、 航行活

动ꎬ 确立了我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捕鱼权与航行权ꎬ 由于油气开发活动出现的时间较晚ꎬ 因

此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历史性权利不包括非生物资源的开发权利ꎮ② 其实ꎬ 历史性权利

应概括性地理解为一种资源权利ꎬ 因为如果仔细对比古今中国渔民在南海的捕鱼活动ꎬ 捕

鱼的种类、 数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ꎬ 古今的南海航线也大有不同ꎮ 我国开展海上油气开

发活动的时间较晚ꎬ 只能归因于科学技术ꎬ 并不对权利的内容有所损益ꎬ 这些油气开发活

动仍可视作中国行使历史性权利的具体实践ꎮ 质言之ꎬ 中国无可辩驳地拥有勘探、 开发南

海地区矿产、 油气资源的历史性权利ꎮ③

最后ꎬ 由于历史性权利与«公约»呈现为不同的规则形式ꎬ 且存在“先法”与“后法”的
适用冲突ꎬ 具体到南海断续线内的水域ꎬ 两项规则的适用顺位也存在一定的争议ꎮ 但«公
约»并未排除其他已有的海洋法规则ꎬ 即便历史性权利不具有优先性或排他性ꎬ 那么中越

两国至少在南海断续线内存在争议海域ꎬ 越南在未征得我国同意的情况下开展单边油气勘

探开发活动ꎬ 侵犯了我国的海洋权益ꎮ
(二)越南油气侵权活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

越方的单边油气开发活动ꎬ 除侵犯了我国的历史性权利外ꎬ 还违背了一国在大陆架未

划界时所应承担的义务ꎮ 依据«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的规定ꎬ④ 越南有义务保持克制ꎬ
尽一切努力促进临时安排的达成ꎬ 避免开展“危害”或“阻碍”未来划界的活动ꎮ 而结合相

关的国际司法判例ꎬ 越南的相关活动显然超越了«公约»所允许的范围ꎮ
油气开发活动大致包含勘探和开发两个阶段ꎬ «公约»并未明文规定所有单边开发活

动都“危害”或“阻碍”最终的划界谈判ꎬ 勘探开发活动并未被“一刀切”的禁止ꎬ 而究竟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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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动被允许、 哪些活动被禁止? 在司法判例中主要判断“油气开发活动是否对争议海域

的物理状况造成重大和永久性的改变”ꎬ 如果油气活动未造成重大或永久性改变ꎬ 那么该

活动的合法性实际上就会得到司法机构的认可ꎮ 在希腊诉土耳其的爱琴海大陆架划界案

中ꎬ 国际法院认为: 土耳其实施的地震作业ꎬ 不会对海洋的地质、 底土、 自然资源造成永

久性的损害或改变ꎬ① 因而驳回了希腊的相关诉请ꎮ 在圭亚那诉苏里南案中ꎬ 临时仲裁庭

对国际法院有关地震作业的定性予以认可ꎬ 而对于苏里南政府授权加拿大 ＣＧＸ 石油公司

进行的钻井(Ｄｒｉｌｌ Ｗｅｌｌ)活动ꎬ 仲裁庭则认定该活动永久改变了海底地貌ꎮ② 由此可以看

出ꎬ 对海底地质地貌没有影响的招标活动以及对海底地质地貌影响较为有限的地震作业ꎬ
在国际司法机构看来并不违法ꎬ 但对海底地质地貌产生了改变的钻井活动ꎬ 无论是处于勘

探期的钻井ꎬ 还是开发阶段的钻井ꎬ 则侵犯了另一方当事国在争议海域的权益ꎬ 不具备合

法性ꎮ 越南相当一部分的单边勘探开发活动ꎬ 已然进入钻勘探井甚至实际盈利的开发阶

段ꎮ 越方的这些活动ꎬ 违背了«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项下的义务ꎬ 应当承当相应的国

际责任ꎮ
(三)越南油气侵权活动背离“公平原则”
越南的单边油气开发活动ꎬ 除侵犯我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外ꎬ 亦有可能对中越之间

未来的海上划界产生影响ꎮ 目前ꎬ 中越之间除北部湾海域外ꎬ 大部分的争议水域尚未完成

划界ꎬ 因而我国必须警惕越方单边油气活动造成影响划界谈判走向的“既成事实”ꎮ
«公约»对划界的原则、 方法未作做十分详尽的规定ꎮ③ 实践中ꎬ 除采用双边谈判的方

式灵活划界外ꎬ 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多的原则是“公平原则”ꎬ 运用较多的方法是“临时界

线———调整临时界线———检验是否公平”三步划界法ꎬ④ 对于单边油气活动是否构成“影响

公平”的要素ꎬ 进而影响划界ꎬ 已在部分国际司法案例中得到体现ꎮ
从法理上ꎬ 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过错行为中获益ꎬ 已成为一项公认的法律原则ꎮ⑤ 如

果将这一原则当作«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并加以适

用ꎬ 则一国开展单边的油气开发活动已然违背了国际法ꎬ 它显然不能凭借这些活动在划界

中占据有利地位ꎮ 然而ꎬ 如果一国对他国在争议海域的单边开发活动不予以明确反对ꎬ 那

么亦有可能构成“权利的放弃”ꎮ 实践中ꎬ 多数国际司法案例并未完全否认油气开发活动

成为影响划界因素的可能性ꎬ 只是要求双方当事国就油气开发活动签署特殊协议或双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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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标准形成“默示同意”ꎮ 典型的案例如美国诉加拿大的缅因湾划界案ꎬ 针对加拿大

政府在 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６９ 年间发放油气开发许可证的做法ꎬ 美国从未予以明示反对ꎻ 加拿大

政府则认为ꎬ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７２ 年间应视作“临时协议”的形成期ꎮ 国际法院最终认定: ７ 年

的时间过短ꎬ 不能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的行为予以默认ꎮ① 因此ꎬ 如果我国不对越南的侵权

活动及时予以反对ꎬ 越方的活动仍有可能构成我方“默示同意”的证据ꎮ 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ꎬ 目前已有少数案例(如也门诉厄立特里亚案)认定“油气活动”可以影响划界ꎬ② 这也

表明较高的“默示同意”标准并非完全不可达到ꎬ 我国必须对越南的单边开发活动时刻保

持警惕ꎮ
综上可见ꎬ 越南在南海实施的单边越界的油气侵权活动ꎬ 不但侵犯了我国在南海享有

的历史性权利ꎬ 而且违背了越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的规定而承

担的义务ꎬ 构成了国际不法行为ꎮ 此外ꎬ 越南的油气侵权活动还将破坏“公平原则”ꎬ 并

可能导致我国在未来中越海域划界中处于不利地位ꎮ

四、 中国应对越南在南海油气侵权活动的法律政策建议

为改变我国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中的不利局面ꎬ 避免越方的单方面油气开发活动继续

扩大规模ꎬ 进一步影响我国的南海权益主张ꎬ 我国应采取有力措施ꎬ 寻找更充分的法律依

据ꎬ 开展法律允许范围内更为有效的维权活动ꎬ 在更好地保障我国国家权益的同时ꎬ 推动

共同开发取得进展ꎮ
(一)追踪研究争议海区油气开发活动的法律论据

单边开发活动涉及多项国际法规则ꎬ 目前仍存在一些有待澄清之处ꎮ 通过修订«公
约»或发展习惯法的方式对这些规则加以完善ꎬ 难度较大ꎬ 一些具体问题只能在国际司法

判例中进行辨析ꎮ 已有的司法判例ꎬ 总体上对单边开发活动并不鼓励ꎬ 其中有关单边开发

活动合法性、 效力等相关问题的结论ꎬ 充分证实了越南单边开发活动的违法性ꎬ 为我国的

南海维权行动提供了有利的论据ꎮ 然而ꎬ 国际司法判例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ꎬ 我国不应忽

视新判例中可能出现的变动ꎮ
最近的一项相关案例是科特迪瓦诉加纳的大西洋划界案ꎮ 较之以往的案例ꎬ 国际海洋

法法庭在该案中对单边油气活动的容忍度大幅度提升ꎮ 科特迪瓦诉称: 加纳在双方未划界

的情况下进行了单边油气开发活动ꎬ 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ꎮ 对此ꎬ 国际海洋法法庭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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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加纳的行为属于在其善意主张的管辖海域行使自己的权利ꎬ 并无不当ꎮ① 这一结论

与之前的判例有较大出入ꎬ 也极具争议ꎮ 因为如果将单边开采活动都理解为对权利的善意

行使ꎬ 那究竟还有哪些行为可以“危害”或“阻碍”划界谈判呢? 由于该案尚属孤案ꎬ 国际

司法机构有关单边开发活动的总体态度是否会就此出现转变ꎬ 尚难预测ꎮ 不过ꎬ 如果越南

一意孤行ꎬ 不愿暂缓单边开发的进程ꎬ 我国亦可以此案为依据ꎬ 增加我国在争议海域的开

发项目ꎬ 从而从事实上扭转我国南海油气田的数量、 规模等方面的劣势ꎮ
此外ꎬ 国际法院正在审理的索马里诉肯尼亚的印度洋划界案ꎬ 也涉及单边油气开发问

题ꎮ 索马里诉称: 肯尼亚政府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间分别授权美国、 法国与意大利的石油公

司ꎬ 越过双方临时协商确定的等距离中间线ꎬ 进行单边的石油开发活动ꎬ② 而根据索马里

提供的详细材料ꎬ 肯尼亚政府自 ２０００ 年起便授权石油公司进行越界开发ꎬ 从石油公司实

际开展的活动来看ꎬ 除二维、 三维地震测试外ꎬ 已有石油公司钻探过深水井ꎬ③ 该行为在

圭亚那诉苏里南案中被认定违反国际法ꎮ 目前ꎬ 该案的管辖权已得以确立ꎬ④ 国际法院对

肯尼亚单边油气活动作何认定ꎬ 也将对未来相关规则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综上可见ꎬ 追踪国际司法机构有关争议海区油气开发活动的判决ꎬ 探讨单边越界油气

开发活动相关规则的发展趋势ꎬ 对我国反制越南在南海油气侵权活动具有重要意义ꎮ
(二)不断丰富争议海区油气开发的维权手段

南海的油田未来有可能成为我国油气资源供给的重要来源ꎬ 我国绝不能放任越南随意

盗取我国的资源ꎬ 我国政府有必要通过抗议、 海上执法等维权手段ꎬ 捍卫我国的南海

权益ꎮ
其一ꎬ 当越南开展单边油气开发活动之后ꎬ 我国应及时发出强硬的外交抗议ꎮ 如果我

国长期对越南的单边开发活动不予发声ꎬ 有可能在未来大陆架划界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

果ꎮ 事实上ꎬ 即便是外交关系较为良好的邻国ꎬ 也不可能长期对此类活动熟视无睹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加拿大曾在美、 加争议的波弗特海单独授权ꎬ 进行单边油气开发活动ꎬ
后经美国抗议ꎬ 这些活动已冻结至今ꎮ⑤ 因此ꎬ 我国对于越南单边开发活动的抗议ꎬ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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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中越其他的合作或谈判进程ꎬ 应持续发声且措辞严厉ꎮ
其二ꎬ 对于参与单边油气开发活动的他国石油公司ꎬ 我国政府应予以及时制止ꎮ 石油

公司参与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ꎬ 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商业风险ꎮ 当石油公司清楚相关的

风险后ꎬ 及时撤出相关开发项目是理性的选择ꎮ 在商业实践中ꎬ 在一国政府尚未抗议的情

况下ꎬ 也不乏石油公司主动撤出的案例ꎮ 目前部分外国石油公司积极投资南海断续线内的

油气开发项目ꎬ 并不是他们不清楚中国政府的立场ꎬ 而是因其抱有侥幸心理ꎬ 认为我国政

府会保持克制ꎮ 对此ꎬ 我国政府必须严正告知这些石油公司ꎬ 参与越方的单边油气活动ꎬ
已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安全ꎬ 必要时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关的法律措施ꎬ 对这些石油公司

予以制裁ꎬ 使其知晓利害ꎮ
其三ꎬ 我国应加强执法力度ꎬ 充分动用各类海上执法力量ꎬ 扩大巡逻范围、 增加巡逻

频率、 优化执法模式ꎬ 使越南政府充分感受到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决心ꎮ 当前ꎬ 我国海上

执法仍旧面临着执法力量分散、 执法依据不明、 执法保障滞后等挑战ꎬ① 但这些挑战不应

成为我国降低南海执法强度的理由ꎮ 国际法并不禁止一国出动海上力量执法ꎬ 当越南开展

越界油气开发活动之后ꎬ 我国应立即针对具体项目采取执法行动ꎬ 迫使越方及其外方合作

者停止侵权活动ꎮ 一般而言ꎬ 当我国加强海上执法力度ꎬ 在现场对相关侵权作业予以坚决

制止时ꎬ 外国石油公司出于商业和安全风险考虑ꎬ 通常会知难而退ꎮ
(三)逐步放宽对争议海区油气开发的自我限制

与越南相比ꎬ 我国在南海长期保持克制态度ꎬ 并未开展大规模的油气开发活动ꎮ 自万

安北 ２１ 号区块的勘探进程中止以来ꎬ 我国仅在 ２０１２ 年由中海油发布了招标公告ꎬ 但此举

引发了越方的强烈反对ꎮ② 诚然ꎬ 如果我国继续默不作声、 任由越南推进单边勘探开发进

程ꎬ 将不会承担任何违背国际法的风险ꎬ 但如果我国及时放开油气开发活动的自我限制ꎬ
将有可能扭转油气开发斗争中的不利局面ꎮ

首先ꎬ 我国在南海中南部南海断续线内开展的油气开发活动ꎬ 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要

求ꎮ 大多数的国际司法判例ꎬ 都支持沿海国在争议海域开展“非永久性改变海底地质地

貌”的活动ꎮ 我国政府、 企业在南海中南部南海断续线内几乎未开展过实质性作业ꎮ 因

此ꎬ 即便认为中越双方的争议海域位于南海断续线中方主张海域以内ꎬ 只要我国将有关活

动限定在“非永久性改变海底地质地貌”的范围内ꎬ 我国便不会违背国际法ꎮ
其次ꎬ 如果我国继续保持沉默ꎬ 越方并不会心存感激ꎬ 而即便我国实施的油气开发活

动符合国际法ꎬ 越方也不会停止抗议ꎮ 越方不会轻易放弃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政治、 经济

收益ꎬ 我国对油气开发活动实施自我克制ꎬ 越方根本不会将之视作维护地区和平的努力ꎮ
况且ꎬ 大量的国家实践也表明ꎬ 只要一国实施单边开发活动ꎬ 另一国就会提出抗议ꎬ 根本

１２１张晟: 越南在南海油气侵权活动的新动向及中国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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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考虑该活动是否“永久性地改变地质地貌”ꎮ 正在审理中的印度洋划界案亦是如此ꎬ
索马里只是概括性地诉称“肯尼亚的单边开发活动违背了国际法”ꎬ 暗含的意思再清楚不

过———索马里认为“所有的单边活动皆违法”ꎮ① 因此ꎬ 我国主动施加自我限制ꎬ 根本不会

促使越方对等地接受自我限制ꎬ 而我国主动开展合法的油气活动ꎬ 也不能奢求十分顺利地

推进ꎮ
再次ꎬ 我国应从“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考虑南海的油气开发问题ꎮ 我国的陆上油气

资源供给已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ꎮ 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

６０％ꎬ 能源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中东等地的石油进口ꎮ 这种“由远及近”的供应格局ꎬ 和

平时期会遭受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ꎬ 战时则有可能被完全切断能源供应线路ꎮ 南海地区

的开发潜力已得到国际公认ꎬ 越南的相关实践也表明ꎬ 南海中南部油气富集ꎬ 商业开发完

全可行ꎮ 在时机成熟时ꎬ 我国应完全放开南海开发的自我限制ꎬ 充分保障我国的能源

安全ꎮ
(四)自主开发与共同开发并举ꎬ 以自主开发推动共同开发

现今越方在南海断续线内大力推动其单边主导的油气勘探开发ꎬ 这种开发由于希冀在

短期内获取最大产能ꎬ 极有可能因其短视而采取破坏性的开发方式ꎬ 像极了北美油气开发

第一次浪潮中依据“捕获原则”而引发的“野蛮开发”②ꎬ 不仅损害了中方的主权权益ꎬ 而

且对于地下资源、 地质构造和海洋环境均可能产生破坏性影响ꎮ 油气行业的合作和共同开

发实践的历史就是油气公司争夺同一地质构造的油藏ꎬ 从无序的破坏性竞争、 造成双输局

面逐步通过斗争、 妥协ꎬ 演化为合作或者共同开发ꎬ 形成共赢局面的过程ꎮ③

既然中方在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自主开发合理合法ꎬ 如果中方能够放开政策ꎬ 在一定

时期内采取针锋相对的有效措施ꎬ 凭借我国现有的海洋石油工业的综合能力和国家意志ꎬ
完全可以奋起直追ꎬ 形成“相同海域ꎬ 各自开发”的竞逐情势ꎬ 这固然在短期内可能造成

我与越方关系的一定波动ꎬ 但相关斗争尚不足以动摇中越关系的根本ꎬ 从长远看ꎬ 当对方

看到其单方面开发得不偿失或难以为继ꎬ 只能与中方合作才有出路时ꎬ 反而会对其形成真

正有效的触动ꎬ 迫其转向与我寻求共同开发之路ꎮ 当然ꎬ 这需要我们妥善运筹好自主开发

和共同开发两种政策ꎬ 道义上始终高举共同开发的大旗ꎬ 在越方对共同开发消极应付、 单

边侵权时则大力推动自主开发ꎬ 视对方态度转变后适时商谈和实施共同开发ꎬ 以力阻之ꎬ
以利诱之ꎬ 在南海形成稳定、 可控、 和平、 合作、 友好的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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