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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争端对越中关系的影响

（2009-2014）

阮氏芳华、阮春强

内容摘要：从 2009年至 2014年越中之间的东海争端 1
演变复杂，

使得本区域被视为容易发生冲突的国际热点。因为导致区域紧张的

事件日益增加、东海争端影响到越中关系的范围相比之前也有着

巨大不同，使得越中关系进入“政治冷”状态，双方东海纠纷的

矛盾程度和紧张局势不断增加、事件紧张程度不断升级，东海争

端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日益严重。本文以越南学者的

视野在越南与中国的考察角度下对于越中之间从 2009年到 2014
年阶段东海争端进行评价与分析。这是由越南国家基本研究基金

（NAFOSTED）支持 V1.2-2013.06课题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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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Impac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on Vietnam - China 
Relations Since 2009-2014

Abstract: From 2009 until now, the South China Seas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has worsen, complicating this 
international hot spot with increased risks of conflict.  As a 
consequence, thi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ino-Vietnam 
relationship, causing them to be trapped in a 'cold politics' state. 

1 这海立于越南的东边，所以越南人称为东海。东海英文名称是：South 
China Sea，中文称为南海。本文章统一使用东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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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ed both countries have adopted hostile postur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s disputes, undermining any efforts to improve crisi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betweem Vietnam and China, for the period between 2009-2014. 
This report is based on the result of surveys conduct by Vietnamese 
scholars.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Vietnam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NAFOSTED) under grant 
number V1.2-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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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之后，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

略，东海争端进入了日益复杂的新发展阶段。2009 年之后发生了

诸多关于东海问题导致越中关系紧张的事件。例如：2010 年，越

南与诸国在东盟地区论坛（ARF）提出东海问题；2011 年，中国

渔政船剪断越南石油勘探船电缆；2012 年，越南国会通过《海洋

法》，中国公布设立三沙市；特别的是，中国从 2013 年 9 月起，

在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2014 年，中

国使用海洋 981 石油钻井平台放在越南的经济特区与大陆架内等一

系列活动，使得东海争端进入长期升温状态。有中国学者认为：

“为了大规模工程顺利地进行，需要使用石油钻井平台来隐瞒主要

目的”，海洋 981 石油钻井平台“已经对长沙岛礁大规模吸沙活动

发挥了作用”2。至 2015 年 6 月中国已扩大及改造 2900 英亩（1170
公顷）的岛礁。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数据显示，在不到 2 年之内的时

间里，中国在长沙岛礁改造面积比有关国家 40 年的改造面积要高

出了 17 倍之多，占长沙岛礁的 95%3。

2 薜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新形势〉，在张洁主编：《中
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5年，第 219页。

3 WSJ: Pentagon Says China has stepped up land reclamation in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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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越南与中国领导认为东海问题不是全部越中关系，但是

东海的事件对越中关系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影响到两国人民对

执政党或国家形象的感情。越中关系中的东海争端事件从 2009 年

至 2014 年出现频率日益增加、日益严重，影响的范围与之前有所

不同。上面所提出的有关东海事件表明两国的纠纷程度日益增加，

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刻。东海争端不但使得两国通过公开外交途径表

示反对，还影响到其他合作领域，影响到两国人民的感情。对越南

来说，东海问题不仅仅限制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处于国家重

要的内部问题（对越南是最重要问题），不但是主权、领土完整的

敏感问题还有民族感情问题。正因如此，东海问题的影响力越大，

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阻碍越大、对国内稳定、共产党执政的风险 
越高。

本文以越南学者的视野，根据公开发表文章、资料、专家采

访、北部边界省、胡志明市、平阳省的实际考察相结合、与之前其

他阶段比较对越中关系在东海争端（2009-2014）的影响进行分析

与评价。

1、东海争端使得越中关系进入“政治冷”状态

由于发生东海紧张的事件，中国学者认为从 2009 年至 2014
年两国关系进入“政治冷、经济热”状态，“中国与菲律宾和越

南之间在中国对东海政策主动调整时出现“政治冷、经济热”状

态”4。这意味着经贸合作还维持增长趋势，中国还是越南最大贸

易伙伴（经济热）但与前一段时间有所不同的是从 2009-2014 东海

争端已经直接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政治冷）。

其实，2009 年之前，东海争端事件已引起外交激烈纠纷，有

Sea, (20 August,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pentagon-says-china-has-
stepped-up-land-reclamation-in-south-china-sea-1440120837;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http://www.defense.gov/
Portals/1/Documents/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p.72.

4 薜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新形势〉，在张洁主编：《中
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5年，第 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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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甚至已经发生了实际冲突，但是还没有导致像 2009 年之后的

“政治冷”状态。万安北 21 号合同事件已使得越中关系于 1992-
1995 阶段进入紧张状况，但是两国高层领导连续在 1992、1993、
1994、1995 年保持互访。1997 年中国把“勘探 03 号”石油钻井设

于东海，该事件使得两国关系再次进入紧张趋势，但当年越南领导

人还是对华进行了正式访问。2009 年之后，情况明显改变了。

“政治冷”表现于传统的高层互访日益减少，特别是到 2011
年起两国高层互访名称“正式友好访问”改称为“正式访问”或

“国事访问”。2009-2014 年期间，虽然两国间高层互访还继续保

持下去，但是跟之前相比，这段时间双方高层互访最少（在六年期

间只有 3 次互访），其中在 2009、2010、2012、2014，这 4 年间双

方未有高层领导正式互访，而只在国际会议平台见面、进行会谈。

在中共十七大期间（2007-2012），未有中国高层领导对越南进行

正式访问。导致该阶段缺乏高层领导互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国受

东海争端的紧张、复杂的影响，后来双方进行高层领导互访的目的

是把两国关系恢复到正常轨道并稳定下来。

两国高级领导缺乏正式互访期间正是东海争端发生复杂、恶化

期间。2009 年，在中国日益施压的强烈背景下，越南增加了保卫

主权活动如黄沙县县长任命 5，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越

南与马来西亚的 200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反过来，中国驻联合国的

中国代表团则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反对公函及九段线地图。值得关

注的是，2009 年在黄沙群岛地区中国实施了连续几起抓捕、打伤

越南渔民和渔船事件 , 甚至越南渔民进入本地区逃避台风也被中国

抓捕 6。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对越南渔民实施的反人道行为导致越南

人民对中国公民的消极反应，以此直接影响到越中关系。

2010 年因越南在第 17 届亚洲区域论坛（ARF）上主动提出东

5 2009年 5月 24日，岘港市决定任命岘港内政事务局局长邓公语为黄沙岛
人民委员会主席。

6 2009年 6月 21日，中国巡逻队逮捕了三艘越南渔船，其中包括 37名越南
渔民正在越南的西沙群岛海域实施正常捕鱼，要求支付赎金 30,000美元。 
8月 1日，另外 13名越南渔民在黄沙群岛海域捕鱼被中国人逮捕。2009
年 9月 28日，越南渔民在黄沙避免风暴，也遭到中国士兵的追击和虐待。 
12月 7日至 8日，3艘渔船和 43名越南渔民在西沙群岛海域执业时被中
国职能力量扣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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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问题，而参与论坛的 27 个国家当中大多数成员在会议上表示关

注东海和平稳定问题，但中方认为领土争端不符合一个区域会议讨

论的话题，使得两国关系继续进入紧张趋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

本次论坛上提出：“美国在东海的航行自由、自由出入亚洲海域并

尊重国际法问题事关国家利益”，“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主

权声索国”7。这一宣布使得中国外长杨洁篪第二天把它称为“图

谋行为”。本次论坛使得中国在一个国际平台陷入了孤立状态。中

国媒体一律对越南和美国讽刺和批判，认为越南和美国“串通”把

东海问题进行“国际化”，批评东盟国家与美国和区外国家串通在

多方平台反对中国东海政策。该事件使得越中外交关系陷入紧张 
局势。

2011 年，中国执法力量船对越南在经济特区的石油勘探船剪

断电缆的事件使得两国关系陷入正常化以来的最紧张状态。越方评

价为两国关系从正常化以来陷入最不良的时期、信任明显下降（越

共中央对外部代表的表述，发表于中国研究所，2011 年 11 月 14
日）。正因如此，阮富仲总书记对中国的访问是以两国关系稳定发

展为目标，但访问称“正式访问”而不是像以前的“正式友好访

问”，这意味着越中关系具有巨大的变化。

2012 年，越南国会通过海洋法事件以及中国宣布设立三沙

市，再次使得越中关系陷入动摇状态。2011 年，中国趁着阮富仲

总书记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中方提醒越方不应该通过海洋法，因为

中方认为跟中国的两个岛屿有关系。在 2011、2012 年的事件后，

越中关系开始有了改善。其表现为，2013 年 3 月越中两国总书记

首次使用热线电话互相问候，以及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中国

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越南。但是，越中关系的稳定却因海洋

钻井平台 981 事件而再一次陷入僵局，该事件的严重性已超过了

2011 年的平明 02 事件，让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局势，紧张时间更为 
长久。

两国高级别领导在海上问题达到共识，双方都强调重视处理东

海问题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海上问题是越中关系的一部分，如果

处理不好会影响到越中关系良好发展的大局以及不让东海问题影响

7 Huỳnh Hoa: Ai làm dậy sóng biển Đông? Who rose up South China Sea waves? 
2010, http://www.thesaigontimes.vn/Home/diendan/sotay/3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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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两党、两国关系和东海的和平稳定。但是，实际情况显示，共识

未有约束力。越南前总理阮晋勇曾经指出：“中国正在所做的远远

区别于中国所说的”8。再加上南海问题跟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有

关系，所以争议程度会更为激烈。因此，“政治冷”既体现与对方

激烈斗争，又体现得到国内人民接受的反应，避免“火上浇油”情

况，引起国内人民激烈的反对。

2、东海纠纷的矛盾程度和紧张局势提高、

事件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

对于 2011 年 5 月发生的事件，越南政府通过诸多途径和方式

表示反对中方的行动。事件发生期间，中国和越南几乎陷入彼此舆

论对抗、使用外交形式来反对对方，比如提交抗议书。越南在提交

的抗议书中说，中国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裁判权，把无

争端区域变为具有争端区域，中国把九段线变为了现实。中国的外

交部发言人认为，越南航船在中国海域进行非法活动，严重损害中

国东海权益和管辖权，中国船剪断越南电缆行为属于监督行为和正

常执法行为。当时，为了抗议中国，越南首次召开国际媒体会表示

反对中方行为和发言。

在越南通过《海洋法》时，中国通过多种途径如召见越南驻华

大使提交抗议书、中国人大对外委员会向越南国会对外委员会提出

抗议表示要越南立即修改海洋法。中方使用的反对语气非常强硬，

认为越南通过《海洋法》的行为是“错误”、“非法与无效”的，

要求越方立即停止并修改所有的错误，不做任何危害到越中关系和

东海和平稳定的事情 9。

2014 年的海洋 981 事件，越南在 2 个月之内同时展开各方面

活动向中国进行抗议（实际平台、外交平台、国内与国外宣传平台

等）。越南高层领导即总理、国家主席在国内和国外平台公开对

8 Vnexpress: Thủ tướng: 'Không đánh đổi chủ quyền lấy hữu nghị viển vông', 
2014, https://vnexpress.net/tin-tuc/the-gioi/thu-tuong-khong-danh-doi-chu-
quyen-lay-huu-nghi-vien-vong-2994075.html

9 新华网：China opposes Vietnamese maritime law over sovereignty claim, 2012.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2-06/21/c_131668632.
htm 201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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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行为表示反对。越南在诸多国际平台提出 981 石油钻井平台

事件。东盟高级领导会议在缅甸举行，越南总理阮晋勇认为中国

这是“特别严重违法”，“非常危险的行为”。越南国防部部长

冯光青在第 13 届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在缅甸举行的

第 27 届东盟与美国对话、第 24 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家成员会议

等国际会议中提出反对中国这一行为。越南共产党、国会的重要

会议都直接对东海问题进行讨论。2014 年 5 月 14 日，越南共产党

第 9 次全体会议里发布通告提出海洋 981 事件，公告肯定保卫国家

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 10。越南国会 2014 年 5 月 21 日颁布

公告，表示对于越南共产党与国家的主张表示一致。2014 年 6 月

举行的政府会议也对东海情况与对应进行了讨论，阮晋勇总理再次

强硬反对中国的行为。在国际舆论方面，越南在与中国交换反对意

见未有结果时，越南多次向联合国提交反对中国的公函（2014 年 5
月 20 日；2014 年 6 月 5 日），向潘基文秘书长建议使用越南外交

部反对中国公函作为联合国大会第 68 届正式资料（2014 年 5 月 31
日；2014 年 6 月 6 日）。

反之，中方召见了越南驻华大使并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胡春山

通电话，中国外交部发给越南外交部公函重复中国的“严肃立场”

并反对越南的“无理要求”。2014 年 6 月 9 日驻联合国的中国副

大使王明向潘基文秘书长提交中国立场并要求潘基文秘书长把反对

资料提交给大会的 193 个国家。

2014 年 5 月至 8 月，受石油勘探钻井平台事件的影响，两国

两党的各级代表团未有互访，从 8 月起逐渐回复但是比之前几年明

显减少了很多。这是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次出现的新情况。该

情况反映了越中外交关系明显受东海争端的影响。

综上所述，东海问题跟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关系的。因此，两国

党和政府都受到国内人民的重大压力，所有政策、表态都要符合于

国内人民的愿望。对于中方，人民要求党和政府体现国家实力与强

硬态度。对于越方，人民要求党和政府不能屈服于中国的威胁。这

是两国因东海问题导致关系进入紧张形态的重要原因。

10 Carlyle Thayer: Not Too Hot, Not Too Cold: A Vietnamese Perspective on 
China-US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China-US Relat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Wellington, New Zealand, 8-9 October, p.13. Available at: 
http://viet-studies.info/kinhte/�ayer_NotTooHotTooCo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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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在东海增加行动，越南党和政府受国内人民舆论的压

力日益增高。敌对分子利用领土、主权问题对越南共产党攻击，提

出党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歪曲论点，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使人

民对党失去信心。除此之外，公民社会和互联网的信息渠道迅速地

发展（实际上发生在越南的游行事件采取了脸书／面子书来联系和

召集群众）。从此，政府面临信息透明化和适当处理信息的挑战。

民族主义升高同时，越南共产党和政府在处理东海争端的压力更

大，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视为软弱、让步，将被利用于攻击党

和政府，造成其他社会不良现象。981 石油钻井事件发生时，在越

南的一些地方爆发了游行、群众攻击中国工厂，甚至其他国家的工

厂，使得越南政府要承担补偿外资企业的责任，严重影响到越南的

投资环境。因此，东海问题不只跟国外有关而且还是国内的重要 
问题。

3、东海争端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日益严重

东海争端对于越中关系来说具有消极的影响。据 2015 年 9 月

的考察结果 11 表明，50% 参加考察的人肯定东海争端影响到越南与

中国各地方的关系。

东海争端对越南各地方与中国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结果

11 2015年，我们在越南北方的高平、谅山、老街等一些边界省和南方的胡志
明市、平阳省进行实际考察并听取各省的有关报告，对 200个人发出调查
卷，包括各省的公务员、在中国企业的工人和当地人。

正常、不影响

24%

其他 2%

很消极影响

24%

消极影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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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东海争端主要影响到外交关系、经贸关系，对其他领域的

影响不大，即使有影响也是很短暂的，但是石油钻井事件后东海争

端不但影响到了外交和经贸关系，也对文化和旅游业等产生极大的

影响。据我们在越南北部边界省份、胡志明市、平阳省的关于石油

钻井平台事件对各方关系的影响的考察结果也有同样的结果。

海洋石油 981 钻井平台事件对各地方的影响力

1、向中国出口下降；2、地方人民销售中国货下降；3、货物停留时
间长；4、口岸出入境人数减少；5、劳动就业下降；6、在各地方的
中国投资下降；7、其他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结果

对于经贸关系，尽管东海争端未影响到越中投资金额，但从

2009 年起，特别是在 2014 年之后，经贸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与东海

争端凝聚，给越南人民造成了消极心理、对中国的警惕心理日益增

加，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未来合作。

东海问题升温时，2009 年越南媒体纷纷反映在越中发展合作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2，即从中国顺差问题、中国企业在越南的重要

领域、工程等问题。这些问题，在 981 事件之后达到了最高峰值，

即有人提出“脱华”建议。越中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也被高度分析与

评价，提出意见更加强烈。越南舆论从来未关注中国顺差问题，也

12 诸多文章纷纷刊登如：“向中国顺差贸易的噩梦”（下载：http://vef.vn/ 
2010-12-27-choang-ngop-voi-nhap-sieu-tu-trung-quoc）；“中国贸易顺差的
无理”；“中国人抓住越南的重点工程”；童士原中将发表关于向国外出
租土地的警惕”等。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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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越南贸易逆差给越南经济造成影响的问题仔细分析。但 981 事

件发生之后，越南学者提出越南经济依赖于中国经济过高、向中国

进口设备的质量问题等等。981 事件发生后，诸多研讨会纷纷讨论

“脱华”、市场多样化等问题以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在官方韩

国和欧洲国家时，越南领导都呼吁各国给越南货物提供更多便利条

件，让越南货物可以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以逐渐减少越南对中国

市场的依赖。这意味着 981 事件和东海争端对越中经贸关系产生了

直接和长期的影响。

石油钻井平台事件也对越中进出口行业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中

国未收回钻井平台时，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越南的有关部门曾

提出中国会关闭口岸、隔断与越南的经贸来往的假设，提醒越南需

要做好准备。2014 年 5 月、6 月越南货物向中国出口放缓。我们的

考察结果显示 981 事件对越南地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中国在东海的行为导致投资受到了强烈的影响。石油钻井事件

造成工业园区的工人游行，情况恶化后，中国召回工人，警告中国

公民不要到越南，并暂时停止合作计划。越南平阳省、河静省的游

行事件发生后，诸多中国企业业主、专家、工人回国。一些施工工

人和专家也因害怕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而不敢到越南。

中国执行“战争危机政策”对越中关系的稳定和投资环境的影

响深远。中国企业对继续在越南进行投资感到忧虑，大大影响了中

国在越南的未来投资趋。中国媒体刊登平阳省游行事件后，中国大

陆企业、台湾企业、香港企业纷纷向柬埔寨市场进行考察，考虑离

开越南市场，把投资资源转到柬埔寨；有的企业甚至直接关闭工厂

如专门制造摩托车的力帆企业。

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受东海争端事件的影响更加直接、迅

速和深刻。从 2008-2013 年期间，双方互访暂时停止，但是后来迅

速地恢复。中国是越南主要的游客市场，占国际游客市场的 25%。

2013 年，越南接待 190 万中国游客人次，占到越南的国际游客的

四分之一 13。

但是，2014 年的 981 事件对两国旅游合作的影响深刻。从

2014 年 5 月 18 日起，中国向到越南的游客发出安全提示，“暂时

13 Baomoi: Khách Trung Quốc đến Việt Nam tăng mạnh, 2014, https://baomoi.
com/khach-trung-quoc-den-viet-nam-tang-manh/c/13668179.e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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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来往”并“暂时停止一些双方交换计划”14。中国国家旅游局

向中国旅行社提示尽快把游客接回国。2014 年 5 月和 6 月期间，

大多数的中游团都被取消。越南陆地口岸芒街、友谊、老街等原来

每天接待大量中国游客，但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游客入境。与此

同时，越南方面也取消到中国的旅游团表示对中国的反对。

游客量下降直接影响到专门给中国游客提供服务的行业，以及

交通运输、贸易、投资、农业生产和其它行业，严重影响到了越南

的旅游税收。

有一个现象明确反映出东海争端的消极影响，就是中国人学越

南语和到中国留学的越南人数逐年下降。我们在 2015 年 3 月与中

国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国际合作处的交流中得知到该学院学习

越南语的学生明显下降。向来越语系招生的成绩分数在各系之中要

求最高，但目前却是要求成绩分数最低的，其他东盟国家的语言成

了中国学生的优先选择，而到越南留学和交流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在

下降。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2007-2015 年

出国留学、交流的学生统计

时间
在国外留学的

学生数量（人）

在越南留学的

学生数量（人）

在越南留学占国外

留学的比率（％）

2007 571 310 54.29
2008 615 288 46.83
2009 702 351 50.00
2010 674 363 53.86
2011 167 49 29.34
2012 406 178 43.84
2013 469 153 32.62
2014 450 149 33.11
2015 261 47 18.01

资料来源：2015 年 4 月，根据中国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国际合作部门
     提供数据

14 新华网：外交部：中方从即日起暂停中越部分双边交往计划，2014。
Available at: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8/c_1110741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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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之前到越南留学的学生占出国留学学

生的 50%，但从 2011 年至今却一直少于 50%。学院的工作人员指

出要原因是使用越南语的就业范围明显缩小，并且还有另一个值得

关注的原因就是东海争端影响了中国人对越南的印象。另一方面，

据越南驻南宁领事馆的总领事，越南到中国留学的人数也明显下

降。可见，东海争端对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 
影响。

此外，东海争端对两国的社会和人民感情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该问题引起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形象具有消极的评价和看法，特别是

越南人民，该问题也直接影响到两国领导所提出建立互相信任的 
目标。

越南南北统一以来，人民未有游行现象。但是，中国在东海的

行为成为越南最近几年人民游行现象的理由。中国剪断平明 02 船

的电缆事件造成从 2011 年 6 月至 8 月连续 10 周在河内和胡志明市

的游行风潮。越南人民欢呼“反对中国攻击行为”，“中国禁止

侵略越东海岛”，“黄沙和长沙是属于越南的”。石油钻井事件

不但引起越南国内的人民游行，还引发世界各国的越南人民上街

游行抗议。开始的时候，游行主要在河内和胡志明市进行，接着

是同奈省、平阳省和胡志明市工业区的 2 万工人的游行（2014 年

5 月 12、13、14 日），河静省琪英县泳映经济区的上千工人游行

（2014 年 5 月 14 日）。反对中国、歧视中国的心理日益高涨。在

国外，在美国洛杉矶、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日本东京、捷克布拉

格、台北等地的越南人和越侨也表示反对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歧视心里也越来越强。中国

网络纷纷刊登文章评论，并对中国主权提出观点和辩论。中国人民

呼吁中国政府要对越南表示强硬态度。显然，东海争端对越中关系

产生了长期、深远、难以计算的影响。

有关东海争端事件还引起其他的消极影响，比如和越南的网络

骇客相互攻击。发生在 2011 年 5 月和 2014 年 5 月的东海事件，中

国网络和带有 gov.cn 中国政府网站被认为遭越南骇客攻击并发出

黄沙和长沙是属于越南主权的声明。反之，2011 年 6 月 8 日，诸

多越南网站也纷纷被攻击，并发出中文声明、展示中国国旗和播放

中国国歌。据越南应急救援电脑中心（NVNCERT）统计，2014 年

5 月 8 日至 11 日，大约有 220 家越南网站被认为遭中国网络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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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其中包括越南国家石油集团网站和黄沙资料中心管制网。在

中国方面，也有十几家中国企业、组织的网站被认为遭到越南网络

骇客的攻击。

中国第一次把石油钻井设在东海有争端的经济特区和大陆架

内，做法让越南人不满和对两国的良好关系产生怀疑。究竟越中关

系如何？中国如何看待越中关系的重要性？越中关系在两党起到什

么样的作用？有意见认为，中国依靠两国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国家

利益对越南采取强硬的行动。越南社会舆论担心两国会发生战争。

正因如此，所有跟中国有关的问题都容易成为敏感问题，容易引起

反对心理。

结论

越中关系带着历史问题，又有不对称的性质。越南在建国与保

卫国家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封建朝代的战争、1979 年边境

战争、1956、1974、1988 年海战。这些历史事件使得越南与中国

在建立互信的努力上比世界任何国家难度更高。过去的事件至今还

影响到两国人民的感情，使得两国人容易产生警惕、怀疑的心理。

两国在各方面的不对称关系容易形成误解，各种问题容易被“政治

化”。这是两国建立互信、发展关系的心理阻碍。再加上东海争端

的复杂性，导致两国关系容易陷入不正常的状态，难以树立互信。

如今，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提高，加上网路信息的发展，民主

意识的提高，使得主权问题特别受关注。这意味着主权和民族精神

可以形成实力，也可以成为两国共产党在处理有关问题方面的压

力。东海争端不仅是两国的对外问题而且也是两国内部稳定的问

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对越南更加强烈反应的重要原因。

目前东海是中美在世界与地区范围战略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越

南与美国和美国同盟、美国伙伴如 G7 国家、欧盟国家、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有着实质性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与军事

领域，越中关系被认为只是在外表和口头地发展，两国的合作特别

是在东海的合作被缩小或遇到诸多阻碍，斗争性质明显增加。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梦，中华复兴事业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

否努力消除由西方国家提倡的“中国威胁论”，依靠于各国，特别

是周边国家觉得中国的战略不损害各国利益并且各国相信中国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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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为。实际上，东盟国家在经济方面依靠中国，但是安全方面又

依赖其他伙伴。互信学说原理认为，互信一般是从周边国家的互信

扩大到国际共同体，正因如此，“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与东盟的互

信是中国的落脚点和基础，可以让中国获得国际的信任”（王日华

2014）。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政策或诸多对外开放政策为了扩

大影响力，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人民币国际化、一路一带等政策是

否成功主要依赖于中国如何化解疑虑，如何与包括越南在内的周边

国家加强互信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倡议设立亚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张。中国外交部王毅认为，2015 年中国深化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

体的建设，而越南是与中国有陆地和海上边界的邻居，与中国具有

诸多共同点。正因如此，中国周边的命运共同体建设越南不可或

缺。但是如何让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够形成、稳固发展的命运共同

体，我们认为，首先中国要让周边国家感到中国不具有安全的威

胁，各国的国家利益得到尊重。处理好东海问题让越中两国关系不

至于陷入僵局，让越南人民感到中国不具有威胁越南安全和主权的

心理，以此来增进互信，为越中关系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具有加强

中国在世界及区域软实力的意义。

中国是大国，跟越南相比，各方面都比越南强大。双方确定建

立平等关系，但是实际上，中国与越南交往时，中国都站在主动的

位置。因此为了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促进越中关系正常化

发展，中国需要考虑并尊重越南的正当利益，主动提出解决办法并

与越南共享利益，不要使用被国际评价为没有法理基础的九段线地

图要求海上主权，同时坚持双边谈判的立场、摒弃东海紧张趋势是

由声索国具有“国际化阴谋”和区外大国干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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