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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关系中的南中国海 1问题

阮氏秋贤、阮氏芳花

摘要：2020 年越南与中国建交 70 周年。70 年来，越中关系起伏

不断，有时甚至断交（1979 年中国向越南发动边境侵略战争）。

1991 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迅速发展，但波动不断。

不过，两国学者都认为，越南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方面

有诸多共同点，并且两国都由共产党领导，这些因素奠定了两国关

系良好发展的基础。尽管如此，因两国还存在海上领土争端等问

题，这些消极因素或多或少破坏两国关系。最近几年，两国海上

交锋多有发生，如 2014 年中国把 981 石油专井设在越南专属经济

区，2019 年中国海洋地质 8 号干扰越南－俄罗斯合作勘探的石油

专井，2020 年中国海警撞沉越南渔船等事件。这些事件直接造成

越南社会反对中国的舆论，甚至导致大规模的游行。因此，越中关

系中，南中国海是一个非常敏感因素，会严重影响双边关系。两国

领导同意“南中国海争端不完全体现两国关系”，但是该因素与领

土主权问题有关，容易引起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阻止两

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越中建交 70 年来，南中国

海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影响，其中着重分析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南

中国海因素的影响，特别是 2009 年中国向联合国提出反对越南与

马来西亚共同提交的延长大陆架公函，并提出包含九段线地图的方

案。让读者更了解越中关系及其中的南中国海因素，本文指出两国

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观点差异，希望能够对越中两国理解差异、为初

步决策做出贡献。

1 南中国海英文称 South China Sea，因位于中国南边所以中国称为南海；在
越南东边所以称为南中国海；在菲律宾西边称为西菲律宾海；印尼把本国
北边的海域接壤称为北那土那。本文使用国际通称“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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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越南与中国是具有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同点的邻

居国家。两国接壤除了 1,449.556km 的陆地边境，还有海上边境。

两国从 1950 年开始建立外交关系，越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的首批建交国家之一。经过 70 年年建交，特别是双方关系正常

化的 40 年，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发展。纵

观两国关系史，越中两国都具有使得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良好条

件，但是也存在不良因素，容易使得两国关系进入困境状态。双边

所面临困境的最重要原因来源于海上未划界地区被军事化、单方

颁布禁渔令、对渔民干扰或行使无人道等行为，导致社会舆论的 
反应。

二、越中关系 70周年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 1950 年 1 月 18
日，中国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经过 70 周年建交，两国关系升降

起伏，但是总体看来，两国革命前辈和现任领导培育的友谊关系还

是主流。两国大约 40 年关系正常化以来，在经济、政治、人文方

面的交流发展迅速。在两国建交 70 周年时间，可以把越南与中国

关系分为 2 个阶段：两国正常化之前和正常化之后。

（一）正常化之前阶段

上面提到越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首批建交国家之

一。越南革命成功于 1945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1946 年，越

南立即进入抗法战争阶段。经过 9 年艰苦斗争，1954 年越南在北

方抗法战争成功，但是国家被分为两方，即北方建立越南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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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共和国，南方建立越南共和（按地理位置称为南越南），是由

美国支持的政府。在越南南北统一过程中，中国曾经给与北越大

力支持与帮助，如派出军事专家、修路工人、培训干部，并且提

供大量援助用品。在北越战场受伤的战兵，中方也桂林南溪山医

院帮助治疗。1950-1964 阶段可视为越中关系的“蜜月”时期，所

以北越首相范文铜于 1958 年 9 月 14 日发出公函表示“赞成与尊

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的 12 海里海域宣布”是容易理解

的。2“两国是密切相邻、友谊传统、共同态势、共同具有国家安

全保障的需要”。3 在越南艰苦战争时期，越中关系有诸多成就，

越方得到中方巨大援助。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苏中关系恶化，越

中关系也受当时国际形势影响，“中方就希望越南抗美战争进行规

模的限制，让中方容易掌握事情，当时已经形成中方想与美国妥协

的意图。越南希望祖国统一，计划直接与美国谈判，不通过中间

国家，从 1968 年越南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但是中国当时表示反

对，中方想继续促进战争，等到美国完全战败承认输于越南才进

行谈判”。4 1972 年美中正式通过联合声明，与此同时，中共宣布

减少提供援助“因想寻找与美国谈判的机会”。自从 1975 年越南

全国统一之后，中方增加对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军事力量援助。1978
年，为了反击越柬边境由波尔布特军事力量所造成的损伤，同时为

了“帮助柬浦寨人民度过灭种灾难”越南军队进入柬浦寨，帮助柬

军解放国家。越中关系进入紧张、矛盾突出状态。1979 年，中越

发生边境战争事件，两国关系跌入底层，正式进入不正常状态。在

2 范文铜公函在越中关系非常好的时期颁布体现了北越南政府对于中国政府
关于领海的宽度是 12海里主张表示赞成。与此同时，当时越南分为南北
两个国家，所以范文铜公函只体现北越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领海宽度表示
支持。后来，中国把范文铜公函视为越南政府曾经对于中国的西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的主权主张表示赞成。

3 阮鸿军（Nguyễn Hồng Quân）：《中越 1979年边境战争发生时，苏联对
战争的反应如何中国判断是准确的》。网址：https://vnexpress.net/trung-
quoc-du-lieu-dung-ve-lien-xo-khi-tan-cong-viet-nam-nam-1979-3877111.
html。取用日期：2020年 8月 20日。

4 阮鸿军（Nguyễn Hồng Quân）：《中越 1979年边境战争发生时，苏联对
战争的反应如何中国判断是准确的》。网址：https://vnexpress.net/trung-
quoc-du-lieu-dung-ve-lien-xo-khi-tan-cong-viet-nam-nam-1979-3877111.
html。取用日期：2020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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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关系断交时期，中方在 1974 年和 1988 年使用武力占领属于越

南南中国海的 Paracel 群岛 5 和 Spratly 群岛 6 的七个岛礁。

（二）正常化关系之后阶段

1991-2000年阶段
1991 年越南与中国经过谈判同意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初期

阶段，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活动还比较缓慢，经济金额规模较

少，两国对待经贸关系比较慎重。虽然两国的经济水平还比较落

后，但是已经为双方关系奠定了一定基础，让后来双边关系进入迅

速发展阶段。两国领导明确指出，阻止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因素就

是陆地和海上边境争端问题。因此，关系正常化后，两国领导把划

界陆地和海上边境谈判工作视为重要任务。该阶段通过努力谈判解

决差异，两国已经完成陆地和北部湾谈判，并且签署了陆地边境划

界协议（1999 年）、北部湾划界协议（2000 年）和渔业合作协议

（2000 年）。越中边境划界协议有利于促进越中在政治、经济、

人文交流等方面关系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2000-2014年阶段
在本阶段，双边曾经多次发生过海上事件如 2009、2011 年中

国使用渔船切断越南在南中国海勘探石油船的事件。在其他方面越

中关系总体是迅速地发展，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于政治方

面，2008 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高级领导

通过各种方式接触给予“增加政治互信、促进合作，使得双边初步

解决历史存在争端”。7 越中两党通过维持互访交流，设计了诸多

合作机制，两党有关部门互相交流，双边使用共同举办研讨会方式

不断加强合作关系。2006 年两国更成立了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机

制，以协调和促进双方合作。该机制有利于肱骨两国地方关系、加

大各种民间交流力度，如青年大联欢、人民交流、学者交流等等，

使得两国人民具有互相了解的机会。

在经济方面，关系从正常化以来，越中经贸金额从 1991 年的

5 Paracel Islands越南称为 Hoàng Sa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

6 Spratly Islands越南称为 Trường Sa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

7 越南外交部：《有关中国资料和越中关系》，越南外交部网站，2015年。
网站：http://www.mofahcm.gov.vn/vi/mofa/cn_vakv/ca_tbd/nr040818094447/
ns150401025706。取用日期：2020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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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万美金增加到 2019 年的 1170 亿美金。8 在投资方面，最近两

年，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中国（包括香港在内）向越南投

资金额高速增加。9 中国在 2019 年初成为“在越南投资的 51 国家

当中金额排在第 1 位，其中，中方在越投资 187 项目，新增加项目

金额是 13.1 亿美金，调整资本金额 1.16 亿美金”。10

经双边领导的努力与协商，越中陆地边境和北部湾划界基本

上完全解决。对于南中国海问题，2011 年双边签署了《关于指导

解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

议》。双边一致同意“坚持在国际法、海洋法公约、DOC 精神的

基础上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11

在多边平台，东盟与中国在 2002 年签署《南中国海各方行为

准则公告（DOC）》和执行 DOC 指导规则。双边正在促进建立

“南中国海行为准则”（COC）谈判，把 COC 作为保持地区和平

稳定的重要文献。

2014年以来阶段
2014 年 5 月，中国非法把海洋 981 号石油专井平台设于离越

南 Paracel 群岛南边 17 海里的 Triton 礁，12 离越南广义省李山岛

东边的 120 海里（指 981 石油专井平台侵犯了越南的的专属经济

区），中国专井完全设立在越南海域 200 海里之内的专属经济区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 年）。本次行为使得越南海内外人

民非常愤怒，引起越南国内发生大规模反对游行。该事件使得两国

关系进入不稳定阶段，威胁两国领导所提出“睦邻友好、全面合

作、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基本框架。2014 年年底，两国领导决

8 Vina Corp 2015：《越中贸易关系数据》。网址：http://www.vinacorp.vn/
news/quan-he-thuong-mai-viet-trung-qua-nhung-con-so/ct-570210。取用日
期：2020年 9月 10日。

9 据玉微（VTCnews）：《中国在越南投资增高》，越南商务和工业室
（VCCI），2019年 11月 16日。网址：https://vcci.com.vn/dau-tu-tu-trung-
quoc-vao-viet-nam-tang-manh。取用日期：2020年 9月 12日。

10 同注 9。

11 越南外交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纠纷解决指导
基本原则》，越南外交部网站，2011年。网址：http://www.mofahcm.gov.
vn/en/mofa/nr040807104143/nr040807105001/ns111012101302；取用日期：
2020年 9月 12日。

12 Triton Island越南称为 Tri Tôn礁；中国称为中建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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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通过各种代表团的互访，让两国关系回到正轨。2015 年 11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拜访越南，参加 APEC 会议，从此，两国关系初步

回到恢复状态。尽管如此，南中国海争端问题还是继续成为容易引

起两国消极反应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到两国将来的关系。随着中

国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大规模的非法改造和军事化，南中国海问

题最近已成为中国与邻海国家的争议和地缘政治的竞争地盘。2016
年，南中国海争端判决出炉，尽管中方采取“不参加、不接受、不

执行”的“三个不”态度，但是判决成为国际案例，对于每个海洋

法公约成员国在使用公约过程的典型案例，特别是对于岛礁和海域

的法理地位有统一的理解和运用。随着判决的出炉，中国九段线声

索或南海之岛声索在公约的有关规定都被各国否认。

2、越中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

南中国海（越南名称）或南海（中国名称）是“太平洋海岸

的海域，面积为 344.7 万平方公里，从北纬 3 至 26 度（长度约

为 1900 海里）和东经 100 至 121 度（南中国海最宽区不过于 600
海里）。南中国海是半封闭海，由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

莱、印尼、新加波、泰国、柬埔寨、越南的 9 个国家和台湾地区

包围”。13 历史上，南中国海拥有世界最繁忙、最重要的航线。越

南是南中国海海岸国家，海岸线长于 3260 公里。南中国海对越南

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南中国海的

Paracel 群岛和 Spratly 群岛之外，“越南岛礁大部分位于海岸，分

为北部海域，数量最多，共有 2320 座岛礁，中部海域有 260 座岛

礁，南部海域只有 195 座岛礁”。14 南中国海的地理位置除了对越

南政治、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之外，对越南的经济也影响重大。从

封建社会开始，越南渔民就有下海传统，获取自然资源和贵重物

产。越南的俗语、童话都体现人民社会生活中离不开南中国海，特

13 法律与民主期刊（电子版）：《南中国海问题战略位置和越南在南中国
海的主权问题》，法律与民主期刊（电子版），2016年，网址：http://
tcdcpl.moj.gov.vn/qt/tintuc/Pages/xay-dung-phap-luat.aspx?ItemID=83。取用
日期：2020年 9月 21日。

14 黎氏金叉：《越南群岛和岛礁的重要性与南中国海问题主权争端问题》，
载杜进森主编：《南中国海：历史、法理与国际关系》，河内：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5年，第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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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南中国海的资源和物产。在历史动荡年代，“南中国海争议可

以分为 3 阶段。（1）有史以来至 1958 年；（2）从 1958 年至 2009
年；（3）从 2009 年至今”。15 Paracel 群岛是越南和中国的双边争

议，中国 2 次（1956 年和 1974 年）使用武力占领了越南 Paracel 群
岛的所有岛礁、海滩等（当时由南越管理）。

世界二战结束后，世界秩序重新安排。随着科技发展，石油

危机和海上秩序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出现新法理变化，Spratly 群岛

主权争议开始萌芽与发展。“在南中国海进行两次非法海战（1974
年和 1988 年），中国现在实际管理全部 Paracel 群岛和 Spratly 的 7
个石礁”。16 通过两国不断努力，越南与中国已经签署北部湾划界

协议，但是因上面所提出的历史事件和国际环境背景，现在越南与

中国在南中国海还存在以下问题：

海域 / 岛礁 越南主张 中国主张 问题

1. 北部湾
湾口外

按照海洋法公
约，越南划界 
领海基线，从
此，确定越南 
的内水、领海、
毗连区、专属 
经济区、大陆
架。

中方主张按照
U 形线（1948
年出现）要求
中方在 U 形
线具有历史水
域。17

越南和中国都是海洋法
公约成员国，应该按照
公约所规定。特别是
2016 年仲裁庭曾经对
于中菲在南中国海理解
的争议作出判决，作为
成员国应该按照公约确
定国家的海域；U 形线
曾经被否决，因为根本
未有法理依据。诸多区
域内外国家都对 U 形
线主张表示反对，中方
应该按照公约提出主权
声索。

15 阮鸿曹：《南中国海——三个阶段、四个挑战、两个地区看法角度与一个
相信》，载邓婷贵主编：《寻找南中国海和平与法理解决手段》，河内：
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 153页。

16 同注 15，第 157页。

17 罗照辉外交部副部长在“合作角度下的南海”国际视屏研讨会发言，2020
年 9月 2日。网址：http://www.nanhai.org.cn/info-detail/22/9849.html。取
用日期：2020年 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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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 岛礁 越南主张 中国主张 问题

2. Paracel
群岛主权

越南主张Paracel
群岛（包括所有
的岛礁）是越南
拥有主权，越南
具有历史和法理
依据，中国非法
使用武力占领，
现在中方实际管
辖并且非法成立
三沙市、对于地
区的岛礁非法起
名，通过非法改
造岛礁的行为，
不断军事化。越
南通过向联合国
提交反对公函体
现越南主张并且
表示对非法、无
理主权国家反
对。

中方主张“中
国收回南海诸
岛，并于 1948
年公布了南海
断续线，此后
很长时间没有
国家提出异
议”。“上世
纪 70 年代在
南海发现油气
资源，有关国
家才开始提出
领土主张。
80 年代《联
合国海洋法公
约》出台后，
南海有关沿岸
国产生海域主
张重叠，使争
议进一步复杂
化”。18

中方使用武力占领岛礁
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第
六章：“和平解决纠
纷”。
中方说“很长时间没有
国家提出异议”是不准
确。越南当时国家分
裂，Paracel 处于南越
管理，并且当时有关
部门也有反对公函。
在 1996 年 5 月 15 日，
中国在 Paracel 群岛宣
布领海基线。该基线违
反了公约，因中国未有
合法主权，加上按照
2016 年判决宣布南中
国海未有石岛，只是礁
和滩，所以 Paracel 或
Spratly 都不是群岛，周
围的海域不能划界领海
线和专属经济区。

3. Spratly
群岛

越南主张 Spratly
群岛岛礁是越南
主权，越南具有
历史和法理证
据。

跟 Paracel 群
岛类似解释。

Spratly 群岛实体也跟
Paracel 群岛一样，就
按照公约和判决未有岛
只是礁、滩、水下暗礁
等。按照判决，南中国
海的各实体未有岛礁地
位，所以有关国家的重
叠水域缩小很多。

18 阮鸿曹：《南中国海——三个阶段、四个挑战、两个地区看法角度与一个
相信》，载邓婷贵主编：《寻找南中国海和平与法理解决手段》，河内：
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 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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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南中国海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影响到越中关

系。如上表所述，我们看出越中对于南中国海 Paracel 和 Spratly 群

岛的主张差异，以及有关公约和各国主张与判决的矛盾。南中国海

问题涉及到领土主权问题，所以容易引起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

自从海上问题日益发酵以来，每一次在海上所发生的冲突事件，都

受到越南社会舆论的关注和反对。经观察与分析可以得出南中国海

问题在越中关系有如下的影响：

其一、政治方面。越南学者阮庭廉（Nguyên Đinh Liêm）认为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使得越中关系减少政治互信”，19 使得双边关

系起伏变动。“南中国海问题就像弹力线一样，双边关系发展一

步，一旦发生海上事件又把双边关系拉回起点”。20 两国关系正常

化之后，为了建立战略互信，两国领导努力促进边境划界谈判，

特别是海上边境，北部湾划界协议都是双边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

端的证明。在 Paracel 和 Spratly 群岛，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未有进展

的两个主要关键问题是：（1）中方否认 Paracel 群岛有实际争端

（实际上是中方非法使用武力占领属于越南主权岛礁并且至今实

际管辖）；（2）在 Spratly 群岛，中方提倡双边谈判解决。实际上

Spratly 群岛涉及到五国六方包括：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

莱、越南和中国的台湾。南中国海争端日益升级，争端谈判走投无

路，因本质上 Spratly 群岛涉及到南中国海海岸各国，所以应该通

过多方谈判解决，但是中方希望通过中国 + 一方的双边谈判，所

以这种提案有关国家很难接受。在争端日益升级背景下，中国实际

上增加了干涉海岸国家开采资源的举动如：捕鱼、开采石油等。这

些行为直接影响到海岸国家的合法权利，直接违反了有关海洋法公

约的规定，使得地区关系不稳定和复杂化。比如：2014 年中国把

981 专井石油设在属于越南专属经济区、2019 年使用海洋地质 8 和

海警力量威胁越俄勘探石油合作项目等行为，导致越南社会舆论的

强烈反对。由此可见，海上主权问题对于中越政治互信的深刻影

响。在地区情况迅速发展与变化背景下，如果南中国海争端谈判未

19 阮婷廉主编：《中国崛起与越中关系》，河内：百科辞典出版社，2013
年，第 139页。

20 新浪网：《社评：阮富仲访华是中越友好巩固的信号》。新浪网站，
2017 年， 网 址：http://news.sina.com.cn/o/2017-01-09/doc-ifxzkfvn0889600.
shtml。取用日期：2020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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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际进展，该因素还是成为两国关系不稳的消极因素。

其二、经济方面。2014 年的海洋 981 事件发生后，越南的旅

游、农产品和水产出口遇到很多困难。中国和中国地区（香港、台

湾）在越直接投资和贸易暂时减少。海上情况稳定之后，双边经贸

关系又回到正轨。在中美贸易摩擦时，中越双边经贸关系高速度发

展，两国经贸关系需求在全球化和地区化背景下潜力巨大。越南与

中国除了地理位置优势，两国经贸关系有历史长久的优势，中国是

越南农产品巨大的消费市场，而越南是生产农产品国家，两国经济

具有互补性和结构依赖性。越南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和从中国进口原

料、电子零件等。最近几年，越中贸易关系中，越南一直处于逆

差，贸易失衡。越南现在是与很多地区和国家签署贸易自由协议，

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是经济开放的国家，所以希望将来越中经贸关

系稳定地发展，彻底解决贸易失衡现象，两国管控好海上争端，减

少海上消极因素的影响。

其三、社会舆论与宣传方面。海上争端因素深刻影响到两国社

会舆论。在海上事件发生之后，两国社会舆论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主要是消极的反应。这已经成为两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的压

力来源。在宣传方面，两国宣传工作都存在问题。这些因素引起了

两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事情日益复杂。在信息迅猛发展时代，如果

解决不好社会舆论和宣传工作，很容易导致两国人民的误解，造成

双边具有敌对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

其四、海上争端影响到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容易看出自从南中

国海问题生热发酵之后南中国海实际有巨大变化。在南中国海行为

准则有条款规定各方需要保持原状，并有所克制，不把事情复杂

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影响到越中社

会舆论的反应，一般的导火索都是中国单方行为，都源于中方对于

海洋法公约错误理解，要求海上主权越矩国际法和公约的规定。对

于中国主权声索越矩海洋法公约规定，最近诸多国家都对此表示坚

决反对。2016 年的判决已经明确指出南中国海地区的实体的本质

和海域的规定，该判决值得各方对于自己的声索做出调整。

3、越中关系限制消极影响稳固发展的建议

尽管越南和中国学者都同意认为“南中国海问题不完全体现越

中关系”，但是很容易看出该问题是非常敏感、容易引起越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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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南中国海问题是历史所留下，两国都需要努力和下大功夫解

决的问题。两国已经具有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成功案例，就是陆地

边境划界和北部湾划界，所以希望海上问题能够早日妥善解决，使

得南中国海将来变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

首先，我们认为要把南中国海问题分为越中双边的问题和有关

国家的问题。越中须对北部湾湾口外和 Paracel 群岛主权问题进行

和平谈判。在解决过程中，双边保持克制态度，管控好分歧，不把

问题复杂化，军事化，持原状，不进行大规模改造岛礁。上面曾经

提出两国的差异，我们认为无论双边有何差异，在现今世界，任何

国家都提倡按法律建立国际秩序，所以，越南和中国都要遵守有关

的国际法律，特别是海洋法公约。作为海域管辖的重要法律，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对于每个国家的海域做出最明确的声索。因此，越

南、中国和其他南中国海海岸国家，提出声索都需要按照相关规

定，避免无法理依据的声索，造成海域争端。从合法的领海线，越

南、中国和各国划出海域，从此明确确立各国的海域和其他海域。

对于 Paracel 群岛，越南具有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明显违法联合

国宪章的规定，使用武力非法占领越南的岛礁。中方应该按照国际

法的规定还给越南。

接下来，对于 Spratly 群岛。上面也提出该问题涉及到五国六

方，所以应该通过多边论坛，多方谈判解决问题。作为地区影响力

最大的东盟协会，我们希望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发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良好机制。朝着该趋势，希望每一个东盟

国家发挥作用，倡导国际法的最高地位，不断深化海洋法公约，促

进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文件谈判，为奠定地区和平稳定和合作打

下重要基础，有利于推进地区和平稳定。

总之，越南与中国是比较特殊的邻居国家，具有很多共同点。

双边关系在发展过程遇到阻碍。希望在两国两党的领导下，努力通

过和平方式解决海上存在的问题，使得两国关系登上新的台阶，对

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良好贡献。



85阮氏秋贤、阮氏芳花 越中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

参考文献

1. 法律与民主期刊（电子版）：《南中国海问题战略位置和越南在南中
国海的主权问题》。法律与民主期刊（电子版），2016。网址：http://
tcdcpl.moj.gov.vn/qt/tintuc/Pages/xay-dung-phap-luat.aspx?ItemID=83。

2. 黎氏金叉：《越南群岛和岛礁的重要性与南中国海问题主权争端问
题》，载杜进森主编：《南中国海：历史、法理与国际关系》。河

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 民智网：《海洋石油 981事件使得越南经济失去 GDP的 0.7%》，
民智网（Dân trí），2014。网址：http://dantri.com.vn/kinh-doanh/ts-
nguyen-duc-thanh-gian-khoan-hai-duong-981-lam-mat-07-gdp-14070846 
29.htm。

4. 阮鸿曹：《南中国海——三个阶段、四个挑战、两个地区看法角度
与一个相信》，载邓婷贵主编：《寻找南中国海和平与法理解决手

段》。河内：世界出版社，2016年。
5. 阮氏兰英：《为什么“历史权利”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年列
为历史仓库》，载邓婷贵主编：《寻找南中国海和平与法理解决手

段》。河内：世界出版社，2016年。
6. 阮婷廉主编：《中国崛起与越中关系》。河内：百科辞典出版社，

2013年。
7. 外资企业协会：《中国在越南投资 4759项目》。外资企业协会网站
（VAFIE），2016。网址：http://www.va�e.org.vn/detail/trung-quoc-da 
u-tu-4759-du-an-tai-viet-nam.html。

8. 吴士存：《南海局势趋缓还是趋紧》。网址：http://www.nanhai.org.
cn/index.php/Index/Research/review_c/id/190.html#div_content。

9. 新浪网：《社评：阮富仲访华是中越友好巩固的信号》。新浪网站，
2017，网址：http://news.sina.com.cn/o/2017-01-09/doc-ifxzkfvn0889600.
shtml

10. 越南快讯：《越南反对中国的游行在国际报纸吸引关注》，越南快讯
（Vnxpress），2014。网址：http://vnexpress.net/tin-tuc/the-gioi/bieu-ti 
nh-phan-doi-trung-quoc-gay-tieng-vang-tren-bao-quoc-te-2989137.html。

11. 越南快讯：《越南与中国在北部湾如何划界？》，越南快讯
（Vnxpress），2015。网址：http://vnexpress.net/tin-tuc/the-gioi/tu-lieu/
viet-trung-phan-chia-trong-vinh-bac-bo-nhu-the-nao-3133678.html

12. 越南快讯：《中国威胁在南中国海禁止捕鱼》，越南快讯（Vnxpress），
2016。网址：http://vnexpress.net/tin-tuc/the-gioi/trung-quoc-doa-siet-le 
nh-cam-danh-bat-ca-o-bien-dong-3398996.html。



86 Bui Thi Thu Hien, 
Nguyen Thi Phuong Hoa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the Vietnam-China Relations

13. 越南通信社：《越中贸易金额面向今年达到 1000亿美金目标》。越南
通信社，2016。网址：http://baotintuc.vn/kinh-te/kim-ngach-viettrung-
huong-toi-100-ti-usd-nam-nay-20160308193118005.htm。

14. 越南外交部：《有关中国资料和越中关系》，越南外交部网站，
2015。 网 址：http://www.mofahcm.gov.vn/vi/mofa/cn_vakv/ca_tbd/nr04 
0818094447/ns150401025706。

15. 越南外交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纠纷
解决指导基本原则》，越南外交部网站，2011。网址：http://www.
mofahcm.gov.vn/en/mofa/nr040807104143/nr040807105001/ns111 
012101302。

16. 越南网：《海洋石油 981与越中经济前景预算》，越南网（Vietnam-
net），2014。 网 址：http://vietnamnet.vn/vn/kinh-doanh/gi an-khoan-
hai-duong-981-va-kich-ban-kinh-te-viet-trung-186221.html.

17. 越南网（Vietnamnet）：《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
合声明》，越南网（Vietnamnet），2017年 1月 14日。网址：http://
vietnamnet.vn/vn/thoi-su/chinh-tri/toan-van-thong-cao-chung-giua-hai-
nuoc-viet-nam-trung-quoc-351979.html。

18. 中国研究期刊（电子版）：《对于中国设立海洋石油 981侵犯了越
南海岛主权事件回顾》，中国研究期刊，2014（电子版）。网址：
http://vnics.org.vn/Default.aspx?ctl=Article&aID=508。

19. Vina Corp：《越中贸易关系数据》，Vina Corp，2015。网址：http://
www.vinacorp.vn/news/quan-he-thuong-mai-viet-trung-qua-nhung-con-
so/ct-57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