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13 年 第 2 期

中国参与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与大国责任

唐永胜∗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进程

加快,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中国海军参与亚丁湾反海盗行

动就是其中一个新的领域,也是维护国家权益、履行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的重要举

措,到目前为止,这也成为新中国海军成立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出动兵力最多

的海外行动。 中国是从 2008 年底开始参加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截止到 2012 年

底共派出 13 批护航编队,为 5000 多艘中外船舶实施了安全护航,并成功解救了

50 多艘中外船舶。
对中国海军来说,参加反海盗是比较重大的非军事战斗行动。 派出的护航编

队一般由 3 艘军舰组成,在第六批护航编队中,曾派“昆仑山”号登陆舰参加行动,
这是当时中国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排水量 1. 85 万吨,属于先进的现代化战

舰。 在 13 次护航行动中,南海舰队派出七次,东海舰队派出五次,北海舰队也有一

次。 即使距离亚丁湾最近的南海舰队,到目的地也有 4600 海里,需要经过南海、新
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并穿越印度洋,才能到达任务区。

在参与过程中,中国海军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合作得到逐步深化。 在护航初期,
中国海军主要采取伴随式护航,这种方式有自身的优势,就是保护彻底,但效率低。
后来加以改进采取分区式护航。 2010 年 1 月,联合国“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组”大
会批准了中国与欧盟海军、北约等海上力量在“国际推荐通行走廊”内实施分区护

航,从而大大提高了护航效率。 通过五年多的实践,中国军队积累了丰富经验,一
些官兵、舰只长期在外执行任务,素质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反海盗行动也成为中国

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过去的护航行动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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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参与反海盗行动是中国实现国家利益新的重要途径。 随着对外经济的

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海外资源和海上运输,其中石油对

外依存度已经达到 60% ,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石油分别占我国石油进口的 50%和

25%左右。 我国对欧洲和北非的海上商品运输,以及从中东进口石油,绝大多数都

需要经过索马里、亚丁湾附近海域。 亚丁湾护航的实施,使这条重要的印度洋北部

的运输航线有了安全可靠保障,为维护海上运输的正常秩序做出了贡献。 亚丁湾

护航力量的存在,还为中国在这一地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一支预备力量,为维护

中国在邻近地区的利益提供了有力支撑。 例如,在 2011 年利比亚撤侨行动中,中
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的“徐州”舰及时前往地中海海域为撤侨的商船护航,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与反海盗行动不仅属于硬实力运用,实际上还体现为软实力的运用。 通过

获取“软实力”来实现国家利益,提高国际地位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做

法。 积极参与亚丁湾反海盗活动有助于中国展示自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国

际声誉和对外影响力,而这可以被视为是中国一种“软实力”的获得,有利于实现

国家利益。 另外,中国参与反海盗行动同样可以从中实现权力的获得,国际机制是

权力的主体,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它也是权力的一个来源。
第二,参与反海盗行动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实践。 作为重要的国际护

航力量之一,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积极与各国护航舰艇在海上联合行动、信息情报共

享、后勤装备保障及护航法律事务等领域开展合作。 如与印度、日本等国家的护航

海军开展班期协调,提高护航行动效率。 为分享护航行动经验,推进护航合作,中
国海军于 2012 年 2 月在南京召开了国际护航研讨会,20 个国家、四个国际组织派

出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海上安全合作方面的努力得到与会

各方的高度评价。
积极参与国际反海盗行动,表明中国正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的

贡献,因为不仅中国的安全和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国际社会也同样需要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中国在维护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坚持参与

联合国授权下的国际安全合作,支持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从这个角度讲,中
国的海外护航行动具有特殊意义:一是进一步丰富了“大国责任”的外延;二是表

明中国是恪守联合国机制的大国;三是说明“和谐世界”理念不是空喊的口号,而
是中国在不懈努力付诸实现的具体行动,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护并最终实

现世界的持久稳定和共同繁荣。
塑造并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要求。 事实上,近年来随

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猜

疑,以“中国责任论”为代表的对中国作为地区乃至全球大国的责任要求,都在国

际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 这种国际舆论的形成和扩散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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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影响力无疑都具有消极的影响。 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对亚丁湾护航行动的参

与正是在以实际行动驳斥指责、担负责任,是实现国家利益与履行国际责任的重要

契合点。
第三,参与反海盗行动是中国实现外交战略的重要平台。 护航行动也是中国

军事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我国开展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领域,护航行动

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在推动我国与相关国家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加强交流等方面

发挥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

的护航外交。 在遵循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护航行动,履行

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并通过与联合国、有关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维护海洋安全,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

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和平友谊之邦和我军威武文明之师良

好形象的军事外交活动。 参与护航行动也给中国军队提供了解世界的机遇和展示

形象的舞台,也给世界提供了解中国军队的窗口。
事实说明,反海盗需要进一步强化合作。 和传统海盗相比,今天海盗的劫持能

力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其装备得到了很大发展。 不同的海盗船只之间战术配合得

非常默契,分组负责、职责明确。 甚至海盗也并非在亚丁湾附近独立作案,他们在

欧洲设有专门的情报收集人员,收集商船航行情报,以便有针对性地实施劫持。 因

此,在新的条件下,不仅反海盗行动还须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反海盗合作也必须不

断强化,在多领域立体化实施才能达成应有的效果。
第四,参与反海盗行动也是推动中国军队建设的重要手段。 参与护航行动是

一项以军事行动为主的综合性任务,从部队组建、人员培训到物资筹备、轮换输送、
后勤保障、执行任务等每个环节都十分繁琐复杂,对部队指挥员的军事谋略、组织

指挥、训练管理和官兵综合素质都提出很高要求,能够使官兵在组织和指挥能力、
综合素质等方面得到全方位锻炼,有利于中国全面推动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发展。
另外,通过护航行动进行对外合作与交流,了解和学习外军先进经验。 在信息化条

件下,世界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军事变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了解和学习外军先进经

验,能够加快推进部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能力建设。 中国参与护航行

动,开展与各国的军事合作与交流,是中国充分了解和学习外军经验的有利时机。
通过相互融入式的合作与接触,中国对外军的军事理念、管理方式、训练手段、作战

思想、人员素质等方面都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这比道听途说或从书本上学到的要

深刻和及时得多。 这些认识和体验还将进一步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供宝贵经

验。 此外,中国护航官兵必须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护航行动有助于部

队了解当地的民族、宗教、文化和气候条件等情况,便于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法

研究和模拟训练,提高打击海盗的针对性和行动效率。 作为一项军事行动,长期护

航对部队的后勤及装备保障能力也有较高的要求。 现代战争要求军事行动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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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机动性,对军事后勤及装备的保障要求也相应提高。 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内达成作战目的,军事行动必须做到快速高效;机动性强的军事行动必然要求快速

而充足的补给保障与之相适应。 通过护航行动,对中国海军的后勤装备保障能力

进行了真实的应用体验和实践比较,同时,也为了解外军的后勤装备保障能力提供

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有利于自身的体制优化和装备革新。
简言之,通过过去几年护航经历可以看出,打击海盗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期努

力,合作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而由于自身实力和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能力都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在未来维护国际安全中的作用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

间。 实际上,随着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安全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多。 如果一个国家仅

仅盯着自己的利益而看不到合作的必要性,最终也难以维护好自身利益。 国家间

利益日益错综交织,应适应这种重大的变化。 亚丁湾和索马里一带人民比较贫穷,
一些人放下枪是渔民,举起枪就变成了海盗,海盗猖獗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在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仍不见明显改观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和国家的贫困现象还可能

进一步加剧。 海盗威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

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表现出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

全球性。 恩格斯曾说过:“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 没有任何出路。”①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多,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结果越来越难以

预料。 如何从根本上消除海盗威胁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长期工作。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应该高度敏感。 在筹划

国家安全时,尤其要注重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特点发生了什么变化。 概括来讲,随
着国家间联系的增强,零和型的安全关系正在逐渐转变为非零和型的安全关系,这
种变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将产生深刻影响。 非零和安全关系的发展和深化,对
筹划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以色列

总统佩雷斯曾经说过:我们正在从一个敌我界限分明的世界向就连威胁都难以界

定的世界过渡。 一个处于紧张对抗和战争威胁的国家总统,有这样的认识,非常难

得,也更有警示作用。 这是对当前国际关系现实的一个比较准确描述。
未来,中国还将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 通过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为国家的现代

化服务;对国际体系发挥应有的重要影响,使国际制度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生存和

发展;在国际体系中传播中华文明,最终成为国际体系典章制度的重要提供者,从
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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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第 63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