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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缘何海上斗而不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翰灵  
 

  由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美国决定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 4 月 1 日表示已暂停与俄罗斯的合作。 
  当前,美俄关系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尽管美俄关系持续紧张,但有分析认为,双方不至

于真的撕破脸,而是“斗而不破”,这不禁令人想起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关系。冷战时期,苏美两军

在海上不断进行各种惊险“表演”,如双方舰机互相做出挑衅性的危险动作,但却从未擦枪走火或

爆发武装冲突,而是斗而不战,斗而不破。 
  这不仅需要勇谋,而且要相互遵守约定的“游戏规则”。双方军舰和飞机在海上紧张对峙,激烈

角逐,但未爆发武装冲突。究其原因,除了核威慑及其他政治因素,1972 年 5 月 25 日苏美海军之间

签订的《美苏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故的协定》(简称《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或 INCSEA)
起了一定的作用。 
  防止海上事故协定是两国或多国海军之间预防舰机相撞或擦枪走火的技术性规则。它不解决

主权和政治争端,其签署和实施不影响双方的政治主张及外交立场,甚至不排除军舰的故意冲撞。

苏舰对美舰的黑海撞击事件就发生在《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签署之后。1988 年 2 月 12 日,美
国两艘军舰在苏联黑海舰队塞瓦斯托波尔基地以南 7 海里的苏联领海内对苏军进行抵近侦察。苏

军舰艇在对美舰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向其发出“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信号后撞击美舰,迫使受损

的美舰撤出了苏联领海。这一击,苏联既维护了主权,表明了外交立场,又不至于爆发武装冲突。可

以说,该协定起到了管控危机的作用。这对存在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的国家之间在争议海域既

宣示权利又避免发生意外事故具有借鉴意义。 
  自《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签署以后,世界上有 11 个国家与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以此为样

本建立了海军之间的对话机制,其中包括 1993年和 1994年俄罗斯分别与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的有

关安排。1983 年,希腊与土耳其签署《防止公海和国际空域事故的谅解备忘录》及其随后的《防

止公海和国际空域事故指南》。1990 年,波兰与联邦德国依照《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签订了类

似的协定。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的对话及谈判成为 1993 至 1995 年中东和平进程中有关海事的两个

方面之一,另一个方面是搜救。1998 年,中国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

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1999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外长签署了一份关于缔结防止海上事故

协定的谅解备忘录。2000 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制定了多边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2001 年,印
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海军司令之间签署《防止海上事故合作指南》。此外,主要涉及海军关系的防

止海上事故协定还在国际上激发了涉及多个军种的更为广泛的双边军事对话,产生了《危险军事活

动协定》。 
  对此深有研究的大卫·F·温克勒博士,著有《海上斗而不战——冷战与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

定》一书,笔者认为研究此书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研究当前的国际局势。温克勒 1980 年大学毕业后,
加入美国海军,任海军少尉。那时,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温克勒首先被分配到一艘弹药船上服役,然后再调到油料补给舰服役。他所在的船有时候奉命观察

苏联海军的行动。他亲自观察并体会到了苏美舰机之间在《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的机制下互

动。因为对该协定的来历感到好奇,温克勒将之作为其于 1991 年在华盛顿大学的国际事务专业硕

士学位论文选题,并为此采访了在 1971 至 1972 年间参与该协定谈判的几位美国人。 
  随着冷战的结束,温克勒从美国海军退役,但仍继续担任海军预备役指挥官,并在位于华盛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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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美利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将其硕士论文扩大,涵盖整个冷战时期

的美苏海军关系。在美利坚大学就读期间,温克勒以海军预备役军官的身份在五角大楼工作,负责

准备美国和俄罗斯关于海上事故的年度讨论的文件及有关安排。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双方认为

《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作为一个沟通机制仍有价值。 
  在威廉·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美国试图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温克勒与加拿大海军指挥官大

卫·格里菲斯为此一起工作,温克勒试图证明防止海上事故协定的机制可以适用于中东地区。虽然

这些经验没有在中东地区被采用,但仍被世界其他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协定所采纳。在谈判 1998 年

《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期间,美国军方曾经咨询温克勒有

关海上事故协定的问题。当时的一个顾虑是,《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是针对双方的对抗关系,
如果谈判中美防止海上事故协定,会被认为是暗示着一场新的冷战。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

的。然而,温克勒指出,冷战时期产生的《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至今依然在发挥作用,缔约双方

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对抗,而只是竞争,类似于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