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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一、疆域与国界 

 二. 何谓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连
续不断的管辖？ 
三、南海诸岛的收复 

 四、关于南海断续线 

 五、南海仲裁与菲律宾的领土声索 

 结语 



 2016年7月12日，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宣布最终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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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中国曾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
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也已经在与《公约》关于
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不一致的范围内归于消灭。仲
裁庭同时指出，尽管历史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
航海者和渔民利用了南海的岛屿，但并无证据显
示历史上中国对该水域或其资源拥有排他性的控
制权。 

 仲裁庭还认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
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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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法》第14条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
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政府在历史性权利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不因
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洋区域制度的建立而放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周边海域所享有的历史性权利。 

 尽管学界尚未对历史性所有权及其内涵形成明确的
规定或取得公认一致的认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
定历史性权利的理由，因为这个问题在国际法学者
的论述中已被多次提及并在国际法院裁判实践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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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张“历史性所有权”的国家对该海域行使权利 

②行使这种权利应有连续性； 

③这种权利的行使获得外国的默认。 

在历史性权利问题上，国际社会存在着较为广泛的共识   
——《领海与毗连区公约》（1958） 

——《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1962 

  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本继承了1958
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在“历史性权利”问题上的精
神。在其第15条、第298条中规定了“历史性海湾”、“
历史性所有权”、“特殊情况”和“公平原则”等制度
，继续赋予“历史性权利”以“例外条款”地位，肯定
了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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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习惯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真实 

 它还应该是在国际社会长期的国际交往中逐渐产生
和累积而成，具有地域上广泛性、时间上连续性和
行为模式上同一性； 

 是能够运用历史性证据来证明的客观事实（可证实
性），即，要证明一项国际习惯的存在，必须运用
丰富而确实的事实、行为、资料和文献等证据； 

 不仅建立在一般国际惯行基础之上，还通常与国际
社会的承认和默示等具体行为或历史事实相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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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汉、晋、隋、唐、宋
、元、明、清，各王朝都
将其临近的王国视为依附
，或又贡纳义务的藩属。
在儒家学说位居正统的影
响下，中国与东南亚关系
在清朝灭亡前均是王朝与
藩属的关系。这些‚南夷
‛的风土民情、交通物产
的记录都是进入王朝正史
的。 

 摘自：《明帝国与南海诸

番国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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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夷秩序观念在上古时期就出现，是晚清以

前东亚国际关系总原则。天下由“华”加

“夷”而构成； 

 华夷秩序结构特点是“中心—边缘”，强调

儒家的君臣关系，在封建君王眼里，所有夷

狄国家对中华的关系，是一种以臣事君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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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一名，在先
秦时代，是九州之外
的‚四海‛之一 

 对东南亚地区统称为
南海诸国 

 明代有‚东洋‛‚西
洋‛之分（《岛夷志
略》） 

 清代以来又习称‚南
洋‛ 

 二战后才称‚东南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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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已经开辟了通过

南海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魏晋
南北朝期,各地政权都很重视对东南沿海的
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发达。长期的航海

和生产实践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对海洋的认识
,并很早就发现了南海诸岛,对之进行了记载
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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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海中，到珊瑚洲，洲低
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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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二十年（西元一七五五年）绘制的
‚皇清各直省分图‛、嘉庆十五年（西元
一八一○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
全图‛、嘉庆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一七年
）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 
1864年‚广东省河六门缉私地舆图‛ 

 这些地图都是属于清朝官方绘制的，并均
冠上‚大清‛二字，南海诸岛属‚大清‛
的疆域之内，不注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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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ct003403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国.jpg
1811ct003403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国.jpg
1811ct003403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国.jpg
1864广东省河六门缉私地舆图.jpg


 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对清帝国
影响如何？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存在
着有意识的自我认定、法理确定并取得国际法意义
上的国家承认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清朝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一八七六年赴任时
曾途经西沙群岛，在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中记载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
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计当在琼南二、三百里，
船人名之曰齐纳细（按即China Sea），犹言中国
海也。……左近柏拉苏岛（按即Paracel Islands即

西沙群岛），出海葠（参），亦产珊瑚而不甚佳，
中国属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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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874年以前，安南还
仍然是中国的藩属国， 光
绪九年7月24日两广总督张

树声接越南王阮福昇禀，请
准由海道入贡（原取道镇南
关陆路），直至8月12日才

允许由海道入贡。越南所称
对这片海域的主权权利根据
从何而来？ 

 《粤海关志》卷21-30
（1779-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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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文明在时间中发展与空间拓延的
关系,表现在政治史的连续性和国家疆域的
关系上。清代前期,“中国‛的概念仍旧沿袭
传统的说法,即把清王朝所能达到的直接统
治区域称疆域； 

 清朝既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也继承
了历史上周边民族活动的领地,清朝的所谓
‚开疆拓土‛,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行
之有效的管辖,对边海疆各民族直接进行行
政管理。 

 
 



 疆域（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有何区别？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areas near or 

beyond a boundary. The term came from 
French in the 15th century, with the 
meaning “borderland”—the region of a 
country that fronts on another country. The 
word “frontier” also means a region at the 
edge of a settled area, especially in North 
American development. It is a transition 
zone where explorers, pioneers and settlers 
were arriving. That is, as pioneers moved 
into the “frontier zone”, they were changed 
by the en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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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一般指一个区域或范围。‚对特别协定的法语
文本运用frontière maritime（海洋疆界）……这

个词可能不适当地指两个主权国家的实际边界。不
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赋予法庭的任务只与
划分局部管辖权的不同形式有关，也就是说，现行
国际法（包括条约法和一般法）承认沿海国家对它
们领海之外的一定范围的海域及海底有‘主权权利
’……‛ 

  【 ‚关于缅因湾地区海洋划界的判决‛（1984年10月12日） 《国

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续集） 海洋出版社，1990年 页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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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frontière一词具有在国家间划分界线的
涵义，但在法文条约中解释边界（boundary）时

，它也指一个国家可以行使管辖权的一块土地或一
个特别区域……一般来讲，界限指出了一个领地的
范围，而疆界的作用是分隔两个国家。‛ 

【《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续集） 海洋出版社，
1990年】 



 海疆，传统意义上是海岸线和领土的统称； 
 一个主权国家行政管辖所能够到达的地域范围； 
 实施行政管辖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中央政府； 

 一个国家人民生产活动及其管理的范围，是各民
族人民劳动、开发，经年累月地拓展，再加国家
对这些地区实行有效管辖而逐渐形成的。 

 中国古代的海疆不是岸线、岸带的概念，不是‚
界线‛的概念（不存在藩属国与宗主国划界分疆
的历史条件），没有“大炮射程”的规定，更没有
领海、公海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海疆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它不属于15
世纪以后的“蓝色圈地运动”瓜分的结果。 
 



 是中国人民借助西高东低、百川归海的中国自
然地理态势和对航海活动十分有利的规律性海
流和季风而在这一区域活动的范围； 

 是在历代中央王朝恩威并施的政策推动下所形
成的内陆中原文化和沿海百越文化的融合； 

 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华夏‚五方之民
”之‚多元一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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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刘南威统计，“更路簿‛共载有西沙群岛俗名 34 
处，南沙群岛俗名 80 处，诸版本“更路簿‛所记南
海诸岛俗名总数要超过上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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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口头相传，到明初形成抄本。现在机动船代替风帆船以
后，许多老船长仍能背记，内容包括海区划分、岛礁地貌
、海况航线、观天知识、水文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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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人雅各普1561年绘写的“亚细亚地图‛中，将
永兴岛记为polu mio(猫叫岛),这是对渔民俗名”猫峙”
的直译,实为‚锚峙（岛）‛。类似的例子很多。 

 南海诸岛俗名以语用为目的，因实用而流行，因流行
而沿续，几百年来，不仅在海南渔民的航海实践中相
习沿用，而且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有转译的文献记录
。（王彩：海南渔民抄本“更路簿‛所载南海诸岛俗名再研究  琼州学院学报，2015，3
） 

 1935年1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
第一期正式发布了南海诸岛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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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部分）


 筹建中的南海博物馆供稿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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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去西沙和南沙群岛的渔船一般
是二桅或三桅风帆船，载重二三十
吨至四五十吨，每船配舢板4-7只

，舢板用于捕鱼作业，大船用于食
宿。 

 每年冬季，渔船乘东北季风南下，
先至西沙群岛，一部分船只就地作
业，另一部分船只继续南下至南沙
群岛，第二年春末夏初，再乘西南
季风北返海南。 

 不知从何时起，渔民开始驻岛作业
，每岛一般留下三五人，需要储备
半年以上的粮食以及其他生活用品
，直到冬季大船来时才能获得补充 

 渔民驻岛期间，继续从事各项渔业
生产，并也从事捕捉海鸟、种植果
树、番薯、蔬菜和饲养家禽等活动
。渔民驻岛的时间长短不一，少者
一二年，多则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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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证 

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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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环境对任何一个国家
或民族的疆域形成都会有
很大的影响。 

 位于亚洲之季节风区：冬
季东北季风和夏季的西南
季风，海流也随信风而生
——东北信风皮流及西南
信风皮流两种情况，为自
古为我国闽粤帆木渔船到
达南海诸岛提供方便，并
在第二年返回大陆，其范
围大致与断续线类似。这
就是为什么少有周边国家
有相关记录的原因。 

 

（档案为广东接收专员麦蕴瑜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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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船2
古船2


  明代《 东西洋考》（1617）介绍深海渔船上的人员分工

，‚ 财副一人，爰司掌记；又总管一人，统理舟中事，

代舶主传呼；其司战具者为直库；上樯桅者为阿班；司椗
者有头椗、二椗；司缭者有大缭、二缭；司舵者为舵工，
亦二人更代；其司针者名火长‛； 

 每年去东沙并在此经营的中国渔船,不下数百艘。据广东
香山县渔民向清政府出具的证词,渔民们一般每年要来此
三次,主要是捕鱼,在岛上进行腌制,也捕玳瑁，在岛上去鳞
晒干。每次能收人2万元左右,沿海一带普遍有‚要发财、
趁东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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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商两便：用‚采海捕鱼‛的合股方式来填补 ‚ 

租往南洋‛的空船，到达南沙之后再将渔民分放各
岛，空船再往新加坡等地从商。  

 中国大陆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所形成的航路。 

 

 

56 



57 



58 



59 



 海关档案中的巡弋范围与主权行使范
围 

 国土开发讨论的会议记录 

 地图标绘 

 文献记载 

 设立机构 

 岛屿命名 

 缉私、捕盗 

 外交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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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为清海军节度，宋平刘牵长，复
建方镇，为一都会，提举十六州兵甲
盗贼，控外海诸国，有市舶之利，蕃
汉杂处。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
营垒在海东西二口，阔二百八十丈，
至屯门山二百里，治守鱼入海战舰。
其地东南至大海四十里，东至惠州四
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
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
十里。”(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
广南东路，第15-16页，宋庆历四年(1044)成书，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明正德问刊本影印。 

62 



63 



 一八三八年，清代严如煜撰‚洋防辑要‛，书中记
载：‚海口有三路设巡海备倭，官军以守之，春末
夏初风汛之时，督发兵船出海防御，中路自东莞县
南头城出佛堂门、什学门、冷水角诸海澳，海船自
东莞之南亭门，放洋至乌猪、独猪、七洲三洋，星
盘坤未针至外罗，坤申针则入占城，至昆仑洋，真
于午收龙牙门港，则入暹逻，若番贼海寇，则入什
字门打刦，故防之。‛ 很明显的，清廷已把七洲洋
和昆仑洋纳入海军巡逻的管辖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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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19年4月11日 行政院致海军部长杨树庄函 

 行政院关于切实制止日本船只侵入东沙群岛捕鱼致
海军部、广东省政府训令稿（1930） 

 行政院关于交涉日本渔船侵入东沙群岛包围广东省
政府所派船只致外交部海军部令稿（1932） 

 行政院关于注意保护渔业主权致实业部指令（
1933.9） 

 内政部有关于缉私范围与渔业区域的会议纪录致交
通部的公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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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海海战中冲向敌舰的北洋海军“致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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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大开口‛ 
1898年法国Le Petit 
Joumal 的分食中国大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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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当时西方的漫画 时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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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4月13日，法国侵略者派炮舰“马里休士”

号侵占南威岛，因受季风影响，未能达到目的。 

 1931年12月4日，法国声称安南对西沙拥谓的“先

有权”。中国政府于1932年7月驳复法国外交部，

但法国没有答复。 

 1933年4月，法国派炮舰“阿勒特”号及测量船“

阿斯特罗拉勃”号侵占南威岛附近各小岛。 

 1933年7月，法国政府开宣布占领南沙九小岛。

1933年12月12日，法国总督巴士基氏下令将九岛划

入南听巴地省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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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7月，外交部照会法使馆，请法国将占领各

岛名称及其经纬度分查复，咨询海军部、广东省、

马尼拉、法国使馆等相关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对法

占各岛进行了查证，秘密收购法国和越南地图和资

料，积极进行对策研究。 

 民间团体也纷纷抗议，特别是琼崖同乡会等发表函

电。 

（二）关于法国占领南沙九小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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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初，日军强佔东沙岛，在岛上兴建飞机场

；5月，外交部公函中就有，据琼东县渔民报，西

沙群岛被日人占。 

 1938年2月28日，日军占海南岛。 

 1938年3月30日，日军驱逐法人，占领南沙群岛。 

 1938年4月9日，日军正式宣布占领东沙、西沙、

南沙等群岛，并改名为“新南群岛”，隶属于台

湾高雄县治。 

 1938年5月，中国与法国洽商军事合作问题，防止

日军入侵海南和越南。 

（三）关于法国和日本侵犯南海诸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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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失败，清
政府与1895年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 

第二款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略） 

当时日本海军部主张，与其割取辽东岛，不如割取台
湾全岛，以便作为南进政策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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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
……如日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战‛——丘逢甲 

 基隆及狮球岭之战后，台北陷落，‚始政典礼‛宣
布台澎‚归入大日本版图‛； 

 新竹征讨，日军在‚扫攘‛和‚南征‛中大肆烧杀 

 反割台斗争在台各地此起彼伏，宜兰、嘉义、云林
、苗栗、南投均发生激烈抵抗，及至1930年的雾
社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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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三省堂出版了《新制最近日

本地图》（增订三版），日本‚管辖
范围‛在南海、台湾地区的标识出现
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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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3年日本地图中，其版图并未出现‚新南
群岛‛字样。例如日本出版界享有声誉三省堂的
《新制最近日本地图》（增订版）。 
 

 20世纪30年代初，‚新南群岛‛成为日本非官
方对南沙部分岛礁的称谓，而日本官方很少如此
称呼。 

 1936年日本政府在议会质询文书中，开始公开
声称‚新南群岛‛了，但未正式划入版图。 
 

 迨至1939年3月，日本将新南群岛编入高雄市之
管辖区域，但日本对群岛范围的认知，基本上还
停留在以前的水平。 
 

88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人对南沙岛礁的
命名日渐增多，达85个，这比法人名名
的岛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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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在中国驻军、租界
、领事裁判权、控制铁
路、邮电事业等等，虽
有条约，也是违反当时
的国际法的，日后的废
除不平等条约是有法律
依据的。 

 惠顿在《万国公法》中
阐述“无主地”的概念：
从未被占领的土地或曾
经被占但又被占有方放
弃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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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保障成员国的领土
完整和政治独立（第10
条） 

 防止战争的行为（第11
条） 

 在解决争端前不得诉诸
战争（第12-15条） 

 成员国有义务对任何违
反盟约、进行战争的成
员国采取行动，直至使
用军事力量（第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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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宣言》    中
文节录 
 

 ‚三国之宗旨，在剥
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
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
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
中国之领土，例如东
北四省、台湾、澎湖
群岛等，归还中华民
国；其他日本以武力
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
，亦务将日本驱逐出
境 

‚中日和约‛节录 

 日本放弃对于台
湾及澎湖群岛以
及南沙群岛及西
沙群岛之一切权
利、权利名义与
要求，也放弃了
自辛丑条约以来
的在中国之一切
特殊权利及利益
。 

现被菲律宾和越南占据着的这一群岛是战后
日本侵占而又被迫放弃之我国领土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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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占‛意即日本的侵略 
 ‚归还‛说明正义的伸张 
 ‚放弃‛掩盖不了‚归还‛的本质 

 
 即便是用以往所谓领土获得5方式（先占、时效、添附
、割让和征服），‚新南群岛‛并入日本版图也是非法
的，因为它不符合当时的国联、后来的联合国宪章，割
让和征服在两个宪章中均被作为侵略战争而被禁止，也
因而在法律上应予‚归还‛物主，而非‚放弃‛能代替
的。 

 战后某些国家的领土变动，有的是以民族自决原则为根
据，有的是以恢复被侵略前原状为根据。‚新南群岛‛
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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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
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
布告‛——1941年林森代表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

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
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
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开罗宣言》，
194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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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
于本洲、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
小岛之内。‛——波茨坦公告，1945.7.26 

 

 ‚此次受降典礼，经于中华民国34年10月25日上
午10时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均已顺利完成。从今天
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台北公会堂受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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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

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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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公告 

第8款：开罗宣言之条款

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
权必须限于本州、北海
道、九州、四国及吾人
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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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9月13日上午，外交部美洲司召集内政部

（傅角今）、国防部（马定波）、海军司令部

（姚汝钰）和本部有关人员会商： 

 （1）如何厘定该群岛的地理位置及名称； 

 （2）如何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该群岛； 

 （3）倘因接收而引起外交问题应如何准备交涉

材料。 

 会议决定：由国防部协助广东省政府从速接收

团沙群岛，至于接收的地理范围由内政部拟定

；关于该群岛之地理位置及所属各岛名称应由

内政部绘制详图重新拟订并呈行政院核定。 

（四）关于战后中国政府接收南海诸岛和断续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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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海领土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滩,此项范围抗战前
我国政府机关学校及书局出版物,均以此为准,并曾
经内政部呈奉有案,仍照原案不变。 

（2）西沙、南沙群岛主权之公布，由内政部命名后

，附具图说，呈请国民政府备案，仍由内政部通告
全国周知，在公布前，并由海军总司令部将各该群
岛所属各岛，尽可能予以进驻。 

（3）西沙、南沙群岛渔汛瞬届，前往各群岛渔民由

海军总司令部及广东省政府予以保护及运输通讯等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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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沙群岛既已为我领土，且其接收之范围系
依内政部所制之南海诸岛位置略图（见附图）所
示之全部范围，之所以划定这个范围，是因为在
30年代中国出版的地图上已将北纬4度曾母暗沙
定位疆界的最南端； 

（二）（岛屿）……即使经济与军事价值皆不具有

，然既为我之主权所在，虽一石一木似不应弃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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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郑资约老照片（美国，央视）
1.南海诸岛位置图(内政部方域司制)
补充郑资约老照片（美国，央视）
1.南海诸岛位置图(内政部方域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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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地图周刊
中央日报地图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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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律宾政府依据UNCLOS第十五部分，向中国提出
的强制性仲裁的照会，包括南海U形线在内的8个岛

礁（美济礁、西门礁、南熏礁、渚碧礁、黄岩岛、
赤瓜礁、华阳礁及永暑礁）的法律地位； 

 南海断续线的‚澄清‛已经成为各种事件、各种有
关国际场合绕不开的关键问题；也是舆论界、学术
界和话语权争夺必谈的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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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名称——U形线，断续线，九段线、岛屿归属
线、历史性所有权范围线……西方和声索国不是不

知道，我们也不是没有宣传，但要求‚澄清‛仍不
绝于耳。 

 一是只表示形状，不表示性质的名称所带来的疑问
误解 

 二是明知故问，逼我表态，用敏感问题占据舆论的
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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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马事件中报纸上的南海疆域实线图 《中国分省新地图》（亚光，
1948）的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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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归属线的地图根据
是《位置图》，但符号

仍是国界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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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本

沿袭了国民政府地图的画法，只是
未在当页以图例形式标明其性质，
而一般在总图例中表明‚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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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土：主权国家管辖下的全部疆域，属于空间的范
畴。包括陆地和河流、湖泊等内陆水域及其底下层
，以及与陆地相连的海港、内陆湾、领空和领海。 

 岛屿=陆地领土（领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为邻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内水的一带海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土包括……一切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领海及毗连区法） 

 1948 年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正式出版由傅角今

主编、王锡光编绘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
南海诸岛位置图》是作为该图的附图。 

 显然，南海诸岛就是归属在国家行政区内的，也就
是说在国境范围之内的（林遵给海军部的报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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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依据U形线所建立的海域主张违反UNCLOS，
因而在法律上属无效。 

 四个礁均不位于中国可主张的大陸架中，对其佔領
行為以及在上的建筑行为，均系违法； 

 黄岩岛等仅有主张12海里領海的权利，中国在其周
围12海里外的广阔海域中行使海域管辖权，违反
UNCLOS。 

 中国违法地干涉菲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外之海域当
中依据UNCLOS所得享有的航行权以及其他权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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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根据UNCLOS提出自己在南海的权利的

，不存在争端。所谓争端，在面积或范围，换
言之，断续线内的岛礁主权归属，恰恰是
UNCLOS 附件7 的仲裁庭无权处理的问题。 

 领土争端问题，不仅仅是仲裁庭不能解决的，
也不是UNCLOS的目的。线内四个群岛的领土
主张，是UNCLOS之前中国政府早已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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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的目的和实质是领土声索！ 

控告别人，先要弄清楚根据是什么？ 

站在别人的土地上，控告权益被侵占
了，这是什么行为？ 

侵害和被害还有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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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一个国家使用武力
侵犯另一个国家主权、领
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一国使用武力侵入或攻
击另一个国家的领土，
或因这种侵入或攻击而
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
不论时间如何短暂，或
者使用武力对另一个国
家领土的任何兼并； 

 

 侵略国（1）对他国宣
战者；（2）虽未经宣

战，而以武装力量侵入
他国领土者；（3）未

经他国政府许可即将其
陆海军或空军部队登陆
或开入他国境内者。 

 侵略罪侵犯的客体是受
国际法保护的被侵略国
家的主权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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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侵略的谴责 

 避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以侵犯
他国的国际疆界 

 禁止以国家领土为非法使用武力
的军事占领的对象 

 不得采取旨在局部或全部破坏另
一国国内统一及领土完整的任何
行动 

凡违反国际法义务或条约的行为都是
国际不法行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所承担的责任，即国家的国际责任，
其法律后果为（1）停止；（2）赔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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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政部关于新南群岛的资料一事致行政院秘书处
公函 

  (1947年4月1日) 

 事由：函为关于新南群岛资料由（中华民国三十
六年四月一日）收到 

 拟办：拟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未寒代电暨一附
件抄送内政部，并抄送外交国防两部。 

 决定办法：梦麟印四月三日  李德四月二日  卉
昌四月二日 

 内政部公函发文0350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三日 

 奉行政院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从陆字第8591号训

令，抄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代电，为新南群岛
有关我国领权证据及附件下部除存备参考外，查
原电内称‚新南群岛原称团沙群岛，早隶我国版
图，后为日本侵占划归前台湾总督府管辖，业将
调查资料、图表电呈察核在案‛等语，关于该长
官公署前次电呈各项调查资料，应请查照，拟赐
一份贲部备查为荷。 

 此致行政院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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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高雄港务局接管
新南群岛长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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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档案透露，‚查民国二十二年法国欲占领新南
群岛时，曾引起中日法三国外交上之折冲，其时菲
律宾尚为美国领属，其当局曾宣称‘既不考虑该群
岛是菲律宾之领海，复以该问题无关菲律宾之利益
。由此菲律宾总督府亦不关心此事。’‛（见昭和
十四年《东亚情报》三二六号一三页至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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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某些国家的领土变动，有的是以
民族自决原则为根据，有的是以恢复
被侵略前原状为根据，南海诸岛的主
权回归无疑属于后者。‚侵占不构成
主权‛一直是一条普遍接受的国际准
则，不管这种侵占持续多少时间。 
 

13
9 



 菲律宾提起仲裁的目的是要推动自己的领土声索，
这毋庸讳言，路人皆知。无论是菲方，还是它的后
台策划者，明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管不到领土分歧，却绕着圈子让仲裁庭
来裁决它的海洋权益相关主张。因此，无论是“中国
在南海断续线内海域主张历史性权利的合法性”（第
1、2项诉求），还是“中国入侵菲方专属经济区海
域及大陆架行为之合法性”（第5、8、9、12、14

项诉求）都已度过了可受理性的审理和管辖权的障
碍，将仲裁与领土纠纷的非法联系变成了合法对应
关系，成功地转移了舆论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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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于2006年已经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

提交了声明，将涉及海洋划界等争端排除在包括仲裁
在内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后者涉及专属经济区
等海洋法的新规定，中国的主张没有违法国际法，而
恰恰是根据‚公约‛提出自己在南海的权利的。 

 菲律宾清楚这一点，因为在签署1982年《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之宣言(1982年12月10日）(The 
Philippines„ Declaration Upon Signing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10 December 8)时，
菲律宾就明确地告知“菲律宾共和国同意依据海洋法公
约第298条规定的解决争端之程序进行和平解决，不
能因这被认为是自毁菲律宾之主权。‛ 

 同样的条款，不同的对象执行产生不同的结论，对于
事实的扭曲和话语权的掌控，折射出国际政治斗争的
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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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片中国岛礁被外国军
队占领的事实不仅没有受到
应有的谴责，中国维权的声
音和行动却反而受到指责。
权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
被颠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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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南海诸岛留下如此多
的文化烙印，也没有哪一国政府像中国那样虽历经
改朝换代，却始终如一地在航海远征、岛屿命名、
诸岛地理位置的详细记载、官方地图的明确标绘、
官史的文字描述，及至巡洋、缉私、剿匪、捕盗等
方面留下主权行使记录，所有这些出自不同时期代
表中国并共存于当代的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历史证据
表明，南海诸岛领土取得，是符合发现、先占、默
认和有效管控等国际法承认的前提条件的，其结果
应是主权地位的法律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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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作为海上运输通道，连接亚太地区与世界主要经济
体，是世界上第二繁忙的国际航道。每年有一半以上的
世界超级油轮通过马六甲、巽他和龙目海峡，其中大多
数继续航行至中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一些主要
的原材料和能源，如原油、液化天然气、煤和铁矿石等，
都是经南海运往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就石油与液化天
然气而言，经南海转运的数量比经苏伊士运河转运的多
3倍，比经巴拿马运河转运的多15倍。 

 当前中、日、韩经济对南海航线的依存度已经分别高达
85 7%、90 6%、87 3%，如此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在
传统安全框架中举足轻重，区域内外势力的安全利益交
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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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的

‚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提
交的一份勘察报告指出，越南沿岸及邻近海域、南
沙群岛东部及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
海周边各国本来就已经觊觎着南沙海域的矿产资源，
该报告的出炉无疑证实了‚南沙海域作为油气资源
富集区‛的种种猜测，刺激周边国家加速抢占南沙
海域资源。再加上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
发，更加提升了南沙海域资源具有的潜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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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于20世纪30年代入侵西沙和南沙群岛，为越南在
南沙的权利主张提供了借口。南越驻菲律宾公使高太宝
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接见记者时称，南沙群岛是法国
殖民政府辖区的一部分，法国赋予越南以主权后，也将
南沙群岛的主权给了越南。其后，越南又在多种场合重
复这一主张。 

 1951年7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就是冷战的直接
产物，其第二章第二条中写明‚日本放弃对斯普拉特利
群岛（我南沙群岛）和帕塞尔群岛（我西沙群岛）的一
切权利、权利依据和要求‛，但没有明确日本放弃的权
利由哪个国家收回或继承，故意埋下日后争端的种子。 

 菲律宾则一直觊觎部分南沙岛礁 ，早在1933年九小岛
事件时，就声称九小岛应为菲律宾所有，1956年的克
洛马事件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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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内外国家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相互借重以多种
方式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积极发展与区域外大国
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增强区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在
南沙角逐中的介入程度，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企图借美国介入南海而壮大声势成为东南亚有关国
家的重要选择。尤其当中国力量的成长和中国声音
的增强，自然带来不安、猜忌与防备，出现了针对
我国的反制行为，且这种行动具有联合起来对抗、
由原先的‚大国平衡战略‛开始向服从于美国‚重
返亚太‛（后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倾斜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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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海洋法会议历时9年通过了
一部新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公约确立的12 海里领

海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战略性胜利，公约把深
海大洋海床底土及其资源规定为‚人类的共同继承
财产‛，有效地扼制了帝国主义掠夺深海大洋底部
资源的行动。但公约的产生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根据新的海洋法公约规定，位于外海的岛屿
只要符合适宜人类居住和维持自身经济生活的法定
条件，就可以划定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因而岛屿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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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对客观存在的‚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权利‛未
能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建立海洋新秩序与既成历史事
实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都已
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沿
海国享有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的规定在本国、在世界版图上所处的政治地理位置上加
以具体化、明确化。 

 这些单方面的主张都与中国在南海地区享有的历史性权
利发生了矛盾：有的与中国的海洋管辖权形成重叠水域；
有的以海洋管辖权为基础要求中国南沙部分岛礁的主权；
有的以其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为基础，在南海主张领海、
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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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驱动引发的军备竞赛。越、菲、马、文莱等国
面对南沙海域的一侧战略防御纵深很浅，本来就需
要通过南沙屏障来保护其本土的安全，加之在涉及
领土问题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对

于已经占有别国领土和领海的国家来说，等待实际
控制的有效期限的到来是最有效、也是成本最小的
获取领土的方式，因而军事手段自然成为‚保护‛
其权益的选择。 

 从海洋资源（如石油）获得的资金促使军备增加，
反过来军备竞赛又刺激对资源更多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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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再坐视岛礁被占，资源被夺。 
 继续组织专家、学者对南沙海域进行科学考察工作，展
开对南沙海域的地质概况、油气资源、渔业资源等的调
查； 

 继续加强岛礁建设 
 坚决反对邻国撇开中国而就南沙争端进行双边或多边的
协商谈判，防止邻国之间瓜分南沙岛礁和海域的侵略行
为，阻止外部势力卷入南沙争端。这方面的态度越来越
坚决、明确； 

 中国维权力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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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事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 

 始终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推动《宣言》框架
下的海上合作 

 积极推动事关南海和平稳定的机制建设 

 以克制和理性的态度处理与其他国家的争议，包括
维护南海航行安全和自由；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双轨思路——具体争议与
直接当事国协商+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
共同加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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