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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住宿 

酒店: 海海⼝口红燕堂酒店 

电话: 86-898-6871 6699 

地址: 海海⼝口市秀英区滨海海⼤大道140号 

会议秘书处 

外联：陈平平 13337601831 

           胡   鑫 13807681160 

会务：朱玲俐 18689973961 

⻋车辆：朱启琛 18608957522 

会议地点 

海海⼝口红燕堂酒店⼀一楼多功能厅  

餐饮  

早餐：酒店负⼀一楼兰梦餐厅 

11⽉月 9 ⽇日  午餐：酒店负⼀一楼兰梦餐厅 

                 招待晚宴：酒店C栋⼀一楼中餐厅 

11⽉月10⽇日  午餐：酒店负⼀一楼兰梦餐厅 

                 晚餐：酒店负⼀一楼⻛风味餐厅（兰梦餐厅对⾯面） 

酒店消费 

会议期间，会议主办⽅方负责代表的住房、⽤用餐及机场接送⽤用⻋车安排，代表如需在酒店消费，费⽤用⾃自理理。 

接送机安排  

会务组将根据代表航班信息安排机场接送机。 

（送机：国际航班请于出发前3⼩小时在酒店⼤大堂候⻋车；国内航班请于出发前2.5⼩小时在酒店⼤大堂候⻋车） 

着装建议 

半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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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11⽉月9⽇日（星期四）

9:00-9:30 开幕式   

主旨发⾔言： 吴⼠士存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院⻓长 

                刘复国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贺湘琦  外交部边界与海海洋事务司参赞 

主持⼈人：    邹克渊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9:30-9:40 集体合照  

地点：会场

9:40-11:00 议题I：当前南海海形势评析   

主持⼈人 沈沈固朝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发⾔言⼈人 胡瑞⾈舟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海当前情势的挑战》 

冯   梁梁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南海形势发展趋势与战略研判》 

戴孝君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顾问 

         《南海现状与挑战》 

鞠海海⻰龙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 

         《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之意见领袖初探》 

讨论环节

11:00-11:15 茶歇

11:15-12:30 议题II：仲裁案后国际体系与南海海的挑战

主持⼈人 胡瑞⾈舟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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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邹克渊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对南海地区法律秩序重构的⼏点思考》 

⾼高圣惕  海海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菲南海仲裁案和台湾因素》 

张良福  中国海海洋⽯石油总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 

         《新时代下的南海局势变化与未来挑战》 

戴宗翰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南海争端是否⽆解？南极与南海治理机制的比较法研究》 

讨论环节

12:30 午餐（酒店负⼀一层兰梦餐厅）

14:30-16:00 议题III：南海海形势与区域外交挑战  

主持⼈人 贾   宇  国家海海洋局海海洋发展战略略研究所副所⻓长

发⾔言⼈人 王冠雄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美国自由航⾏⾏动：区域安全的建构或破坏》 

李李   芸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办公室主任 

         《三沙市民间外交功能建构的必要与可能》 

闫   岩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法律律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南海⾏为准则”回顾及案⽂磋商展望》 

讨论环节

16:00-16:15 茶歇

16:15-17:45 议题IV：南海海新形势与合作展望

主持⼈人 周志杰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两岸与华⼈人治理理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人 薛  ⼒力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战略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南海现状与中国应对⽅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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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张登及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当前两岸情势与台湾的南海政策选项：法理定位与路径依赖分析》 

⾦金金永明  上海海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南海航⾏自由与安全的国际法分析》 

讨论环节

18:00 招待晚宴（酒店C栋⼀一楼中餐厅）

11⽉月10⽇日（星期五）

9:00-10:30 议题V：中美关系与南海海形势影响评估

主持⼈人 冯  梁梁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发⾔言⼈人 贾   宇  国家海海洋局海海洋发展战略略研究所副所⻓长 

         《中美关于南海问题法理认知的比较研究》 

胡  波  北北京⼤大学海海洋战略略研究中⼼心执⾏行行主任 

          北北京⼤大学海海洋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及其影响》 

谭卫元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海洋研究院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海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美菲时期美国对南沙群岛的认知与政策演变》 

王继舜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博⼠士⽣生 

         《中美战略互疑与南海的竞逐》 

讨论环节

10:30-10:45 茶歇

10:45-12:00 议题VI: 当前两岸关系与南海海政策互动

主持⼈人 王冠雄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发⾔言⼈人 周志杰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两岸与华⼈人治理理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的南海政策互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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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陈平平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当前形势下的两岸南海政策互动探讨》 

孙国祥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 

         《南海仲裁裁决与行为准则框架之间互动的探讨》 

讨论环节

12:00-12:30 闭幕式

发⾔言⼈人 刘复国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吴⼠士存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院⻓长

12:30   午餐（酒店负⼀一层兰梦餐厅）

下午 ⾃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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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及发言摘要 
吴⼠士存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院⻓长

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南海海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东南亚南海海研究中⼼心理理事会主席、南
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和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等职。曾作为访问学者先后赴美国霍普
⾦金金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或进修，曾参加美国政
府“美国外交政策溯源”等研修项⽬目。1993-2000年年，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中越北北部湾划界谈判。 

吴⼠士存院⻓长致⼒力力于南海海问题研究20多年年，⻓长期从事南海海史地、海海洋划界、国际关系与地区安全战略略等跨领
域研究，主持相关课题近200项。出版了了《海海疆声⾳音—吴⼠士存南海海热点问题应答选编》、《国际海海洋法最新案
例例精选》、《南海海问题⾯面⾯面观（2016版本）》、《中菲南海海争议10问》、《南海海资料料索引》、《南海海地区年年
度形势评估报告》、英⽂文专着《解决南海海争端与推进地区合作发展—中国视⻆角》等中英⽇日⽂文著作30余部；并在

《⼈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周刊》、《世界知识》、《参考消息》、《环球时
报》等国内外知名报刊杂志发表《美国未来搅局南海海的意图没减》、《南海海“准则”框架的时代意义》、《南海海
局势及南沙群岛争议：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南海海局势趋缓还是趋紧？》、《南海海局势发展的不不可预测性
仍在增强》、《让南海海问题早点回归本位》等论⽂文和时评100多篇。 

刘复国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刘复国现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研究所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暨社会科学院
亚太研究博⼠士英语学程(IDAS)教授、并担任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战略略安全研析》⽉月刊主编
和Strategic Vision英⽂文双⽉月刊主编。同时也担任社团法⼈人新兴市场研究协会秘书⻓长。 

刘教授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研究所所⻓长，并曾担任澳⻔门⼤大学政府既公共⾏行行政系客座教
授(2014)、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12)、美国布鲁⾦金金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06-2007)、美国乔治敦⼤大学
外交学院访问学者(2000-2001)、⽇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2000)。 

刘教授参与亚太区域安全第⼆二轨道外交经验丰富，并与区域相关国家智库建⽴立密切⽹网络。主要研究领域涵
盖亚太安全、美国亚洲政策、亚洲区域主义、两岸和平发展进程、南海海问题、台湾安全与外交政策。刘教授获
英国赫尔⼤大学政治学博⼠士。 

贺湘琦 外交部边界与海海洋事务司参赞

1997年年进⼊入外交部⼯工作，1997年年8⽉月⾄至2000年年5⽉月任职于外交部新闻司，2000年年5⽉月⾄至2004年年2⽉月任职于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2004年年3⽉月⾄至2012年年7⽉月任职于外交部亚洲司，2012年年8⽉月⾄至2015年年5⽉月任职于中国驻东盟

使团，2015年年6⽉月⾄至2017年年8⽉月任职于中国驻菲律律宾使馆，2017年年10⽉月⾄至今任职于外交部边海海司。 

邹克渊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英⽂文⽂文学学⼠士，北北京⼤大学国际法专业法学博⼠士，加拿⼤大Dalhousie⼤大学博⼠士后。曾
任北北京⼤大学法律律系副教授、德国Hannover⼤大学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现任英国中央兰
开夏⼤大学法学院哈⾥里里斯国际法终身讲席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6



《对南海地区法律秩序重构的几点思考》 

南海仲裁案以国际法为伪装对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破坏是长期的、深远的，值

得我们持续关注并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少数西方国家将“rule-based”常常挂在嘴上，并借此指责中国不遵守

国际法。本文将探讨什么是适用于南海地区的国际法规则，包括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有关部分，国际争端解决机

制如何在有关的南海争端中产生真正的和有效的作用，我国在发展和完善有关国际法规则方面如何做出重要的，

甚至主导性的贡献。 

沈沈固朝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沈沈固朝，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理学院教授。现任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
主任。研究⽅方向包括竞争情报，海海疆史地。主持江苏省社科基⾦金金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等20余项。 

胡瑞⾈舟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胡瑞⾈舟现任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战略略学会研究员，他在政治⼤大学及国防⼤大学分别讲授战略略研究
与公共政策分析。军旅⽣生涯33年年期间，他曾任职于国防⼤大学、陆军第⼋八军团、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及陆军军官
学校等单位，2013年年以少将军衔退伍。他的研究领域和著作涵盖安全及战略略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国防与军
事管理理、全球及区域安全事务、中共解放军研究及两岸关系。胡瑞⾈舟曾任英国皇家三军联合国防暨安全研究院
客座研究员，获有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南海当前情势的挑战》 

南海仲裁裁决于2016年7月12日公布。吊诡的是，出乎一般预料，仲裁宣布后南海情势反而相对平静。这

种宁静是天风海雨欲来的前兆？抑或是和平即将到临的曙光？针对此次研讨会主题，本篇论文聚焦立论「南海

当前情势的挑战」，主要综合各界及笔者的观察、思考分析和分析，勾勒和描绘后仲裁时期南海当前情势的轮

廓，列举仲裁未让南海争端翻页、杜特蒂现象仍潜藏变量、南海扮演中美竞合杠杆、中越冲突依旧蓄势待发、

域外诸国借机插足谋利、南海仍是潜在冲突热点、南海资源有效开发运用、南海互动牵连两岸关系等八项重要

挑战，铺垫本次研讨相关的环境背景知识，以利南海安全与战略议题的思考、辩论、规划与布局。 

冯梁梁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冯梁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边海海防委员会咨询专家、

中国国际海海洋法学会理理事、中国海海洋发展研究院常务理理事、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兼职教授。主持中宣部“⻢马克思主
义理理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金重⼤大项⽬目《维护中国海海洋主权与建设海海洋强国研究》、国家
社科基⾦金金重⼤大《海海上通道安全与国家利利益拓拓展研究》等。主编出版《国家海海上安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路
与海海上安全环境》、《亚太主要国家海海洋安全战略略研究》、《海海洋战略略⼤大师》等著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南海形势发展趋势与战略研判》 

一、南海形势呈现趋缓向好的总体发展趋势 

1. 中国既坚守底线又保持稳定的政策，促进南海局势稳定； 

2. 南海争议各方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局变化，及时改变对华强硬政策； 

3 中国-东盟启动COC谈判进展，双方战略互信有所提升； 

4. 域外国家南海政策暂不明朗，客观上也有利于南海安全局势降温。 

二、围绕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斗争暗流涌动，存在发生海上危机的极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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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海争议方不会根本改变巩固维持侵占岛礁的政策，决定了我与各方侵权和维权斗争将较长时期存在下    
去; 

2. 南海争议国内部亲美反华势力伺机侵权行动，将会搅动引发南海安全局势出现新变故甚至恶化； 

3. 相关国家增大海空力量南海活动频率和强度，导致区域内舰机意外遇险可能性大大增加； 

4. 域内外国家企图借COC束缚中国，使得在海洋权益及其争端机制的博弈和斗争更加凸现； 

5. 台湾当局南海政策倒退，必然会引发南海问题的新的国际斗争。 

三、中美围绕南海事务主导权斗争博弈趋于激烈，成为南海安全局势的主要矛盾。 

1. 美国频繁在南海单独或组织多国“自由航行”行动，将导致中美舰机对峙摩擦概率大大增加； 

2. 美国严重干扰岛礁建设的海空行动，会引发中国对美海空力量的强力反制； 

3. 美国其他同盟国（如日澳等国）联美或单独组织的海空巡逻等行动，会引发南海局势出现新的动荡； 

4. 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企图借“基于规则的秩序”规制中国，将引发中美在舆论和法理方面新一轮的斗争和
博弈。 

戴孝君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顾问

        戴孝君现任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顾问、新兴市场研究协会监事、亚太政策研究协会常务理理事 

《南海现状与挑战》 

美国为展现太平洋之强权地位，于亚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愈为具体。自前总统欧巴马时期，多次表示将重

返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部署与关注东海、南海情势发展；而川普上任后，面对现今朝鲜半岛之威胁与转变，

东北亚局势亦牵动美国积极面对现今亚太环境以调整其政策与立场；相较以南海为主之东南亚局势上，却因南

海仲裁案而加速了「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之推进与对话，今年马尼拉召开第50届东盟外长会议中，就南海行为

准则「框架」进行讨论，以稳定区域安全及经贸发展议题，确立尔后南海行为准则之实质性磋商。然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除表态要中国大陆确保海域之航道安全，及遵守常设仲裁庭对中菲争议海域裁决，究竟各方应如

何「斗而不破」的避免冲突，正考验着未来各方能否协议争议区域之航道安全与建立机制，以寻求研讨共同开

发之可行性。 

然而，中国大陆在突破第一岛链走向太平洋之际，正运用军事现代化来展现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实力，而

南海依旧为中、美角力之场域；因此，中国大陆也将面对区域能源开发与「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发展之

冲突课题，以解决与确保能源以及掌握贸易安全。而在此地缘战略关系之相互牵动与主客观环境下，也对现今

亚太航道安全与区域经济整合形成挑战。 

鞠海海⻰龙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

鞠海海⻰龙，法学博⼠士，教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海海洋发展研究会海海洋外交与战略略专业委员
会总召集⼈人、⼴广东省海海洋发展研究会副理理事⻓长、中国海海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海战略略研究基地执⾏行行主任、海海峡两岸
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宣传思想⽂文化领军
⼈人才，“⼴广东特⽀支计划”领军⼈人才。先后访学美利利坚⼤大学亚洲中⼼心（2013-2014），⻢马来⻄西亚国防⼤大学防务管理理
研究中⼼心（2013），（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与社会科学学院（2011）、中兴⼤大学（2009）等。主持
国家重⼤大、重点课题30余项，出版专着13部，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代表有：1) China’s Maritime Power and 

Strategies: History, Geopolitical and Development，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2015),2)《中国海海权战略略参照体
系》、3）《中国海海权战略略》，“Will Duterte Overturn His Predecessor’s Legacy?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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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之意见领袖初探》 

 南海问题自2010年进入国际化、司法化状态之后，国际话语权便成为南海问题研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热点

问题。2011年开始，美国、越南、菲律宾三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对国际话语权的操弄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关注

南海问题的焦点、议题，甚至观点立场。本文将以南海仲裁案结果发表前后全球FACEBOOK的影响为例，展

现在FACEBOOK这一现代媒体领域的意见领袖及其对南海问题国际话语的影响。 

⾼高圣惕  海海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圣惕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律系、取得英国剑桥⼤大学及伦敦⼤大学的国际法双硕⼠士以及荷兰莱登⼤大学的国
际法博⼠士。⾼高教授曾任职于交通部⺠民航局、中华航空公司、⾏行行政院⻜飞航安全委员会、⾼高雄⼤大学政治法律律系、东
吴法律律系、台湾海海洋⼤大学海海洋法律律研究所，⽬目前任职于海海南⼤大学法学院。⾼高教授曾于⼤大学时期代表台湾地区赴
美国参加杰赛普模拟国际法庭辩论赛，并于2000-2012年年担任此项辩论赛台湾区代表队选拔赛之执⾏行行⻓长。亦在

2004年年⾄至2014年年担任⻜飞安委员会委员以及副主委（副部级官员）。⾼高教授研究之⽅方向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的
种种法律律问题，包括区域性渔业管理理组织（ICCAT、WCPFC、SPRFMO）、世界贸易易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国际⺠民航组织等等。⾼高教授过去7年年研究重点在于涉及领⼟土争端的海海疆画界问题，包
括东亚国家之⼤大陆礁层主张所引发之相关法律律问题（⽐比如说⽇日本的冲之⻦鸟礁问题、越南及⻢马来⻄西亚的南海海划界
案、中国及南海海在东海海的部分划界案）、南海海岛屿主权及海海域画界问题。最近四年年，⾼高教授的研究重点在于中
菲南海海仲裁案的管辖权及可受理理性问题。多篇论⽂文发表于Ocean Yearbook、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China 
Oceans Law Review、国际问题研究、⽐比较法研究、政⼤大法学评论等等。 

《中菲南海仲裁案和台湾因素》 

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明显偏袒菲方的最终裁决。对于本案，中国大陆坚持“不接受、

不参与”的政策；台湾当局则自2015年7月7日起加入与菲方的舆论战。尽管台当局并非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但因南海断续线最初于1947年由中华民国政府公布，国际社会仍有人对台湾方面澄清断续线含义有所期待。此

外，南沙群岛中最大海洋地物太平岛的法律地位问题在本案中亦至关重要，由于该岛为台湾方面实际控制，因

此台湾掌握有关太平岛法律地位的重要信息。本文将考察台湾在南海仲裁案中的角色，并分析台湾立场在仲裁

程序中的意义。 

张良福  中国海海洋⽯石油总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

张良福，安徽省桐城市⼈人，北北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曾就职于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
部、外交部亚洲司、中国驻菲律律宾⼤大使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部边界与海海洋事务司，现任职于中国海海洋
⽯石油总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厦⻔门⼤大学南海海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南海海研究协
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长期致⼒力力于研究国际海海洋法及中国海海洋划界争端问题，特别是南海海问题，已出版专着《南沙群岛⼤大事记
(1949--1995)》、《中国与邻国海海洋划界争端问题》、《南海海万⾥里里⾏行行—在南沙群岛巡航的⽇日⼦子》、《让历史告
诉未来--中国管辖南海海诸岛百年年纪实》、《聚焦中国海海疆》等，并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试论南沙

群岛领⼟土主权争端的由来、现状和展望》、《＜联合国海海洋法公约＞与南海海问题》、《关于争议海海域油⽓气资源
共同开发的问题》、《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及抗⽇日战争胜利利后的⻄西沙、南沙群岛处理理问题----从历史事实
和国际法分析⻄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南海海地区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领域合作战略略初探》等多篇论
⽂文。参与筹划南海海问题电视纪录⽚片《南海海纵横》并担任学术总撰稿。曾在《世界知识》杂志开辟《蓝⾊色呼唤》
专栏，以笔名“江淮”发表有关海海洋问题的知识性及时政评论⽂文章。 

《新时代下的南海局势变化与未来挑战》 

近年来，南海地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亚太地区特别是南海地区正在进入战略格局的转换、过渡时期，

战略力量对比和南海地区形势总体上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塑造南海地区局势和秩序的能力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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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尤其是中国稳步推进南沙岛礁建设，大大增强了塑造、主导南海地区局势演变的硬实力；中国成功实现菲

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软着陆”，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到对话协商和探讨合作的轨道；与此同时，

美日等域外大国频繁在南海进行飞机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中国在南海方向面临的军事维权压力加大。 

展望未来，南海问题有可能继续降温，南海区域合作乃至共同开发有可能取得进展。但南海局势仍然复杂

多变。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的悬而未决，将继续是影响南海局势稳定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稳定发展

的重要障碍。东盟国家内部政局变化有可能使南海局势逆转。围绕有关裁决的法理外交斗争不论是在中国与菲

等南海周边国家之间还是与美、日等域外国家之间并未结束。中国在裁决问题上仍然面临严重的政治外交法理

斗争。围绕南海行为准则问题的较量将继续。中国海上力量的不断增强与中国南海权益继续遭受侵犯之间的矛

盾更加尖锐、突出，中国民众要求中国政府要变“被动反应式”为“主动筹划型”，乃至强硬应对。台独势力

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外交、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向在台湾问题上，诱发越南等国在南海乘机采取侵权行动。 

戴宗翰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戴宗翰现任⼭山东⼤大学法学院海海洋海海事法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修国际公法、海海洋法。曾任职台湾

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亦赴⽇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美国莱斯⼤大学与华盛顿地区访学研究。主要研究
兴趣为海海洋事务、争端海海域发展及⽓气候变化等国际法领域。近5年年已在两岸及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20余
篇。如中⽂文法学核⼼心《⽐比较法研究》及英⽂文Coastal Management等。其近期亦发表 “由国际法论争端地区法律律
治理理机制－以北北极和南海海为例例”、“析论太平岛法律律地位对南海海仲裁案之影响”、“Analysis and Potential 
Alternatives for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from Ocean Governance in the Polar Regions,”…等相关海海域争端

论⽂文。 

《南海争端是否无解？南极与南海治理机制的比较法研究》 

南极与南海同时面临主权争议与潜在军事冲突。南极条约体系是一份专属南极地区的法律建制，其作为南

极法律治理机制已有效搁置争议且进行务实合作。比较两争端区域的差异，基于南海现况不适合制定专属南海

的法律建制，复以南海全球法律治理机制效果不彰的前提下，本文主张作为软法性质的南海“区域论坛”因具

有弹性故更能凝聚共识，同时借镜南极经验，未来可在南海“区域论坛”下探讨设立“和平示范区”及“跨政

府间高阶论坛”的可行性，以进一步完备南海治理机制。 

贾宇  国家海海洋局海海洋发展战略略研究所副所⻓长

     贾宇，国家海海洋局海海洋发展战略略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海海洋法学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最⾼高⼈人⺠民
法院“⼀一带⼀一路路”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兼职教授。⻓长期从事海海洋法和海海洋战
略略研究，先后主持和承担了了⻩黄/东海海划界⽅方案研究、南海海专项、200海海⾥里里外⼤大陆架划界案、极地法律律问题、深海海
⼤大洋战略略问题等多项国家专项课题、省部级科研课题。主持开展深海海海海底区域勘探开发法等多部海海洋法律律法规
的⽴立法研拟⼯工作。 

主要成果有：历史性权利利的意涵与南海海断续线——对美国国务院关于南海海断续线报告的批驳，《法学评

论》2016，（3）；中国在南海海的历史性权利利，《中国法学》2015，（3）；试论历史性权利利的构成要件，
《国际法研究》2014，（2）；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Dotted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China 
Legal Science  2013,Vol.1(2)；200海海⾥里里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新问题，《中国国际法年年刊》（2013）；T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of Coastal States and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CANADA）2011，42（4）；《极地周边国家海海洋划界图⽂文辑要》（主编），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5年年；《极地法律律问题》（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年；《海海洋法前沿问题研究》
（主编），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14年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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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于南海问题法理认知的比较研究》 

中美关于南海问题及其法理问题的认知有一致性，但也存在根本分歧，主要是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性权利问题，军舰的“无害通过”领海问题，大陆国家的远洋群岛及

领海基线问题，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问题，以及军事测量和海洋科学研究问题，等等。 

本文从南海问题的界定、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发展、学者观点及政府立场和政策等

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 

王冠雄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王冠雄博⼠士于1997年年完成英国布⾥里里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 UK)法学院的国际法哲学博⼠士学位，现为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王博⼠士积极参与设计国际海海洋法之海海洋事务，2004年年⾄至2012年年，王博⼠士为设⽴立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法学会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Law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研究委员会委
员，后于2012年年⾄至今为该学会Committee on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Sustainabl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之研究委员会委员。近年年来，王博⼠士担任中国国际法与国际事务年年报英⽂文版之编

辑委员，亦为中华国际法与超国界法评论、远景季刊、韩国国际法与⽐比较法期刊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亚洲国际法年年报(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与亚太海海洋法律律与
政策期刊(Asia-Pacific Journal of Ocean law and Policy, APJOLP)等著名学术刊物之编辑委员。 

王冠雄博⼠士在研究与教学的兴趣集中在国际公法、海海洋法、南海海纷争与海海洋政策等议题。王博⼠士获得
2007年年加拿⼤大研究奖，于2007年年夏季前往加拿⼤大达荷⻄西⼤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法学院进⾏行行研究访问；王博

⼠士并于2013年年前往澳洲卧⻰龙冈⼤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澳洲国家海海洋资源与安全中⼼心(Australian 
National Centre for Ocean Resources and Security, ANCORS)担任客座研究。 

《美国自由航行行动：区域安全的建构或破坏》 

以主张维护南海海域航行自由为名，自2015年10月27日美国海军派遣拉森号(USS Lassen)飞弹驱逐舰驶入南

海海域开始，至2017年8月10日美国马侃号(USS John S. McCain)驱逐舰在南海的航行路线接近美济礁，美国透过

海军力量，展现其涵盖海面与空中的自由航行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之执行数量，在欧

巴马政府时期有七次，而在川普政府执政至今亦已有两次，总共达到九次之多。 

除前述已经执行的FONOP行动计划之外，美国《华尔街日报》于2017年9月1日报导，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首次制定南海「自由航行」行动计划表，亦即未来每月都会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行动2至

3次。除了在中国大陆主张拥有主权的岛屿周围增加美国舰艇派遣频率之外，还将增加军用飞机在周边空域的

飞行频率。 

美国此种作为除了其表面所强调的保障南海海域航行与飞越自由普世价值的重要性之外，更重要的思考在

于抵抗中国大陆在南沙岛礁的填海造陆作为。可以见到FONOP的作为系以本质属于政策层面的FONOP作为工

具，达成持续彰显其军事力量的介入能力，以及向其东南亚盟邦展现关心南海争端发展的意志。不过，此种军

事政策工具的作为，究竟能否真正保障到航行与飞越自由？还是破坏了此一区域的安全建制？更进一步而论，

美国此种以其国内政策作为挑战他国国内法规定之作法，在政策工具选择与政策目标确定二者之间，美国的作

为似有进一步探讨与观察的空间。 

李李芸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办公室主任

李李芸，⼥女女，1964年年10⽉月⽣生，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办公室主任。1985年年南京⼤大
学毕业留留校，⻓长期从事⾏行行政组织、信息档案管理理、教育管理理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在对外汉语教学、⾏行行政

11



组织理理论和教育⾏行行政管理理等领域公开发表著述数⼗十篇。其中，主持和参与制作多种对外汉语教学作品⼀一百余部，
并数次在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评⽐比中获奖。近年年来，主要聚焦在协同创新理理论、⾏行行政组织绩效、⾼高校⾏行行政管理理
以及南海海综合问题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中的协同度问题探析》、《现代⼤大学管理理中
的两种权⼒力力及其调适》、《⽇日本南海海⾏行行动策略略透视》、《⼀一带⼀一路路战略略及其对东南亚安全格局的影响》等。本
次会议提交的《三沙市政权建设中⺠民间外交功能建构的必要与可能》⼀一⽂文，旨在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构建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要求，结合⺠民间外交的基本原理理，对我国南海海具有独特外

交战略略地位的三沙市进⼀一步发挥多层次外交作⽤用提出初步的对策建议，供⽅方家批评。 

《三沙市民间外交功能建构的必要与可能》 

海南省地级三沙市的设立是我国针对南海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是国家主权和国家意志在行政

区划领域的表达。因此，三沙市的建设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其在中国独特的外交战略地位也是不言而喻

的。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要求，对三

沙市建设中应如何发挥地方政权的外事作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提供了基本遵循。 

外交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通过政府行为处理其国际关系的活动。一般认为，外交是国

家垄断的，是中央政府特有的公共权力。但这并不排斥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开展外交活动。而地方政府

开展外交活动的主要凭借，不应该仅仅是其政府资源，而恰恰应该是激活蕴藏在社会层面的非政府资源开展外

交活动，通过民间外交实现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功能互补。民间外交，又称人民外交，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

一个创举，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初期民间外交的创举正是在国家外交处于困境的状态下应

运而生的。 

本文认为，在三沙市的政权建设中，必须牢记作为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国家使命，通过重视非政府资源的

培育，完善民间外交功能的建构。 

从必要性方面分析，地级三沙市的设立，不是一般的行政区划调整，也不是一般的行政建制设置，而是国

家主权的宣示，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反映，肩负特殊的责任和使命。独特的外交战略地位规定了作为地方政府

的三沙市必须具备一定的对外联系功能；其次，三沙市作为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体存在，非政府社会资源和市

场资源的培育是市政建设宏观目标的应有之义；第三，三沙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其地理区位客观

地要求它必须建立起与周边国家的市场关系和社会联系。 

从可能性方面分析，一是三沙市市政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基层政权机构的逐步强化，使得社会建设的目

标日趋接近，多样化社会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二是经济发展的市场属性，要求三沙市尽快确立并发展自己的

优势产业，通过企业的集聚形成类似渔业协会、水产贸易协会、旅游服务业协会等的行业协会组织；三是由于

三沙市居民有两地居住的习惯，使得海南省及大陆内地广阔腹地可以成为三沙市社会组织后方支援力量。 

三沙市可通过对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培育，形成民间外交的主体结构，并通过它们的努力，构

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间交往网络。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

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使民间外交成为三沙市“全面、系统、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 

闫岩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法律律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闫岩，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法律律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南海海政策及海海洋法实践、海海上军
事活动的法律律制度、亚太海海上安全等问题。2005年年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目前在⾹香港⼤大学法学院进⾏行行博
⼠士研究。多次参加本地区⼀一轨半及⼆二轨会议，如亚太安全合作理理事会2015年年年年会、2016年年东盟地区论坛海海上
安全会⻅见会、中美⼆二轨海海洋事务对话会等。闫岩近期发表的⽂文章包括南海海仲裁案实体问题庭审分析、南沙岛礁
判定应与时俱进、关于美国⽆无⼈人潜航器器豁免权问题评析、Philippines  vs.  China  Arbitration: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Op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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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行为准则”回顾及案文磋商展望》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动至今已二十余年。今年5月，中国与东盟各国达成了“准则”

框架，南海地区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危机管控机制建设进入了务实性磋商的新阶段。在过去二十年的磋商过程

中各方关注的问题、争议的焦点和2002年在妥协下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都应回顾和审视，为今年11

月即将启动的案文磋商做好准备。本人将梳理南海形势的演变和“准则”和《宣言》的磋商历史，对比当前的

南海形势及各方利益需求，为下一步达成于我有利的“准则”文本提出思考与建议。 

周志杰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两岸与华⼈人治理理研究中⼼心主任

周志杰博⼠士为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暨政治经济研究所专任教授、成功⼤大学两岸与华⼈人治理理研究中⼼心主任，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SUNY at Buffalo)国际政治经济与⽐比较法制学博⼠士。其亦为中华仲裁协会仲裁⼈人、台

湾中华⼈人权协会理理事兼两岸交流委员会主委、国家⽂文官学院讲座、法务部⼈人权讲师、Asian Ethnicity期刊执⾏行行
编辑、两岸经贸交流权益促进会顾问、⼆二⼗十⼀一世纪基⾦金金会两岸暨区域研究中⼼心咨询委员。曾任东吴⼤大学国际法
兼任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Fredonia , Geneseo分校政治系讲师、台北北市议会议⻓长法案助理理等职。 

著有《在地与国际⼈人权之实践与挑战》(台北北，2011)，Triggering or Halting?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Efforts and Geopolitical Order on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VDM, Germany, 2009)等书，以及〈两岸政治关系

的困局与展望〉(亚洲研究, 72, 2016)；〈⼈人权、主权与和平权的平衡与磨合〉(⼈人权, 83, 2015)，Taiwanese 
Business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 TFD, 2014)；An Emerging Human Security 
Threat on Pacific Island States: Analyzing Leg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erritorial Inundation (Human 
Security [Springer], 2012)；Implications of Chinese Response to U.S. Business Strategy: External-Internal Rival 
Nexu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Making, (Issues & Studies, 47:3, 2011)；〈再寻两岸关系深化的动⼒力力〉(中国

评论, 162, 2011)，〈建⽴立分析东亚区域安全的新架构：「区域性敌对」与「现状浮动」的理理论初构与适⽤用〉
(战略略与评估, 1:1, 2010)；Bridging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China’s Effort of Linking Human Rights Discourse 
and Neo-Confucianism (China Report, 44:2, 2009)；State Authority vs. International Norm: Impacts of 
Legitimacy on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CLR, 108, 2008)等期刊论⽂文40余篇。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的南海政策互动机会》 

本文将从法理面、安全面、经济面及地缘政治层面探讨在中共时就大后及两岸新形势下，两岸双方在南海

政策构思及实践上合作的动力及阻力。由于台湾蔡英文政府「亲美日、远大陆、新南向」的涉外路线选择，两

岸在南海议题上的政经与安全合作空间更受制约。「由上至下」的官方或准官方的实质合作或口头声援原已不

易，在新形势下更加困难；「由下而上」的延续民间及学术界在国际法、非传统安全、经贸、科研、观光等领

域的讨论、倡议及合作调研恐是维系两岸在南海议题交流及合作的主要载体。今后，两岸南海政策合作的空间

将更加受到下数变因的影响：(1)两岸关系由冷和平转向冷对抗的趋势是否确立；(2)中美在南海议题上的博弈是

否加剧，是否与中美在其他地缘政治上的争端或议题连结；(3)台美安全合作深化对台湾在南海作为的制约；(4)

蔡英文政府是否在国内施政及行政作为层面意图或实质改变中华民国的南海法理论述；(5)台湾新南向政策的推

动是否连带影响台湾在南海争端上面对东些相关当事国上的态度或立场。总之，两岸在南海议题上的合作前景，

将取决于两岸政治互动的宏观氛围，以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 

薛⼒力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兼职教授，2004
年年毕业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2007年年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国
际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国际战略略、中国外交、能源政治、亚洲⼀一体化，近年年⽐比较关注“⼀一带⼀一路路”与南
海海问题，出版《“⼀一带⼀一路路”与“亚洲世纪”的到来》等著作3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等

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多篇；在FT中⽂文⽹网、《联合早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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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The diplomat等海海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时事评论200多篇。多个研究成果被中央决策层批示，参与多个

部委的决策咨询、在多个省份讲课、接受海海内外⼤大量量媒体采访。 

《南海现状与中国应对方略调整》 

南海争端虽然目前处于相对平静期，但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短板，并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在东

南亚的落实与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东盟的整体趋势是“安全靠美国”，中国需要着手扭转这个趋势。中国-

东盟经济关系的强化无法消除南海争端。美国也把南海问题当作实施区域力量平衡的抓手，不断通过航行自由

行动宣示引发南海紧张。但是，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时，有必要跳出南海看南海，制定出

新的南海方略，服务于中国崛起为综合性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有了比较清晰的方略，具体应对上将有更大的

转圜空间，对东盟不妨身段更柔软，以增加吸引力、减少他们的安全疑虑并增加信任；对美舰则必须软硬结合，

特别是强化硬的一面。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复杂的南海问题，正处于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口，中国应抓住机会，

调整南海应对思路、制定南海新方略，即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

这个新方略将有力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从而为“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扫除主要障碍。 

张登及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张登及，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台北北)秘书⻓长，⼆二⼗十⼀一世纪基⾦金金会两岸和平中⼼心副召集
⼈人、国政基⾦金金会顾问。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理论、中国外交史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两岸关系、中国⼤大陆政
治发展史与古典社会学理理论。 

《当前两岸情势与台湾的南海政策选项：法理定位与路径依赖分析》 

台湾方面的南海政策选择主要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是台湾本身的法理定位，第二是台湾经略离

岛与南海的能力，第三是民众对政策标的的认知与支持度，第四是国际结构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本文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变量，对重要的仍是第一个--台湾本身的法理定位。而这个变量本身又受到朝野

竞争与立场分歧的影响。基于政治定位与认同立场差异，如何影响民众认知、如何运用国际推力与压力、如何

经略离岛，都受到「路径依赖」的效应主导。定位之外其他三个方面的因素有时也会对「定位」本身形成制约，

但这个制约目前还没有产生「反向路径依赖」。在现行执政党执政的政策偏好指导下，两岸不容易开展官方与

正式的合作。未来的变化，除了选举，主要应关注民众认知与国际形势的后续转变。 

⾦金金永明 上海海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金永明，1966年年9⽉月出⽣生，浙江⼯工学院⼯工学⼠士（1989）、（⽇日本）关⻄西⼤大学法学⼠士（1999）和法学硕⼠士
（2001）、华东政法学院法学博⼠士（2005）、上海海社会科学院理理论经济学博⼠士后（2008）。 

现为上海海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上海海社会科学院中国海海洋战略略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中

⼼心常务副主任，上海海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特⾊色⼈人才。 

研究⽅方向：国际法、海海洋法、中⽇日关系。代表性成果：《国际海海底制度研究》（2006），《东海海问题解
决路路径研究》（2008），《海海洋问题专论》（第⼀一卷，第⼆二卷）（2011，2012），《中国海海洋法理理论研究》
（第⼀一版，增订版）（2014，2016），《海海洋问题时评》（第⼀一辑）（2015）；（主编）《筹海海⽂文集（第⼀一
卷，第⼆二卷，第三卷）》（2015，2016，2017），（主编）《⽇日本社会观察》（2014，2015，2016），

（合着）《⽇日本海海洋战略略研究》（2016）等。 

《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的国际法分析》 

导言：南海航行自由的安全性 

一般而言，南海的航行自由是安全的；但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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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军舰擅入南海海域的行为及中国的态度 

近来，美国军舰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南沙群岛邻近海域（近岸水域）的所谓航

行自由活动，主要有8个事件。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及时发表专门的谈话及运用中国军舰进行识别查证

并予以警告驱离，并指出美国的行为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故，中国坚决反对，要求美国停止诸如此类的挑衅活

动。因为其违反中国的国内法，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极易推动地区军事化进程。 

二、美国军舰航行自由行动海域的法律地位 

那么，美国军舰擅自进入南海海域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行为合理合法吗？为此，有必要考察美国军舰

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活动所处海域的性质及地位问题。与此有关的海域为西沙的领海和南沙岛礁的邻近海域（近

岸水域）。 

（一）领海的无害通过制度：1. 领海的无害通过制度；2. 通过/无害通过的要件。 

（二）南沙岛礁的邻近海域/近岸水域的模糊性：1. 海洋法对海域的分类；2. 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

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之间的关系；3. 邻近海域/近岸水域性质的模糊性。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结构与功能分析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内容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结构：1. 基础性、一般性和原则性内容；2. 各种海域的管理制度；3. 海

洋的功能性制度；4. 海洋的特殊性制度；5. 海洋的争端解决制度。 

（三）各类海域的确定原则及功能：1. 海域的类型；2. 海域的功能。 

（四）美国军舰航行自由行动的海域性质：1. 南沙岛礁邻近海域/近岸水域的性质；2. 美国军舰在南沙周

边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意图；3. 美国军舰擅入中国南海诸岛管辖海域行为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四、中国维系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的具体措施 

第一，极力消除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的消极影响；第二，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以共同管控海洋安全；

第三，进一步明确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法律制度；第四，中美主导创设航行自由的国际法论坛会议。 

结语：中美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其实，美国所追求的包括南海区域在内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何尝不是中国所追求的核心利益。但针对航行

和飞越自由的海洋法规范，因其的妥协性和模糊性，中美两国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对立的实践，所以只有加强双

方的交流和磋商，才能消弭对其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而中美两国在海洋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方面存在共同的利益，

是必须且可以合作的重要领域，以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海洋法作出贡献，这是双方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胡波  北北京⼤大学海海洋战略略研究中⼼心执⾏行行主任、北北京⼤大学海海洋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胡波，北北京⼤大学海海洋战略略研究中⼼心执⾏行行主任、北北京⼤大学海海洋研究院研究员，博⼠士，担任国家多个政策部⻔门
的咨询顾问，中国太平洋学会理理事，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兼职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他⻓长期从事外交政策及军
事战略略等⽅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领域为海海洋战略略与政策、国际安全及美国军事，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
观察》《外交评论》、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

事竞争与战略略平衡》等重量量级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着多部，其中，海海洋战略略与政策⽅方⾯面的专着有《中
国海海权策：外交、海海洋经济及海海上⼒力力量量》（2012）、《2049年年的中国海海上权⼒力力》（2015），新着《后⻢马汉时
代的中国海海权》即将由海海洋出版社出版。他的研究和著述受到国内外学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2049年年的
中国海海上权⼒力力》的版权已输出到⽇日本、韩国、美国及台湾等多个国家或地区，现已出版繁体版和⽇日⽂文版，英语
版和韩语版即将在2017年年底或2018年年初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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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及其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几乎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所有内外政策，然而，南海政策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南海问题并非

特朗普眼下最为急迫的国际事务，特朗普和其内阁成员关于南海问题的对外表态并不多，这些表态也基本上延

续了奥巴马政府对该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思路。当前，南海局势持续走向缓和，在外交、国际法和舆论等手段逐

渐示微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愈加依赖军事手段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针对南海的军事部署和行

动都呈明显加强之势，军事手段的风头大大盖过政治、经济和其他手段；二是军事因素和军事手段在美国南海

政策中的分量加大，军事手段的使用不仅要达到军事目的，还要弥补政治和外交等其他政策工具的不足。 

美国南海政策日益的军事化，业已成为阻碍南海局势继续走向稳定的最大障碍；同时，美国南海政策日益

增强的军事化色彩，也必然会推高中美南海摩擦与对抗的风险。 

谭卫元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海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海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
研究员

谭卫元，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海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海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南
海海问题、国际关系史。 

《美菲时期美国对南沙群岛的认知与政策演变》 

美国独立后不久，即通过贸易通商与南海产生了联系。而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通过《巴黎和约》使

菲律宾成为其殖民地，从而使其势力扩展到了南海地区。然而，此时美国虽然身处南海区域，但对南海的认知

仅限于贸易通道的自由与安全，并通过多个条约界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也正因为如此，在1933年“九小岛

事件”后，当菲律宾部分政客试图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声索时，遭到了美国的拒绝。日本占领南海诸岛后，

美国意识到了南海诸岛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开始关注南海问题，但仍保持“不介入”立场。此后，随着美国

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对日本的侵略展开进攻，美国逐步介入南海，开始考虑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并形成初步意见，

从而掌握了战后南海诸岛处置的主导权。起初美国强调既不为自己也不为菲律宾谋求南沙群岛的主权，但认为

南海对周边国家以及有船只航经这一区域的国家均具有利益，从而为此后其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日

本放弃西、南沙群岛权利而不明确归属，以及掌控南海争端埋下了伏笔。 

王继舜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博⼠士⽣生

王继舜⽬目前是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博⼠士候选⼈人，⾃自⼤大学时期即为外交系学⽣生，对于国际关系理理论、区域研究、
两岸关系以及外交史，皆⼗十分熟稔。曾于2015-2016年年获选为教育部顶尖⼤大学计划访问学者，⾄至美国加州柏克

莱⼤大学研究。除了了专业领域与研究著作之外，亦热衷于教学。⾄至今已在政治⼤大学教育发展中⼼心与通识中⼼心荣获
三次教学特优助理理(101学年年第2学期；103学年年第1学期；105学年年第1学期)以及⼀一次优良助理理(105学年年第2学
期)。 

《中美战略互疑与南海的竞逐》 

在20世纪初，美国对于南海并没有展现出太大的兴趣。二次大战结束后，基于同盟关系，美国甚至协助中

华民国海军接收西沙、南沙诸岛。1968年，联合国发表一个报告，称南海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堪称「第

二个波斯湾」；1969年，由美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团对此项报告进行了证实。南海周遭各国随即提高对南海的

关注，而身为超级强权的美国自然不会置身于事外。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一方面是因为第一岛链的封锁，

再者苏联最重视的战略出海要地是黑海而非南海，因此南海局势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并非太大的难题。到了1990

年代，苏联解体，中共的海军建设尚处于「近海防御」阶段，美国的海空实力仍远高于中共。然而21世纪之后，

随着美国因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淖而导致的国力衰疲，加上同时期中国整体实力的崛起，两国出现「战略互疑」，

使得南海的争议因为大国政治的因素而更形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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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平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陈平平，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年毕业加⼊入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工作⾄至今。主要研究

领域是南海海资源管理理，⼤大陆架划界研究，两岸南海海合作等。参与了了多项国家和省部委的课题研究，主要有国家
社科基⾦金金重⼤大项⽬目《21世纪海海上丝绸之路路建设及南海海战略略研究》、《南海海地区国家核⼼心利利益的维护策略略研
究》、《南海海共同开发研究》、《台湾南海海政策及对策研究》、《南海海地区形势评估报告》等，发表了了论⽂文多
篇。 

《当前两岸关系与南海政策互动探讨》 

当前南海形势随着去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的出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蔡英文执政以来，因其

拒绝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双方官方沟通渠道中断，两岸关系转冷。南海形势和两岸关系均

与马英九执政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两岸在维护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所积累的“默契”已不复存在。当

前背景下，南海问题甚至成为影响两岸关系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本文在梳理和分析蔡英文执政以来的南海政策

作为的基础上，探讨当前两岸关系背景下南海政策互动的可能性。 

孙国祥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兼任副
教授。曾在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国⽴立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林院中国研究所短期访问研究学⼈人。专⻓长领域：亚太区域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 

《南海仲裁裁决与行为准则架构之间互动的探讨》 

自2016年6月以来，三大事件影响了南海争端的动态：杜特蒂于仲裁裁决12天前就任菲律宾总统，川普于

2017年1月20日就任为美国第45任总统，2016年7月12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的仲裁庭做出裁决。

为了理解仲裁裁决，对东协意味为何，以及某些成员如何反应，本文以相反的顺序扼要地探讨这三事件具有洞

察的意义。无论如何，对南海问题而言，从菲律宾提出的仲裁裁决公布到南海行为准则架构的宣布签署，是一

段非常值得探究的时间段。本文认为仲裁裁决和行为准则处于快速变迁的动态当中，而此动态可以从中国大陆

与东协国家之间以及东协内部的互动中探讨。无论如何，行为准则架构的签署，尽管仍有其不足之处，但却展

现中国大陆在南海问题的应对能力持续提升。另一方面，未公布但媒体不同揭露的行为准则架构也是本文探讨

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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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序） 

台湾参会代表 

戴孝君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顾问 

戴宗翰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胡瑞⾈舟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圣惕  海海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复国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孙国祥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 

王冠雄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 

王继舜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博⼠士⽣生 

张登及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周志杰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两岸与华⼈人治理理研究中⼼心主任 

⼤大陆参会代表 

⽩白续辉  国家海海洋局南海海规划与环境研究院⼯工程师 

           国家海海洋局南海海维权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综合计划部副主任 

蔡振伟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上丝绸之路路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陈平平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陈相秒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法律律与政策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程元路路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经济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丁   铎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法律律与政策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冯   梁梁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贺先⻘青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上丝绸之路路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贺湘琦  外交部边界与海海洋事务司参赞 

胡   波  北北京⼤大学海海洋战略略研究中⼼心执⾏行行主任、北北京⼤大学海海洋研究院研究员 

胡   鑫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经济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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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宇  国家海海洋局海海洋发展战略略研究所副所⻓长 

蒋春发  海海南省台办党政联络处处⻓长 

⾦金金永明  上海海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鞠海海⻰龙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李李建伟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李   芸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办公室主任 

刘延华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北北京分院助理理研究员 

林林   杞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科学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林林勇新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上丝绸之路路研究所副所⻓长 

刘晓博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法律律与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沈沈固朝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海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谭卫元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海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海洋权益 

           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王   冠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上丝绸之路路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吴⼠士存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院⻓长 

奚劲松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副院⻓长 

薛   ⼒力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略研究室主任 

闫   岩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法律律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叶   强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北北京分院助理理研究员 

叶正国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海洋研究院讲师 

张东江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军事科学》杂志总编辑 

张晋轩  外交部边界与海海洋事务司三秘 

张良福  中国海海洋⽯石油总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 

张   舒  中国南海海研究院海海洋经济研究所助理理研究员 

郑泽⺠民  海海南师范⼤大学南海海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邹克渊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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