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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权益的法律保障
!

杨泽伟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坚决维护海洋权益"$笔者认为#我们应从国际和国

内两个法律层面来进一步维护和保障我国的海洋权益$

一%国际层面&构建中国在海洋法发展中的话语权

构建中国在海洋法发展中的话语权#对于避免国外媒体的炒作和国际社会的误解%改

变东盟相关国家主导南海问题的被动局面%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从而进

一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推动海洋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

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当代国际社会关系海洋权

益和海洋秩序的基本文件#被誉为!海洋宪章")

123456575623829:;<=34

*$然而#'公约(

在历史性权利%岛屿与岩礁制度%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群岛制度%以及海盗问题等方面

存在诸多缺陷!

$虽然中国政府代表团自始至终参加了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各期会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公约(制订过程中参与程度并不高%所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可以说#中国正是由于在构建以'公约(为核心的当代海洋法律体系中话语权的缺失#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维护海洋权益的被动局面$因此#在未来海洋法的发展中#中国应在坚持

'公约(的宗旨和目的的前提下#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公约(相关规定的主张#并创造出解

决南海问题的国际法规范#从而逐步形成并取得海洋法发展的话语权"

$例如#群岛制度

能否适用于远离大陆的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特别是南沙群岛可否运用群岛基线来测定其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这与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权利的行使是紧密相连

的$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各国曾就群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菲律宾%印

尼%斐济%毛里求斯%巴哈马等群岛国提出#只有像它们那样由岛屿组成的国家#在划定其

领海或专属经济区时才适用群岛原则$但是#中国%印度%厄瓜多尔%葡萄牙等拥有远离大

陆的群岛的国家#则持不同意见#

$目前#从'公约(的规定来看#群岛制度的适用仅限于

!群岛国"#而不适用于远洋群岛$然而#包括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是不断发展的#况且'公

约(已经制定了近
)%

年#其中的一些制度和规则也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因此#我们可

以基于南海诸岛的特殊情况#提出并主张!非群岛国的群岛水域"$

)二*主导或积极参与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

中国古代的先贤早就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同样#在南海问题的形势日益复杂化得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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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伟&中国海洋权益的法律保障

天#中国政府应在加强双边对话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构建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活动#从而成为区域安全机

制的倡导者或参与者#以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海洋权益$正如
$%!!

年
&

月'0中国的和平发

展1白皮书(所强调的&!中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

!

二%国内层面&进一步完善中国海洋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
$%

世纪
'%

年代后#中国制订%颁布了一系列有关领海%专属

经济区%大陆架等法令和规则$然而#目前中国的海洋法律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为此#我们应当采取

以下步骤来进一步完善国内相关的海洋政策与法律制度$

)一*制定'中国南海中长期发展纲要(

$%!!

年
)

月#第
!!

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

$%!!L$%!"

年*规划纲要($该纲要明确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

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因此#我们在制定中国海洋资源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同时要编制'中国南

海中长期发展纲要(#根据中国整体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南海中长期发展的思路%目标及其重点$只有

这样#才有可能改变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才能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以更

好地维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权利和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正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中国海运研究所莱

尔教授所指出的&!事实上#不论是在目前还是历史环境中#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大体上一直是被动的#

遇到事情才会做出反应#实际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目前的政策有些不连贯$"

"

)二*进一步明确中国的具体海洋权利主张

虽然早在
!&"'

年
&

月#中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领海宽度为
!$

海里$

$%

世纪
&%

年代#又分别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并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年
"

月#中国政府宣布了大陆领

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并正式发布了
#'

个领海基点$

$%%&

年
"

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关于确定
$%%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但这次提交的文件只

涉及中国东海部分海域
$%%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然而#在上述法律文件中#中国政府仅仅笼统地

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没有明确中国在南海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等海洋权利的详细范围,对中国传统断续线的含义#也没有公开予以准确地阐释$因此#今后中

国政府还应进一步公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南海等海域
$%%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

部界限划界案的法律文件#并公开阐明中国传统断续线的含义$只有这样#才能明确争议海区的范围#

才有可能与相关的周边国家划定共同开发区#从而为最终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

)三*进一步健全政府管理体制#统一领导南海事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国民政府设立了内政部方域司专管南海事宜$新中国成立后#南

海诸岛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

!&''

年改由海南省管辖$关于南海问题#中央各有关部门都有权过问#但

缺乏统一的南海问题领导机构$这对于维护我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十分不利的$因此#

设立一个有关南海问题的中央主管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统一领导南海事宜#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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