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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权的

世 界历史上的大部分重大问题，首先都是地理

问题。

南海的西侧与陆地和半岛相接，东侧和南侧则受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众多岛屿所限制。在它的北

面，以台湾与福建之间的海道最重要，被古代阿拉伯

海员称为“中国门户”。在它的西面，则只有一条海

道，即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可通

往印度洋。古代阿拉伯海员大致上以马六甲海峡作为

中国和印度的分界线，海峡以西称“印度海”，以东

称“中国海”。今天，美欧等国所绘制的世界地图

上，多仍沿袭这一称谓，将南海标称为“南中国

海”。

记载古代南海的文献，以中国所载史籍最早，也

最为详尽。如《前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粤地

条后，云：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元都

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

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

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崕相

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

见。”这段文字虽简要，但仍可略见汉代时船行南海

的情形。

到了唐代，中国、印度及阿拉伯地区之间的海上

贸易活动增多，南海海道变得更加繁忙，周边地区亦

生 机 勃 勃 。 公 元 785-805年 间 贾 耽 所 著 《 四 夷 路

程》，详述了自广州航海至波斯湾的路程。其中，至

马六甲海峡的路程如下：

到了宋代，中国开始用长沙和石塘等名，明确地

指称南海诸岛，纳入中国的版图，列入广南西路琼州

的管辖范围。长沙又作千里长沙、万里长沙、万里长

堤，多指今天的西沙群岛。石塘又作石堂、千里石

塘、万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岛。宋太祖在开宝四年

(公元971年)平定南汉刘伥后，便建立了巡海水师，其

巡管范围即包括西沙群岛。

到了元代，中国与南海诸国、印度、波斯及阿拉

伯世界的海上交通更为频繁。元世祖时，中国设置了

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和庆元等七所

市泊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并先后对安南、缅甸、占

城、爪哇等国用兵。各国纷纷送上降表，称臣纳贡，

使节往来不绝于道。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宣示主权，清剿海盗，促进

了南海地区的通商和各民族间的往来，也使中国对南

海的控制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明清两代，中国仍

直保持着独立,将南海诸岛明确列入中国版图，置于广

东省琼州府万州辖下，行使着有效管辖。西方列强对

此也予以承认。

民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承继了传统疆域观念，一

直努力维护南海的主权。1933年，法国殖民者曾非法

侵占南沙“九小岛”，中国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而

据1933年9月法国出版的《殖民地世界》杂志所载，

1930年法国炮舰“马立休士号”测量南沙群岛的南威

岛时，岛上即有中国居民三人。1933年4月，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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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占南沙九岛时，见各岛居民全是中国人。

1934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召集各部委召开联席会

议，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了南海各岛

礁中英岛名，并公布“关于我国南海诸岛各岛屿中英

地名对照表”，正式将南海诸岛分为四个部分：东沙

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亦

称珊瑚群岛，今南沙群岛)。表中列出了南海诸岛

132个岛礁滩洲地名。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

会出版《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图中较为详细地绘出

了南海诸岛，并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出曾母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了南海诸岛，纳

入由日本占领的台湾所管辖的范围。1945年日本投降

后，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

告》的精神，中国政府于1946年9月2日发布关于收复

西沙南沙群岛的训令，派出以海军为主的接收人员，

顺利接收了西沙和南沙群岛，并分别竖立“太平

岛”、“南沙群岛太平岛”、“南威岛”、“西月

岛”等石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1947年

4月14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召集各有关部门就《西南

沙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案》予以讨论，会议决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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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年 12月1日，中国政府内政部重新审定东、

西、中、南四沙群岛及其所属各岛礁沙滩名称，正式

公布了南海诸岛新旧地名对照表，合计167个岛礁沙

滩洲。此外，在图中西起北仑河口，南至曾母暗沙，

东至台湾东北共标绘11段线，构成了呈“U”形的断

续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继续对南海

诸岛行使主权管辖，延续着业已形成的中国南海疆

域。1953年，我国决定删减位于北部湾的两条断续

线，最终形成目前用9段线标绘的南海断续线。

南海周边地区各国，多是在战后才摆脱了殖民统

治。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

主权争议问题。在1970年代以前，各国都没有对中国

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主权提出过异议。越南

在1975年以前，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

权。1956年6月15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见我

国驻越领事馆临时代办李志民时表示：根据越南方面

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

领土。当时在座的越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黎禄说：从

历史上看，西、南沙群岛早在宋朝时就已属中国了。

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领海宽度为12海里的声

明，适用于中国一切领土，包括南海诸岛。越南《人

民日报》于9月6日详细报道了这一声明。9月14日，

越南总理范文同于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承认和赞同这一

声明。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地理教

科书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课中写道：从南

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构成了保卫中

国大陆的一座长城。

在1970年以前，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也没提及

本国领土范围包括南沙群岛。美国与西班牙1898年签

订《巴黎条约》和1900年签订《华盛顿条约》，都曾

明确规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未包括南沙群岛。

1953年菲律宾宪法、1951年《菲美军事同盟条约》

等，也对此作了进一步确认。马来西亚也只是到了

1978年12月，才在其公布的大陆架上，将南沙群岛的

部分岛礁和海域标在马来西亚境内。 南沙群岛是中国

的领土，得到了多数国家政府和国际会议的决议的承

认。1955年10月27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第一

届国际民航组织太平洋地区飞行会议。出席这次会议

的有16个国家和地区，当时南越和中国台湾当局也都

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由菲律宾首席代表担任主

席，法国首席代表为大会第一副主席。会议认为南海

诸岛中的东沙、西沙、南沙群岛位于太平洋要冲，这

些地区的气象报告对国际民航关系很大。所以，与会

代表通过第24号决议，要求中国台湾当局在南沙群岛

加强气象观测。当时，通过这项决议时，包括菲律宾

和南越代表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对此提出

异议或保留意见。

许多国家出版的地图，也都将南海诸岛标注为中

国领土，如1954、1961和1970年联邦德国出版的《世

界大地图集》；1954至1967年苏联出版的《世界地图

集》；1957年罗马尼亚出版的《世界地理图集》；

1957年英国出版的《牛津澳大利亚地图集》、《菲利

普地图集》和1958年出版《大英百科全书地图集》；

1960年越南人民军总参地图处编绘的《世界地图》；

1968年民主德国出版的《哈克世界大地图集》；

1968年英国出版的《每日电讯世界地图集》；1968、

1969年版，法国出版的《拉罗斯地图集》；1968年法

国国家地理研究所出版的《世界普通地图》；　

1972年越南总理府测量和绘图局印制的《世界地图

集》；1973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地图集》。

古人云：得一郡，有开疆拓土之勋；失一郡，则

有断臂亡肩之患。自1970年代开始，越、菲、马等国

以军事手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在南沙群岛附近

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求。近

年来，这种情况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些行为是对中国

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非法的、无效的，也是危险

的。

新中国成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