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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传统九段线与海洋划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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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 ,总体而言 ,南海周边各国的海洋立法和实践逐渐趋向一致 ,中国与

越南已经开始了北部湾口外海域划界的谈判工作。本文对南海目前的政治形势 ,中国传统九段线在划界中的作

用 ,以及周边国家的领海基线、划界原则和主张等问题作了简单分析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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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2005 年 7 月中国和越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两

国将启动北部湾区域以南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
界划定谈判 ,按照划界区域位置所示 ,我国的南海传
统九段断续线和中越两国领海基点和基线以及划界
主张等问题将会在谈判桌上提起。南海区域长期受
岛屿归属和海洋管辖权问题的困扰 ,几十年来小到
渔事纠纷 ,大到武装冲突均在南海上演。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 ,南海形势走向是合作开发或是继续对
峙成为南海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
题。在当前国际海洋边界的实践中 ,南海九段线的
法律地位及沿海国划界主张等问题日益凸显 ,南海
划界谈判回避不开这些问题。尽管域外大国的介入
和干预使南海形势日益复杂 ,但对我国来讲 ,南海问
题早日、主动解决仍属上策。我们要把握好形势 ,要
有解决问题的自信力。

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意义
2002 年 11 月 4 日 ,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的《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出 :“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
国际法原则 ,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
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 ,以和平
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而不诉诸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胁。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 ,不采取
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包
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它自然构造
上采取居住的行动 ,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各方之
间的分歧。”由于南海存在着多方领土和重叠性的海
域管辖范围主张 ,我国在南海仍旧面临着与越南、菲
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划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边界的艰巨任务。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无疑会对稳定南海海洋划界局势带来
积极影响 ,基本缓解各方在地区安全上的最大争

端。[1 ]

三、中越北部湾划界
中越之间已经成功地划定双方在北部湾的海洋

边界 ,但南海仍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特别
是关于南沙群岛周围的形势。由于全球经济的发
展 ,两国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北部湾的海洋边界。
2000 年 12 月 25 日中越双方签署了北部湾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边界协议。边界谈判初期 ,中国拒绝
了越南提出的“历史性水域”主张和大陆架自然延伸
理论。中越之间就北部湾的划界根据主要是海岸线
地理学状况 ,两国海岸线的长度 ,海岸构形 ,以及某
些岛屿的效力等因素。作为中国与海上邻国划定的
第一条国际海洋边界线 ,中越北部湾海洋边界虽然
在计算双方海岸线长度的标准的确定问题上 ,以及
白龙尾岛划界效力的谈判细节过程不得而知 ,但它
为中国今后在其它海域划定海洋边界积累了经验。

四、关于南海九段线问题
中国对南海主张的基础是九段线 ( U 型线) 。

自 1948 年国民政府首次在《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
中标绘出十一段断续线后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出版
的各种地图上 ,都继续标出这条断续线 (1953 年经
周总理批准 ,去掉北部湾内两条而改为九段线) 。
1992 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再次将此疆域范围予以正式
化。我国政府对南海问题的一贯立场就是“中国对
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977 年越南政府发表了关于建立越南领海、毗
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声明。该声明没有表
明北部湾是历史性水域的主张。越南清楚地意识到
它坚持历史性水域的不可能性 ,在划界时放弃了
1887 年清朝和法国确定的 108°3′13″E 子午线 ,并基
本按中方主张与中国划定了北部湾的海洋边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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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 ,在中国与越南的海洋边界的谈判中 ,中国
曾经拒绝承认对方提出的北部湾是历史性水域的说
法。诚然 ,“九断线”产生至今 ,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它表明中国历届政府对线内岛礁及其
附近海域的主权主张及其对线内海洋资源的权利。
然而从旧政府到新政府 ,对这条“断续线”都是有图
示无解释 ,历届中国政府的所有法律文件也从未明
确解释“断续线”的含义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主张
的是对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 ,实际上从未主张
和行使对线内全部海域的主权 ,且中国政府表示“不
影响外国船舶和飞机按照国际法通过南海国际航道
的航行、飞行自由和安全”。[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 14 条指出“本法的规定不影
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表明对南海
九段线法律地位的确定 ,中国政府可能坚持对线内
的岛礁滩洲及其附近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3 ] ( P91)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来 ,对南
海诸岛的主权问题 ,一直是坚持包含有历史性因素
内涵的“向来”、“历来”属于中国的立场的。[4 ]中国在
南海区域曾经拥有的历史性权利是传统捕鱼权。自
古以来 ,中国渔民一直在包括在九段线内的辽阔水
域从事渔业捕捞活动。近年来 ,南海周边国家都宣
布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张 ,与中国“断续线”内
海域有重叠 ,而且重叠区面积很大 ,尤其是在南海南
部区域。它不仅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宣
布的专属经济区出现重叠 ,而且对于印度尼西亚来
说 ,九段线内区域则与纳土纳群岛东部海区重叠 ,它
同样是南海区域一个有争议的国家。[5 ]随着海洋划
界形势的深入发展 ,我国对九段线法律地位的评价
和处理 ,势必会影响南海的局势和走向。对于我国
来说 ,必须早日明示九段线在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
这是一个绕不开、避不了的问题。

五、南海周边国家的领海基线状况
确定领海基线是海洋划界的关键和基础 ,因为

基线是国家主张的各海域的量算起始线 ,只有划定
正确的领海基线 ,才能顺利解决其他海洋边界问题。
然而 ,南海国家的领海基线大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
的问题 ,例如直线基线的使用没有得到必要限制 (在
应划定正常基线处划出直线基线或基线长度过长) ;
基线偏离海岸线一般方向 ;直线群岛基线线段数量
缺少 ,水陆比例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或大陆国家划
出了只有群岛国才能划出的直线群岛基线等。一些
国家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 ,菲律宾、越南已经分别于
1988 年、1994 年做出依据《公约》精神修改本国领海
基线的表示。

六、南海海洋划界的原则基础
《公约》第 74 条和 83 条规定了海岸相向或相邻

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的划定问题 ,最终
实现边界的公平解决。由于单一海洋边界线“简单、
确切和方便”,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便于操作等优
势 ,当前在不同的海域中以单一海洋边界的形式划
出边界是海洋划界实践的一种趋势。单一海洋边界
划界主要是基于大陆或岛屿海岸构形和海岸线长度
等因素 ,而不考虑海洋地质地貌以及其它因素。单

一线划界可以运用海岸线长度与获得海域成比例方
法或中间线、调整中间线方法来操作 ,并将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边界两者同时一并划出 ,正如北部湾海
洋边界那样。

七、南海岛屿的法律地位及“附近海域”的提法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具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但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对“附近海域”这一主
张的含义模糊 ,很难理解其法律意义。[6 ] ( P53)“附近海
域”这一提法究竟系指附近 12 海里的范围 ,还是附
近几十海里 ,亦或是附近 200 海里呢 ? 从旧政府到
新政府 ,对“附近海域”也从未明示其具体范围。就
近年来国内相关单位或学者拟在南沙群岛确定领海
基点和基线而言 ,“附近海域”似乎是 200 海里区域。
就我国南沙群岛而言 ,其高于高潮线的岛、礁、滩大
约 70 多个。从国际法角度 ,《公约》第 121 条规定 ,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 ,不
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从国际实践角度 ,现代
国际海洋法和国家实践也表明 ,小岛特别是大洋中
面积小且无人居住的小岛在划界上的法律地位和相
应效力在普遍降低 ,有的小岛只能拥有半径为 500
米的周围海域 ,有的在划界时甚至忽略不计。国际
上通行做法是 ,主权有争议的岛屿不影响划界 ,甚至
在划界时可应用“飞地”化方法来处理。

八、结论
1982 年《公约》赋予各沿海国划出邻近本国海

岸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的权利 ,一方
面 ,沿海国按照《公约》精神划定其各自的海洋边界 ,
《公约》生效后南海海洋划界受到沿海国重视和进行
实践工作是必然的。另一方面 ,从国际法上来说 ,任
何国家单方面主张的海洋边界对他国不产生法律效
力。由于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在南海海
域相互重叠和交叉 ,原本存在的各种争议更加复杂
化 ,而不进行海洋划界 ,任何形式和内容的合作和开
发都将难以为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南海各国
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 ,即离开与其它国家的
交流和合作 ,本国的经济发展将步履维艰。因此 ,早
日划定南海各国的海洋边界既有利于海洋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 ,更有利于经济的共同发展和地区的安全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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