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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争端的解决

汪 翱
(湘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

湖南 湘潭 41 12(X) )

摘 要 : 南海争端主要指中国与南海周边其他 国家在海洋权益方 面的争夺
。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之

前
,

南海争端 的重点体现在对岛屿争夺以及对其主权的确认上
。

19 82 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
,

将南海争端

带入了另一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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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争端的变

化

19 82 年 4 月 30 日
,

《公约》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

会议上通过
,

199 4 年 11 月 16 日正式生效
。

《公约》包

括序言和 17 个部分
,

共 320 条和 9 个附件及最后议定

书
。

其主要内容有
:
确定每个国家领海的宽度为从基

线量起不超过 12 海里 ;每个国家有权在领海以外拥有

从基线量起不超过 2(X)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沿海国的

大陆架
,

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 自然延

伸
,

直至大陆的外缘
,

最远可延伸至 350 海里
,

如不到

2(X) 海里者
,

则扩至 2(X) 海里等等
。

可以说
,

《公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
、

公正的国际

海洋法律
,

它几乎涉及到人类利用海洋的所有问题
。

反映了大多数沿海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
,

因

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

《公约》的生效
,

标志着世界海

洋新秩序的确立和国际海洋事物新时代的到来
。

但是
,

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曲解《公约》
,

不顾南

海作为半封闭海域以及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主权的事

实
,

单方面宣布实施 2(X)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 2(X) 海里

的大陆架
,

大肆抢占南海海域
。

并企图通过所谓的
“

专

属经济区原则
” 、“

大陆架原则
”

作为它们占领相关海域

内岛屿的借 口
,

美济礁事件
、

黄岩岛事件
、 “

万安北一

21
”

石油合同区 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

上世纪 卯 年

代
,

菲律宾挑起美济礁事件
、

黄岩岛事件时就宣称
“

美

济礁
、

黄岩岛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以内
” ,

越南政府

也称
“

万安北一2 1 ”石油合同区是
“

位于越南大陆架之

上
”

的
。

但依据《公约》的规定
,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都

是以边界的划定为基础的
,

从来都只有以陆地领土为

依据来划分海域
,

而不是相反
。

到目前为止
,

南海诸岛

分别被越南
、

菲律宾
、

印尼
、

马来西亚
、

文莱
、

中国所控

制
,

再加上台湾当局 占领着南沙最大的岛屿
—

太平

岛
,

整个南海争端呈现出
“

六国七方
”

的势态
。

二
、

《公约》机制下南海争端的解决

根据《公约》的这一原则
,

结合实际
,

我国政府在解

决南海争端的问题上
,

可从以下几点出发
:

1
.

劝说各国一道放弃在南海地区的争夺
, “

冻结

现状
” ,

建立解决南海争端的对话机制
。

由于南海地区

丰富的资源
,

各国争相抢占岛屿
,

瓜分海域
,

这为解决

南海争端造成了障碍
。

只有各国真正停止任何不利于

南海局势稳定的做法
,

才能为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创造

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
。

从 目前的实际来看
,

周边各国

认识到武力解决不是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
,

且中国实

力强大
,

各国若再采取武力手段
,

将不会有任何结果
。

中国作为本地区的一个大国
,

有责任为解决地区争端

起带头和推动作用
,

中国一向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
、

解决地区争端的原则
。

随着中国长时间
“

睦邻外交
”

的实践
,

周边 国家特

别是东南亚 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近十多年来发展迅

速
,

在此基础上
,

展开对话
,

建立解决南海争端机制的

时机已经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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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行为宣言》
,

就标志着围绕南海问题展开的地区对

话机制已经初步取得成效
。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主

要内容包括
:
各方重申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

、

19 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处

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各方承诺根据上述原则
,

在

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

探讨建立信任的途径
。

《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和相关国家为解决南海争端

而制定的一项多边协议
。

宣言的意义在于
,

为今后南

海问题的解决确立一个框架和原则
,

保证各国能在将

来有效地遵守各自的承诺
,

为进一步解决南海问题创

造条件
。

2
.

在多边宜言的基础上
,

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
,

与相关国家通过多次谈判
,

逐一解决南海争端
。

《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的发表
,

为解决南海争端奠定了一个基

调
,

但问题的真正解决
,

需要靠各国通过和平谈判来实

现
。

因为关于领土等敏感问题的争议
,

多边外交通常

显得力不从心
,

双边谈判则具有实质解决问题的可能

性
。

虽然东盟曾试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
,

希

望通过中国一东盟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
,

但东盟内部

在南海问题上并不一致
,

且各国在南海的利益也有很

大差别
,

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
,

才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最

好途径
。

从目前实践的结果来看
,

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

双边谈判在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绩
,

中越北部湾划界就是最好的例证
。

经过两国政府

共同努力
,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终于在 2(X X) 年圣诞节

成功签约
,

2(X 种 年 6 月 25 日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

生效
。

中菲之间的双边谈判也已取得一定进展
,

经过

共同努力
,

中菲于 199 5 年 8 月 10 日就南沙问题发表联

合声明
,

明确在争议解决前
,

双方同意为在该地区确立

行为准则而遵守和平友好解决等八点原则
。

到 目前为

止
,

两国间已设有探讨南海地区合作的磋商机制
,

包括

渔业
、

环保
、

建立信任措施三个工作组
。

同时
,

中国与

马来西亚之间的双边协商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

因此
,

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
,

通过双边谈判能够将南海问

题逐渐地解决
。

3
.

加强对《公约》的研究
,

加快完成对南海海域环

境资源调查和法律历史研究获得全面
、

精确的海洋勘

测资料及相关理论资料
,

为我国将来在谈判桌上求得

主动创造条件
。

《公约》内容丰富
,

几乎涵盖 了有关海

洋开发
、

利用与管理的所有方面
,

无论是从一般的规

定
,

还是争端的解决方面
,

我们都应该仔细研究
,

特别

是在处理和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方面
,

《公约》将

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最好利器
。

我国政府和人民开发
、

管理南海已经有数千年的

一 84 一

历史
,

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有关南海的记载非常丰富
。

在越南主张对西沙
、

南沙拥有历史主权的同时
,

我们也

应针锋相对
,

从历史上的经验来讲
,

这是非常有效的
。

同时
,

加强对南海的环境资源调查也非常必要
,

掌握了

全部的资料后
,

在谈判桌上才有可能占主动 ;加强对南

海环境资源调查的另一个好处在于
,

它有助于我国政

府在开发南海上作出正确的决策
。

众所周知
,

南海远

离大陆
,

开发难度较大
,

充分熟悉南海环境资源
,

可以

提高将来开发南海的效率和效益 ;同时
,

熟悉南海的环

境资源
,

对帮助我国处理与周边的专属经济区问题有

重要意义
。

4
.

在同相关国家展开谈判时
,

合理地设定海洋要

求与预期
,

提高谈判效率
,

为加快南海海域开发创造条

件
。

在谈判已经成为各国间解决问题主要手段的今

天
,

我国政府通过谈判来取得自己的合法海洋权益是

最好的途径
。

不过
,

关于南海海域的划界谈判将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

它牵涉到各 国的特殊利益
,

任何国家

和政府都不可能掉以轻心
,

特别是那些通过武力取得

南海权益的国家
,

它们也不会甘心将到手的利益拱手

让出
。

但在法律与国际压力下
,

又只好通过谈判途径

来解决
。

这样
,

经过各国反复的讨价还价
,

南海海域的

划界才有可能最终确定
。

对于我国来说
,

加强谈判技巧研究
,

合理地设定海

洋权益预期
,

对尽快解决南海争端有重要意义
。

我国

政府的外交人员和相关的专业人士应通过交流
,

尽可

能多地掌握相关知识
,

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

确保国家利

益不受到侵犯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 82 年才开始实施
,

其正式

生效也是 199 4 年以后 的事情
,

各国在《公约)的指导

下
,

开展海洋合作
,

解决海洋权益争端也是近十年的事

情
。

同时
,

《国际海洋法》也是在各国开发海洋活动和

处理海洋争端的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

从这一角

度来讲
,

我国和相关国家解决南海争端的实践
,

实际上

也是对国际海洋法律的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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