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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全球化的世界，擁有國際觀已成為現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時常聽

到有關南海的新聞報導，各國也有自己的立場，使南海問題本身十分複雜。外加

媒體報導、渲染下，常使閱聽人只得到片面的認知，如同瞎子摸象，而無法對其

有確切的理解。居住在一個美麗島嶼—臺灣，我們希望可以先認識臺灣的神秘鄰

居，南海，並藉由撰寫小論文來了解南海周遭的現況及未來發展。 

 

二、研究目的 

 

  基於對國際事務的關心以及欲了解位在我國附近海洋的主權問題，我們決定

自己蒐集資料。跳脫媒體的單方面灌輸，查詢不同網站和報章雜誌提供的各項資

訊，加以整理、分析、討論，並詢問老師有關此一議題的觀點和看法，歸納出一

篇小論文。 

 

三、研究架構

 

 

貳●正文 

 

一、南海的地理與歷史 

 

（一）地理 

 

  南海是一個位於東南亞，被中國大陸、台灣本島、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及

 

風雲詭譎的南海主權
爭議 

 

地理、歷史、資源 

 各國立場 

美國態度 

東協主張 

 

   未來發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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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半島所環繞的陸緣海，為西太平洋的一部分。為世界第三大陸緣海，僅次於

阿拉伯海，海域面積有 350 萬平方公里，其中有超過 200 個無人居住的島嶼和岩

礁，這些島礁被合稱為南海諸島。 

 

  周邊國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尼、

新加坡、泰國、柬埔寨、越南。主要島嶼有納土納群島、阿南巴斯群島、南沙群

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等，可見南海交通位置之重要性是不可

小覷的。 

 

  除了為主要的海上運輸航線外，南海據信還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南

海海域牽涉到許多國家的利益，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地區。 

 

（二）歷史 

 

  南海主權爭執的歷史要追溯到五代十國，各地藩鎮勢力壯大，自立為王，使

得中國四分五裂。在此時，越南也趁勢割據，建立政權，宋帝趙匡胤滅其二次卻

失敗，越南取得獨立事實。 

 

  但對於南海上的無人小島，中國和越南一點興趣都沒有。千年來，經過南洋

群島數次的中國人、越南人，甚至是阿拉伯人、歐洲人，從未對此海域和島嶼產

生興趣，也無納入領土統治範圍。 

 

  直至16世紀，越政府在南海諸島上建立行政機關，後在島上設海關，對來往

的船隻收通行稅。此舉並未受到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抗議，且為東西方各旅者承

認。 

 

  真正爭端的開始是在19世紀，法國侵占越南為殖民地，南海諸島權力旁落，

清廷趁勢派艦隊巡弋西沙群島，越南人民對清朝的舉動感到不滿和憤怒，遂向法

國抗議，使法不得不派出艦隊鞏固南海群島的主權。此為南海爭執的開始。 

 

  二戰期間，日本因實施南進政策占有南海群島。戰後，中國作為勝利的五大

國之一，順勢接管了日本占領的區域。1947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內政部方域司在

其編繪出版的《南海諸島位置圖》中，以未定國界線標繪了一條由11段斷續線組

成的線。之後中共建政則將11段斷續線改為9段斷續線。「九段線」是中國對南海

海域國界線的叫法，而這條線為中國傳統疆界線，也被稱為「U」形線。 

 

  目前，在南沙群島中的島嶼與珊瑚礁，屬於中國大陸控制的只有8個，台灣

占2個，越南占29個，菲律賓8個、馬來西亞8個，所謂的「九段線」已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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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就是今天南海主權爭端的根源。 

  1970年代後，各國相繼公布其專屬經濟區、大陸棚等南海權益，並劃設「領

海基線」。由於各國對領海界線畫定標準不同，牽涉到許多島嶼歸屬問題，因此

南海主權開始產生模糊地帶，甚至產生衝突。 

 

（三）資源 

 

１. 珊瑚：位處於熱帶海洋，溫度適中、陽光充足，珊瑚得以大量繁殖。 

 

２. 水產：珊瑚大量繁殖處，氣候條件較好，間接孕育出豐富的海洋生物。

南海海域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漁場之一，有價值魚類達 1 千餘種，年撈量

超過 5 百萬噸包括海龜、鯊魚、金槍魚、墨魚等許多海產，是個生物多

樣性極高的地區。 

 

３. 燕窩：南海特有的鳥類—金絲燕，利用海藻及唾液築巢，經人類摘採，

成為珍貴的燕窩補品。 

 

４. 可燃冰：未來很有潛力的重要礦物燃料來源。 

 

５. 石油：自工業革命後，石油已成為人類發展文明不可或缺的天然資源。

目前人類面臨資源短缺的情況，估計石油只能供人類再用個四、五十年，

因此，在中東以外的石油發現對人類來說很重要，只要是有發現石油的

地方便會成為各國必爭之地。 

 

６. 天然氣：這片海域真正的價值在於天然氣的蘊藏，估計此處蘊藏 25 兆立

方公尺天然氣，與卡達蘊藏量相當。 

   

二、南海主權爭議 

 

(一) 各國立場：(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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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各國主張在南海所擁有的海域範圍 

（圖一資料來源：中央社新聞網（2014）。各國主張在南海所擁有的海域範圍。

2014 年 9 月 14 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05095007-1.aspx） 

 

1. 中國 

 

  中國一直以來都認為他們擁有全部的南海主權，其歷史依據可以追溯到漢朝。

自漢朝至明朝，中國一直是南海海域的經營者，周圍國家如朝鮮（南韓）、新羅、

安南（越南）等國家視中國為天朝。當時無海權觀，歐洲也尚未有地理大發現。

直到 16 世紀，西方探險家東來，打破中國千年來的天朝觀，開始了領土角逐戰，

併吞其藩屬國且逐步侵犯中國。 

 

  時逢二戰時期，威爾遜的民族自決風潮盛行，列強趁勢煽動中國藩屬國獨立，

以便控制。這些地方獨立後，連帶其領土主權、附近海域所有權皆歸殖民母國所

有，南海因此被劃分到各國勢力之下，不再完整屬於中國。 

 

  二戰結束後，1945 年中、美、英三方簽署《波茲坦宣言》。內容牽涉到日本

戰在太平洋占領的島嶼和殖民的皆須歸還給中國。以歷史發展和戰後條約簽定為

立論基礎，中國政府宣稱他們才是真正南海海域主權的擁有者，並對任何會威脅

中國在此地主權的侵犯表現強硬的態度，也發表過許多宣稱其主權的言論。例如

1947 年對外發表在南海的權益主張及領土主權的占有，劃設九條斷續的領海界線。

當時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越南等國家並無異議，直到大規模油氣資源

的發現，立場即開始轉變。 

 

  中共堅持南中國海為領海，但缺乏聯合國海洋公約的支持，顯得理虧氣弱。

東南亞諸鄰國在中共的欺壓下，紛紛向美國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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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汶萊 

   

  目前以 200 海里專屬經濟區為由，聲稱擁有約五萬平方公里的南沙群島海域

主權且對南通礁擁有主權，並分割南沙海域 3000 平方公里。 

 

3. 馬來西亞 

 

  從巴拉望北方海岸（南海海域南方）自其大陸棚劃出領海線，並控制其所認

為屬於馬國領海內的彈丸礁。 

 

  彈丸礁，1979年起被馬來西亞派兵佔領。原面積不足0.1平方公里，經多年經

營，目前面積已達0.35平方公里，僅次於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太平島。彈丸礁，1979

年起被馬來西亞派兵佔領。原面積不足0.1平方公里，經多年經營，目前面積已

達0.35平方公里，僅次於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太平島。馬國政府除了在彈丸礁上建

立海軍基地，並大力發展旅遊業，吸引大批觀光客前來旅遊。馬來西亞總理於2009

年3月5日親自登上彈丸礁，宣示主權的意味顯而易見，引起周邊國家的緊張。 

 

 

4. 菲律賓 

 

  1956 年 3 菲律賓航海學校校長克洛馬率 40 名船員登上了 9 個南沙島嶼，並

為其命名，其中之一為卡拉揚群島。這次的命名為之後菲律賓占領島嶼埋下伏筆。

1971 年與 1978 年，菲律賓總統則正式宣稱卡拉揚群島為菲律賓的一部分，鄰近

原即是是菲律賓主張擁有卡拉揚群島的理由之一。 另外，菲律賓也透過<<舊金

山和約>>來表明其對無主地的主權主張。菲律賓對南海的需求，以經濟需求最為

迫切：石油、漁業、礦藏等。 

 

5. 越南 

 

  越南認為擁有南海海域的所有島嶼主權，根據的理由是越南曾為法國的殖民

地，而法國於1930年曾表示擁有全部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的主權。越南

目前控制了大部份島礁，並宣稱對於在1974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海戰中所被中

國大陸佔領的西沙群島擁有主權。 

 

  2014年5月26日，越南政府表示，有多艘中國漁船在越南專屬的經濟海域包

圍越船隻，發生船隻擦撞意外，並發生衝突。越方外交部對中國發出嚴重抗議，

並重申他們對經濟海域內鑽油平台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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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中國南海諸島簡介 

（圖一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2014）。中國南海諸島簡介。2014年9月17日，取

自http://sp.wenweipo.com/1129nh/） 

 

(二) 我國態度 

 

  基本上，我國在南海擁有的管轄區主要是東沙群島。南海上諸多島嶼，許多

東南亞國家也不會主動掀起有關東沙群島的主權爭議，而聚焦在島嶼和資源眾多

的南沙群島上。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表態日趨強勢，許多東南亞

國家和台灣都十分關注中國的一舉一動。 

 

  一九九九年起，中華民國即以和平對話，將姿態放軟，與南海四周國共處。

李登輝總統主要以發展觀光為走向，將駐軍改為海巡署；陳水扁總統則模仿馬爾

地夫模式，有意將南海打造成國家水上公園，與南海諸國和平相處，發展觀光；

而馬英九總統上任之初，也承續前兩任總統既定的政策，並且正面因應日亦高漲

的南海主權問題。但是各國軍事競爭力的提升，小國崛起以及國際組織的成立，

反而讓台灣逐步失去在南海的發言權。 

 

(三) 美國策略 

 

  韓戰後，美國拉攏南韓、台灣、越南等中國周邊國家，和他們發展軍事經濟

等合作關係，藉以圍堵中共、俄共。南海和美國的距離雖遠，平常美國只是個旁

觀者，但其實美國一直在關注南海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的一舉一動，只要中

國作出美國認為會延伸共產勢力的行動，美國就會從幕後跳出來牽制。 

 

  一直以來，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亦敵亦友，他一方面要顧慮與中國的友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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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避免得罪這個正在成長茁壯的大國；另一方面，美國要適時的制衡中國發展，

因為共產主義的蔓延盛行不是美國所樂見的。 

 

  美國表態干預南海主權問題是為了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張。南海問題表面看似

是周邊國家為了資源利益的爭奪，其實背後還隱藏著中美、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

的角逐。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國不是獨立生存發展的個體，而是牽在一起的，只要

有一國發生變動，或多或少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影響。雖說美國從未採取實際行動

來制衡中國，但從美國目前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看來，他們不用，也沒必要對中

做出武力之類的動作。只要他們發出警告，中國也不敢有太大的舉動，萬一惹惱

美國，可能會面臨經濟上、資源上等的制裁，如此一來就算得到了南海的全部，

也不夠彌補美國制裁下所丟失的一切，兩相比較後，或許還是維持目前狀況對中

國來講是最好的情形。 

 

  美國一直以來皆以國際事務調停者自居，表面上會以為美國是個正義使者，

專門為看似弱者打抱不平，事實上卻是以自己利益為最大考量。美國是世界上消

耗能源最多的國家之一，在這資源將枯竭的世代下，要是中國完全佔有南海全部

資源，美國未來在能源購置方面可能要看中國臉色，如此一來，他的超級強國地

位會不保，甚至被中國取代。因此美所制定的策略，多半是以自身利益考量為出

發點。 

 

(四) 東協主張 

 

  南海從古至今一直扮演重要的交通樞紐，在國防上也有相當的戰略地位。周

邊國家覬覦其資源，卻因為中國經濟開始崛起，在南海主權爭取上也更加積極。

過去一、二十年，中國針對南海主權問題的處理方針十分清楚，也被周邊各國視

為霸權，使得東南亞國家備受威脅，因此凝聚小國家的力量，共同制衡大國。 

 

  東協在 1992 年 7 月 22 日發表《東協南海宣言》，強調需要以和平的合作方

式，不可訴諸武力。因此各國共同致力於海上交通的開發、海洋資源保護、海事

安全合作、打擊跨國犯罪集團等，以營造正面的氣氛，化緊張氛圍為最低，促進

各國有利的發展；反之，若各國指汲汲營營於本身私利而不顧及國際間和平，鷸

蚌相爭的結果，最終不只中國可能取得漁翁之利，更有可能傷了彼此的和氣，玉

石俱焚，使國與國之間合作更加困難。 

 

  以現今狀況而言，兩百浬經濟海域牽涉之利益如石油、生物、漁業……資源

過於龐大，短期內主權爭議仍難以解決。雖然如此，「東協區域論壇應繼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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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協商一致、照顧各方舒適度』等行之有效的原則」 

（林若雩，2012）。除此之外，對於像是東協這樣的一個團結組織，互相信任也

是不可或缺的，如此一來才能創造最大利益。 

 

  但只有東協的力量還不足以跟中國勢力抗衡，所以他們傾向向美國靠攏，透

過軍事演習、交流和美國強化軍事關係，藉此向中國透露背後有美國這個強大靠

山。儘管中國不希望美國介入，但是美國依然重視亞洲各國狀況及情勢發展。 

 

(五) 軍事對抗、主權至上／共同開發、資源共享 

 

  任何事情不能以強勢的態度硬碰硬，這個理論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上，主權

爭奪也不例外。中國時常以老大的態度壓抑東南亞國家，雖然他們都忍氣吞聲，

但累積久了有一天還是會爆發，例如 2014 年 5 月 11 日越南爆發的反「中」行動，

裡面包括了不滿中國在他們認為的經濟海域內的設置石油鑽探平台。這項暴動不

但波及其他無辜的台商，也使中國和越南關係顯現裂痕，影響日後合作關係。 

 

  在民主主義盛行的時代，一味的鴨霸專權會受到國際譴責，反而因小失大，

南海周圍各國想當然耳不願至於此。另外，由於美國壓力的關切下，不會有國家

敢強占全部的南海。因此透過對等的和平會談及簽署條約，尋求共同合作應是目

前最佳的解決之道，如此一來，南海成為各國共享的區域，美國未來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從中拿取所需。 

 

叁●結論 

 

  依目前國際情勢，美國依然占有領先的地位，中國雖然還不能超越美國，但

他拓展的快速程度也不容忽略，要發展成能與美國抗衡的大國是指日可待的事。 

 

  至於東南亞各國，因實力和中國相比實在是顯得過於弱小，不得以共組東南

亞國協。這個組織未來可能需要美國的介入、出面而漸漸向美國靠攏，美國應該

也很樂意將他們收在自己的保護傘下，即可在中國周圍步下眼線，遠端控制其一

舉一動。 

 

  而中國對於美國的心思也不是不了解，他們現在要做的是要把態度放軟、且

和東南亞各國和談、示好，想辦法建立合作關係，避免用強硬的手段把他們逼到

與美國同一邊，樹立更多敵人，讓自身處境更陷入孤立。 

 

  在這個千變萬化，無法預知下一步會如何的世界，理性溝通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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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達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最高理想。然而，自身利益的誘因還是大

於共同開發所獲得的和平，有些國家仍傾向於選擇最利己的方式，例如中國的壓

迫和東協的親美。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區域性的問題常常演變為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各國在

發表任何言論或制定法律時，也需要顧慮到其他國家的立場，有可能因為一句不

經意的話而引起軒然大波，甚至受到國際撻伐。 

 

  南海的問題複雜且多變數，各國皆有支持自己的論點。因蘊藏著大量石油、

天然氣等即將浩劫的資源，即使歷史上沒有證據顯示該國在南海的活動資料，這

些周圍國家也會想盡辦法證明自己與這塊豐饒海域的關係。透過組織合作短期內

可能看不到效益，但依長遠來看，一起合作所得到的收穫卻會更大。當他們懂得

這好處、並從中得利時，便會努力朝這方面發展。雖然南海主權未來發展還是個

未定論，但各國應會朝資源共享的路邁進，在這片資源豐富的海域和平共處，創

造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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