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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17 世纪格劳秀斯的《海上自由法》开辟了有关海洋法权

的新视域以来，国际海洋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形成过程。

海洋这个人类共同拥有的区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成了

不同时期、不同霸权国家肆意行驶霸权的载体。葡萄牙、荷兰、

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历史上的海洋强国，无不是凭

借着海上优势对外大肆扩张，殖民、奴役贫穷落后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

家安全，掀起了海洋权益诉求的高潮。在此推动下，联合国召

开的一系列海洋会议以及一系列海洋法的制定，为维护海洋秩

序奠定了法律基础，也极大地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

益。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的海

岸线有 18 000 公里，完全是一个海洋大国，然而却从来不是一

个海洋强国，长期以来不断遭受着其他海洋强国的侵略和侵犯。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海防才真正有所加强。然而，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和长期以来海洋意识的缺失，中国的海

洋权益不断受到侵蚀，这不仅包括海洋权益被周边国家所侵犯，

海洋领土被侵占，还有远隔万里的美国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和对我国海洋权益的侵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融入国际社会，并随着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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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迅速发展了自己，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融合。中国的海外利益也随之不断延伸。然而，由于中

国不是一个海洋强国，没有一只强大的远洋海军能够切实保障

自己的海洋利益，中国的经济安全面临巨大的威胁，如何维护

中国的海洋权益，是未来中国需要加以防范和解决的一个紧迫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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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

第一节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背景

一、东海基本情况

东海，西方人称之为 “东中国海” ( East China Sea) ，位于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东西宽 150 ～ 360 海里，南北长

630 海里，总面积约 77 万平方海里。平均水深在 1000 余米，整

个海区位于北纬 23 度 0 分至 33 度 10 分，东经 117 度 11 分至

131 度 0 分之间。作为中国大陆东岸与西太平洋之间的一个半封

闭海，东海北部以长江口北岸沙嘴至济州岛的连线与黄海为界;

东北以济州岛东端经日本福江岛西南部至长崎半岛西南端一线

与对马海峡为界; 南以广东南澳岛至台湾南端鹅蛮鼻一线与南

海为界; 东以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至台湾东北端韶三角一线

为界。

东海大陆架属于稳定性的大陆地壳，面积约 21 万平方海

里，占东海总面积的 70%，是世界上最宽广的大陆架之一。东

海大陆架由西北向东南平缓延伸，一直进入冲绳海槽西侧的陆

架斜坡，之后坡度急剧增大，呈阶梯状下降。这一地段即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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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区位示意图

陆坡，陆坡南北宽中间窄，最宽处 70 余千米，最窄处仅 28 千

米，海域水深从 700 米逐渐加深到 1900 米。从地质构造上看，

与之毗邻的冲绳海槽陆壳特征不明显，却具有较多的洋壳特征，

是东海海底大陆地壳和海洋地壳的过渡地带。冲绳海槽作为东

海的一个特殊地理单元，在地理、地质地貌和地质构造上，很

明显是东海陆架、陆坡和琉球群岛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二、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的缘由

1961 年，美国地质学家埃默里和日本专家新野弘通过研究

二战期间日美潜艇在钓鱼岛海域收集的海底资料，首次预言，

在东海钓鱼岛周边海域可能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1968 年 10
月，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 CEAFE) 新成立的 “联
合勘探亚洲近海海域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赞助之下，以美国

地质学家埃默里为首的美、日、韩等国家的 12 位地质学家，在

东海与黄海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地球物理和地质构造勘测。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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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中国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气储

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1〕

自从在东海大陆架发现丰富的石油资源后，日本政府就对

东海海底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与开发。在 1969 年 6 月至

1970 年 6 月的一年时间内，日本政府多次组织地质调查队前往

东海大陆架区域进行海底资源调查。1970 年下半年，日本通产

省发布了关于东海大陆架南部油气资源的五年规划。1974 年 1
月 30 日，日本更是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擅自同韩国签订

了《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在东海海域划出约 8 万平

方公里的大陆架作为日韩共同开发区域，中方对此提出了强烈

抗议。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中国也开始了在东海海域的石油勘

探活动，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发现了被命名为 “西湖凹陷”
的大型储油地带。1980 年以来，中国又在该区域相继探明了平

湖、春晓、天外天、断桥、残雪、宝云亭、武云亭、孔雀亭等

八个油气田。2003 年 8 月 19 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英荷壳牌公司、美国尤尼科公司签署了关于

合作勘探和开发东海大陆架西湖凹陷区天然气的协议。
随着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以及双方东

海大陆架油气开采活动的逐步深入，中日双方关于东海海域大

陆架划界矛盾日渐突出，争端愈演愈烈。2004 年 5 月 27 日，日

本专家平松茂雄 “调查”我春晓天然气设施后，日本 《东京新

闻》、《产经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连续进行

有关“中国向东海扩张，在中日边界开采油气”等的报道，并

提出所谓的“吸管效应”，督促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中国向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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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的动向”，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浮出水面。〔1〕2004 年 7

月 7 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租借挪威探测船

在春晓油气田附近海域进行为期 3 个月的海底油气资源调查，

与中国的油气田开采形成对垒之势。〔2〕2004 年 6 月 9 日，日本

经济产业大臣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中国将东海调查和实

验开采油气田的相关数据提供给日本。2004 年 7 月 14 日，日本

政府公开将中国探明的 “春晓”、“断桥”和 “冷泉”三个油气

田分别命名为日本名称 “白桦”、 “楠”和 “桔梗”，并授予日

本帝国石油公司试开采权，中日东海大陆架争端骤然升温。为

了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中日两国于 2004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

开启了东海大陆架问题的磋商谈判，但由于日方的强硬立场并

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自 2004 年 10 月至 2007 年 11 月，中日两国

先后进行了 11 轮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磋商。直到 2008 年 6 月

18 日，双方终于通过平等协商划定了一块共同开发试验区，中

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向前迈出一步，达成了所谓的“6·18 共

识”。尽管如此，双方的根本分歧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第二节 大陆架划界相关理论

一、大陆架的地理概念

大陆架的概念起源于地质学、地理学和海洋学。地质地理

学上的大陆架是指相接和围绕大陆领土、坡度比较平缓的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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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新凤: “中日: 东海油气田怎样开发”，载《世界知识》2008 年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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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它是陆地的自然延伸并被海水覆盖的部分。大陆架的平

均坡度约为 0. 6 度，其深度一般不超过 200 米，个别地区可以大

于 500 米或小于 130 米，平均深度在 130 米左右，平均宽度约为

70 千米。世界大陆架的总面积共有 2700 多万平方千米，占海洋

总面积的 7. 6%，相当于整个陆地面积的 18%。从大陆架外缘再

向外倾斜，坡度变得相当陡峭，急剧直下，从几度到 20 余度，

至深达 3000 米左右的地方，这一部分被称为大陆坡。大陆坡的

特征是突然与陆架分开，并以大得多的坡度向深海倾斜。大陆

坡在各大海区的宽度不同，从几千米到几百千米不等，约占全

部海洋面积的 15. 3%。

再从大陆坡向下延伸，又变得较为平坦，直到与深海底合

为一体，其底部覆盖着大量砂质沉积物 ( 主要成分为岩石碎屑

和无色矿物) ，它的面积为 1900 万平方千米，约占整个大洋底

的 5%，这一部分被称为大陆基。

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弗朗西斯·谢帕德 ( Shepard) 在其 《海
底地质学》一书中，对世界大陆架的地形作了如下的总结:

①地球上大陆架的宽度约为 70 千米。②陆架外缘的平均水深为

130 米。③大陆架最平坦的地方约在 70 米附近。④大陆架上的

地形高低不平，在大约 60%的地形剖面中可见有 20 米左右的隆

起地形。⑤在大陆架的 35%的地形剖面中可见有 20 米左右的凹

地形。其中绝大部分为盆地状凹地，其他则为细长的谷地地形。

⑥大陆架的平均坡度为 0 度 07 分，与陆架外缘相比，近岸地方

较陡。

二、大陆架法律制度的产生历程

随着海洋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陆架海床及底土中蕴藏的海

洋油气等自然资源逐步得以开发利用，随之而来的权利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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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争端日渐增多。这使原本属于地质、地理学概念的 “大陆

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大陆架法律制度从产

生发展到逐步完善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 一) 大陆架法律概念的雏形阶段

大陆架法律概念的雏形阶段，具体时间段为 19 世纪至 1945
年。据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 6 世纪，人类就开始了对沿

海海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一些学者

才基于大陆架与陆地相连接的客观事实，提出了沿海国应该对

大陆架海床、底土及其中蕴藏的资源享有权利的理论主张。
1910 年，葡萄牙政府发布宣言，对 100 浔等深线以内的大陆架

捕鱼活动拥有管辖权的主张，该宣言成为第一个出现 “大陆架”
概念的法律文件。在此之后，西班牙、沙皇俄国、委内瑞拉、
阿根廷等国家均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对大陆架行使管辖权的

主张。〔1〕1939 年，在石油公司对阿布扎比仲裁案件中，仲裁官

阿斯奎斯爵士做出裁定，沿海国应该对大陆架拥有某种程度的

控制和管辖。〔2〕英国与委内瑞拉在 1942 年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

关于大陆架的划界协定——— 《关于帕里亚湾海底区域的划界条

约》，对当时属于英国殖民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委内瑞拉之间

的海底区域进行了划界，以便两国开展海洋资源的开采。然而，

这一时期作为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 “大陆架”概念尚未最终形

成，国际实践主要是基于地质学上自然延伸这一客观事实和理

论，提出沿海国对大陆架及其蕴藏的资源拥有权利主张。
( 二) 大陆架法律概念的正式形成阶段

1945 年至 1958 年是大陆架法律概念的正式形成阶段。1945
年 9 月 28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第 2667 号总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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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于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自然资源政策的公告》 ( 简称

《杜鲁门公告》) ，首次将地质、地理学上的大陆架概念转化为一

个全新的法律概念，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为

大陆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杜鲁门公告》发表

后不久，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冰岛、沙特阿拉伯、伊朗、
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先后对大陆架提出权利主张。〔1〕

这个阶段国家关于大陆架的实践使大陆架由一个地质地理

学概念演化成为一个法律概念，这对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形成，

以及对使其上升成为一项被更多国家接受和认可的国际习惯法

规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三) 大陆架法律制度的确立阶段

1958 年至 1982 年是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建立阶段。1958 年，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与会国家在国际法委员会报告

的基础上签订的《大陆架公约》，是大陆架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的

标志。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国家对沿海国拥有大陆架的权利没

有争议，但对大陆架的定义问题即如何确定大陆架的范围却产

生了重大矛盾。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协商，会议最终以 《大陆架

公约》的签订得以结束。在这一阶段，许多关于大陆架划界的

国家实践和国际判例都适用 《大陆架公约》的有关规定，尤其

是 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和 1977 年英国与法国大陆架仲裁案，确

认了“自然延伸”、 “公平原则”在大陆架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对大陆架制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四) 大陆架法律制度逐步完善阶段

在 1982 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大陆架问题

仍然是与会国家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其实质就是大陆架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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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海文: “地质学大陆架与法律学大陆架制度的对比研究”，载高之国、
张海文、贾宇主编: 《国际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海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 页。



义问题和专属经济区制度确立后大陆架制度是否保留的问题。
经过谈判，与会国家达成妥协: 一方面将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

作为两个不同且共存的法律制度分别规定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中，并明确规定专属经济区下的海床

和底土应适用大陆架的相关制度; 另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也明确规定了大陆架的定义及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程序和

原则。总之，1982 年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很多方面发展

和完善了 1958 年的 《大陆架公约》所确立的大陆架法律制度，

并已成为现代海洋法的主要渊源和权威文件，被誉为 “海洋

宪法”。〔1〕

三、大陆架法律概念

( 一) 1958 年《大陆架公约》的规定

1945 年 9 月 28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第 2667 号总统

公告——— 《美国关于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自然资源政策的公

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大陆架的法律概念。该公告认为，与美

国海岸相毗连的公海海底的大陆架属于沿海国，并受其管辖。
随后许多国家相继发表了大陆架宣言。由于当时没有制定关于

大陆架问题的国际法规，所以各国自行宣布的大陆架宣言在大

陆架范围的确定，对大陆架行使权利的性质、方式和手段上各

不相同，从而导致战后海洋秩序的第一次混乱。为协调海洋秩

序，1950 年，联合国委托国际法委员会对海洋法进行研究。
1956 年国际法委员会将研究结果作为海洋法提案提交第 11 届联

合国大会。在 1958 年召开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上，与会国家以

57 票赞成、3 票反对、8 票弃权的结果顺利通过了以该提案为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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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慕亚平: 《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家法问题》，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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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大陆架公约》。该公约自 1958 年 4 月 29 日起开放签字，

1964 年 6 月 10 日正式生效。
1958 年《大陆架公约》第一次从法律上对大陆架定义、沿

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及其大陆架开发、管理和划

界等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地规定。根据《大陆架公约》，所谓大

陆架是指: ①邻接海岸但在领海范围以外，深度达 200 米或超

过此限度而上覆水域的深度容许开采其自然资源的海底区域的

海床和底上; ②邻近岛屿海岸的类似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 二)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将大陆架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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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量领海宽度

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200 海里，则扩展到 200

海里的距离”; “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

由陆架、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它不包括深洋洋底及

其洋脊，也不包括其底土”。

四、国际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的规定

( 一) 沿海国确定大陆架外缘边界的标准

1. 关于大陆架的划界，1958 年 《大陆架公约》的第 6 条规

定，“①同一大陆架邻接两个以上海岸相向国家之领土时，其分

属各该国部分之界线由有关各国以协议定之。倘无协议，除因

情形特殊应另定界线外，以每一点均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

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中央线为界线。②同一大陆架邻接

两个毗邻国家之领土时，其界线由有关两国以协议定之。倘无

协议，除因情形特殊应另定界线外，其界线应适用与测算每一

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原则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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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为本公约的目的，

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其超过 200 海里的任何情形

下，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划定大陆边的外缘: ①按

照第 7 款，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

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百分之一。而该 《公约》

第 76 条第 7 款规定: 沿海国的大陆架如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量起超过 200 海里，应连接以经纬度坐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长

度各不超过 60 海里的若干直线，划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或

②按照第 7 款，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 60 海里的各定点为

准划定界线。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形下，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

坡度变动最大之点。

按照①和②划定的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的各定点，

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350 海里，或不应超过连

接 2500 米深度各点的 2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

但“在海底洋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

宽度的基线量起 350 海里”。这一规定 “不适用于作为大陆边自

然构成部分的海台、海隆、海峰、暗滩和坡尖等海底高地”。
“沿海国的大陆架如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 200 海

里，应连接以经纬度坐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长度各不超过 60 海

里的若干直线，划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同《大陆架公约》相比，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大

陆架概念的虽然在大陆架外部界限上有所变化。但是，确定这

一概念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有:

( 1) 自然延伸原则。大陆架必须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在海底

的自然延伸，这与 1958 年《大陆架公约》规定的“邻接”标准

实质上一样，明确了大陆架的地质学渊源和沿海国大陆的密切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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