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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铁证

自古以来，钓鱼岛、南海诸岛就是中国的固
有领土。这不是简单的外交辞令，而是有众多中
外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证据支撑的事实。

“钓鱼岛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外交学院
国际法问题专家龚迎春说，“中国最早发现、命名
并利用钓鱼岛，对钓鱼岛进行了长期管辖。在这
方面，中国拥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2012 年 9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 《钓
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白皮书。书中明确指
出，在经营海洋和从事海上渔业的实践中，早在
十四、十五世纪，中国就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早在
明朝初期，为防御东南沿海的倭寇，中国就将钓鱼
岛列入防区。清朝不仅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
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而且明确将其
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

南海诸岛的归属也有史实支撑。“在南海岛屿
主权和海洋管辖权方面，我们拥有唯一压倒性的
完整历史证据链和国际法理优势。”中国社科院海
疆问题专家王晓鹏认为，“从 2000 多年前的东汉
时代起，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海
岛屿和海域。从宋代起，中国政府对南海岛屿和
海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而南海周边其
他国家并没有做到。”

比如，《更路簿》 即“南海航道更路经”，又
名“更路经”、“更路传”，是海南渔民自古以来自
编自用的航海“秘本”，是一种记录航海知识的手
抄本小册子及手绘的航海地图，为证明西沙和南
沙群岛自古属中国领土提供了有力证据。

“历史上，钓鱼岛和南海诸岛都是我们中国传
统的渔区和实行行政管辖的范围。”中国社科院日
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说，“现在，某些国家无视
历史的存在，采取一些挑衅行动，是违背历史事
实的。”

公约的支撑

中国的海洋权益还有一系列条约、公约的支

撑。
吕耀东认为：“在东海问题上，我们主张大陆

架自然延伸，这符合联合国相关海洋法的规定。
然而，日方无视国际法的依据，把所谓的‘中间
线’强加于中国，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而且，正如龚迎春指出的，二战结束后，《开
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明确了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的主权归属中国。日本政府在 《日本投降
书》 宣示“承担忠诚履行 《波茨坦公告》 各项规
定之义务”。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以法律形式明确
放弃了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作为“台湾的全部附属岛屿”的一部分，
自然也包括在日本归还给中国的领土内。

此外，日、菲、越在东海、南海频频挑事的过程
中，时不时跑到联合国这个舞台上表演。但事实上，
他们在这里实际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建立了国际海洋法律新秩序。《公约》明确
提到，要“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
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吕耀东说：“这表
明，《公约》并没有赋予自身变更国家领土主权的
职能，也不可能成为裁判国家间领土主权争议的
依据。”

而且，《公约》 不能追溯既往。《公约》 1994
年生效，可是中国对南海诸岛礁及相关海域由历
史形成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是在2000多年
间形成的。作为 《公约》 的签署国，中国尊重

《公约》。不过，它不能追溯和重新划分历史上形
成的各国的主权、主权权利和海域管辖权，同时
它承认各国关于海洋和岛礁的历史性权利。

丝路的魅力

无数的史料和研究都已经证明，中国一直以
来都是海洋大国。曾经，一条连接中西的海上大
通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当时中国在海
洋之上的驰骋。

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以前，盛于明
朝。在古代交通条件极度恶劣的情况下，这条丝
绸之路的海上通道连接着古代中国、东南亚、马
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据 《汉

书·地理志》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便从
广东的徐闻、合浦 （今属广西） 港口出发，前往
南海进行开发。而在明代张燮的 《东西洋考》
中，早在唐代以前，就有华人在南洋一带开疆辟
土，休养生息。明代郑和下西洋，更是发展并巩
固了海上丝绸之路。恢宏的船队所到之地，都给
当地人带去了巨大的冲击。

如今，海上丝绸之路穿越历史长河，以崭新
的面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瞩目。

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印度尼西亚
时，发表演讲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
合作，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去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
局。

昔日的辉煌今日绽放出崭新的活力与魅力。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发展海洋事
业、维护海洋权益带来了新的机遇。

“海上丝绸之路最突出的特点是互利共赢。”
吕耀东说。“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
出，目的是倡导世界沿海国家在共同保护海洋的
前提下，共同和平利用海洋，通过海上贸易维护
自身权益。”

“这一战略体现了中国海洋事业历史传承性和
现实创新性统一。”王晓鹏认为，“该战略的推进
表明了中国解决海洋问题的最大诚意和信心。这
一战略使中国能够与有关国家建立互信，达成共
识，管控危机，对缓和南海局势起到重要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极地与深海战略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薛桂芳也相信：“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能促进经济发展，在国际上推动和平正义正能量
的传播，对于比较敏感的海洋权益争端的形势会
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可以更多地强调合作与发
展，降低发生冲突的概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面对一片炫目的海
蓝，中国信心满满。

历史事实铁证如山 法理公约有凭有据

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之历史篇——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之历史篇——中 国
既是陆地大国，

也是海洋大国。近年
来，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发

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某些别
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比如，美国

前国务卿、下任美国总统热门人选希拉里·克
林顿近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声称中

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和南海加强活动，“ （这种行为） 非
常具有攻击性。”

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面对种种不可理
喻的挑衅，中国的立场一向坚定而明确：不是

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
保。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中国

的海洋权益都是历史形成
的，并受到国际法的保

护。这就是我们
的 底 气 所

在。

1951年，美国等一些国家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与
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
南的西南诸岛等交由联合国托管，而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该条约所确定的
交由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并不包括钓鱼岛。1952年、1953年，琉球列岛美国
民政府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划入其中。1971年，美日签署
《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简称“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群岛和钓
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美日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严重侵犯了中
国的领土主权，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也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1943年12月，中美
英3国首脑在开罗发表宣言，宣示了协同
对日作战的宗旨，承诺了处置日本侵略
者的安排。《开罗宣言》明文规定，“日
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4省、
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被
日所窃取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南
沙群岛均包括其中。

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
罗宣言》 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
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
本投降书》中明确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
各项规定。1972年 9月 29日，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承
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并坚
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
《日本投降书》，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应与台湾一并归还中国。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七十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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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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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东海大陆架的边缘，位
于琉球群岛和中国钓鱼岛之间的一个狭长
带状弧间盆地，大部分深度逾1000米，最
大深度逾2700米。中国科学家经过勘测证
明，冲绳海槽是中日之间大陆架的天然分
界线。冲绳海槽以西的东海大陆架，在地质
构造、地貌性质、沉积物属性和古地理特征
上和中国大陆连为一体，是中国大陆自然延
伸的一部分。因此把它作为中国与日本在东
海的自然分界线是公平合理的，符合《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中对大陆架的定义。

1982 年 通 过 、
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建立了国际海洋法律新秩序。中国是
《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
可以享有的海洋权益包括建立200海
里专属经济区制度，享有该区域内勘
探、开发、养护、管理自然资源和从事
经济性开发和勘探活动的两种主权
权利以及对于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
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
环境保护的3种管辖权。

1958年通过的《大陆架公约》第六条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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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借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以及《大陆架
公约》第六条的规定，认为中日在划定距离不足400海里
的专属经济区分界线时，要以双方等距离的中心线进行
划分。中日两国均未签署《大陆架公约》，中国不接受日
方提出的所谓“中间线”主张。

（孙莹双 尚雨晴）

大陆架： 冲绳海槽： 专属经济区： “中间线”：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旧金山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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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权 传承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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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南海地区发现水下文物点近200处，其中沉船方面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南海一号”南宋沉船，“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南澳一号”明代沉
船。水下遗迹点方面，有代表性的有西沙北礁海域的水下文物点，南沙永暑
礁海域的遗迹点等。岛礁古代遗存则包括西沙群岛甘泉岛的唐宋遗址，南沙
群岛明清遗址等。备受关注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打捞出海并封存6年后，
启动全面发掘，取出大量文物，包括国宝级漆器和大量产自德化窑和磁灶窑
的宋瓷。

图①：郑和宝船模型 来源：光明日报
图②：“南海一号”发现的宋青白釉印花瓷六方细流执壶 来源：钱江晚报
图③：“南海一号”文物宋代德化窑执壶 来源：中新网
图④：“南海一号”发现的鎏金龙纹手镯 来源：北京晨报

2014 年 4月，《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 在广州亮相，共有来自广
州、宁波、福州、扬州、蓬莱、北海、南京、漳州、泉
州 9 个申遗城市最具代表性的 215 件 （组） 文物精品亮
相，展览为期 3个月。广州是自 2012年 5月 18日首展以
来，继宁波、福州、扬州、蓬莱、北海之后的第6站。

图①：广州博物馆藏清乾隆西洋人物沐足广彩瓷壶
来源：羊城晚报

图②：西沙北礁出水的明代小碗 来源：海南日报
图③：元代白釉酱花龙凤纹罐 来源：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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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来源来源：：人民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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