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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 形线的法律性质与历史性权利的内涵

傅崐成 ，崔浩然

( 厦门大学 南海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中国在南海的长期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已通过国际法上的“先占”取得了南海诸岛的

领域主权。南海 U 形线的正确要义应为中国在南海“特殊历史性水域”的外部界限，中国对线内岛

屿拥有主权，对线内水域拥有基于历史实践而生的既得利益。中国在南海享有多种历史性权利，

这种权利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行不悖。南海 U 形线肩负未来中国与邻国按照“衡平原则”进

行海洋划界的重要功能。历史与法律在南海争端中高度交融，在有关中国南海 U 形线内岛屿及其

水域法律地位的争执上，历史证据显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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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历史悠久，且最先发现、命名和开发南海诸岛。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南

海岛礁的古籍为东汉杨孚的《异物志》: “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徼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

拔。”!“涨海”即中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崎头”是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中国对南海诸岛的

开发和管理持续千年，未曾中断。1947 年，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编写了《南海诸岛地理志略》，该书绘

制了标有南海 U 形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并于次年 2 月正式对外公布该图，使得南海 U 形线及

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长期以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近年来，由于部分南海争端国和西方媒体的

舆论误导，外界对中国的南海主张不甚了解，国际社会亦有挑战中国南海 U 形线主张之行为，尤其

是菲律宾非法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全盘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 U 形线。最近，中国海洋法

学界已有针对南海仲裁案的重要批驳专著出版。［1］理解和解决南海争端，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南

海主张。本文从南海 U 形线的法律性质分析入手，探讨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内涵以及南海 U

形线的功能和未来，以期为中国解决南海问题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南海 U 形线的法律性质

在论述南海 U 形线的法律性质之前，需要为南海 U 形线正名。长期以来，有关南海 U 形线的

名称有“传统海疆线”“九段线”“虚线”“牛舌线”( 越南对南海 U 形线的蔑称) 等多种称呼。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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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称呼的英文语意“Dotted line”“Nine Dash line”“Dashed－line”基本上都是“非正式的”“随意乱

划而成”，容易给人带来不庄严、十分草率之印象，因而不适合用来命名南海疆界线。近年来，中国

官方对外正式表态时称这条线为“断续线”［2］，但我们建议日常仅以“形状”来称呼这条线，在对外

宣传时可称之为“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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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沿海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原( Historic Titles) ，这些权利所及的水域称为历史性水域。”并因此将

历史性水域界定为:“通常被视为内水，但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性权原的存在，将不被视作拥有

此种性质的水域。”［6］也就是说，历史性水域的性质并不仅限于内水，它还可以有其他形式的存在。

上文已讨论，中国并未将南海 U 形线内水域视为内水，所以南海 U 形线内水域并非国际法一般意

义上的“历史性水域”。
南海 U 形线内水域所代表的“历史性水域”亦非《公约》所说的“历史性海湾”这种情形。国际

法案例中有关历史性海湾的概念，首次出现在 1910 年的“北大西洋海岸捕鱼案”。该案仲裁员德

拉戈( Louis M． Drago) 提交给仲裁庭的反对意见( Dissent) 中表示: “有许多海湾经过远古惯例( im-
memorial usage) 承认，可以作为沿岸国的领海，不管它们的湾口是否宽于一般的海湾。”［7］1982 年

《公约》第 10 条专门对一般意义上的“海湾”作了定义，但同时指出这些定义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

海湾”。也就是说，历史性海湾是作为国家沿海海湾的一种特殊情形，且国家可以将历史性海湾视

作领海的一部分。虽然南海 U 形线内水域与历史性海湾都是基于历史因素而主张权利，但二者之

间有着明显的地理构成差异，南海 U 形线内水域不可能被作为上述“海湾”而存在。
( 二) 南海 # 形线作为历史性水域外部界限的法律依据

奥康奈尔( D． P． O’Connell) 曾指出:“历史性水域法则( Doctrine of Historic Waters) ，原则上是

一项例外法则，主张此法则国家可以适用一般海洋法划界规则以外的规则，来完成划界工作。这种

法则的运用，必须依照各国不同个案的D�0..735847 -1.55661 TD�0.018 Tc�(法案例中有关历史性海湾) Tj�[(的)-1j�0 Tc�10.285715 0 0 10.285715 0 -8.7�14还芩�堑耐蹇谑欠窨碛谝话愕暮Ｍ�

必须依照各国不同个案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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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权利并行不悖。诚然，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可以依据《公约》建立 200 海里专属经

济区，当这些国家所划专属经济区与中国南海 U 形线内水域发生重叠时，则需要双方依据国际法

进行和平谈判，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不会因此而主动放弃。此外，《公约》第 298 条( 一) ( a)

( i) 款规定当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时，一国可以在任何时间书面声明不接受第 288
条所规定的“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也就是说，《公约》第 298 条是第 288 条的例外规

定。这种考虑正是基于历史性权利问题往往涉及复杂的、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争端，《公约》的起草

者不认可也不主张用第三方强制裁判程序解决此类争端。［10］

第二，国际海洋法的编纂和发展历程中，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权利被当作特殊情况进行特殊对

待。1957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处发布的《历史性海湾备忘录》指出: 历史性海湾有被各国扩大解释

适用的趋势，各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不仅限于海湾，一些国家在群岛水域、群岛与邻国大陆之间的

水域也主张历史性权利，甚至还在海峡、河口和其他类似的水域方面声称历史性权利。目前，人们

越来越倾向于将这些地区称为“历史性水域”而不是“历史性海湾”。［11］1958 年和 1962 年两次海洋

法会议举行期间，大会专门成立专家委员会讨论过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权利问题。例如，1962 年 3

月联合国大会秘书处发布的《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法律制度》指出，历史性水域的典

型代表为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海湾的法律性质应根据在历史性权原( title) 形成过程中对其行使的

主权( 对内水行使的主权还是对领海行使的主权) 确定为内水或领海。［12］历史性水域也存在于海

湾以外的其他海洋区域。报告指出，在确定是否存在“历史性水域”的权原时，需要考虑一些因素。
［13］也就是说，报告最后实际已得出结论，国家主张历史性水域需要“就事论事”( case by case) ，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中国相关法律已将南海 U 形线内水域定性为“历史性水域”。1998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 14 条明确指出:“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

权利。”该条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中国人民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简言之，中国在南海主张历史

性权利，而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水域则为“历史性水域”。我国台湾地区于 1993 年发布的《南海政策

纲领》也能反映这一立场，该文件将南海 U 形线界定为中国在南海历史性水域的外部界限，线内水

域属中国管辖。［14］

第四，众多的国际法案例和国家实践支持历史性水域主张。在 1982 年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

划界案中，法院判决认为:“该事项( 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制度) 应继续由一般国际法调整。一般国际

法并不对‘历史性水域’或‘历史性海湾’规定单一的‘机制’，而是对每一种具体且得到承认的‘历

史性水域’或‘历史性海湾’的个案规定一种特定的机制。”［15］除中国外，许多国家也主张历史性水

域。如加拿大、俄罗斯在北极圈内主张历史性水域，从国家实践和国际法角度来看，这种水域非内

水也未必是领海; 汤加和斐济也都主张在南太平洋划定历史性水域。此外，还有些国家的历史性水

域划定在国家的沿海海湾，从而构成所谓“历史性海湾”，如巴拿马主张的巴拿马湾和利比亚主张

的雪特拉湾等。总之，中国将南海 U 形线内水域定性为历史性水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主张的历

史性水域不尽相同，但并不是国际上的孤例。

二、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内涵

关于历史性权利的含义，《公约》中并没有用“历史性权利”( historic rights) 一词，而是提到“历

史性所有权”( historic title) 。那么，“历史性权利”和“历史性所有权”可以等同吗? 我们认为，《公

约》联合国中文文本将“title”翻译为“所有权”乃翻译之失误。一般来说，英文法律用语中“owner-
ship”对应“所有权”。“title”来源于英美法系中的财产法，表示“支持一项权利主张或请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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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项被宣称拥有的或被承认的权利”［16］。拥有“title”才能向政府部门申请“deed”，“deed”是权

证、权状的意思。拥有“deed”才能去交易，才能真正享有权利。总而言之，“title”不是权利的本身，

而是权利的来源，翻译为权原比较恰当。《公约》用“historic title”说明国家基于历史性证据可以促

使其取得某些既得利益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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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直省海洋总图》中绘有“万里长沙”，第 7—8 页中绘有“九乳螺洲”。［25］1935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

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正式出版第一份南海官方地图———《中国南海岛屿图》!，其中东沙、西沙、

中沙( 南沙) 和南沙( 团沙) ，全部标明在中国疆界内。这些丰富的历史证据证明，中国历代统治者

均有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列入版图进行行政管辖的举措。

第四，进行天文测量。《元史》记载，著名地理学家郭守敬曾到南海进行天文测量活动。当时

“四海测影之所，凡二十有七”，郭守敬“南逾朱崖( 即现在的海南岛之南) ”，测得“南海北极出地一

十五度”。［26］关于此次测量活动，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多有论证，测量地点亦有西沙群岛和黄岩岛之

说。" 从法律角度来看，天文测量既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一种表现，也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国家进行

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五，严肃海防，惩治南海盗匪。清高宗至德宗( 16 世纪中至 19 世纪末) 年间，清政府不断加

强海防，惩治在南海作乱的安南盗匪，这在《清实录》中有十分详尽的记载。［27］此外，明清官修史书

和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水师巡逻七洲洋、捉拿盗匪等活动。如清代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吴陞，字

源泽，同安人，……擢广东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

视，地方宁谧。”［28］七洲洋当时由广东水师负责巡逻。政府整顿海防，在管辖海域缉拿盗匪，这些行

为正是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具体表现。

第六，救助南海外国遇难船只。明清时期很多史书详细记载了中国在西沙群岛救助外国遇难

船舶的事迹，如乾隆二十年( 1755 年) ，清政府派遣地方官员在南海救助外国遇难船只和人员，“没

来由国难番连得俐嘚唎……共十六名……该船被风飘至万州九州洋面击碎……经该州查明，周给

口粮。”［29］万州九州洋是七洲洋的别名，正是今天西沙群岛一带海域。中国政府主动救助外国遇难

船舶，是基于南海为中国管辖海域的立场。这种行为本质上与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海难救助

权利与义务的实践相同，属于沿海国履行国际义务的表现。

第七，阻止外国调查西沙、南沙群岛，加强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近代以来，法国、日本殖民者

多次觊觎南海岛礁。法国驻安南总督茹尔内曾派军队和渔民登上南海岛礁，对岛屿进行非法调

查。［30］日本商人西泽占据东沙群岛的唯一岛屿东沙岛，盗采岛上的鸟粪等资源，并在岛上升起日本

国旗，擅自将东沙岛改名为西泽岛。# 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域主权，威胁到国家的海防和

安全。为维护中国主权，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率战舰巡视南海，对南海诸岛进行命名，勒石树碑，

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31］除抗议外国非法调查外，中国政府还逐渐加强了对南海岛礁的行政管

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京国民政府派遣军舰收复南海诸岛，并设立“西沙群岛管理处”和“南沙

群岛管理处”。［3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设立“三沙群岛办事处”“三沙市”。［33］总之，无论是

中国政府派遣水师巡海抗议外来侵略，还是对南海诸岛建制管辖以加强管理，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

安全、行使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自卫权的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在南海的所有历史性权利内容与包括《公约》在内的现代国际法一致。为便于

区分不同的权利主张，南海 U 形线内“特殊的历史性水域”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对西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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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 1936 年被收入地理学家白眉初主编的地图集《中华建设新图》，另名为《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此
图将“中沙群岛”称之为“南沙群岛”，将“南沙群岛”称之为“团沙群岛”。见白眉初: 《中华建设新图》，北京: 北平
建设图书馆，1936 年，第 2 图。

相关研究可参见韩振华:《元代“四海测量”中的中国疆域的南海》，《南洋问题》1979 年第 6 期; 厉国青、钮
仲勋:《郭守敬南海测量考》，《地理研究》1982 年第 1 期; 李金明: 《元代“四海测量”中的南海》，《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1996 年第 4 期。

日本学者浦野起央所著《南海诸岛国际纷争史》一书详细记载了商人西泽非法占据东沙岛以及中国收复
东沙岛的行动与过程。可参见浦野起央:《南海诸岛国际纷争史》，杨翠柏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76－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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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和南沙群岛基线内的水域享有主权; 第二部分，中国在 U 形线内其他水域享有种种历史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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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而衡平原则所要求的达成衡平解决结果，则要求在划界的过程中考虑种种相关

因素!，以实现真正“衡平”的结果，更加符合公平和正义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U 形线以及其所

代表的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水域和历史性权利，是未来南海划界的重要考量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于 1947 年正式公布的 U 形线至少有三种功能: 其一，代表了线内岛

屿的主权归属中国，即线内诸岛为中国之领土。其二，代表了中国在南海“特殊的历史性水域”的

外部界限。其三，该线还兼具未来与邻国划定海上界限的剩余功能，也就是国际法意义上的“谈判

的邀请”，但不是要约。在法律上，一个协议( agreement) 的完成需要要约和承诺的契合。要约必须

非常明确，明确到被要约人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其同意能够立刻创造出协议的程度。只有在这种情

况下，才能构成要约。格式信函( form letter) 、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通常被认为是“要约邀请”，而非

要约。［34］南海 U 形线划定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经纬度，说明它本身不求精确。也就是说，南海 U 形

线本身即是“invitation to offer”或者“invitation to negotiate”，因此它不是要约。我们必须明白，南海

U 形线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将来与邻国划界的重要筹码，其命运就像中国与越南北部湾划界完成

后，中国将北部湾内的两条断续线在地图上划掉一样。在完成正式的海洋划界之后，U 形线将失去

主要效用，回归历史的博物馆。

四、结论

为了更好地解释南海 U 形线内水域的法律性质，我们应将整个南海水域分为三个层级来看

待: 第一个层级为整个南中国海，南海各国可据《公约》第 123 条“半闭海”的合作义务对其中涉及

生物资源养护、海洋环境保护、航运及海洋科学研究事务进行合作; 第二个层级为南海 U 形线内中

国“特殊的历史性水域”，中国基于丰富的历史证据在此水域内享有各种优先权利; 第三个层级为

南海 U 形线内的岛礁及其周围 12 海里领海，中国依据国际法上的“先占”取得这些岛礁的主权，并

可依据《公约》为其划定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针对邻国对我国南海主张的潜在挑战，我国采取的立场应包括下列实质:

第一，南海 U 形线为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水域的外部界限，我们需阐明其线内岛屿主权归属

中国，对线内的水域享有历史性权利。

第二，中国在南海拥有多种历史性权利，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长期历史实践的结果。这种

权利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为《公约》所承认和尊重。

第三，南海 U 形线代表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基本法律立场———先占取得，中国需要继承和

强化这一基本立场，否定 1947 年以后外国“占领”行为的合法性。

第四，南海 U 形线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是将来南海衡平划界的有利因素，必须予以

坚持。

第五，历史与法律在南海争端中高度交融。在有关中国南海 U 形线内岛屿与水域法律地位的

争执上，历史证据显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我们对南海历史性权利的证据研究需要继续强化。

( 2018 年 7 月 18 日，傅崐成教授在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举办的“马可·波罗—郑和国际海洋

法律与政策暑期班”上就南海 U 形线和历史性权利等问题发表演讲，本文是在此演讲基础上由崔

·37·

! 笔者曾研究全球大约 100 多个海域划界案例，总结海域衡平划界需考量的因素如下: 1． 地理考量因素; 2．
国家行为与禁发言原则; 3． 地质学上的考量因素; 4． 地形学上的考量因素; 5． 环境生态的考量因素; 6． 历史性利益;
7． 社会经济的考量因素; 8． 潜在争执的避免; 9． 疆界线的简化。参见傅崐成:《国际海洋法———衡平划界论》，台北:

三民书局，1998 年，第 170－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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