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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东海大陆架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周边发现蕴藏丰富的

石油资源之后，中日关于东海海底资源以及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浮出水面。1982 年《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分歧日渐突出，

问题愈演愈烈。
①
 

 

一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焦点与缘由 

 

东海东西宽不足 400 海里，海底 2/3 为大陆架。东海海域划界关键是东海大陆架的划分。

早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结束不久，中日双方就开始了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非正式磋商，

                                                        
①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由于能源建设的需要，在东海海域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一系列资源勘

探、开发活动。这些石油、天然气资源项目包括：春晓、断桥、残雪、天外天等油气田项目。其中，国家重

点工程春晓油气田已于 2005 年 10 月竣工。2004 年 5 月，日本对中国在日方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

中国一侧的东海海域设置天然气开采设施一事表示关注，并向中国提出正式交涉。同年 6 月，日本要求中国

提供在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试开采油气田的相关数据，否则，日将到上述海域调查并开始建设自己的油气

田项目。日经济产业大臣还表示，对中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议不感兴趣。同年 9 月，“春晓”油

气田项目的外方合作伙伴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尤尼科石油公司宣布退出。2005 年 7 月，日本政府突然正式

宣布，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中国专属经济区试开采石油天然气。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认可日本企业在

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开采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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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至今僵持不下，主要分歧集中于两点：一是关于划界原则。日本坚持适用其单方面主张的

所谓“中间线”原则，认为东海大陆架是中日共大陆架。中国主张东海海域划界应遵循自然

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而“中间线”的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才能被接受。二是冲绳海槽

及钓鱼群岛在东海大陆架划分中的地位。日本坚称其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中国则认为，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这些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

本主张冲绳海槽只是东海大陆架上的偶然凹陷，不构成划界的地理标志和法律效力。中国认

为，冲绳海槽是中日划分大陆架的天然分界线，中日不共大陆架。如按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

谓“中间线”方法划界，中国将损失东海大陆架近一半面积及资源主权。这是中国断不能接

受的。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久有时日，绝非偶然，主要原因有以下 4 点：第一，东海大陆架

发现石油资源是划界问题的主要诱因。1961 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院埃默里（K.O.Emery）

教授和日本东海大学新野弘教授通过对太平洋战争期间日美潜艇在钓鱼岛海域收集的海底资

料研究，发表了《东海和南海浅水区的沉积物》一文，首次暗示这些地区可能蕴藏石油资源。

1967 年，两人又在《朝鲜海峡及中国东海的地层与石油远景》一文中确认，黄海、东海及南

海大陆架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1968 年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赞助下，埃

默里和新野弘等美、日、韩和中国台湾的专家对东海、黄海海域进行了实地勘测，写出了调

查报告（《埃默里报告》），明确指出在中国台湾与日本之间的这片浅海海域将来也许会成为一

个世界规模的产油区 。
②
 

20 世纪末，随着中日两国对石油天然气资源的迫切需求，使双方关于东海海底资源的主

权问题互不相让，这直接诱发了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 

第二，国际海洋法制度的确立使中日双方的权利主张能够“各取所需”。中日东海海域划

界问题与二战后国际海洋法制度的确立有密切联系。1958 年 4 月，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通过了《大陆架公约》，首次在国际法上确立了有关大陆架的法律制度。自 1973 年联合国第

三次海洋法会议后，经过 9 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 1982 年 12 月 10 日由 119 个国家和组织签

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尽管明确规定了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以及专属经济区的

界线，但对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界线的划定原则却采取了回避态度，只笼统规定“应在

                                                        
①  中日两国政府关于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接触，经历了非正式磋商、正式磋商两种形式，其中正式磋商已

进行了 4 轮。 
②  转引自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岛与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86 年版，第 2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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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①
在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主张“公平原则”集团与“中间线”集团阵营分明。而中日正好分别属

于两个不同的集团。就东海海域划界而言，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张重

叠，两国必然从国际海洋法中各取所需，为自己的权利主张寻找法律依据。 

第三，日本外交政策的右倾化。特别是小泉纯一郎上台后，任命右翼政治家中川昭一任

经济产业大臣，东海问题属其管辖范围。中川大臣在东海海域划界及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

上摆出了欲以实力对抗、好勇斗狠的架势，只追求本国利益的 大化，无视邻国的正当利益；

只追求本国安全的绝对化，不惜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对方不安全之上。
②
本来，春晓等油气

田项目都处于东海海域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甚至在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中方一

侧，完全属于“在自己家院子里打井”的行为，与日本的权利主张毫无关系。但日本政府却

横加干涉，甚至以强行在东海大陆架争议地区勘探开发相威胁。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 

第四，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使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复杂化。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战

略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调整东亚地区战略给日本“撑了腰”，日本也借机加强对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的监视与实际控制，加大对东海大陆架的调查力度，以期在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中

捞取 大的实际利益。日本在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的态度日趋强硬，也增加了中日两国解决

争端的复杂性。 

 

二  中日在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的不同权利主张 

 

中日间的大陆架 大宽度为 325 海里， 小宽度为 167 海里，一般宽度为 216 海里，这

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两国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部分重叠，导致了中日双方的权利主张相互对

立： 

（一）中国的划界立场与主张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没有参加 1958 年《大陆架公约》。1971 年 10 月，中国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后，随即加入了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起草和审

议工作。1972 年，中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平等协商的海洋

划界原则。 

1978 年 4 月，当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围绕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是采取“公平原

                                                        
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 年版，第 61 页。 
②  《日本对华政策何以强硬僵化》，载《参考消息》，2005 年 10 月 30 日。后小泉改组内阁，由被称为“知

华派”的二阶博俊接任经济产业大臣。2006 年 2 月，二阶博俊率团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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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还是“‘中间线’原则”而陷入争执时，中国代表指出：“‘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只是划分

海洋界线的一种方法，不应把它规定为必须采取的方法，更不应把这种方法规定为划界的原

则。海洋划界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采用‘中间

线’或等距离线的方法能够达到公平合理的划界结果时，有关国家可以通过协议加以使用。

但反对在有关国家未达成划界协议前单方面将‘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强加于另一方。”
①
强调

在海洋划界中中国的原则立场是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有关方共同协商划定。 

中国政府在 1982 年 12 月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相继制定了领海、大陆架及专

属经济区方面的法律法规。1992 年 2 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纳入该法律条文。1998 年 6 月，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该法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

线量起延至 200 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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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

线量起至大陆边缘的距离不足 200 海里，则扩展至 200 海里。”
②
关于划界原则，该法进一步

强调了中国在海洋划界问题上坚持公平原则的主张。 

中国认为，东海大陆架无论从地形、地貌还是地质上都与中国大陆有着连续性，是中国

大陆在水下的自然延伸。而水深达 2 717 米的冲绳海槽东西两侧地质构造截然不同：东侧为

琉球岛弧，地壳运动活跃，西侧为一个稳定的大型沉降盆地，因而构成东海大陆架与琉球群

岛岛架的自然分界线。为此，中国主张以冲绳海槽作为中日东海海域划界的天然分界线。 

（二）日本的划界立场与主张 

日本是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参加国，但它并未签署《大陆架公约》，主要原因是该

公约规定“定居种的生物”属于大陆架上的自然资源，会影响日本的松叶蟹捕捞。然而，到

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东海海域可能蕴藏石油资源的消息传开后，日本又随即表示赞同《大陆

架公约》。
③
1974 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讨论大陆架的外部界线时，日本认为深度标准和

自然延伸会导致不公平结果，因为这意味着国际海域的减少，因此主张大陆架的 大宽度不

应超过 200 海里。日本在划界原则上属于等距离“中间线”“集团”。 

1977 年 5 月和 6 月，日本分别颁布了《领海法》和《关于渔业水域的临时措施法》。其

                                                        
①  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67 页。 
②  王怀安、顾明、祝铬山、孙琬钟、唐德华、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1998）》，长春：吉

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8-19 页。 
③  ［日］高桥庄五郎著，李杰译：《尖阁列岛纪事》，北京：中国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调查局出版，1983 年

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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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领海法》规定日本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但在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对马海峡东、西水

道和大隅海峡等特定海域的领海宽度为 3 海里。日本在《关于渔业水域的临时措施法》中宣

布建立宽度为 200 海里的渔业水域。 

1996 年 6 月 14 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该法规定：“日本的专

属经济区是从其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 近点的距离为 200 海里的

线以内的区域，包括海床、底土和上覆水域（不包括领海）。如果专属经济区外部界线的任何

部分超过了中间线（中间线是一条其每一点同日本领海基线的 近点和与日本海岸相向的其

他国家的领海基线的 近点距离相等的线），中间线（或者是日本与其他国家协商同意的其他

线）将代替那条线。” “日本的大陆架包括从日本的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

线的 近点的距离等于 200 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底及其底土。如果大陆架的外部界线的

任何一部分超过了中间线，中间线（或者日本与其他国家协商同意的其他线）将代替那一条

线。”
①
就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日本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是以大西洋

的地形地貌为参照而制定的，并不适用于地形复杂的东海及太平洋海域。根据琉球大学教授

木村政昭的研究，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属于共同大陆架，冲绳海槽只是两国自然延伸之间的

一个偶然凹陷，不能中断两国大陆架的连续性。
②
为此，日本主张中日东海海域划界应忽视

冲绳海槽的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有两点：第一，双方的划界原则

不同。日本主张适用所谓的等距离“中间线”以及距离标准，中国则主张适用大陆架自然延

伸原则。第二，在是否拥有共同大陆架问题上存在争议。中国认为，东海大陆架与冲绳海槽

是两个不同的单元。大陆架属于稳定的大陆地壳，而海槽则属于大陆架地壳向海洋地壳过渡

的构造带，这样，冲绳海槽就构成中国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岛架之间的

天然分界线。日本认为，日中两国处于共同大陆架，中国大陆的大陆架终止于琉球海沟，琉

球群岛是大陆架外缘的岛链，冲绳海槽仅仅是大陆架上的一个褶皱、凹陷，在划界时并非决

定因素。 

 

三  中日围绕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在国际法法理上的博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每个沿海国都对其近海区域拥有权利。在东海海域划界问

                                                        
①  《排他的经济水域及び大陆棚に関する法律》（平成八年六月十四日号外法律第七十四号）第二条，转引

自袁古洁：《国际海洋划界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88 页。 
②  转引自［日］平松茂雄：《紧迫的东海冲绳海槽调查》，载《产经新闻》，2004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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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中日双方的权利主张都可在海洋法规范中找到根据，且都以国内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因而，无论在两国磋商、谈判中，还是在各自的对外宣传中，双方已经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

的“法律战”。那么在这一围绕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展开的国际法法理博弈中，究竟谁的主张更

为合理呢？ 

（一）中国的权利主张更能体现国际法的价值理念，也更符合国际司法惯例 

首先，中国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的主要的、

基本的也是 符合公平原则的客观标准。因为自然延伸原则依据了地质学关于大陆架是沿海

国陆地领土向海下自然延伸，海下陆架和大陆在地理、地质形态上构成单一的整体性的理论。

它指明了“大陆架”的地质渊源和它与沿海国大陆领土的内在联系。既然大陆架是国家领土

在水下的延伸，根据国家主权原则，沿海国理所当然地对其大陆架享有统治权和管辖权。基

于这样一种国际法理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对大陆架做了如下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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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此，该公约设定了两项确定大陆架权利的标准，即自然延伸和 200 海里距离。

这里的权利标准有两层意义：（1）从某个国家单方面行为看，自然延伸与距离标准是彼此独

立的，也就是说它可以采用任何一个标准来主张大陆架权利范围；（2）在两个标准的彼此关

系上，自然延伸标准是主要的、根本性标准，而距离标准则是次要的、辅助性标准。它只有

在一国大陆架按照自然延伸标准，其外部界线距离领海基线不到 200 海里时才应适用，且不

应妨害自然延伸标准。中日之间没有缔结任何有关大陆架划界的双边条约，但两国都批准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两国东海海域划界应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虽然

日本也依照该公约提出，其大陆架的外缘不到 200 海里时应扩展到 200 海里的距离。但是，

日本的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整体意思表示。因为该公约首先肯定的是“全部

自然延伸”，如果这种“自然延伸”不足 200 海里，在不影响邻国陆地领土“全部自然延伸”

的前提下，才可以“扩展到 200 海里”。如果一国大陆架延伸已经被天然的海槽、海沟所隔断，

就不能也不应把本国的大陆架扩展到 200 海里。否则“自然延伸”原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

实现，就体现不出真正的“公平”。
②
从东海大陆架的地形地貌特征来看，东海南北长 550-750

公里，东西宽 260-520 公里，总面积达 75.2 万平方公里，属于世界上 大的大陆架浅滩之一。

东海大陆架由西向东平缓入深，平均水深约 70 米， 深处为 130 米。按照“自然延伸”原则

                                                        
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57 页。 
②  吴辉：《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问题及其解决》，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7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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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冲绳海槽以西地区，虽然距离日本的琉球群岛较近，但在地理构造上却和中国大陆连

成一体，因而是中国大陆自然延伸的部分。所以，中国主张中国大陆架应延伸到冲绳海槽中

线，这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的。 

其次，“自然延伸”是国际司法判例确立的大陆架划界基本规则。在国际法中，“公平”

概念一般是与《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关于“公允与善良”的含义相一致。公平原则不是抽

象的正义，它只能在“当事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必须把公平原则与可能取得公平结

果的方法联系起来；必须把“一切有关情况”全部考虑进去，如海岸曲折变化、海底地质构

造、岛屿分布位置及人类生存条件等因素，即对一切与公平地确定一国领土自然延伸有关的

因素加以全面权衡。 

从《大陆架公约》的签订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国际上发生了多起大陆

架划界问题。国际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处理这些案件过程中，对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做了

详细阐述，“自然延伸”原则被确认为与大陆架有关的所有规则中 基本的法律规则。1969

年国际法院对于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尤为典型。荷兰与德国、德国与丹麦于 1964 年、1965

年先后签订协定，分别从相邻国界按等距离“中间线”方法向海上划出它们的大陆架边界，

但划到 25 海里和 30 海里处，因发生问题而停止。3 国在进行多次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同意

把此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在判决书中，国际法院基于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在海下延

伸的自然事实，认定自然延伸是“与大陆架有关的所有规则中 基本的法律规则”，并得出结

论认为，大陆架划界“应按照公平原则、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通过协定进行，以便使每一

方尽可能地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向海和海下的自然延伸的一切部分，而不侵犯另一方的陆地

领土的自然延伸”。
①
国际法院承认以等距离线划界是一种非常便利的方法，但是这“不足以

使该方法成为一条法律规则”。
②
针对荷、丹两国关于“等距离”方法能够使沿岸国取得靠近

其领土的大陆架的诉讼请求，国际法院认为，沿岸国大部分的大陆架是靠近其大陆的，但不

能以“邻近性”作为大陆架划界的标准。海底区域不一定仅以邻近的理由而属于某个国家，

也不能以邻近性来确定它的边界。大陆架的法律基础是自然延伸，不是邻近性。某块海底区

域如果不是 邻近的国家领陆的自然延伸，即使很靠近该沿海国，也不能成为该国的大陆架。

③
 

国际法院在上述判决中提出的“自然延伸”原则，已形成为习惯规则，在国际司法实践

                                                        
①  《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判决书》 ，载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北京：海洋出

版社，1989 年版，第 81 页。 
②  《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判决书》，第 49-81 页、51 页、66 页。 
③  《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判决书》，第 57-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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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众多国家所接受。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指出的：“司法判决已经成为国际法发展中的

一个 重要因素，而且司法判决的权威和说服力有时使它们具有比它们形式上所享有的更大

的意义。”
①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法理依据认为，国际法院对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中所提供的、

以后被国际实践所采用的“自然延伸”原则是完全适用于解决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 

（二）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原则在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缺乏充足的法律依

据 

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原则，是指以一条其每一点均与测算各方领海宽度的

基线 近点距离相等的界线为基准，日本东海海域划界的主要法律根据是《大陆架公约》、有

关国际司法实践及日本国内法《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等。但是，无论是与中方之主张相

比较，还是从东海地质、地貌、地形的实际情况看，日本主张的法律依据明显不足。 

第一，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原则不是《大陆架公约》规定的惟一划界原则。

②
《大陆架公约》对大陆架划界的规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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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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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各点距离相等之原

则定之。”
③
这一段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1）大陆架划界要由有关国家协商或协议决定；

（2）要考虑大陆架的“情形特殊”；（3）在考虑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后，才是等距离中间线。

“中间线”既不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方法，也不是孤立、惟一的方法，它必须与“协商决定”、

“情形特殊”结合起来考虑。根据国际法司法实践，所谓“情形特殊”，一般是指大陆架地质、

地貌、地形等基本特征和明显标志。考虑“情形特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公平合理。尽管中

日在东海大陆架尚未签订划界协定，但“冲绳海槽”理应作为东海大陆架划界必须考虑的重

要特殊情况。如果把这种“情形特殊”抛在一边，而以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作

为划界标准，既不符合《大陆架公约》的真实含义和精神，也背离了国际法公平原则和公平

目标。因而，《大陆架公约》并未给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原则提供充分的依据。

　 

                                                        
①  ［英］R·詹宁斯、［英］A·瓦茨修订，王铁崖译：《奥本海国际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第 9 版，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24 页。 
②  1958 年签署的《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包含了两项独立、并行的标准，即 200 米水深标准和可

开发型标准。1982 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对大陆架进行了重新定义。按照后法优于先法的

原则，东海大陆架划界应优先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 
③  参见《大陆架公约》（第 6 条第 1、2 款），载商务印书馆编：《国际条约集（1958-1959）》，北京：商务印

书馆，1974 年版，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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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本权利主张的各个法律依据相互矛盾。日本参加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在讨论大陆架的外部界线时，日本认为深度标准和自然延伸会导致不公平结果，为此，主张

大陆架的 大宽度不应超过 200 海里。然而，日本 终还是签署了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并于 1996 年 6 月 2日批准了该公约。因为日本认为，公约将会产生稳定效果并能满足

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长期利益。
①
在签署公约之后，国会批准之前，日本正式颁布了本国的《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指出根据公约第 76 条的规定，“日本的大陆架……同领海基线的 近

点的距离等于 200 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床及其底土。如果大陆架的外部界线的任何部分

超过了中间线，中间线将代替那一条线”；而且还规定，日本政府将另行规定 200 海里以外的

海域的海床和底土。但是，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日本的上述规定既不符合公约的基本

精神，又前后矛盾：首先，按照日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采取所谓“中间线”方法划

分大陆架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但查遍该公约的所有条款，特别是专门规定

大陆架的第 76 条到第 85 条，没有一条一款确认“中间线”为划界原则的。其次，日本《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规定，日本政府有权另行规定

200 海里以外的大陆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专门讲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全

部自然延伸”，而且主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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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200 海里是沿海国领土“全部自然延伸”的结果，是

在不妨碍其他国家“自然延伸”的情况下，由本国决定的。这样一来，似乎日本又是主张以

“自然延伸”来划分大陆架的。其实不然，联系前后两项规定可以看出，日本在按《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划分大陆架对其不利时，就主张采用日本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方法划

分。在对其有利时，则主张按照“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一个国家的一部法律，如此前后矛

盾，反映了其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说穿了，就是按照本国的利益来划分。 后，从日本《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系上看，日本签署公约在前，颁布国内

大陆架法在后。按照“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日本既应善意履行海洋法公约，又不得以制

定或援引其国内法为由不履行公约。根据日本宪法规定，无论是国际条约还是国际习惯，都

不必经特别立法程序，就当然具有日本国内法的效力。日本以国内立法曲解国际海洋法公约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不应该将其国内法规定的所谓“中间线”方法强加给中国。 

第三，“中间线”虽是诸多划界方法中的一种便利方法，但它必须符合公平原则，否则，

就容易带来不公平的结果。从《大陆架公约》实施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国际上虽有多起大

陆架划界问题采用了“中间线”方法，但其国际司法与仲裁实践都表明，“中间线”方法只是

                                                        
①  参见［荷］诺德霍尔特：《东海大陆架划界》，载《荷兰国际法评论》，1985 年第 3 期，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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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方法中的一个非常便利的方法，它“不足以使该方法成为一条法律规则”，它不是实在法，

也不是正在出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①
且问题的当事国也并不认为它必须受“中间线”方法

的约束。这说明无论是在划界实践中还是在国际公约中，“中间线”方法从来没有真正上升为

法律原则的高度。它作为国际法确认的划界“原则”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从属于公平原则、

受公平原则支配的一种划界方法。因此，中国没有任何义务必须接受或优先使用这一方法。 

（三）冲绳海槽的法律地位决定了中国大陆架理所当然地“自然延伸”到该海槽 

从东海大陆架地形地貌看，冲绳海槽是东海大陆架划界的天然分界线，属于必须考虑的

“相关因素”和“情形特殊”，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整个东海海床和底土自西向东，可分

为东海陆架盆地、陆架边缘脊、冲绳海槽、琉球岛弧和琉球海沟五大地质单元。海槽南北长

1100 公里， 宽处 150 公里， 窄处 30 公里，面积约 10 万平方公里。海槽北浅南深，北部

水深 1 350 米左右，中部水深 1 850 米-2 050 米，南部 大水深 2 719 米。冲绳海槽在地理、

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性质上，都有把东海陆架、陆坡与琉球群岛分开的明显特征。正是由

于冲绳海槽是中国大陆架自然延伸与日本琉球群岛岛架的天然分界线，决定了该海槽在东海

海域划界中特殊的法律地位。中国主张以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以及冲绳海槽的存在作为划分

东海大陆架的标准和界线，这不仅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也符合国际法院规约

第 38 条所指的所有情况，合情、合理、合法。如果不考虑冲绳海槽的“情形特殊”而采用“中

间线”来划界，显然是违背公平原则的。 

综上所述，在东海海域划界分歧中，尽管日方的主张并非完全于法无据，但中方权利主

张的法律依据更充分、更具一贯性，也更有利于公平合理地解决划界问题。中日东海海域划

界只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规定，根据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通过相

互协商，公平合理地解决。任何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的行为，只能使问题趋于复杂化。 

 

四  解决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围绕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中日间对立状态进一步加深。2004 年 7 月 7 日，日本花

巨资租用挪威籍探物船在中国东海大陆架进行物探活动，侵害了中国对其大陆架的主权权利

和管辖权。2005 年 7 月 14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把在其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专属经济区”对

华警戒线附近由中国开发的春晓、断桥和冷泉 3 处油气田分别命名为“白桦”、“楠”和“桔

梗”，同时宣布批准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试开采石油天然气。这是

                                                        
① 《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判决书》，第 49-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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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在别人家院子里打井”行为，立即遭到中方的强烈抗议。从发展看，中日东海海域

划界问题呈逐步升级的态势，其解决也越来越具紧迫性。 

（一）解决东海海域划界问题 3 种方式的比较　 

笔者认为，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属于混合型问题。
①
如同解决其他国际问题一样，解

决中日东海问题无非 3种方式：一是武力解决。这是 简单的方式，但到目前为止它也是

不可行的方式。首先，以战争或武力手段解决国际问题是国际法严格禁止的行为。早在 1928

年，《巴黎非战公约》第 2 条就明确规定，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和冲突，无论其性质

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和解决。
②
1945 年 10 月生效的《联合国宪章》进一步

把实现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为联合国的一项任务规定下来。随着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和平

解决国际问题已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无论是谁、也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只要背

离了这一基本原则，就将使自己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其次，武力解决不符合中日两国的根

本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中日经济关系已密不可分。如果发生武力冲突，必然酿

成中日两败俱伤。
③
 

二是狭义的法律解决。即通过国际仲裁或国际司法的方式解决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

这种解决方式比较适用于混合型问题，其主要依据是国际法相关规则，而且有相对完善的组

织机构（主要指联合国国际法院、国际仲裁庭）和较固定的程序规则，仲裁裁决和司法判决

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双方一般不得再诉诸其他问题解决方式。围绕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中方

采取国际仲裁或司法解决 有利的条件是我们占理。然而，由于中国历来对国际司法管辖权

持保留态度，且国际法院的法官和国际仲裁员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国际仲裁和司法受西

方大国影响的局面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加之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与钓鱼岛主权问题交织在一起，

因此，通过国际法律手段解决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不具有现实性。 

三是政治解决（外交解决）。它包括谈判、协商、斡旋、调停、和解等。在政治解决过程

中双方提出权利主张要依据国际法规则，反驳对方主张也必须以国际法为“武器”。因而，所

谓政治解决实际上就是广义的法律解决。中日之间的谈判协商应是解决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

基本途径。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谈判也是国际法要求所有国家以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法律义

务。谈判不应仅是形式上交换意见，而应诚实进行。尊重对方的法律权利，承认分歧的客观

存在，友好协商，以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为目标。就解决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而言，问题

                                                        
①  依据问题发生的原因和性质不同，国际法将国际问题分为 4 类：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混合型问题和事

实问题。 
②  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70 页。 
③  黄琳、朱国栋：《走进春晓油气田》，载《瞭望东方周刊》，2005 年 7 期，第 37-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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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于该不该谈，而在于如何通过谈判 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 

（二）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谈判的关键是“如何划定边界” 

通过协议划定边界是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解决权利主张重叠区域的通常途径，它能提

供稳定、清楚的海上管辖的界线，创造安全的资源环境，是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

如果 终的划界协议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是中国断然不能接受的。因此，对于东海

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通过分析中日双方的权利主张，中

日除了要达成一个确定边界线的协定之外，还应商定合理开发跨界资源的合作机制。对此，

实践中有两种模式可资借鉴：一种是英国与挪威式的“单一地质构造”条款，即“如果有任

何单一地质石油结构或油田……跨越分界线，而位于分界线一方的上述结构或矿田的部分可

以从分界线另一方全部或部分进行开发时，缔约双方……应就上述结构或矿田进行 有效开

发的方式以及对从中获得的收益进行分配的方式，谋求一致协议”。
①
另一种是伊朗式的，即

在距离边界线一定范围内禁止钻井与开发合作。如伊朗与巴林签订的《大陆架划界协定》第

2 条规定：“如果任何单一的地质石油结构或油田……跨越本协定第一条规定的边界线，而在

该边界线一边的这一结构或矿田的部分可以从边界线的另一边用定向钻探法全部或部分地予

以开采，那么：（1）在第一条所规定的边界线的任何一边均不应钻井，使其任何生产部分离

开该边界线不到 125 米，除非伊朗王国政府和巴林政府之间有相互协议。（2）如果发生了本

条考虑到的情况，双方应尽 大努力就边界线两边进行开采的方式如何协调或合成一个单位

的问题达成协议。”
②
 

一些石油公司希望能尽早达成中日东海海域划界协定，以便早日进行大规模开发。但无

论从中日前几轮磋商的经验看，还是从中国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考虑，目前还未到达成协定

的时机。日方代表起初表示对中方关于双方共同开发东海有争议海域的建议不感兴趣，但经

过几轮磋商，他们同意了共同开发。现在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共同开发的范围问题。
③
实际上，

任何国际划界谈判往往需要耗费相当时日，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目的。这对极为复杂的东海

海域划界问题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尽管尽早划界协定是解决中日问题的理想办法，但从现

实看来很难做到这一点。 

（三）使钓鱼岛“零效力”有利于解决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 

钓鱼岛主权归属与东海海域划界是既相互交织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问题。日方始终坚持把

                                                        
①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挪威王国政府关于两国间大陆架的划界协定》，载国家海洋局政策

研究室编：《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第 491 页。 
②  《伊朗和巴林关于两国之间大陆架划界的协定》，载《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第 357-358 页。 
③  中方主张共同开发的范围为双方权利主张的重叠区，即“中间线”至冲绳海沟；而日方主张在全东海海

域进行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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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作为自己的“领土”，以钓鱼岛为基点，按“中间线”原则与中国划分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事实上，钓鱼岛不仅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中国台湾的大陆性岛屿，而且从明朝初年

起就一直属于中国版图。日本在 1783 年和 1785 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也标

明钓鱼列岛属于中国。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是甲午战争以及二战后美、日非法侵占中国领土

造成的。中国不仅不承认 1945 年日本依《旧金山条约》擅自把钓鱼岛交给美国托管的行为，

也坚决反对 1971 年美日签订《冲绳协定》，又把钓鱼岛归还给日本的行为。中国完全有权也

以钓鱼岛为基点，主张自己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这样，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将进

一步复杂化。因此，为有利于解决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可以考虑采取暂时给予钓鱼岛“零效

力”的办法，即在划界中暂时忽略钓鱼岛效力的办法。这不仅有利于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

的顺利解决，也有利于解决钓鱼岛本身的主权争议。
①
 

(四)临时安排是中日东海海域划界谈判必须考虑的因素 

由于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复杂性，目前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有不断升温的趋势，因而，

中日双方在划界谈判过程中做出某种合情合理合法的临时性安排是必要的。这也是《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 74 条和第 83 条所要求的。中日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通过真诚谈判

达成在过渡期内切实可行的临时安排。比如：第一，冻结争议海域资源调查、勘探或开发活

动。即问题双方在划界协定缔结前都不得在权利主张重叠区域进行与海底资源有关的任何活

动。第二，暂定措施区域。即将权利主张重叠海域规定为“暂缓区”，在该区域内，双方在一

定期限内不得授权或许可钻探或开发大陆架的石油或天然气。为有助于确定区域内矿藏的可

能存在和分布，应建立在该区域开展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的合作机制，并分享有关地质和地

球物理资料。第三，共同开发。即中日双方暂时搁置主权或主权权利争议，在相互间协定的

基础上，以某种合作方式勘探和开发重叠主张海域的石油资源。比较而言，前两种安排不利

于及时地将潜在资源转化为现实财富。共同开发则是双赢的，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既

不影响有关国家的权利主张，又能以符合双方经济利益的原则及时、有效地勘探开发海底资

源，使双方迅速地从商业性石油发现和生产中获得 大经济利益。它既能维护各自对共同开

发区的管理与控制，又能提供安全的石油投资、开发环境。共同开发在有关国家优先利用争

议区域资源的实用考虑与维持各自权利的原则立场之间建立了适当的平衡。实际上，日方始

终没有明确地拒绝过中方的共同开发的提议。在政治上，共同开发也有助于维护东海地区的

稳定，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只要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将共同开发作为一

                                                        
①  笔者的这一观点与多数中国学者的观点相同。参见高健军：《论钓鱼岛等岛屿在中日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

题》，载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 2 卷第 1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 月出版，第 49-50
页。 



论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及其解决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年第 4 期 

 14

个议题，通过对话协商，是可以达成临时安排协定的。 

总之，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能得到妥善解决，而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是 实际可行的双赢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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