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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划界的基本原则是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 

王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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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5月30日和31日，中国和日本举行第二轮东海磋商，就启动东海划界谈判，推

进共同开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日东海划界的关键是大陆架划界。中国主张东海大陆架

划界应遵循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而日本一直主张和坚持海域划界，特别是大陆架划

界应适用中间线方法，提出中日在东海的大陆架是中日共大陆架，应该使用中间线划界。

从1973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始中日就进行海洋划界谈判，至今没有多大进展，主

要原因就是双方在划界原则上存在上述分歧。此外，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和"冲之鸟"礁

是否应该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问题也困扰着中日海洋划界。本文作者就东海划界应遵

循的基本原则谈了一些个人看法。 

    东海海域东西宽约300至500公里，南北长1300公里，总面积约77万平方公里，它是中、日、韩三国陆

地领土环绕的一个半封闭的海域。东海海底有2/3为大陆架，水深不超过200米，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东

海大陆架是我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直至冲绳海槽。地质科学考察表明，冲绳海槽是我国大陆领土自然

延伸的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东海蕴藏着60亿至7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当于黑

海油田的储存量，有望成为第二个中东。据日方估计，大部分石油埋藏在东海中间线的日本一侧。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其宽度为从领

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由于东海有大片海域东西宽度不到400海里，中日双方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

区就会出现部分重叠。沿海国的大陆架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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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领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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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超过200海里，则可以扩展到不超过350海里，或不超过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都是沿海国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域，沿海国对其中的自然资源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等排他性

的主权权利。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须经沿海国通过特定的法律行为及程序加以宣

告才能确立；而后者基于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这一事实，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固有的和排他性的权

利。这种权利无需沿海国通过国内法律程序或履行特定的法律行为加以宣告。因此，5月31日下午，外交

部发言人孔泉就日本要求中止春晓气田开发和提供有关数据的问题回答说，与春晓气田有关的问题，中方

主张应该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办事。他引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的规定，即沿海国为

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中国有关气田包括春晓气田的开发完全

是在中国近海，而且这些近海也是与日方无争议的，是行使自己主权权利的正常活动。"因此，可以说，

开发春晓气田是中方行使自己主权权利的具体体现，日本无权干涉。 

    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我国坚持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是符合国际法的。根据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

土自然延伸的原则，我国东海大陆架可以一直延伸至冲绳海槽。根据我国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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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声明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对于国际海洋划界，我国在坚持原则的

基础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坚持"应通过协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划定"。对于有关国家单

方面宣布划定与我国大陆架的重叠区范围的行为，以及侵犯中国大陆架权利的行为，我国坚决反对，不予

承认。而日本1996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2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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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点的距离等于200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床及其底土。日本主张与相

关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采用中间线方法。 

    在国际法上，大量的大陆架划界实践确立了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在1969年荷兰和丹麦

诉联邦德国的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采用划界方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按照公平原则，通过谈判

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适用公平原则的方式是应使每一个当事国都尽可能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

伸的大陆架的一切部分而不侵犯另一当事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同时考虑其他具体的地理因素，以达

到公平合理的划界效果。该案确立的根据公平原则考虑一切有关情况通过协议解决的划界理念，在以后有

关的国际实践中反复得到认可或确认。此后签订的20多个国际划界条约中绝大部分明确适用公平原则，或

虽未明确规定但实际上适用了公平原则。此后的多个重要的大陆架划界案也将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加以

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记录表明，有包括中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支持公平原则。 

    国际法院强调，"习惯国际法要求划界必须根据公平原则。"依据国际习惯法，公平原则已成为"一项

得到普遍承认的划界所采用的一切规则和方法的压倒一切的国际准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规

定的"以便得到公平解决"，实际上是对有关国际实践的确认。 

    就公平原则的适用问题，国际法院认为，须把"一切有关情况"全部考虑进去。"一切有关情况"就

是"一切与争议区域有关的情况"。相关的因素包括划界区域范围、海岸地貌、海岸长度与大陆架面积的比

例、近岸岛屿的存在和位置、历史性权利、经济开发情况等等。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中国认为，中国大

陆海岸线长，日本冲绳群岛岛屿海岸线短，日本想以其岛屿海岸线与中国平分东海，是不公平的。中国提

出要根据东海"特殊情况"，即海岸线长度、人口比例、工业布局等因素划界，是有道理的。 

    从大陆架的法律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架制度的基石是自然延伸原则。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

向海下的自然延伸这一事实，决定了沿海国对大陆架的天赋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大陆架划界并不是用人

为的规则来分配大陆架，而是对沿海国大陆架固有权利的空间范围的确认。因此，自然延伸原则是大陆架

划界的基础和客观准则。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明确地把自然延伸原则作为首要考虑，"决定性的

正是延伸这个概念"。与此相应，国际法院否定了"邻近性"作为大陆架划界的标准，即大陆架的某一部分

如果不是最邻近的国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即使靠近该沿海国，也不归该国所有。 

    "等距离原则"的支持者主张，相向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应以一条其每一点均与领海基线的

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界线为基准而划定。他们认为，"等距离/中间线"是1958年《大陆架公约》所确认的划

界的一般原则，是最公平、合理的客观标准。这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大陆架公约》的有关规定，划界应

首先考虑有关国家间的协议，其次是特殊情况，最后才是等距离中间线。这项规定并非单纯地强调中间

线，而是要求把三者即协议、等距离和特殊情况结合起来，以便达到公平的划界结果。在实践中，这一规

则并未被多数国家所普遍接受。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并不存在等距离原则这样的习惯国际

法规则。在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再次重申等距离划界法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习惯规则，

除非它能够导致公平结果。这一理念还体现在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划界案和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划界案等

国际划界案例中。 

    总之，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我国主张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符合东海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国际法。

日本坚持采用中间线等距离方法，显然会导致对我国非常不利的结果，有悖于公平原则。 

    

原载于《法制日报》"环球法评"栏目，2005年6月8日 

    新闻背景  

    近年来，我国东海油气勘探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中国在1995年起就开始在东海海域"中

间线"靠中国一侧勘探建设。近年来，中国勘探人员还先后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上发现了"平

湖"、"残雪"、"断桥"、"天外天"等7个油气田和一批含油气构造。春晓油气田是中国国家

重点工程。它位于浙江宁波市东南350公里的东海西湖凹陷区域，由4个油气田组成，总面

积2.2万平方公里。"春晓"开采设施建成后，通过海底管道每年可向浙江和上海输送25亿立

方米天然气。2004年8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化集团与美国优尼克公司、英荷壳

牌公司签署了共同作业合同，这事实上标志着"春晓"已进入了实质性开采建设阶段。另

外，中国还计划在邻近的"宝云亭"建造第二个开采设施，"平湖油气田"以南50公里的试采

也在进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2005年3月29日表示，该油气田将于今年8月

底至9月起投产。 

    2005年4月6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堀之内秀久，就
中日关系有关问题阐述了立场。关于东海问题，崔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应该通过谈判

解决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议，在此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应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了解，日本

政府已决定授权民间企业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进行试开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强烈

要求日本政府慎重行事。从现实情况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才是解决东海问题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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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具体问题，使东海成为友好之海，合作之海。 

    5月7日，中日两国外长在日本京都会谈后，同意组成研究两国历史纷争的联合小组。 

    相关文章： 

        日本政府将参拜靖国神社正当化违背国际正义 

        中日东海共同开发前景不容乐观 

        国际海洋法发展的趋向——纪念我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十周年 

        东海油气作业区禁航符合国际法 

        日拘中国渔民违反国际法 

        东海油气争端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美国以日台牵制中国战略意图明显 

        依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日本“东海试采权”违反国际法 

        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法律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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