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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重点 

 海洋法中的岛屿制度 

 菲律宾仲裁案中的岛礁法律地位 

 太平岛的状况 

 仲裁案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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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中的 
岛屿制度 



UNCLOS Article 121: 

1. 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
形成的陆地区域。 

2. 除第3款另有规定外，岛屿的领海、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
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 

3.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
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岛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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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礁是岛屿吗？ 

 就文字「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
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来看，岩礁和岛屿没有
差别。 

 但是当二者在划界的情形下，差别就很大！ 

 岛屿可以享有200浬的专属经济海域以及大
陆礁层，但岩礁仅能拥有12浬的领海和外加
12浬的毗连区，至于低潮高地(low tide 
elevation)就没有主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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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LOS制订过程 

 了解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在处理如此敏感议题
过程中，乃是采取了兼顾各方利益的作法，
并采取「包裹表决」方式，然而却使最终版
本文字呈现出模糊化的结果。 

 症结点在于1958《领海与邻接区公约》第10

条文字: 

1. 称岛屿者指四面围水、露出高潮水面之天
然形成之陆地。 

2. 岛屿之领海依本条款规定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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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维持1958年《领海公约》文字的国家，认
为任何文字上的增减，均会损害到国际社会成员
之间好不容易所建立起来的共识。例如：加拿大、
赛浦路斯、斐济、希腊、新西兰、汤加王国、特
立尼达与托巴哥、委内瑞拉和西萨摩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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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方则认为《领海公约》对于岛屿的定义过于模糊，
范围自大型岛屿至微小岩礁皆在其涵盖之内，如此于
适用时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例如：罗马尼亚、土耳
其、阿尔及利亚、达荷美、几内亚、科特迪瓦、利比
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
拉利昂共和国、苏丹、上伏塔和赞比亚等。 

 反对方提出区隔大小岛屿的标准；或是在确定岛屿能
够划定和拥有的海洋空间时，应当考虑的因素有：该
岛屿的大小、地理位置、地质与地形的结构、岛上人
口的需求和构成无法居住的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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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留意的是，这些国家的提案，无论
是单独提案或是联合提案，其提案的内
容必定是反映了该国（或该群国家）个
别的利益，亦即是其国内应该存在了符
合提案内容中最低标准的岛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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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的 

岛礁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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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7条的规定，缔约
国可以实行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方法，以解决争端： 

1. 公约附件六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2. 国际法院 

3. 公约附件七所组成的仲裁法庭 

4. 公约附件八所组成的特别仲裁法庭（渔业、保护和
保全海洋环境、海洋科学研究、航行，包括船只和倾
倒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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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诉诸国际仲裁 



13 

南海仲裁案的特色 

 解释海洋法公约的疑义 

 仲裁庭系临时型任务组织 

 仲裁庭不是国际法院 

 仲裁庭不是海洋法法庭 

 仲裁庭不是常设国际仲裁法庭 

 仲裁庭没有授权解决岛与主权和海疆划界 

 由于中国大陆不参与，所以由菲方负担费用 



菲律宾的策略 

  网络宣传 

  仲裁程序 

  两岸关系 

14 



15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August 23rd, 2014 

http://http://globalnation.inquirer.net/109791/itu-aba-on-this-rock-stands-ph-suit-agains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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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Lee Hong-Yu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holding a national flay to display 

sovereignty on Zhongzhou Reef. (Photo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Zhongzhou Reef is a coral reef which 

lies about 3.1 nm east of Taiping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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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仲裁程序 

柳井俊二 
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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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岸关系 

「一个中国」原则： 
 

• 大陆：不参加、不接受、不执行 
• 台湾：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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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岛的状况 
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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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于海平面4-6m  

• 经常性维持居住人口超过 120人 

• 面积:  

0.49 km2 (high tide) 

0.98 km2 (low tide)  

长: 1289 m 

宽: 365 m 

C:/Users/hp/Desktop/20180815 海南兩岸青年夏令營/跑道.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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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长度1200m 建造
完工于 2008年 

停机坪: 2架 C-130 运输机 



太阳能发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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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道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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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道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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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南沙指挥部 



26 

天然水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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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农场! 

C:/Users/hp/Desktop/20180815 海南兩岸青年夏令營/太平羊.MP4
C:/Users/hp/Desktop/20180815 海南兩岸青年夏令營/太平雞.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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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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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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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就面积大小、天然水供应、植
披、经济生活等条件，太平岛绝对
是「岛」。 

 为何菲律宾却要将之降格为「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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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nm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

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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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地物(features)的争议 



海上地物(features)的争议 

不能：自然初始状态下的能力 

维持：持续且适当的 

人类居住：居民？社群？ 

本身经济生活：就地取材，不藉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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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维持： 

仲裁庭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日本曾经派
遣台湾籍工人至太平岛以及南子岛(South-West 
Cay)进行磷矿开采以及捕捉海龟，但是这些物品
最终运回台湾或日本，而对这些工人而言，并没
有在这些岛屿上建立新生活。换句话说，仲裁庭
认为这些人短暂地在这些地物上出现的事实，并
无法确认这些地物拥有维持人类居住的能力。
(para.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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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地物(features)的争议 



人类居住： 

应当被理解为该地物的居住系由一个稳定的人类社群，
并且该地物构成这群人的活动中心(home)并能在其
上停留，(para. 542) 

在南沙海域中，虽然很多的地物上驻扎军队或政府人
员，但其生活需要依赖外来的支持，因此也无法证实
这些岛礁具备前述的承载能力。同时，这些军人或政
府人员系因受到政府的派遣，方才前往这些地物，无
法认定是出自他们的意志。(para.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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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地物(features)的争议 



仲裁案：岛礁地位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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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见解 一般见解 

能否维持 
• 需要长久居住的事实 
• 原始住民 

• 水源 
• 泥土 
• 植披 
• 1879 China Sea Directory即有我国人民居住的纪录 

人类居住 
• 稳定的人类社群 
• 不计军人或政府人员 

• 只要有可居住的事实条件即可，至于居民的身分、职
业、性别、年龄、种族均非所问 

• 居住于太平岛上的主要是海巡、医护与科学研究人员 

经济生活 • 不依赖外来资源 
• 开采磷矿 
• 设立水产罐头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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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案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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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仲裁庭对于岛屿的判断条件，若将之作为
标准来检验其他的岛礁，则明显可见将会有许
多的小岩块并不符合检视的要求，但其拥有国
却主张为岛，这会成为导致引发进一步纷争的
触媒。例如： 
 美国的Kingman Reef； 
 日本的Okinot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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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日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划定其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界案，提出了7
个外大陆架区块，总面积约74.7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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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岛礁的建设并没有因为仲裁庭的
判断而有暂停，例如：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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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岛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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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岛 (越南) 



南子礁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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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业岛  (菲律宾) 

陆地面积：0.33平方公里 



弹丸礁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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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平方公里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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