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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臺灣四面環海，卻缺乏海權教育和對國際法的觀念和知識，當南海仲裁結果出來時，才舉

國嘩然；關於「國際海洋公約法」的知識：例如島的專屬經濟海域是多少海浬？南海仲裁是哪

一個國家提出的？這些問題我們之前都不知道，現在開始會留意相關新聞及知識，原來南海背

後牽涉了這麼多複雜的國際問題，想要搞清楚就必須清楚南海周邊的地緣關係與相關國際法條。

於是我們三位有熱忱的同學決定學習柯南的精神，藉由研究小論文，從知識面、法律面、國際

面及地緣關係，來看懂南海問題！ 

 

二、研究目的 

 

    看懂問題背後的問題，是我們想努力的方向，也是學習上最核心的精神！由於我們是小學

生，不想用政治意識來模糊客觀的事實，也不想用過於艱涉難懂的專業用語來做這篇研究，希

望將研究南海問題所學習到的知識和心得，盡量用簡單的圖表和大家能理解的話，來幫助更多

像我們一樣年紀的人，一起來關心我們的國家!做個有國際觀的海洋公民是刻不容緩的事！ 

 

三、研究方法 

 

    我們在指導老師的引導下，先將所有知識及法條定義和新聞報導、書籍都閱讀消化過後，

採取交相問答論證的方式進行，並針對相關爭議問題（如南海經濟海域、太平島和沖之鳥的島

礁爭議，臺中日美菲越六國到底在爭什麼等等），探討背後隱藏的真相，從「為什麼」開始，

學習理性思考「南海問題」，並藉由問卷調查來瞭解國人對國際事件的關心程度和深入程度是

否成正比，進而能提供建議給相關單位參考！未來該「怎麼做」和「做什麼」，才是真正有意

義的方向和事情！ 

 

四、研究流程 

 

 

 

 

 

 

 

 

 

 

 

確定

主題 

了解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 
臺灣 SWOT 分析 

設計問卷與討論 

 執行問卷調查 

統計問卷 整理並撰寫報告 

圖一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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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本節分為四個部分：一、臺灣的 SWOT 分析。二、認識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三、從國際

角度看南海衝突。四、問卷調查統計圖說明與分析。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臺灣的 SWOT 分析 

            表 1-1 臺灣的 SWOT 分析表 

S 優勢 

1.臺灣氣候屬於高溫多雨的狀態，植物種類

很多。 

2.地形是高山聳立，氣候是成垂直變化，生

態環境不錯。 

3.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 

4.臺灣全年都是動植物的生長季節。 

5.交通很方便，選擇多元。 

W 劣勢 

1.臺灣的土地面積不大。 

2.常有地震或颱風之類等天然災害侵襲。 

3.缺乏礦物資源，所以石油及煤礦等資源需

向國外進口。 

4.臺灣政治內耗嚴重，經濟停滯，影響人才

外流，社會封閉，缺乏價值觀。 

5.高齡化社會，缺乏競爭力。貧富差距很大，

是 W 型社會。 

6.不能自行製造武器。 

O 機會 

1.在千島群島經日本、琉球、臺灣、菲律賓

到婆沙洲這一連串的島嶼，將歐亞大陸與太

平洋間隔開來。台灣正在島鏈的中央位置，

而且最靠近歐亞大陸。東亞地區以臺灣為中

心，以北稱為東北亞，以南稱為東南亞。臺

灣地理位置優越性在亞太地區是無法被取

代的。 

2.臺灣的戰略位置絕佳。 

T 威脅 

1.臺灣是個島，四面都環海。發生戰爭時，

臺灣的資源、人民、武器裝備、補給品，都

可能會被包圍孤立，經不起戰爭的消耗，而

且現代武器可以精準的攻擊目標，政經中心

和電網及軍用設施一旦被摧毀，無法離開也

無法撤退，就只能投降了！ 

2.所有的民生物資幾乎仰賴進口，經濟則依

賴貿易。內需無法支撐國內經濟，一旦被國

際孤立，損失將會很嚴重。 

 

    我國是個島國，更應重視海洋資源與海權觀念，才能突破軍事與經濟上的封鎖及困境；另

一方面相較於周邊國家而言，在國土面積與人口經濟條件上，是相對的小國，所以最好的方式

應該是利用經濟實力與絕佳的戰略地理位置與各鄰國交好，不偏向任一大國，才是最聰明的策

略!這次南海仲裁的爭議，凸顯了我們在國際上無法自主的困境，應避免淪為中美兩國角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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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犧牲品!南海事件是一個契機，讓我們可以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和這片海域，看清國際情勢，

並藉此培養及建立國人的國際觀，儘快找出正確的海權主張及定位。 

 

二、認識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為了早期海域管轄上的混亂和早期西方強權擴張，在傳統規則不

敷使用而設立的。在亞洲有名的海洋爭端事件中，有韓日獨島（日本稱作竹島）主權爭議、中

日臺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中韓蘇岩礁（韓稱離於島）主權爭議、中日東海油氣田爭奪問題。

以及南海的台菲漁業衝突、西沙群島和中沙群島主權爭議等。 

 

    近年國際間的海洋爭端及衝突大部分都發生在亞洲國家，除了因為亞洲國家島國多，島嶼

和沿海國也多，屬於內陸國的少之又少外，太平洋由於氣候因素，比起北極海的常凍氣候，其

地下的天然資源，例如；石油､天然氣等，在開採難度上相較容易許多（南海蘊藏量是中東的

兩倍），技術能力及成本也相對低廉，加上豐富的海洋資源及重要運輸航道和軍事戰略位置的

考量下，南海及東海已成為亞洲沿海國家必爭之地，到了寸土不讓的地步。 

 

 
 

 

    從圖一可輕鬆看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各專有名詞的定義，我們認為要討論南海問題，

首先要知道這公約到底說了甚麼？它的權利和範圍是依據怎樣的定義？然後我們才能站在同

一個基礎上，理性的作判斷。尤其是大陸棚（架）牽涉到石油天然氣的開採權，島嶼又涉及專

屬經濟海域及大陸棚（架）的所有權，是必須具備的海權知識。 

 

 

島嶼 岩礁 低潮高地 

12 個月露出水面 12 個月露出水面 無法 12 個月全部露出水面 

有人類生存條件(有淡水) 無人類生存條件 

無領海、無專屬經濟區、無大陸棚（架） 有領海、有專屬經濟區、

有大陸棚（架） 

有領海、無專屬經濟區、

無大陸棚（架） 

 

由於我國在南海擁有太平島主權，所

以對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範

的海洋權利：如島嶼制度，專屬經濟

海域及大陸棚等專有名詞的定義與

規定，國民都應該進行了解，畢竟國

際事務不是自己關起門說了就算，而

是要依據「國際法」來仲裁。為了讓

大家容易明白，我們在網路上找到了

簡單的示意圖。 

  圖一  海洋權利圖  圖取自 baike 互動百科網站 

表 2-1  島､岩礁､低潮高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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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國際角度看南海衝突 

 

（一）南海衝突起端 

 

    自從離島在國際法上被賦予了 12 海浬的領海主權及 200 海浬的專屬經濟海域後，開始變

成國際上激烈爭奪的目標。由越南開始帶頭進行填海造陸，之後菲律賓和日本也跟進。在中國

於 2015 年開始積極加入後，由於工程進度驚人，人工島礁的面積增大數倍，並在永暑島､美濟

礁及渚碧礁各建立三座大型軍用機場，大幅拉高了海空軍戰力，讓美日及周邊國家備感威脅，

而讓南海衝突上升到最高點．美國開始在國際上發聲牽制中國並積極介入南海紛爭。 

 

    

 

 

表 2-2  國際海洋法公約

法 

《地緣政治與中美博弈》一書指出：「對

於島嶼而言，沒有制空權，任何島都守不

住。」（邵維華。2016）因此中國新建的三

座大型軍用機場，對於美國想重返亞洲當

霸主，以及鄰國日本､越南及菲律賓而

言，都是極具威脅的，加上中菲兩國在南

海經濟海域上的漁業衝突．和美國暗地裡

的推波助瀾，終於拉開了南海仲裁的序

幕。而我國在南海的太平島也因此被捲入

紛爭之中。 圖二  南沙三機場說明  圖取自聯合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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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海有什麼？ 

 

    南海蘊藏著非常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蘊藏量是中東的兩倍，此外也是重要的海上運輸要

道。我國在南海的周邊鄰國有中國、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等國；在這片海域上有東

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各國也都分別佔領了諸多島礁，搶佔海洋資源及重

要戰略位置。在經濟及軍事上，由於牽涉到許多國家的利益，因而紛爭不斷。 

 

（三）南海仲裁結果 

 

    105 年 7 月 12 日南海仲裁結果公布後，對我國海洋權益影響最大的就是太平島從島降格

為礁！在我們仔細研讀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後，對於這樣的判決結果都感到相當吃驚！是

我們小學生的理解能力出問題了嗎?因為這代表我們的那有著燈塔、醫院、海水淡化廠、發電

廠、氣象觀測站、衛星電訊通訊、雷達監控設備，以及郵局、機場、戶政系統等建設的太平「島」

居然被認定為「礁」？！這樣的仲裁結果也令國人群情激憤，與論也沸騰了好幾天！ 

                             

（四）太平島是島還是礁？ 

 

    太平島是我國名符其實的國境之南（很多人的印象還停留在恆春），面積 0.49 平方公里。

南沙群島中唯一擁有淡水及森林的奇蹟之島。在民國 35 年 12 月 12 日時由太平艦接收，故命

名為太平島。臺灣最南的這一個行政區域，是由高雄市旗津區的中興里管轄，卻有很多國人都

不知道。早期太平島是由陸戰隊駐守，現在改由海巡署掌管。目前除了海巡弟兄外，還有四位

居民（醫護所人員）。從最強的戰備的軍力轉換成維持治安的警力，也代表了我國對鄰國釋放

和平共處的一種誠意。由於往返航程要高達五天，必須事先申請才能登島的限制，才讓我們對

它的存在感到十分陌生。 

 

    1994 年 17 位生態學者帶領 50 位學者做生態調查，不只海洋生態令人驚艷，島上植物種類

高達上百種，而且因為沒有汙染能保有非常原始的海岸，是候鳥遷徙時會經過的路線。台大植

物科學研究所榮譽教授黃增泉先生在 2012 年接受公視訪問時曾提及，太平島上甚至有植物戶

口名簿，也用英文在國際上發表過。而島上的駐軍除了國防需要外，也做了很多環保工作，例

如淨灘和太陽能發電；目前在太平島上每天晚上至少有 5、6 隻的綠蠵龜上島產卵。  

 

    綜上所述，再回過頭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21 條中對於「島嶼」的定義：「島嶼是四

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且必須要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

生活」，所以我們認為太平島完全符合這個定義，那麼這次的判決結果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從國際法層面來說，這樣的仲裁結果是讓人驚訝的，但若從國際角度和地緣政治來看

南海結果，其實並不意外!美國成了最大贏家，南沙群島全變成礁，代表公海範圍變大了，各

國原本主張的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棚(架)的海底資源全成了一場空!而遠在北美洲的美國卻可

以主張航行自由，恣意往返亞洲當國際仲裁者。日本也因仲裁結果開始擔心「沖之鳥」的島嶼



南海挖哇 WOW～沒那麼簡單 
 

6 

定位論更加站不住腳。也許各國也發現仲裁結果是弊大於利，不願讓漁翁得利，於是菲律賓釋

出善意，願與中國和平解決紛爭，其他鄰國也表態不支持南海仲裁結果，於是南海事件慢慢平

息下來了，美國沒有成功挑起南海的動亂及戰爭！ 

 

    南海的仲裁結果與日本的在東海的沖之鳥定位是有相關性的，這一部分我們也做了很詳盡

的研究和心得討論，參考了各個海洋法專家所發表的論文和網路專評，日本雖然無理，但日本

在沖之鳥所採取的國際政策和強勢做法，讓原本毫無疑問是個"礁"的沖之鳥，變成很難說的清

楚的"島"或"礁"，這一點要跟日本學習。像很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圖說，我們都是在中

國或日本網站上查到的，海洋法書籍更是難找，故考試用書《就是這本海洋法體系+解題書》

作者許霍感嘆：臺灣海法人才空洞欠缺。保成文化出版的《國際海洋法》作者名揚也在書中提

及本法連法律系學生都相當陌生。足見身為海洋國家的我們，也太不重視海權教育了。要不是

這次的南海仲裁案，我們還不知道有個「聯合國海洋公約法」，也不知道太平島在哪？！ 

 

                            表 4-1 太平島是島嶼不是礁 

五證據證明太平島是島嶼 

菲律賓謊言 爭議點 我方有力證據 

太平島上無人居住（軍人不是平民，

所以不算）。 
居住 

現在島上主要不是軍人，而是海巡、醫護與科

學研究人員，且常住平民有四位（醫護人員），

完全符合「人類居住與經濟生活」的島嶼定義。 

島上部分物資是由外地運補而來，代

表島上資源不能自給自足。 
資源 

島上的天然植被、作物與畜產豐富，完全可以

自給自足。 

太平島的水不適合人飲，人類無法生

存，不符島嶼定義。 
淡水 太平島擁有豐沛的天然淡水，且水質良好。 

島上沒有種稻米，不足以長期支持人

類生活 
種米 是否種稻米並不是判定島嶼的標準 

島上土壤全是珊瑚礁風化而成，不能

耕作 
土壤 

島上土壤肥沃，可提供足夠養分給原生植物生

長，以及農作物生產使用 

 

    若撇開國際角力和政治干擾，單純從 2016 年 8 月 21 日的聯合報，報導海岸巡防署第 5 海

巡隊分隊長侯建安用花 3 年時間，拍下島上豐富的自然景觀和生態，所呈現的生動的影像，那

太平島是"島"還是"礁"，相信大家看過圖片之後，也就"不辯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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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至圖八  侯建安先生拍攝的太平島之美系列圖  摘自聯合報網站 

 

四、問卷調查統計圖說明與分析 

 

（一）有聽過南海仲裁案的問卷數據結果 

 

    我們首先針對花蓮地區不同年齡層及職業別的族群做了 60 份的問卷調查，來了解他們對

南海議題了解的程度，是不是和我們知道的一樣多。並藉由問卷調查取得的資訊來做數據分析，

探討大家對 1.國際事件的關心程度。2.國際知識的多寡以及是否具有國際觀。3.評斷國際事件

的依據。4.對是否須從小建立國際觀的看法及意見。5.性別、職業、年齡對國際新聞的掌握程

度是否會產生差別。6.在自我認定會對國家利益會產生影響的事物上，大家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們對這些答案都感到好奇，也希望藉由我們的實調歸納出一個最好的建議給各個層面的決策

的人員做為參考意見！ 

                               

    60 位受訪者中是男生的比例占了 58%，女生占了 42%。性別取樣上還算平均。受訪者的

年齡 12 歲以下的最少，只占 5%，屬於 30-49 歲的最多，合計占了 53%。職業部分，教職人員

的人數最少，只有 7%，學生 29%為最多，軍公教人員合計佔 31%，社會工商人士佔 20%。 

 

第 4 題沒有聽過「南海仲裁案」的只占

6%，但其中 12-29 歲學生族群占的比例

超高，這數據令我們有點擔心，是否目

前學生對國際事件漠不關心的比例過

高，代表我們國際教育上的不足是值得

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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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題數據顯示國人習慣由網路及電視接收訊息，比例高達 76%。第 6 題數據顯示，只有

61%的人知道是在荷蘭海牙國際仲裁庭審理，有 29%的人認為是在美國，是否代表國人認為只

要跟國際仲裁有關就一定在美國呢？這種既定印象有點僵化。第 7 題的數據顯示，87%的人知

道南海仲裁案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是太平島，但也有 6%的人誤把日本的沖之鳥當作我國所有。 

 

    第 8 題顯示有 87%的人知道太平島上有淡水，可養魚、種菜、養羊、有機場、醫院、碼頭

及常駐居民和駐軍，只有 13%的人不清楚。第 9 題數據顯示，有 79%的人知道根據「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島」和「礁」擁有權利範圍不同，太平島若降格為礁，我國將失去主張 200 海浬

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棚（架）的權利。只有 21%的人不清楚。第 10 題數據顯示，有 87%的人

知道南海爭端背後其實是一場「中美」的勢力較量，只有 13%的人不知道。 

 

    第 11 題顯示有 73%的人知道美國一直呼籲要遵守「南海仲裁」結果，但實際上卻未簽署

該海洋法，也從未遵守過國際法仲裁結果，只有 27%的人表示不知道。第 12 題數據顯示，100%

受訪者都認為現代國民是需要具備國際觀的眼光和知識的。這是唯一一題取得全體共識的答案。

第 13 題顯示，有 51%的人覺得「南海仲裁」的結果，對我國經濟海域的捕魚權及石油和天然

氣的開採權影響非常大，只有 4%覺得沒有影響。 

 

    因版面問題以下問卷題目僅提出統計結果，不再顯示統計圖表。第 14 題中華民國（臺灣）

是個四面環海的國家，但長期以來都比較關心島內的事物，對於國際事務極少報導與研究，對

於這樣的狀況，覺得應多加強國際教育與觀念的人有 75%，覺得無所謂的只有 4%的人。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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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數據顯示有高達 65%至今仍不了解「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一部規範海洋事務及國際間臨海

國家海洋權益的法典，只有 31%的人知道，有 4%的人甚至完全沒聽過。 

 

（二）針對沒有聽過南海仲裁的受訪者要繼續回答補充問題，以下是數據統計結果： 

 

    第 1 題有聽過太平島和沖之鳥的人有 54%，沒有聽過的有 46%，幾乎是一半的比例。第 2

題有高達 92%的人，認為我國漁船東聖吉十六號今年四月，在沖之鳥附近公海捕魚時遭日本扣

押，交付給日本的 176 萬保證金至今尚未拿回，對於日本無理的作為，應要維護漁權，依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向日本追回 176 萬，僅有 8%同意日本沖之鳥擁有專屬經濟海域的主張。 

 

    第 4 題數據顯示自認有關心國際新聞習慣的人有 69%，但答錯太平島和沖之鳥是由哪一個

國家實質擁有的比例竟高達 62%，其中男性答錯比例高達 83%，而且答錯的男性族群中僅有

40%自認不關心國際新聞。這個統計結果顯示社會中仍然存有性別刻板印象，即女性應該是不

重視時事的一群，男性則較能掌握議題，但實際狀況卻是自認不懂不關心的女性答對比例遠高

於自認關心的男性，我們覺得這樣的結果真的很有趣！也提醒我們以後作思考時要盡量排除性

別刻板印象，才能有客觀看法。 

 

參●結論 

 

    從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的結果來看，不分性別及群族屬性，認為現代國民需要具備國際觀的

眼光和知識已成為全民共識，高達 96%的人認為「南海仲裁」結果對我國主張經濟海域的捕魚

權和石油及天然氣的開採權有影響；但是問調結果也顯示出國人其實是自認關心國際新聞，但

實際上對於相關基本知識、位置或事件經過是不知所以然，流於表面理解的程度，這種淺層理

解男性比女性比例高，學生族群又比 39 歲以上族群來的更加缺乏概念!這是一個嚴重的警訊，

尤其是當大家習慣懶人包知識，而缺乏深入理解的求知慾，很多重要議題的討論就容易流於民

粹，或被媒體操弄，國家政策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方向！所以我們想提出建議： 

 

一、 國際觀的眼光和知識應該從國中教育就開始紮根，尤其是海權的觀念教育和「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更應作粗淺的介紹和納入教科書範圍，讓這些基本概念都能成為國人的普羅

知識，尤其在看到日本的努力後，我們應該借鏡。 

二、 由於高達 76%的人是由網路及電視接收訊息，要提升教育品質及落實國際觀念，建議由

政府帶頭鼓勵媒體多增加國際新聞報導的份量及深度，讓我們在潛移默化中成為真正具

有國際觀和知識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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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識的不足，容易造成誤判和盲從。我們的太平島如此之美，卻是在南海事件之後才為

國人所知，這是政府宣導不力造成的。在我們國小的課本裡，臺灣地圖只知金馬澎綠，

從未介紹過這個島，相信連高雄人也不知道這個行政區域吧？希望教科書能好好介紹這

片海域。 

四、 政府必須堅持太平島就是個島，絕不接受變成礁的判決結果!這樣才能確保太平島 200 海

浬的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棚（架）權利。另外對於日本單方面以沖之鳥擁有專屬經濟海

域扣押我國進入公海捕魚的漁船做法，東吳大學法研所碩士李濬勳先生建議應據理反駁，

嚴正抗議，要求日本返還 176 萬的保釋金。一旦我國默認不吭聲，恐被日本當成先例，

作為我國認同沖之鳥擁有專屬經濟海域的做法，那我國漁民的捕魚生計將會受到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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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際南海仲裁案」對我國影響的認知程度調查表 

親愛的鄉親您好： 

我們是花蓮市中正國小高年級的學生。近期國際「南海仲裁」案紛擾未定，身為小學生的我們期待

能清楚國際事務的運作，培養出正確的國際觀，決定以「南海」為主題，參加今年花蓮縣小論文比

賽。我們設計了一份問卷，希望能深入了解目前國人對南海仲裁案的認知層面，好做為小論文研究

方向，希望您能提供寶貴的意見做參考。謝謝您的合作與配合！ 

研究者:胡采靈、張庭語、周宜蓁 

指導老師:吳庭葳老師、杜茜如老師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您的性別:□男 □女 

 

2.年齡:□12 歲以下 □12-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70 歲 

 

3.您的職業:□學生 □軍職人員 □教職人員 □公務人員 □工商業 □退休人員 □家管 

 

4.請問您是否有聽過「南海仲裁」案？ 

□有  

□沒有 ※勾選沒有者請直接跳答第三部分補充問題 

                                             

                         第二部分:問卷題目 

 

1.請問您是從哪個管道獲知「南海仲裁」案的訊息？ 

  □報紙 □電視 □周刊 □網路 □親友及老師 □其他 

 

2.請勾選您知道的南海周邊國家有哪些？(可複選) 

  □臺灣 □菲律賓 □中國大陸 □越南 □馬來西亞 □日本 □泰國 □汶萊   

  □韓國 □新加坡 □美國 □以上皆是 

 

3.請問您知道「南海仲裁」案是哪個國家提出的嗎？ 

  □臺灣 □菲律賓 □中國大陸 □越南 □馬來西亞 □日本 □泰國 □汶萊  

  □韓國 □新加坡 □美國 □以上皆是 

 

4.請問您知道「南海仲裁」案是由哪一個國際法庭審理嗎？ 

  □菲律賓 □美國 □荷蘭海牙 □英國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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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問您知道「南海仲裁」案主要是哪 2 國之間的紛爭? 

  □中美 □中菲 □中日 □中臺 □臺菲 □菲越 

 

6.請問您知道南海諸島包含哪些群島嗎？ 

  □東沙群島 □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 □中沙群島 □以上皆是 

 

7.請問您知道「南海仲裁」案的結果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是以下哪個島嗎？ 

  □釣魚台 □沖之鳥 □太平島 □黃頁島 □竹島 □呂宋島 

 

8.請問您知道太平島上有淡水，可養魚、種菜、養羊，有機場、醫院、碼頭及常住居民四位和

駐軍嗎？ □ 知道 □不清楚 

 

9.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島」和「礁」擁有的海洋權力範圍不同，太平島若由島降級為

礁，我國將失去 200 海浬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棚(架)的權利，您知道嗎？ □了解 □不清楚 

 

10.第一張圖是沖之鳥礁，第二張是太平島，請問正確嗎？   □正確 □不正確 

   
          圖一                                            圖二 

 

11.請問您知道南海爭端背後其實是一場「中美」的勢力較量嗎   □知道 □不知道 

 

12.請問您知道美國一直呼籲要遵守「南海仲裁」結果，但實際上卻未簽署該海洋法，也從未

遵守過國際法仲裁結果嗎？   □知道 □不知道 

 

13.請問您認為現代國民需要具備國際觀的眼光和知識嗎？   □需要 □不需要 

 

14.請問您覺得「南海仲裁」的結果對我國經濟海域的捕魚權及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權影響為

何？ 

□沒有影響 □有影響 □影響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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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華民國（臺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國家，但長期以來都比較關心島內的事物，對於國際事

務極少報導與研究，對於這樣的狀況，您個人覺得如何？ 

   □無所謂 □不太妥當  □應多加強國際教育及觀念，避免成為真正的「島民」 

 

16.「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一部規範海洋事務及國際間臨海國家海洋權益的法典。臺灣是臨

海國，其海洋權益與之關係密切，請問您瞭解這部海洋法嗎？ 

□沒聽過 □不了解 □了解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第三部分:補充問題 

1.請問您聽過太平島和沖之鳥嗎？□有 □沒有 

 

2.請問太平島目前是由哪一國家實質擁有？   □日本 □菲律賓  □臺灣 □中國大陸 

 

3.請問沖之鳥目前是由哪一國家實質擁有？   □日本 □菲律賓  □臺灣 □中國大陸 

 

4.我國漁船東聖吉十六號今年四月，在沖之鳥附近公海捕魚時遭日本扣押，交付給日本的 176

萬保證金至今尚未拿回，對於日本無理的作為，您認為政府合理的處理方式為何？（可複選） 

   □維護漁權，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向日本追回 176 萬保證金。 

   □繼續親日行為，忍辱負重。 

   □同意日本所提出沖之鳥為島嶼的主張，原大家可捕魚的公海領域變成日本專屬的經濟海

域。 

   □告誡漁民以後不准前往沖之鳥、釣魚臺列嶼及太平島周邊海域捕魚，否則可能吊照罰款，

安全自負。 

 

5.針對太平島從島變成礁，您認為政府應採取哪些作為，積極捍衛我國主權？ 

   □總統登島，發表國際聲明抗議，堅持太平島是島非礁的主張。 

   □加強太平島的軍備，以防越南、中國大陸的佔島行動。 

   □向聯合國抗議，持續提出太平島為島的各項證明（能維持人類基本生存條件），向全世界

宣傳。 

   □沉默以對，嚴懲登島宣示主權的漁船，以利討好美國及日本。 

 

6.請問您平常有關心國際新聞的習慣嗎？   □有 □沒有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