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蔡總統於 10/8 日在日本訪談的言論報導出來後，隨即在報上看到兩位學者的投稿，提出的觀點與

我們研究海洋法所得的知識和心得雷同，憂慮也相同!上網搜尋電子報時，意外發現另一篇於去年

2015-11-03 聯合報民意論壇  謝立功／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所投稿的一篇文章；把三

份學者投稿放在一起看，感觸頗多! 

  

爭沖之鳥礁 不只為漁權 

2016-10-09 04 聯合報 A14 民意論壇  李武忠／大學兼任教授（台北市） 

 

蔡總統在接受讀賣新聞專訪時，提到在沖之鳥議題上，台日雙方是有一些不一樣的立場，而她最關

切的事情是漁權。事實上，除了漁業資源，該海域內可能的礦產、油氣、稀有元素等及戰略位置，

才是日方堅持所在，台灣對沖之鳥主張，不應絲毫退讓。 

 

根據海洋法公約，擁有兩百浬專屬經濟海域國家，才能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

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以及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的主權權利。 

 

因此，在與日本進行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政府需有完整的應對措施，不能只顧漁權，卻放掉其

他更大的權利！ 

 

事實上為了擁有兩百浬專屬經濟海域，各國除了積極填海造島外，日本還到沖之鳥礁水域進行珊瑚

移植工作，將之視為確保專屬經濟海域的重要工作。日本動員學術資源參與海洋國土保育的努力，

充分展現維護沖之鳥礁主權的決心，並善用國際間的合縱連橫，謀求國家的最大利益。 

 

遺憾的是，政府在維護我國經濟海域，採取低調消極作為，沒有善用台灣在海洋生物繁養殖及增值

漁業上優勢，積極進行漁業資源調查及養護工作；如今，英政府希望拉美日來抗衡中國的策略下，

已失先機，即將登場的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台灣究竟能否幫漁民爭取到捕魚權，及進行調科研

的權利，並要回漁民被迫繳交六百萬保證金，將成為觀察重點。 

 

海洋國家總統 竟不懂海權 

2016-10-09 聯合報 A14 民意論壇  潘彥豪／蘭陽技術學院國際交流中心主任 

 

蔡英文總統在讀賣新聞專訪時表示，要「擱置」沖之鳥礁的定位問題，用以追求實質的漁權。此種

說法不僅凸顯對國際法與海洋法的不熟悉，更說明了她對於海權理論的陌生。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範中，「島嶼」可以劃定二百浬專屬經濟區，而「礁」只能劃定十二浬領海，而

島嶼和礁石的區別，在於「是否能維持人類經濟生活」。 

 

以沖之鳥面積不足十平方公尺礁岩來說，無法維持人類經濟生活是殆無疑義。蔡總統「擱置」沖之

鳥礁問題主張，對於未來與日本漁業談判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國際法層次上，一國對於另一國單方提出不利於己的現狀或爭議，持續表達反對立場，即使該主張



無法對反對國產生拘束力，此即「持續反對原則」。 

 

蔡總統「擱置」立場，很容易被國際間解讀為，對日方的主張不表示反對，而在不反對日本主張沖

之鳥礁為島嶼之後，日本即可堂而皇之劃定二百浬專屬經濟區；此時再和日本討論是否允許我國漁

船入內捕魚，那就是「乞求」對方施捨。即便一時同意，那也只是日本「法外開恩」，是隨時可以收

回的讓利，而非我漁民在公海上所擁有的永久性權利。 

 

再以海權理論的角度觀之，當代海權的遂行包含海洋控制、海洋保育、海洋使用三個層面。如此一

來，所有發展我國為海洋國家的論述，也都是完全成為空談了。號稱海洋國家的總統，卻明顯不懂

海洋法及海權理論，恐怕更非國家社稷與台灣民眾之福。 

 

海洋國家 台灣準備好了嗎? 

2015-11-03 聯合報 A14 民意論壇  謝立功／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台北市） 

 

台灣自詡為「海洋國家」，近日看到三則分別是國際、中國大陸與台灣相關的海洋新聞，或許可作為

我國自我檢視成為海洋國家，我們準備好了嗎？ 

 

首先是海牙國際仲裁法院裁決，主張有權審理菲律賓就南海主權爭議提出的訴訟；但中方則認為，

該裁決對其無拘束力。其次，中國海洋國家實驗室於青島正式啟用，據稱投入十三億元人民幣開展

基礎設施建設，將為中國海洋發展提供新科技引擎。另在台灣也舉辦一場海洋人才培育的座談會，

與會者一致認為要積極擴大海洋人才之培育，但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究竟與何所學校合併仍不明。 

 

台灣要成為真正的海洋國家，第一，我們有無足夠的海洋人才？過去多強調海洋科技人才，以南海

問題為例，台灣面臨的處境，除須通曉國際海洋法，還須熟悉國家安全、兩岸關係與國際政治的海

洋法政人才，才能因應如海洋般多變的局勢，使南海成為「和平與合作之海」。第二，如何整合現有

與海洋相關之整體資源？除海洋委員會儘速成立外，還包括結合政府有關部門資源，加強公部門與

各大學相關系所及研究機構之合作等，且須投入更多科研經費，完善海洋基礎建設。最後，台灣須

建立海洋國家人民之新思維，領導人必須有如海洋之胸襟方能海納百川，民眾也應更具包容性尊重

不同想法方能成其大，讓我們共同迎向海洋，開拓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