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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渔业生产及相应行政管理是中国依据国际法“有效占领”原则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有效占领是一国根据先占原则拥有领土主权的关键步骤。在偏远或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有效占领的标

准可适当降低，只要占领国行使和展示了与领土情况相适宜的主权行为即可。中国南沙群岛远离大陆，自然

环境相对恶劣，自古以来渔业便是南沙开发管理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中国南沙渔业发展史不仅证明了中国因

航海和渔业开发最早发现了南沙群岛，而且证明了中国因实施渔业行政管理而对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实施了

相适宜的管辖行为，有效占领了南沙群岛，拥有南沙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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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沙群岛由中国最早发现、开发和管理，是
中国固有领土。然而，在２０世纪后半叶，随着南
海蕴藏可观油气资源的预言出现，南海周边国家

大肆侵占南沙群岛岛礁，并在周边海域疯狂掠夺

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更为荒谬的是，这些国家

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ＵＮＣＬＯＳ）本意，错误
地援引其中的只言片语，主张通过海洋划界将它

们所侵占的南沙岛礁和附近海域“合法化”。这

严重侵犯了中国南沙群岛主权。根据国际法中

领土取得的先占原则，中国最早发现并有效占领

了南沙群岛，拥有南沙主权。而这一过程得以实

现的最主要途径便是中国对南沙渔业的开发与

管理。

１　有效占领

作为领土取得的一种原始方式，先占是指一

国意图获得不在任何其他国家管辖之下的领土

主权。［１］有效占领是先占成立的关键。随着国际

法的发展，在１８世纪中叶，先占被要求应是有效
的。［２］一国在发现后需实施有效占领以巩固先前

所获得的初步权利，最终获得领土主权。

有效占领主要包含主客观两个因素：第一，

占领意图（ａｎｉｍｕｓｏｃｃｕｐａｎｄｉ），即作为统治者管理
的 目 的 和 意 图；第 二，占 领 行 为 （ｃｏｒｐｕｓ
ｏｃｃｕｐａｎｄｉ），即主权行为的行使和展示。［３］

作为主观因素的占领意图一般根据一国对

领土的积极管理行为来推断，具体表现可包括已

出版的权利宣称和一系列主权行为。作为客观

因素的占领行为是指领土主权和平、真实、充分

和持续地行使和展示。

①和平。和平是指一国领土主权的行使和
展示未遭到他国竞争性主权行为的反对，也未遭

到他国长期一贯地抗议。帕尔马斯岛案仲裁庭

在判决书中指出：所谓和平是针对其他国家而言

的，是指在关键日期之前，一国对争议地区行使

领土主权没有引起他国竞争性的诉讼或诸如抗

议等其他反对活动。［４］

②真实。真实是指主权行使和展示应真正
体现在具体的领土管理行为中，而不是只停留于

口头或纸面。在锡帕丹岛和利吉坦岛主权归属

案中，国际法院在判决书中也指出：法院只能考

虑那些构成主权展示、毫无疑问涉及本案中有争

议领土的行为。［５］

此外，真实的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领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６卷

土具体情况有所变化。胡伯在帕尔马斯岛仲裁

案中提出：坚持主权真实性并不意味着主权应对

领土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都存在明显

的影响。主权行为密度应根据领土不同情况进

行变化。［３］因而，有效占领的真实标准应依领土

情况进行评判。在交通便利或自然条件优良的

地区，应进行较为周密的管理行为；在偏远或自

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进行为数不多的一些管

理行为；甚至只要表明占领意图，不必需实际的

管理行为就可满足真实要求。

③充分。充分是指主权行使和展示应足以
授予有效领土权利。充分是有效占领的一个重

要判断标准。在东格陵兰岛案中，常设法庭在判

断丹麦主权活动时每次都采用充分标准以判断

是否可授予有效的主权权利。

与“真实”一样，充分标准的判断也应根据领

土情况有所变化。在交通便利或自然环境优良

的地区，应设立较为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偏

远或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可成立基本的管

理组织。

④持续。持续是指领土主权行使和展示在
较长一段时间内应是不中断的。在利吉丹岛和

西巴丹岛主权归属案中，国际法院强调了主权的

持续性，指出：马来西亚所实施的主权活动虽数

量不多，但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显示出对这

两个岛屿行使国家责任的意图。［６］

与“真实”和“充分”一样，持续要求也不是绝

对的，应根据领土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偏远或

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持续要求不可能是无

间断的。与领土情况相适应的适当间隔也是满

足持续要求的。

总之，有效占领的条件并不是绝对的，应根

据领土具体情况做出适当调整和变化。特别是，

对于偏远或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岛屿，有效占领

的要求可适当降低。占领国不需要在这些岛上

建立完备的行政管理体系，只要占领国实施了基

本的领土主权宣示，并履行了主要的国家责任即

可。

而且由于这些岛屿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因而

相关开发利用活动十分有限，渔业一般是这类岛

屿主要经济活动之一，相应的渔业管理也是占领

国对其行政管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２　中国南沙群岛渔业史

中国开发、利用、管理南沙群岛海域渔业资

源的历史源远流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古代、

近代和现代。

２．１　中国南沙群岛古代渔业史（公元前２２１年
秦统一六国至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人便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远赴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当时很多史籍对

南沙群岛的地形地貌做了详细描述。如东汉杨

孚在《异物志》中指出：“涨海琦头，水浅多磁石”。

其中“涨海”和“琦头”分别指南海和南海诸岛。［７］

至唐宋时期，中国人民南沙渔业活动初具规

模，且南沙群岛也被正式纳入行政管辖。当时渔

民形成每年冬季乘东北季风南下，先至西沙群

岛，一部分船只就地作业，另一部分船只继续南

下至南沙群岛，次年春末夏初再乘西南季风北返

海南销售鱼货和进行补给的生产模式。［８］

自唐贞元以来，南沙群岛便列入中国版图，

归广南西路琼督府管辖。至宋代，对南沙群岛的

行政管理更加紧密，不仅纳入管辖，而且派海军

巡辖。北宋水师已巡海至西沙、南沙群岛一

带。［９］

至元明清时期，南沙渔业发展进入兴盛阶

段，当时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控不断加强。特别

是清代，中国渔民南沙渔业生产已较为成熟。当

时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分布情况，以及水道、季风、

海流等地理特征不断熟悉，开始对南海诸岛的

岛、洲、礁、沙、滩命名，并详细记录下来，如明末

出版的《须风相送》，以及在南海渔民中广泛流传

的《更路簿》等。《更路簿》除记载中国渔民对西

沙、南沙群岛习用传统地名百余个之外，还记载

了渔民从海南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县的潭门

港起航，到西沙、南沙各岛礁的航行针位和更数

（即航向和航程）。［１０］

而且，至迟在清代中国渔民已经开始在南沙

群岛定居。南沙北子岛、南子岛、太平岛、中业岛

等都是中国渔民重要居住地。渔民在这些岛上

不仅从事捕鱼、捉海龟、采海参、砗磲、马蹄螺等

渔业生产活动，而且进行挖井、种树、建庙等相关

生活。

元明清政府对南沙群岛的行政管辖力度不

断加强，形式也进一步丰富，如天文测量、巡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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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纳入版图、维权抗争等。元代，世祖忽必烈曾

派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到西沙群岛对南海进行

测量；［１１］明朝在海南设重兵防寇，并派水师在西

沙、南沙群岛巡海防卫；清朝乾隆年间的《皇清直

省图》和嘉庆年间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等

官方地图都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并标明设

府管辖。［１２］

可见，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南

沙渔业生产实践中，对南沙群岛的认识不断丰

富、深入，渔业活动不断累积、成熟，在此基础上

中国古代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控也不断增强、完

善。

２．２　中国南沙群岛近代渔业史（１８４０年鸦片战
争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中

国南沙渔业持续稳定发展，中华民国对南沙群岛

的管辖和维护也取得很多成果。

中华民国时期制定了一些渔业法规，如１９１４
年的《公海渔业奖励条例》和《渔船护洋缉盗奖励

条例》、１９１７年《渔业技术传习章程》、１９２９年《渔
业法》、１９３０年《渔业登记规则》和《渔业登记规
则实行规则》、１９３１《渔业警察规程》、１９３２年《渔
轮长渔捞长登记暂行规则》、１９３２年《海洋渔业管
理局组织条例》等。

该时期南沙群岛已成为中国渔民一个重要

的渔捞根据地。渔民每年春季从海南岛出发，至

南沙群岛后停留，等深秋后载渔获而归。１９３３年
７月３１日《申报》报道：“九小岛，在琼崖之南，确
属中国领海，粤闽渔民，每岁轮流前往，籍作捕鱼

根据地者，有数万人……”。［１３］

而且该时期越来越多的渔民不再是短期停

留于南沙群岛，而是长期定居于此。１９１８年 １２
月日本小仓卯之助组织所谓探险队到达南沙时，

就惊讶地发现三个文昌县海口人住在北子岛上。

这些资料表明很多渔民由于生产发展需要定居

于南沙群岛，长期经营开发南沙，时间甚至长达

十几年。［１２］

１９３９年二战爆发后，南沙群岛为日本占领。
１９４３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指出日
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中国，如满洲、台湾、

澎湖列岛等。当时南沙群岛被日本划归台湾管

辖，因而根据《开罗宣言》日本应归还的中国领土

当然包括南沙群岛。１９４５年中美英又共同签署

了《波茨坦公告》，再次强调《开罗宣言》的条件必

须实施，日本应归还所窃取的领土。同年日本投

降后，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６年收复南沙群岛，并举行
接收仪式、立碑纪念、派兵驻守，向全世界宣布中

国恢复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１４］

１９４７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印制了《南海
诸岛位置图》，该图在南海海域中标有南沙群岛，

并从北部湾中越陆地边界向海至台湾省东部，包

括四组群岛在内，以国界线的表示方法标绘了十

一段断续的线，最南端在北纬 ４度，至曾母暗
沙。［１５］这条线被后人称为“断续国界线”或“Ｕ形
线”，其划定了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是国民政

府行使南海主权的重要国际法证据之一。１９４８
年初，内政部方域司又将此图收入《中华民国行

政区域图》，并公开发行，以向世人公布中国对南

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管辖范围。对此，国际上

未有国家表示反对。

可见，在中华民国时期，南沙渔业在先前基

础上不断拓展，成为南海重要渔业基地。国民政

府也通过保护渔业、纳入版图等方式持续加强对

南沙群岛的管辖。

２．３　中国南沙群岛现代渔业史（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政府成立至今）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加大南沙渔业开
发力度，并全方位加强南沙群岛行政管辖和主权

维护。新中国成立初期，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６年政府就
组织广东省琼海县大批渔民前往南沙进行渔业

生产。［９］文革期间，南沙渔业发展受阻。但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后，南沙渔业在政府扶持下逐渐恢
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取

得了显著成效：渔船数量增加，由最初的十几艘

发展为数百艘；渔捞量增加，由总产量不足５吨
发展至数万吨；作业范围扩大，由局限于东北礁

盘扩展至西南部和南部渔场，遍及整个南沙海

域；作业时间延长，由冬去夏返发展为常年作

业。［１６］

进入２１世纪后，南沙渔业面临新的发展形
势。随着２００４年《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
效，数千艘渔船退出传统渔场回归南海近海作

业，这使得本来渔业资源已渐衰退的近海，捕捞

压力急剧加大。此外，随着南沙争端日益棘手复

杂，南沙侵渔活动也日趋频繁猖獗，越南、菲律宾

等国不仅大肆掠夺南沙渔业资源，而且非法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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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在此纷繁情况下，南沙渔业

被赋予新的意义。其不仅有助于缓解南海近海

捕捞压力，增加渔民收入，而且有利于维护中国

南沙主权权益，宣示中国南沙管辖。

对此，中国政府通过组织渔民编队、护渔执

法、资源调查等方式协助渔民开发南沙渔业。

１９９４年起农业部组织渔政船定期到南沙海域巡
航执法，至２０１０年进一步升级，由渔政指挥中心
统一调度，组成跨海区渔政船编队巡航，对南沙

渔业进行管理的同时保障其安全稳定发展。［１７］

中国政府不仅加强南沙渔业的开发管理，而

且注重南沙群岛的管控，如颁布立法、明确管辖、

外交抗议等。在立法方面，１９５８年《关于领海的
声明》与１９９２年《领海和毗连区法》都明确指出，
中国领土包括南沙群岛；在行政管辖方面，１９５９
年和１９８１年分别设海南行政区和广东省“西、
南、中沙群岛办事处”。［９］２０１２年国务院撤离该办
事处，建立地级三沙市，驻永兴岛，管辖西、中、南

沙群岛及海域。［１８］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南沙渔业在政府扶持

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政

府也不断加强对南沙渔业和南沙岛礁的管辖，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南沙主权。

３　渔业与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维护

汗牛充栋的中国南沙渔业开发和管理史料

足以说明中国对南沙群岛和平、真实、充分和持

续的有效占领，对南沙群岛拥有完全主权。

３．１　和平
和平是指一国领土主权的行使和展示未遭

到他国的抗议或反对。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南海蕴
藏油气资源的推断公布之前，中国对南沙群岛主

权的行驶和展示长久以来并未遭受任何国家异

议。古代和近代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进行行政

管辖，并著书立说、出版地图等，他国均未抗议或

反对。新中国成立后，南海周边国家曾多次公开

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而且其他国家和国际

组织对这一点也予以认可。在１９７５年前越南政
府的声明、外交照会，以及书刊地图都承认南沙

群岛是中国的领土。如１９５８年９月越南总理范
文同照会周恩来总理，郑重表示：越南承认和赞

同中国１９５８年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９］因而，中
国长期公开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他国并未表示

抗议或反对。中国对南沙群岛的有效占领是和

平的。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国对南沙群

岛拥有主权。如１９５１年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在旧金山和会上指出，南沙群岛是中国不可分割

的领土；［７］１９７４年日本《朝日新闻》评述说：南沙
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世界很多国家出版的地图

也都标注南沙群岛属于中国，如英国《中国海指

南》（１９８６年）、美国《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
（１９６３年）和日本《世界地图集》（１９５２年）等。［７］

３．２　真实、充分和持续
有效占领的这三个要求是相对的。在交通

便利或自然环境优良的地区，应存在较为密集的

管理行为、设立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且主权行

使和展示是不间断的；在偏远或自然环境较为恶

劣的地区，存在一定管理行为、设立初步管理组

织、主权行使和展示有一定间隔也可。因而，有

效占领程度应与领土具体情况相适应。

南沙群岛航路遥远且海况复杂，其中面积较

大且拥有淡水资源的岛屿极少，狭小且缺乏基本

生存保障的礁岩居多。一般岛礁距海南岛有

１０００多公里，［１９］且台风频发、海流湍急，自然条
件十分恶劣。中国自秦汉时发现南沙群岛后，渔

民持续奔赴南沙捕捞生产，并在唐宋时停留，至

明清时定居，世代开发南沙渔业资源和经营南沙

岛礁。而且历代中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南沙渔业

发展，不仅加强南沙渔业管理，而且采取提供补

给、护渔执法、资源调查等诸多措施扶持南沙渔

业。此外，还通过明确隶属、海军驻守、外交抗议

等多手段宣示和维护南沙群岛主权。中国对南

沙渔业和南沙岛礁的持续开发和管理，对于偏远

且自然条件恶劣的南沙群岛而言已足矣。因而

中国对南沙群岛进行了有效占领，而且完全满足

真实、充分和持续的要求。

４　结论

中国最早发现了南沙群岛，而且进行了有效

占领。自古以来，中国渔民不畏艰险世代远赴南

沙从事渔业生产，而且历代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

南沙渔业和南沙岛礁进行管理。可以说，中国南

沙渔业开发管理史就是一部中国对南沙群岛持

续行使和展示主权的历史。今后中国政府还应

通过政策利导、财政扶持、加大宣传等多种方式

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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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支持渔民开发南沙渔业资源，并通过常态护

渔、科学调查、外交抗争等手段加强南沙渔民权

益保障和南沙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

国彰显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极好例证，也是未来

中国维护南沙主权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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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ＥＢ／Ｒ］．ｈｔｔｐ：／／ｙｚ．ｊｘａｇｒｉ．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

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０４／０２／８５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５／１０．

［１８］　三沙市成立简史［ＥＢ／Ｒ］．ｈｔｔｐ：／／ｐｈｔｖ．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ｚｂｊｓｊ／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２＿０７／２５／１６２８６３０９＿０．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５／１０．

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ＳａｎｓｈａＣｉｔｙ［ＥＢ／Ｒ］．

ｈｔｔｐ：／／ｐｈｔｖ．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ｐｒｏｇｒａｍ／ｚｂｊｓｊ／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２＿０７／２５／

１６２８６３０９＿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５／１０．

［１９］　专家解读为何三大石油公司去南非易去南沙难［ＥＢ／Ｒ］．

证券时报网，２０１２／７／４，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１２／０７０４／

１３／８５ＩＱＯＨ５４００２５３Ｂ０Ｈ．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５／１２．

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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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ｖｉｅｗｓ：ｗｈｙｉｔｉｓｅａｓｉ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ａｊｏｒＰｅｔｒｏ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ｏｇｏ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ｂｕｔｉｔｉｓ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

ｇｏｔｏｔｈｅＮａｎｓｈａＩｓｌａｎｄｓ［ＥＢ／Ｒ］．ＴｈｅＢｏｎｄＰａｐｅｒＷｅｂ，

２０１２／７／４， 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 １６３． ｃｏｍ／１２／０７０４／１３／

８５ＩＱＯＨ５４００２５３Ｂ０Ｈ．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５／１２．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ａｎｓｈａＩｓｌａｎｄｓ

ＣＨＵＸｉａｏｌｉｎ
（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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