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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焦点

南海诸岛不具备移民条件
中方船舶存在能宣示主权

和主张管辖

“五龙治海”，一位海上执法人员以此
来形容中国具有海上行政执法职能的五
大部门：海监、渔政、海事、海关、海警，各
有分工、各司其职。其中，直面外国侵权
行为更多的是海监和渔政部门。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前，南海风平浪
静。随后形势急剧恶化，当地政府严令任
何渔船不得去争议海域活动，以免引起外
交纠纷。其间，崔思义有一两次悄悄赴南
沙捕鱼时发现，外国渔船多了，外国军舰
也多了，但中国执法船却十分罕见。

直到2000年左右，当崔思义这些渔民
尝试着接近南沙群岛等争议海域时，发现
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军舰和执法船增加
了。每当渔船和中国执法船会面时，他们
会相互鸣笛示意，甚至会传来中国执法船
满怀感情“注意安全”的叮嘱。

南海诸多岛屿因为远离大陆，面积狭
小，补供困难，不具备移民条件。根据现
行国际法和相关国际惯例，中国官方船舶
在这些争议海域的存在及活动，具备了宣
示主权和主张管辖的意义。

从2007年开始，中国执法船实现了对
中国全部管辖海域全天候、不间断的维权
巡航，每月都有执法船或飞机到南沙群
岛、黄岩岛等重点海域巡视管理。周边有
关国家曾抗议和炒作了一段时间，但也逐
渐默认了这一事实。

几大海域潜在冲突点浮现
越南组建配备重型攻击性

武器的海上民兵

然而，一位参与南海巡航的官员分析
指出，近期南海地区的海上侵权行动又出
现了两个新特点：首先，国外破坏活动加
剧，这些外国渔船除了从事电、炸、毒等方
式捕鱼、搭建晒鱼平台等设施外，还损坏、
盗窃我国防设施。其次，周边国家出现了

“准军事化”侵权的苗头，态度越来越强
硬。例如，越南国会 2009年 11月 23日通
过法案批准组建海上民兵，这是一支配备
重型攻击性武器的“准军事力量”。

对此，有海洋专家预测说，2010年越南
将加大对南海油气开发的力度，甚至有可
能采取一些实质性的行动。中国社科院边
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指出，今年
仍要继续关注南海方面美国的侵权行为。

另据多位海洋专家预测，2010年中国
海洋维权整体形势依然严峻，几大海域都
有潜在的“暗礁”。黄海方面，预计韩国舰
船非法进入我管辖海域的情况有可能发
生。东海方面，日本会在东海油气田共同
开发问题上提出更多主张。

1998 年，中国海监总队正式成
立。200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
海监开始在我国东海管辖海域开展定
期维权巡航执法。到2007年12月，中
国海监实现了对我国全部管辖海域的
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包括黄海、东海和
南海等海域。据了解，海监是目前中
国唯一获国务院授权能够在全海域实
施巡航的执法队伍。

目前，中国海监已经初步建成
了国家、省、市、县四级海监执法队
伍。下设中国海监北海、东海、南海
总队，拥有海监飞机 9 架，各类执法
船、艇 260 余艘。未来 1000~3000 吨
的大型执法船将逐渐成为海监执法
力量的主体。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海域，航行一两天都见不到一艘船。如果突然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政府的执法船只出
现，值班的船员会叫醒在船舱里熟睡的船员，他们都会跑上甲板高喊，向执法船挥手致意。如果不在海上生活，体会不到这
种感情。”年近花甲的崔思义在17岁时就随父出海，现在已是海南三沙一家渔业公司的总经理。崔思义的朴实话语吐露的
是普通渔民对中国政府执法船的殷殷期盼之情。然而，在茫茫的争议海域上，中国海上维权队伍的出海之路并不平坦。

2010年初始，摆在中国海上维权力量面前的就是维权形势的严峻开局：谈判桌上中日外长围绕东海油气田问题争
执不下，一则海南建国际旅游岛的消息竟然引发了邻国越南的强烈反弹，美军的调查船依然我行我素地进出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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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钓鱼岛周围分为三个巡逻警戒区
域：距钓鱼岛 12海里范围内为“绝对禁止区”，
对进入该海域的大陆及台湾民间船只“不惜代
价”地进行驱逐；12海里～24海里为“严格监控
区”，对进入该海域的非日籍船只进行目标识
别和喊话驱赶；对24海里以外试图接近钓鱼岛
海域的船只，根据类别对不同性质目标采取尾
随监视、警告、驱离等方式予以密切监控。

迄今为止，中方对钓鱼岛最有力的一次巡
视行动发生在2008年12月8日。当天7时，中
国海监的船只成功进入钓鱼岛海域，9个多小
时后离去，最近距钓鱼岛仅有 0.6海里。这是
50余年来，中国官方船首次与钓鱼岛如此亲密
接触。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官方船

正式进入钓鱼岛 12 海里范围内实施维权巡
航。随后，日本加强对钓鱼岛的侵占和封锁。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海洋问题专家李金
明教授向本报指出，尽管中国执法船在钓鱼岛
的行动只是昙花一现，但这一次巡航的重大意
义就在于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连续占有，以
实际行动主张主权。多位海洋问题专家也纷
纷向本报表示，期待中国执法船再次驶向钓鱼
岛，显示管辖宣示主权，打破日本所谓的“实效
占有”论。 据《国际先驱导报》

事实上，与暗流涌动的南海相比，东海海域
一直也不平静。

1月3日，中国海洋调查船“东方红2号”在
中国拥有主权的钓鱼岛水域进行海洋调查，遭
日方警告驱离。日本的强悍姿态，来源于其对
钓鱼岛的强力控制。

近年来，日本不断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强化
对钓鱼岛的侵占。2009年初，日本政府又调集
可搭载直升机的大型巡逻舰增防钓鱼岛。

尽管来自中国民间的“保钓”力量突破各种

困难，展开了一次次登岛行动，打破了日本“实
效占有”的企图。不过，受限于种种因素，相比
每月对南海黄岩岛的定期巡航，中国海上执法
力量的船舶和飞机通常不能到钓鱼岛附近巡
视，更无法实现定期巡航。

相形之下，“日本海上执法力量不管多远都
会派舰机去巡视，每天至少会有 3艘巡视船游
弋在钓鱼岛周边。”接受采访的多名中国海上执
法维权官员都做出了相同的表示，言语间颇感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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