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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반도 주변 해양에서의 냉전적 대립을 해소시키는 대표적 사례로 시현해야

일방의 주장 견지보다, 상호 공통점을 찾는 합의 도출에 노력해야

미래지향적 관계 증진을 위한 해양 공동이익 추구에 비중을 더 두어야

今年1月6日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以后，韩中两国围绕对朝强硬制裁产生分歧，而且围绕重

新讨论在朝鲜半岛部署对抗朝鲜导弹威胁的萨德系统（THAAD）的问题两国关系出现动

摇。然而韩中海洋划界则是关于国际法在制度上的适用性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尽管韩中两国由于朝鲜问题产生分歧且使人担忧，但是两国应当为使本次韩中海洋划界达成

圆满协议，并将其树立为摒弃旧思想，解决朝鲜半岛周边海洋的冷战式对立的代表性事例

尤其是在两国领导人已就协议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从确认这段时期以来建立起的互信的层面

上来讲，应当保持坦率的姿态来进行海洋划界协议工作

目前，两国于1997年至2008年就黄海专属经济水域划定已举行了16次实务专家会议。两国主
要部门（韩国外交部国际法律局和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之间的实务理解不断加深

中国在南中国海南沙群岛开展单方面的填海作业，由此与美国产生军事对立，又在钓鱼岛

（尖阁列岛）附近海域与日本发生军事紧张，但在黄海问题上韩中两国互相保持克制，以避

免发生军事对立

中国通过达成在黄海上的海洋划界共识，倡导和平利用海洋这一概念，从而实现连接黄海到

中东的“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构想

两国在海洋幅度不足400海里的黄海上协商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水域，是等同于划定国境线
一样十分敏感和困难的问题

两国不应只注重某当事国一方的国家利益，而应为增进两国之间面向未来的关系，旨在增进

稳定和平的海洋合作，更加注重追求海洋共同利益

强当事国的海洋安保力量（如：支援菲律宾、越南及马来西亚海军力量现代化），然而这些

国家对应中国的力量远远不足

非当事国的介入反而正在造成中国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单方面行为的反效果。去年11月4日，在         

马来西亚举行东盟国家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 Plus 会谈）以后并未出台共同声明的原因        

也在于此。但围绕是否要将美国和中国之间“南中国海的航海自由”等语句放进共同声明这一        

问题产生意见分歧，最后共同声明未能达成

包括美国在内，韩国等区域内利害相关国家实质上能够直接支援南中国海东盟当事国的方案

几乎是“无”

正如部分指摘所说，中国几乎“毫无”理由在南中国海争端上大做文章，约束或限制公海上的        

自由航行权利。实际上中国也是一直以来由美国主导和保障的自由航行权利的受惠者

特别是在军事上，中国海军以南中国海争端为契机而切断经由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通道的剧

本是极富冷战色彩的思考，这一逻辑的现实性非常低

最近部分人提出“韩国必须立即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比如：拟出共同实施自由航海/飞行军事         

作战的方案）”，这一逻辑也极其幼稚

在此问题上，韩国最根本的立场是要阐明三大基本原则：①保障公海上自由航行权利，②和

平解决争端，③尊重国际法。这也是美国的立场

另外，考虑到区域内海洋安保主要悬案从防止由“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演变为不断

扩展的趋势，今后韩国除了以上三点原则外还需追加一点，④提出如何管理由气候变化所造

成的海洋危机的方案

同时，韩国作为主要海洋利用国以及区域内利害相关国应当主导一种“潮流”，构筑1.5轨或         

者2.0轨层面的区域内互信构建方案，增进海洋合作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dispute）的        

方案

在此过程中，为使韩中两国海洋划界协商成为基于“依据法的原则”解决的区域内“模范事          

例”，两国在实务谈判的过程中必须绝对保持忍耐和相互理解

最后，韩中海洋划界谈判应成为使韩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变得更加成熟的积极因素，而

不应成为还停留在过去的矛盾因素

한국 등 역내 이해상관자 국가들이 강도 높은(high-profile) 우려 표명 또는 
미국과의 연대 형성으로 중국의 일방적 행위를 자제시키려 하고 있으나, 대
응 논리와 효과는 미미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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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问题上，韩国最根本的
立场是要阐明三大基本原
则：①保障公海上自由航行
权利，②和平解决争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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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韩中海洋划界谈判应
成为使韩中两国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变得更加成熟的积极
因素，而不应成为还停留在
过去的矛盾因素

应树立起解决朝鲜半岛周边海洋的冷战式对立的代表性事例

应抛弃坚持单方面的主张，为制定能体现出双方共同点的协议而努力

为增进面向未来的关系，应更加重视追求海洋共同利益

中国通过达成在黄海上的海
洋划界共识，倡导和平利用
海洋这一概念，从而实现连
接黄海到中东的“一带一
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等构想

韩国等区域内国家表明强烈（high-profile）担忧，并通过加强与美国的连
带关系使得中国克制单方面行为，但是对应逻辑和效果都甚微



这一段时期以来，韩国和中国为在海洋划界上达成尊重双方“平衡性”的共识已经历许多
过程和步骤，对此两国之间的理解度相当高。尤其是去年10月31日在首尔举行韩中领导
人峰会时，李克强总理提到“早日重启实务会议”，接着12月22日召开第一次副部长级协

商会议，这显示出两国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令人鼓舞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部分争议岛屿上强行大规模填海工程并建设人工岛，由此出现所

谓“维持现状的变化（new status quo）”，为抵制这一现象，美国强行“自由航海/飞行军事
作战”，菲律宾针对与中国在南沙群岛的争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七

附件向仲裁法庭提起上诉，情况因此而不断恶化

尽管美国和菲律宾做出很多努力，大多数海洋安保专家根据中国对于南中国海实施的“既
定事实化（fait accompli）”和“切香肠（salami slice）”战略，预测中国主导的新维持现状

正在成为现实

与之相反，为解决中国非法捕鱼问题，（韩中）两国有关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正在有序

进行，两国之间对共同作业的监视以及对非法渔船的处理等方案正不断得到制度上的完

善

南中国海问题各方于2002年签署“南中国海各国行动宣言（DOC）”以后，目前正在推进
中的“南中国海行动准则（COC）”协议依然未完成，美国海军实施自由航海/飞行军事作
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七附件仲裁法庭决定中国-菲律宾之间南沙群岛争
端的“有管辖权”，今年6月判决之前的政治性决断将变得更为困难

与之相反，韩国和中国在2014年7月领导人会谈时达成共识，继去年1月和7月举行的实务
谈判以后于12月22日在首尔进行“第一次副部长级协商会议”，这一系列的谈判过程正在

展开

若美国不积极采取措施以维持在区域内与中国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没有

可以遏制中国单方面突破维持现状的这种行为的根本方案

主导在国际法范围内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方案的美国不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区域

外国家以及第三方而采取观望姿态，中国更加以进攻姿势示人，基于国际法的解决将更

加困难

军事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虽然不直接与中国发生冲突，但为遏制中国的单方面行为而推进增 

남중국해에서 "현상유지(status quo)" 변화가 나타난 반면, 황해에서는 
현상유지가 잘 관리됨

남중국해에 대한 당사국 간 "정치적 결단" 이 미흡하나, 황해 해양경계획
정은 정치적 결단이 선언된 상황 하에 "기술적 문제"  합의만 남겨두고

2. 최근 남중국해 상황 분석과 한국의 대응

남중국해에 대해 아세안(ASEAN) 및 미국이 선택할 수 있는 “억제 방
안”은 매우 제한됨

아세안은 중국 "대세론" 을 암묵적으로 받아들이는 한편, 역외 국가 및 
역내 이해상관자 국가가 적극적으로 개입하기를 기대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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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尤其应首先考虑到，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黄海海洋划界尚无定论从而导致“积累损失”的

产生

两国应克制由于在海洋划界协议过程中产生“意见分歧”而谴责对方。海洋划界协议的达成需

要对当事国之间的分歧加以识别和克服。可参照两国于2000年签署并生效的韩中“暂定渔业协

定”这一成功事例

第一，设定领海基准点。韩中两国均根据各自的国内法律公布以直线基线为领海基准点，因

而调整起来比较困难。这在韩中渔业协商能够成为两国之间专属经济水域的根据这一假定成

立的情况下，不是通过领海基准点，而是运用坐标来达成共识的理由，可以成为韩中海洋划

界协议的参考事例

第二，离於岛。离於岛是位于距离马罗岛西南149公里处海面以下4.6米的水中暗礁，依据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它算不上“岛（island）”，不能用来设定领海和专属经济水域。

离於岛不属于两国海洋领土归属问题，这在两国海洋划界协议时将自动得到解决

第三，朝鲜。这将归结为“韩中海洋划界对象海域应设定到哪里为止”的问题。现在韩中两国

关于北纬37度以北海域的海洋划界与朝鲜主张的北方界限（NLL）之间有冲突。2000年韩中

渔业协定的适用海域范围曾限制在北纬37度以南海域，本次海洋划界对象海域也可以考虑限

定为北纬37度以南海域的方案。今后朝鲜半岛情况如有变化，两国可再另行商议

第四，韩美同盟。黄海是韩美同盟得以体现的敏感海域，黄海的专属经济水域是不牵涉到沿

岸国家“主权”的国家管辖权领域。今后韩中两国若就专属经济水域划定达成共识，应考虑其

将对韩美海军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产生什么影响。即必须符合国际法原则，同时应考虑到对国

家安保的含义

韩国对南中国海的立场是使用国（user state），区域内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以及第三

方，但韩国在黄海海洋划界上则是当事者（party-state）

部分舆论报道给人造成一种好像南中国海和韩中海洋划界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感觉，主张韩

国必须积极利用南中国海问题来掌握韩中海洋划界的主导权，但这种逻辑十分危险。韩国在

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是“第三方立场”

中国和东盟沿岸国家（costal state）之间关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方案存在较大分歧，美国等

第三方国家不断进行干预，韩国和中国在利用黄海问题上的互补性很高，因此两国之间的相

互理解较深

법적 원칙 적용과 함께 국내․외적 파급효과도 고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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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남중국해 상황과 한·중 해양경계획정 간 차별성

남중국해와 황해에 대한 한국의 입장 간 차이점 존재

한·중 해양경계획정은 "제3자" 개입이 없는 당사자 간 해양관할권 문제임

可参照两国于2000年签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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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功事例

韩中海洋划界是没有“第三
方”干预的当事者之间的海洋
管辖权问题

当事国之间对于南中国海“政
治性决断”十分不足，但黄海
海洋划界已就政治性决断发
表宣言，在此前提下只需
就“技术性问题”达成共识

若美国不积极采取措施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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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以遏制中国单方面突破
维持现状的这种行为的根本
方案

问题提出

韩国存在对南中国海和黄海的立场差异

1. 南中国海状况与韩中海洋划界之间的区别性

韩中海洋划界是没有“第三方”干预的当事者之间的海洋管辖权问题

与南中国海“维持现状（status quo）”产生变化的情况相反，黄海的维持
现状得到有效管理

当事国之间对于南中国海的“政治性决断”十分不足，但黄海海洋划界已
就政治性决断发表宣言，在此前提下只需就“技术性问题”达成共识

对于南中国海，东盟（ASEAN）和美国可以做出的“遏制方案”选择极其有
限   

2. 近来南中国海状况分析与韩国的对应

东盟一方面默默地接受中国“大势论”，另一方面又期待区域外国家及区域
内利害相关国家积极介入

在考虑是否符合法律原则的同时兼顾国内外扩散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