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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陸推動海洋發展戰略暨相關策略作為對我影響之研究」 

摘要 

一、 中國大陸提出「海洋強國概念」，落實海權列入戰略發展層次：

中國共產黨於 2012 年提出的「建設海洋強國」概念，代表中國

大陸正式將海權發展列入國家大戰略層次。「中」方現任領導人

習近平在全面執政之後，也在各場合多次重申「建設海洋強國」

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強調將有效開發海洋資源並維護海洋權益。

中國大陸強勢的海洋政策作風，不但引起鄰近國家對於區域安

全的憂慮，也讓美國政府更為擔憂亞太地區安全與公海航行自

由的前景。因此，美國近年在推動「重返亞太」的同時，積極

介入東海與南海爭端等議題，並透過海、空活動挑戰中國大陸

的權利主張。相關作為已獲得亞洲部分國家的呼應及配合，從

而導致亞太區域形勢漸生紛擾。 

二、 中國大陸推動海洋發展暨相關作為： 

（一） 中國大陸落實海洋戰略之行政與立法措施： 

1. 行政措施：整合海洋戰略制定機構（中央海洋權益工作領導小

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及中央外事工作小組的三合一模

式）；海洋規劃及行政措施（中國大陸在十二五期間，先後頒

布《國家海洋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二

五規劃》等政策指導文件）；設立國家海洋公園、三沙行政中

心等；設立海警局、加強海軍軍備發展及強化海洋維權行動。 

2. 立法措施：中國大陸為加強海洋戰略頂層設計，制定海洋基本

法，主要內容應反映有關海洋問題的大政方針、戰略以及海洋

決策管理體制、海上執法體制等。 

（二） 中國大陸在東海海洋戰略作為及與各國互動現況： 

1. 近年陸方於東海戰略作為包括：七大軍區重組為五大戰區、強

化海軍艦艇戰力、多次舉行軍事演習活動、增加海空巡航次數

（含釣魚臺周邊海域）、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和設立「東

海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持續開發油氣資源等。 

2. 美、日戰略反應包括：調整軍力部署、加強介入南海爭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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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多邊防務合作等。 

（三） 中國大陸在南海海洋戰略作為及與各國互動現況： 

1. 近年陸方於南海戰略作為包括：七大軍區重組為五大戰區、強

化海空軍力及三沙警備區駐軍、以「中國海警局」名義採取相

關維權措施、南海島礁建設（填海造陸、興建燈塔、機場跑道

等）、行政管理與經濟開發（赴南海勘探油氣、持續推進三沙

市行政管理）、以外交手段處理南海問題（強調以「雙軌思路」

解決南海問題、要求域外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做到「四個尊重」、

就各國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提出五點倡議、對菲律賓仲裁案

所採措施是「不應訴、不參與」，且發動外交攻勢爭取支持其

立場、主張「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無法解決南海問題、持續分

化東協國家以避免其團結）。 

2. 東協十國對南海議題反應：東協十國中，涉及南海爭端的有五

個國家：越南、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和印尼。越南和菲律

賓反應最激烈；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立場與泰國、新加坡和汶萊

一致，表現相對中立；柬埔寨、寮國和緬甸等三個東協最貧窮

的國家，因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經貿投資，在南海問題上的態

度偏向「中」方。 

3. 美國戰略反應包括：執行「自由航行行動」、推動東協對南海

問題立場團結、提出「2016 年亞太海事安全倡議法案」強化

美方在南海海事能力、支持菲律賓提出國際仲裁等。 

三、 「中」方在東海、南海行為引發關注，我宜積極推動太平島公

益用途建設，俾利爭取國際認同：中國大陸若大幅延伸在東海

與南海地區的控制範圍，將衝擊區域安全，並對我國安全構成

嚴峻挑戰。「中」方目前的行動雖未與美、日及東南亞各國爆發

嚴重衝突，但已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未來我國可在太平島

上開展地質與氣候研究項目，並將太平島建設為人道救援中心，

當提升太平島的公益性質，在東亞海事安全及區域發展中發揮

積極作用，有助於爭取國際認同，並提升我國在爭端中的話語

權及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