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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方立場之轉變

針對本次南海仲裁案，總統府第一次聲明表示，不承認仲裁對我國具有「法律拘束力」，因為我
國並未被正式邀請參與仲裁程序。並重申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所有，將持續
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最後表達應透過多邊協商，共謀爭端的和平解決，促進南海區域之和平與
穩定。其後蔡英文總統於7月13
日登上海軍康定級迪化艦發表講話指出，南海仲裁結果嚴重損害台灣對南海諸島以及相關海域的
權利，台灣將不排除一切捍衛南海主權的行動。統府發言人黃重諺則於其後表示，「總統目前沒
有要登太平島的計劃，但未來不排除。」

其他部
會及立法院的
聲明基本上都與總統府聲明
一致，但僅陸委會及內政部的聲明中提及1947
年「南海諸島位置圖」，此舉應該是為了緩和兩岸關係，因總統府僅強調主權，避談「十一段線
」之歷史爭議，某種程度釋放與中國立場切割之態度，但又必須考量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因此內
政部及陸委會仍保留1947年「南海諸島位置圖」的說法，顯見府方一開始定調模糊策略之論述。

但是，也正因為提出「南海諸島位置圖」而遭到外界質疑，台灣是否將與中國聯手？在論述上並
未與馬政府有任何不同，繼續提出「南海諸島位置圖」等歷史水域將落入一中框架等等。因此總
統府於7月21
日召開國安會，定調最新說法，提出了四點原則，包括南海爭端應依據國際法和海洋法，以和平
方式解決；台灣應納入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相關國家有義務維護南海航行和飛越自由；中華民國
主張應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方式處理南海爭端，且願在平等協商基礎上，和相關國家共同促進
南海穩定，保護並共同開發南海資源。在此四點下要採取五項作法，為捍衛漁權、多邊協商、科
學合作、人道救援、鼓勵海洋法人才培育。

總統府最新的立場並未提及「十一段線」等歷史爭議，儘管並未對判決再度作出表態，但至少表
達尊重國際法和海洋法，也希望各國維護南海航行和飛越自由，最後再度強調我國願意擱置爭議
、平等協商及共同開發。府方的新聲明與美國立場趨於一致，皆表達「尊重國際法及南海航行的
自由」，顯見我國在一周後已定調回歸國際機制中，並且為了避免落入一中框架，令外界有我國
配合中國說詞之嫌，完全避開了「十一段線」及歷史主權，此為我國南海論述的新聲明，也將有
助於我國未來在中、美、東協各國之間的博弈中，提出更具靈活性的戰略操作。

二、中國立場變化及未來預判

中國當局針對此次仲裁，從一開始就不參與仲裁，結果出爐後也從頭到尾否認，從總書記、總理
到外交部，皆在聲明與言談中表達強烈不滿，官媒在過去一周也不斷批評菲律賓及美國，中國國
內甚至激起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示威運動。解放軍也在仲裁案過後幾日，對其控制的水域內展開
軍演，顯見中國國內強硬派考慮到國內因素，為了鞏固領導人權力，迎合其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
情緒。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中國並未馬上宣布防空識別區，表示中國也不願意升高地區局勢，目前的言
詞抗議及軍演動作，並非真正要跟美國及菲律賓撕破臉，外交部副部長也曾提及，「希望其他國
家能夠與中國一起努力，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不要把南海變成一個戰爭的發源地。」，中國
軍方往往扮演鷹派的角色，而外交部則表示出一種硬中帶軟的策略，且中國領導層優先考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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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穩定，並不希望與美國對立。顯見目前局勢仍未出現高度緊張，中國當局表示出一定程度的
克制。

關於未來中國可能採取的下一步，學者普遍認為中國不會退出國際海洋法公約，那將使中國在國
際社會上孤立，並不符合中國大國崛起、想在國際上提高話語權的戰略目的。比較有可能的是，
中國將持續進行填海造陸以及完善工程，中國會針對仲裁庭判斷的標準，開始強化已填海造陸的
赤瓜礁、華陽礁、永暑礁等之民事化設施及人員。此三礁目前均由中國實際佔領，具有吹填成容
量可觀的人工島嶼潛力；此三礁居於南海核心構成的「鐵三角」，恰好控扼着南海的主要航道，
一旦在人工島嶼上建成軍事基地，將對周邊國家帶來近在眼前的威懾。至於黃岩島，可能留待美
軍在菲律賓的蘇比克灣、克拉克空軍基地等有積極作為後，以填海造陸方式來應對美軍的作為。

值得要關注的是，中國是否運用非低潮高地的島礁，作為基點後，將低潮高地的島礁畫入領海基
線內，其內部水域部分可包括低潮高地，又可進一步維持其領土主權的主張，而此又與中國劃設
南沙海域的防空識別區有關。

不過就短期內中國要劃設南沙防空識別區，仍有些技術上之困難，中國目前在南海足供定翼機起
降的機場數目仍不夠多，若要劃設一個完全涵蓋九段線範圍的防空識別區，目前執行可能力有未
逮。不過，在中方未來完備領海基線、對九段線確定法律定位及完成軍事防空整備後，且一旦美
國開始積極動作，那將大大提高劃設防空識別區的可能性。

總體而言，中國繼續強化填海造陸工程並強化有效管轄，將是未來較有可能的走向，在爭議海域
內中國將不會停止干擾菲律賓漁船，並在爭議海域擴大其軍事實力，甚至是將航母遼寧號開到南
海海域，航母的出現將使南海周邊國家及美日等國緊張，由於美國航空母艦已經常在南海巡弋，
中國航母的出現將讓情勢更加複雜。

南海仲裁案後，中國將會採取多重的作為以證明享有南海相關權利，這些作為可能使區域局勢擦
槍走火，但目前中、美軍事部門已建構熱線與相遇準則，除非有任何一方想故意製造事端，破壞
和平穩定狀態，否則兩國發生軍事武力衝突的機會微乎其微。

三、菲律賓立場及未來預判

菲律賓當局針對此次仲裁案結果大獲全勝，表示對國際法庭的尊重，並希望各國也能跟進，然而
菲國總統也在第一時間表達希望穩定區域的立場，其指出「戰爭不是選項，和平談判」才是菲國
未來的優先考量，因此希望派出菲國前總統羅慕斯擔任談判特使。菲國外交部也承諾，將會採取
和平的方式來處理與中國的領土爭端，但也指出希望在東協峰會的議程下，就南海議題進行討論
。顯見菲國希望在下次的東協峰會拉攏其他東協國家的聲援。

菲國外長上周在烏蘭巴托亞歐峰會期間與中國外長王毅會面後，表示現階段菲國不會與北京就南
海爭端展開談判，因為中方拒絕承認海牙常設仲裁法庭的裁決。這一立場的表述可能又將使未來
菲、中談判出現變化，菲國能否順利派出羅慕斯擔任雙方的橋樑，仍待觀察。

針對美國方面，菲國長年以來為美方的軍事安全盟友，其不會在南海議題上得罪美國，菲國總統
也指出美國是菲國的盟邦，「不能忘記自身的利益與盟邦的利益。」，在此表達對美國的高度尊
重，並以利益相結合的一致性立場，菲國的國防部長也在第一時間表達需要美國的安全保障，並
希望多學習美方的軍事技術，顯示出菲國軍方期望擴大與美國軍事交流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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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媒體及學者指出，菲律賓新總統杜特蒂上台，很有可能改變原先中菲兩國在南海上對抗之局
勢，菲方當局可能會利用此次仲裁結果，與中國在經濟及海域開發合作上達成妥協。但是菲方仍
須面對美國的壓力，倘若菲律賓讓步，中國很可能將與菲律賓重啟談判，此舉將削弱美國在南海
的影響力，中國外交部也表示願意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南海有關爭議，顯示出中國並非表面上之
強硬。中國媒體也提出多個潛在合作領域，包括共同開發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劃定共同漁區，以
及合作研究如何恢復地區珊瑚礁。

總體而言，雖然菲律賓總統在南海議題上目前讓步之可能性不高，但針對與中國的鐵路合作、其
他經貿合作表示歡迎，顯示出菲國總統可能會在美中之間謀取平衡，即南海稍微強硬並配合美方
，但在其餘內政經濟上擴大與中國合作，就目前的局勢觀之，有點難以明確判斷菲國新總統未來
之真正態度

四、美國立場及未來預判

美國在南海仲裁上的態度至仲裁前到結果出來後，皆站在菲國的立場，其表示美方將「支持用和
平的方式解決南海的各項爭端，支持仲裁法庭對本案的裁決，對菲律賓和中國都具有法律約束力
。」，美方最重視的利益是南海的航行自由化，美國總統的亞洲政策顧問也在公開場合，首次以
「最高國家利益」表示對南海的立場。

美國在南海的軍事能力的四個方向，包括定期展示軍事能力、維持穩定的軍事行動、促進整合區
域安全網路、直接與中方互動，以降低雙方軍事上的風險。美國最要防止的是，中國在黃岩島等
其他實質控制島嶼的軍事化行為，參議員馬侃指出，美國「應該通過空中和海洋軍事巡邏，定期
挑戰中國過渡的海洋申索要求，防止中國把南海各島等重要戰略位置軍事化。」，副總統拜登也
在澳大利亞表示，美國將繼續「確保南中國海地區海空暢通無阻，美國不會離開太平洋地區，因
為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對維護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拜登的談話被認為針對中國而來。

美國近年來不斷加強對南海的軍事巡防活動，並積極爭取越南、菲律賓等國，美國此次雖未對仲
裁內容表態，但其支持仲裁判決的立場，變相地也形同一種支持菲國的態度，針對中國的軍事化
舉措，美國也不斷發出警告，並以相關軍事作為反制，預期未來美方將強化與菲律賓、越南等東
協各國的軍事合作。

美國並不希望中國在南海地區擴增軍事實力，倘若美、中未來要在南海達成協議，中國必須放棄
目前的人工造島及相關軍事活動，美國也必須提供某種安全保證，承諾永遠不威脅中國在該地區
的海上通道。但目前局勢看來並不樂觀，中國不會在短期內放棄對南海主權的聲討，畢竟其國內
民族主義因此議題而日漸高漲，過度讓步將不利於內部政權之穩定。

而美國希望的是南海航行自由，並使美軍有足夠的能力在南海進行相關軍事布局，因此短期內也
不可能同中國讓步，未來美國的新總統態度為關鍵，共和黨日前在全代會發表的競選黨綱中，批
判中國對南海升高地區緊張的動作，共和黨此次黨綱的立場對中更為強硬，但是否對川普有拘束
力，仍待觀察。至於希拉蕊則長年擔任國務卿，也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要推手，倘若希拉蕊
當選，預計其亞洲政策將延續歐巴馬的作法，持續圍堵中國。

綜合來看，美國兩黨的立場對中國在南海的動作皆表達反對，因此未來不論是哪一黨候選人當選
，美方都將視南海為其亞洲政策的核心利益。

五、東協及其他各國立場與未來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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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東協各國的立場觀之，越南是最積極站在菲國這方，越南邊界委員會前主任陳功軸不斷在
國際媒體上表述，其指出「歡迎及稱讚仲裁庭正義、透明、令人尊敬的裁決結果。」，越南會繼
續利用外交途徑嘗試解決問題，不過假如外交途徑無效，或談判過程拖延，越南「可能考慮法律
途徑」。

此處的法律途徑，外界普遍解讀為越南未來很可能會仿效菲律賓，將與中國在西沙群島的領土爭
議提交至國際仲裁法庭，越南有可能要求國際仲裁庭依此慣例，裁定西沙群島沒有資格成為享有
經濟專屬區的島嶼。其亦有可能要求仲
裁庭，裁定中國於1996
年在黃沙群島公布的領海基點基線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中國與西沙群島的距離遠比南
沙群島更近，對越方來說最後裁決不一定有利。越南國內輿論目前普遍支持本次判決，不少越南
人認為裁決結果對越南也算勝利。

印尼及馬來西亞當局也指出尊重國際法之判決，並要求中國接受仲裁結果，印尼與中國在納土納
群島也有爭議，印尼政府正打算移居數百名漁民至該島。馬西亞外交部也表示，大馬全力支持南
海仲裁案，並呼籲各方遵守《南海共同行為準則宣言》，以及中國與東協國家達成的南海行為守
則。

緬甸、柬埔寨及寮國則是偏向中方，緬甸有關仲裁的報導僅限於部分國營媒體，顯示出對經濟關
係密切的中國的顧及。寮國針對此事則未發表立場，柬埔寨是最挺中國的一方，其表示不會支持
裁決結果，且某些地區外部勢力試圖集結力量反對中國，這將為東協和地區和平帶來負面影響，
柬埔寨敦促這些國家停止干預南海問題。

綜合來看，東協內部各國對南海及中國態度就有所差異，但基本上都會遵守《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宣言》，畢竟此宣言是東協的內部共識。但早在6
月份南海仲裁案宣判之前，東協與中國的外長會議中就有不同的意見，原先東協本要發出宣言表
示對南海局勢的嚴重關切，但隨後東協外長收回此宣言，顯見其內部對中國也有不同的態度。根
據國際媒體報導，原先預計發布的宣言中強調在南海「和平、安全、穩定和航行、飛行自由的重
要性」，並呼籲各國「尊重包括1982
年聯合國海洋公約在內的國際法」。聲明還表示爭端各方應該「全面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序」，從
字面上理解，東協的立場完全配合美國，也要求中國服從即南海仲裁結果。但因內部分歧而導致
宣言破裂，儘管東協正在南海爭端中逐漸形成共同支持菲國的立場，但目前仍未有明確且團結的
態度。

綜觀目前東協各國態度，大部分國家皆表示尊重並支持判決，但在表態都非常謹慎、克制，最終
態度都回到呼籲
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問
題的主軸上。菲律賓及越南早在2012
年東盟外長會議，就反對柬埔寨在南海問題上親中的立場，中美在南海日益加大的撕扯下，東協
的分裂似乎在所難免。菲律賓、越南和從中國獲得巨額援助的柬埔寨、寮國的分歧日益加深，形
成兩個反中國及兩個親中國之間的爭執。

至於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泰國和汶萊，以及民主政體剛剛上路的緬甸，雖然知道中國對東
協在南海問
題上不斷運用兩手策略
，但是也無力解決日漸分裂的局面。外界研判
今年9月6日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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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寮國主持的東協峰會，最終應該也無法產生共同宣言，且今年度由寮國擔任輪值主席，預料
將對中國採取較為寬容之態度，但明年的輪值主席是菲律賓，情況將再度出現變化。

中國當局不斷在東協進行多邊協議，試圖拉攏較為中立的國家，也希望柬埔寨、寮國、汶萊支持
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談判，但不要通過東協這個平台。在中國拉攏與穿梭之下，未來東協盟國之
間的裂痕將會擴大，新興東協國家與東協創始國的分歧也會日益嚴重。菲律賓目前傾向與中國進
行雙邊談判，未來東協內部很可能發生在此議題上產生爭議，外界普遍不認為東協能就南海議題
發出新的共同宣言。

除了東協之外，澳洲也針對此事發表意見，其敦促南海爭議各方和平解決爭端，並且說澳大利亞
會繼續實行其國際權利，即進行維護航行和飛行自由的巡航，美國副總統拜登訪澳時支持澳洲的
說法，澳洲的態度自然也引來中方外交部的批評，雖然澳洲並未在此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澳洲
身為美國在太平洋重要的盟邦，其地緣政治也與東南亞密切相關，預期澳洲未來將配合美國在亞
洲的軍事布局。

至於日本的態度也站在菲國這一方，其論述與美方高度一致，外長岸田文雄表示「仲裁法院裁決
對爭端當事國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國有必要遵從這一裁決。強烈期待這能有助於和平解決南海
爭端。」。外界關注的是此次判決對未來中、日雙方在沖之島礁爭議的走向，官房長官菅義偉表
示，沖之鳥礁之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島嶼的相關條件，日政府認為沖之鳥礁沒有喪失
作為「島」的條件，今後打算通過記者會、國際會議等場合認真闡述這一見解。未來中國當局是
否會利用此次判決結果，對日本提出仲裁，也為外界關注的重點之一，一旦中日雙方加劇領土主
之權爭議，勢必會影響東亞區域局勢的穩定。日本防衛省也表態將擴大與東南亞各國的支援合作
，顯見日本也不想在南海議題中缺席。

六、綜合分析

綜觀此次南海仲裁案，第一時間國人皆表示出受辱的激憤情緒，近日來也有漁船駛往太平島海域
附近宣示主權，藍營立委
也登上太平島高調宣示，並積極要求政府劃定200
海浬經濟海域、總統應盡速登島等輿論，試圖激化並影響區域局勢穩定，但細看此次仲裁案的結
果，其實對台灣並未有實際上之損失，甚至在未來多了不少操作之空間。

在國際政治以現實硬實力為主的環境下，國際法庭的判決無疑是軟實力的勝利，南沙群島在近年
來因各國積極佈署，使區域局勢不斷升高，仲裁庭此次的判決等於否定各國在各島駐軍、移居人
口等舉動。仲裁庭表示，這類「島礁」人口並非自然或自願形成，純屬主權或海權爭端背景下官
方操縱之結果，仲裁法庭的判決背後有清晰的理路，即力保「完全資格島嶼」及其所屬的「專屬
經濟區」概念，同時促進海洋資源的有序開發和利用，而非使南海淪為國與國之間爭鬥操弄的工
具，甚至加劇對海洋環境與生態的破壞。

台灣必須正視法庭的正面論述，並在其中找到可以著力的空間，我國作為中小型國家，對於國際
法理應尊重，以國際法解決國際爭端，原本就是防止弱國被強國欺凌的重要方式。關於經濟海域
之部分，我國對於太平島原本也沒有以其為基礎劃定經濟海域，即使劃定之後，也要面臨外國是
否承認的問題，因為台灣的國家地位長期以來在國際間，至少在此一區域內是有所爭議，「非國
家的政治實體」原則上可能無法有劃定經濟海域的權力。

再者，談到其他各國究竟有無利用各島劃定經濟海域一事，其實各國只要以領土基線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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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劃出高度重疊的經濟海域，也將面臨必須協商的問題。判決中指出各國所占的島礁均無劃設
經濟海域的資格，對台灣而言並非壞事，因為這將更加凸顯「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的意義。台灣
未來將可利用此點，積極在太平島周遭經營、開發和執法，並在國際法體系下與各國進行多邊協
商。（如何在不被承認為國家的情況下突破，也是未來必須思考的重點，如積極培養國際海洋法
人才）

簡言之，此次裁決對台灣並未有實質上之損失，尤其是仲裁法庭判決九段線的歷史說法無效，也
是台灣可以與中國論述切割的機會，我國必須喚醒各方當局對南海議題的重視，未來對太平島展
開更多研究與和平用途之投入，太平島仍是美、中、東南亞博弈下台灣可以運用的活棋，台灣須
改從海洋國家的身份，重新思考太平島的戰略價值。

 

 

 

 

作者  邱亦睿  為民進黨政策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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