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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洋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众多基础性物质条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制度，以及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规定
了沿海国对专届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权利。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沿海国家，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安全也构成了我国国
家安全的重要方面。
因此，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和开发海洋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海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妥善解决东海问题，对有效维护我国在东海的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永明博士属于我国年青一代的海洋法学者。
他在海洋法领域内努力钻研，积极治学，值得称赞。
应永明同志之邀，拟了以上一段话介绍他的新作，同时期盼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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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海问题是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之一，如何落实两国政府领导人已达成的政治共识
——共同开发，合理制订具体方案，是摆在中日两国学者间的重要课题。
而合理公平处理东海问题对于两国获得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能源资源、构建与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为此，研究东海问题是很有现实必要性的。
同时，东海问题涉及国际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些理论基础概念，因此，从理论上阐释《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尤其是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也是有理论意义的。
为此，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东海问题的由来与争议概要。
本书指出，迄今为止，关于东海问题引发的争议大致经历了潜伏期、沉默期、凸显期、缓和期和进展
期五个发展过程，并指出了在各个发展过程的特点。
作者认为，东海问题引发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海域划界适用原则的认识与理解分歧、对钓鱼群岛的主
权归属争议及其在划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对冲绳海槽的构造及其划界中的作用等方面，虽然两国关于
东海问题的磋商已进行了十一次，但双方对上述问题的争议分歧依存，近期显然无法作出缔结东海问
题的最终划界协议。
    第二，东海问题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考虑到两国对涉及东海海域划界认识与理解的对立主要集中在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属性方面，
为此，作者首先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它们是两个不同而独
立的制度，不能替代，尤其在海底资源的开发上面，应适用大陆架制度确定界限，专属经济区不能对
抗大陆架制度。
其次，分析了国际社会在海域划界上的实践与发展趋势，指出，日本主张的“中间线”或等距离原则
不是国际社会划分海域界限的一般规则，只是一种便利的方法，且日本设定的“中间线”是以钓鱼群
岛为基点划定的，是中国无法承认与接受的，而公平原则+关联情况才是海域划界应适用的一般规则
。
    第三，东海问题解决方法与临时措施。
从国际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角度，指出了解决东海问题的方法——和平方法，并指出了运用和
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依据。
同时，考虑到两国关于东海问题划界争议的主张、态度对立而尖锐，要缔结最终海域划界协议很难，
所以，作者论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临时解决海域划界争议的方法与依据，并提出了四个临
时措施与实施共同开发的具体方案。
最后，论述了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最新成果——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内涵与发展前景。
    第四，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政策与法制。
作者系统概述了东海问题引发后日本针对海洋问题（包括东海问题）的对策与法制内容，并指出，日
本已构建了完善的海洋战略与海洋体制，主要体现在，设置了管理海洋事务的机构——综合海洋政策
本部、制定了《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海洋政策大纲》、《海洋基本计划》、《海洋基本
法》、《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等；同时，论述了上述海洋政策与法制的主要内涵，以及对我
国的影响。
    第五，以东海问题为契机中国海洋政策与法制完善研究。
在系统论述了我国的海洋政策与法制内容后，作者认为，对于海洋地理相对不利、今后将广泛依赖海
洋的我国来说，应以东海问题为契机，在海洋政策与法制上予以完善，并提出了完善海洋法制与应对
东海问题的具体对策建议。
    最后，作者认为，中日两国应继续平等地展开磋商，公平合理地解决东海问题引发的争议，切实推
进共同开发制度，包括推进初步成果实施，加强合作，为稳定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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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永明，浙江绍兴人。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海商法海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
士后。
现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
研究特长国际法、海洋法。
迄今主持承担了与海洋法有关的课题多项。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0余篇。
代表性论文，主要载《中国国际法年刊》、《社会科学》、《法学》、《政治与法律》、《中国海洋
法学评论》、《海洋开发与管理》以及《广岛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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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东海问题的争议，尤其是对海底资源的归属与开发活动方面的争议，涉及三个国家。
众所周知，东海是中国、日本、朝鲜三国领土环绕的海域，其海底比较平坦，平均坡度仅五十秒。
[1]为便于论述，本书仅限于讨论中日两国对东海问题的主张与态度。
要因之一为，在东海问题上仅有中日两国在进行磋商。
同时，由于在东海问题上，中日间的争议主要涉及海底资源开发活动、岛屿归属、海底自然分界线的
争议与对立三个方面，为此，本书将重点论述东海大陆架划界解决方法与临时措施。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第3款的规定，该条所载的关于专属经济区海床和底土的权利，应按
照第六部分（大陆架）的规定行使，可见，中日间关于海底资源的归属与开发活动，大陆架制度优先
于专属经济区制度。
而现今国际社会综合规范处理上述争议的重要法律为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为此，解决东海问题引发的争议必须依据国际法基本理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制度与规定
及国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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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笔者承担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一般课题（东海划界、资源开发争端及相关理论与
对策研究，批准号：2006BFX011）研究成果基础上写成的。
值此机会，感谢法学研究所顾肖荣所长给予的积极支持，并多次创造条件，同意本人对东海问题进行
调研，包括赴日访问、交流与研究、举办研讨会及参加国内研讨会，为笔者完成本书写作提供了有利
条件与基础，深表感激！
在赴日调研东海问题时，得到了以下专家学者的指导与帮助，主要为：坂元茂树教授、田中则夫教授
、吉原达也教授、西谷元教授、西村裕三教授、阪本昌成教授、谷圣美教授、竹内真理副教授、加加
美康彦副教授、长冈宪二研究员以及李银姬研究员，尤应感谢神山敏雄教授和杉冈茂教授的多次招待
与资助，对于本人赴日调研成功，包括获得第一手资料、论著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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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海问题解决路径研究》系统地回顾了东海问题的由来与发展，总结了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
相关问题，并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结合国际海域划界的实践和发展趋势，提出
了解决东海问题的措施和意见。
此外，《东海问题解决路径研究》分析了日本最新的海洋政策与立法对我国的影响，系统论述了我国
的主要海洋政策与法制内容，提出了我国完善海洋政策与法制的具体对策建议及处理东海问题应坚持
的几个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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