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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大會自二○○九年開始，指定每年六月八日為「世界海洋日」。

每年之「世界海洋日」皆有其主題，今年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三十

年」。每年的主題無不一再喚起民眾對於海洋的認知，提醒各國對海洋的

責任。當國內媒體與輿論整日聚焦於國內種種紛擾之際，吾人是否亦應放

眼看看國際社會所重視之議題，且這些議題還涉及我們國家自身的生存與

發展。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一九八二年四月在聯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第一

八二次全體大會中以表決獲得通過，並於同年十二月在牙買加蒙地哥灣開

放簽署，迄今已有三十年。美國是當年通過時，四個極少數投反對票的國

家之一，今年卻為了其更有理由涉入南海局勢及其他美國視為國家利益的

一些議題（譬如北極主張）鋪路，而考慮推動聯邦參議院的審議與通過。

    　該公約賦與全球各國在海洋上的權利與義務，規範了全人類在海洋上

的活動，早已被全球視為「海洋憲法」。我國雖比照該公約的一些條款規

定，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制定公布了「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

法」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但迄今仍未因該二法的

存在而建構出我國整套的海域立法體系。該二法施行十四年餘，已顯示出

許多問題，內政部（地政司）曾嘗試提出修正，並為此召開數次會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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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無下文。

    　馬英九總統自己曾研習國際海洋法，亦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應將該

公約國法化，並在其二○○八年競選總統時，在「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

口號下提出設立海洋部，但迄今仍一事無成，更不必說要提振海洋產業發

展，五年內使其產值達ＧＤＰ的五％。恐怕政府迄今連「海洋產業」的正

確內容與定義都搞不清楚，主計處還曾推託認為這不是他的工作。在南海

局勢上，當中共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及他們背後的美國及東協周旋

之際，我國安局長居然在立法院說「大家都在虛張聲勢而已」，這種在國

家島礁主權及海域權益上所顯現的輕慢心態與言辭，不正凸顯出我國連

「虛張聲勢」都不會的低能。一個政府連國家疆域主權都不敢捍衛，就不

要自怨自艾地說「台灣總是被邊緣化」了。

    　今年同時亦是一九九二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亦稱為里約或地球

高峰會議）召開二十年的歷史時刻，聯合國已決定在六月二十日重回巴西

里約再次召開「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重行檢視二十年來里約宣言、二

十一世紀議程，以及隨後數個永續發展相關國際文件所揭櫫目標的實踐情

形。

    　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約會議召開之前，聯合國大會即曾決議，「體

認到海洋空間之諸問題是緊密地相互關聯，必須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予以考

量」，因而為全球相連的一個海洋，創造出一部總體性的全球性多邊國際

公約。至一九九二年地球高峰會議所產出之「二十一世紀議程」中，已開

宗明義：「海洋環境─包括洋及所有的海，以及相鄰接之海岸地區─構成一

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由此可見，國際社會從一九七○年代將海洋視為一個

整體，至一九九二年時，海洋環境已不僅是藍色的水體而已，還納入了包

括陸域在內的海岸地區。但至今，我政府與實務界多仍無此種觀念，整整

落後國際社會二十年以上。

    　反映在國內就出現了國土計畫法草案將陸域區劃的概念與作法延伸進

入海域的不倫不類；環保團體高聲疾呼立法院通過所謂「國土三法」（海

岸法、溼地法、國土計畫法），卻無視此三法之間橫向法律規範之錯謬，

以及同一地理空間同時受到三個不同價值與功能之法律競合、重疊管轄的

可笑；以及在台東縣杉原海岸沙灘上蓋起美麗灣渡假村，而毫不顧及土地

法第十四條「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不得為私有」之法律意涵與背後價

值。在此一時刻，吾人更應體會國家海洋建設與國家永續發展間的關係。

    　（作者為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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