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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台湾 当局南海政策研究
——

以
“

南海小组
”

为 中 心 的考察

翟金懿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期 台 湾 当 局 成 立
“

南海 小 组
”

并开展 了
一 系 列 工作 ， 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

中后期 ，
受

“

保七巡航
”

事件影 响
“

南海小组
”

功 能 弱化 。 从
“

南 海小组
”

成立到 被边缘化来检

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台 湾 当局 的南 海政策 ， 可 以看 出其想参与 南 海事务 的
一

面 ，
但 由 于被 国 际社 会排

除在外 ， 身份尴尬 ，
同 时受

“

台 独
”

势力 干扰 ， 影 响 到 两岸 在南海 问题上的合作开发与维权 。 维护

南 海主权 ， 是全体中 国人 的责任 ，
两岸 应增强互信 ， 创造共赢 。

关键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台 湾 当 局 南 海政策
“

南海小 组
”

作者翟金懿
，

１ ９８６ 年生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研 究 生 院近代史 系 博士研 究 生 。 地 址 ： 北京 市房 山

区 良 乡 高教 园 区
，
邮 编 １ ０２４８８ 。

南海问题作为全球关注的
一

个热点 ，
国内外学者出版有大量成果 ， 然而关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 。 这一时期 ， 台湾当局 曾就南海对策大致围绕两个着

力点开展行动 ：

一是成立
“

南海小组
”

，
制定 《南海政策纲领》 ， 有步骤地开发南海部分岛

屿
；
二是积极参加南海会议等国际性会议 ， 希望发出来 自台湾地区的声音 。 有关南海会议的

具体情况 ，
宋燕辉梳理了台湾参加第二至第六届南海会议的相关情况 ，

①
， 龚洪烈从

“

保七

南巡
”

、

“

南海换防
”

等事件中揭示 了 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困境 ，
② 但对

“

南海小组
”

的微

观研究较少有专文论述 。 本文拟在梳理台湾当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南海政策的基础上 ， 就
“

南

海小组
”

成立及其开展工作情况进行专题研究 。

一

、 台湾当局决定成立
“

南海小组
”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海洋资源开发的加快发展 ， 海洋 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 。 南海重要

的地理位置和蕴藏的丰富油气资源 ， 决定了它具有非 同一般的战略地位 ，
更是注定了这个地

方不会平静 。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 ， 围绕南海展开的较量始终没有停息 ，
并有逐渐升级的趋势 。

大量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 ， 南海诸岛是中 国的领土。③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 国 民政府 内政部

① 参见宋燕辉 ： 《

“

南海会议
”

与
“

中华民国
”

之参与 ： 回顾与展望》
， 《 问题与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 。

② 参见袭洪烈 ： 《

“

南海小组
”

与台湾当局南海政策 （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 》 ， 《 台湾研究集刊》 ２０ １５ 年第 ２期。

③ 参见韩振华主编 ： 《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 》 ， 东方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资料汇编从图书 、 方志 、 地

图 、 档案 、 抄件 、 影件 、 剪报以及调查资料等方面 ，
全方位 、 多角度证明南海诸岛就是中国 的领土 ，

毋庸置

疑 ； 李国强 《南中国海研究 ： 历史与现状》 （ 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则从国际法角度对中国南海主权

进行阐释 ，
包含最早发现 、 最早命名 、 最早开发 、 最早并且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等四个要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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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研究

核准中 国疆界四至地点及经纬度时 ， 确定中 国最南疆界为北纬 ４
°

之南沙群岛 曾母暗沙南界

并公诸于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更是彰显了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 ， 开展了一系列

维护南海主权的行动 。

台湾当局对南海东沙岛和太平岛的管辖有特殊的历史和政治 因素 。
１ ９４６ 年

， 国民政府接

收西沙和南沙群岛后 ，
太平岛便由 国 民党军队驻守 。 １９４９ 年败退台湾后 ，

东沙岛和太平岛也
一直在台湾当局管辖之下 ， 并在岛上进行 了基础设施建设 。 东沙岛东西长约 ２８００ 米 ， 南北宽

约 ７００ 米 ， 面积约 １ ．８ 平方公里 ， 是东沙群岛 中最大的岛屿 。
１ ９９０ 年 １ 月

，
李登辉曾视察东沙

岛 ， 提出东沙岛是
“

扼守台海南方的战略要点 ， 东控巴士海峡 ， 西扼南海 ， 军事价值极为重

要
”

。
？ 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主岛 ， 位居南海西侧航道的东边 ，

．

东西长约 １３６０ 米 ， 南北宽约 ３５０

米 ， 距离高雄港约 １６００ 公里 ， 距离海南岛约 １０００公里 ， 距离越南金兰湾约 ５８０公里 ， 战略位置

十分重要 。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 台湾当局

“

内政部长
”

许水德率领相关人员在东沙群岛竖立主权石碑 。

进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 南海周边邻国如越南 、 菲律宾等加紧侵占中国南海部分岛礁 ， 除

宣示
“

主权
”

外 ，
还制定相关军事战略 、 侵占计划并开展行动 。 １９９５ 年越南方面指出 ， 太平

岛守军于 ３ 月 ２５ 日发射炮弹 ， 落点靠近一艘行经太平岛附近的越南运输船 。 为此 ，
越南外交

部发表声明 ， 认为是
“

极其严重的行为
”

， 已经
“

侵犯越南在南沙群岛的领海主权 ， 引起紧

张 ， 并威胁这个水域的和平安定
”

。
还要求台湾当局

“

保证不会再有类似行为发生
”

。 台湾当

局
“

外交部
”

回应称 ：

“‘

中华民国
’

对包括南沙群岛在内 的 Ｕ 型线历史疆域拥有主权 ， 不

容置疑 。

”

③ 在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中国与越南之间发生海军冲突事件后 ， 马来西亚政府将南沙群岛在

国防计划中的地位从
“

第二位上升到了至关重要的优先地位
”

。
④ １ ９９２ 年 １ 月 ， 越南外长访问

马来西亚 ， 两国外长就南沙问题进行了会谈 ， 并同意联合开发南沙群岛 。 因为在东盟国家看

来 ，

“

只有联合起来 ， 才能增强 自身在南海的实力 ， 才能在与中 国的争夺中协调行动 ， 才有可

能瓜分南海岛屿 ， 将中国的主权范围限制在南海北部的局部海域
”

。⑤

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台湾当局也是时刻保持着警惕 。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 ， 台

湾当局在 １ ９９０ 年 １ 月
“

内政部
”

赴太平岛竖立界碑后 ， 意识到需要成立一个专门 的办事机

构 ， 除坚决申明拥有对南海的
“

主权
”

的立场外 ，
还要

“

因应 由于南海群岛资源开发引起

之军事 、 经济及外交之相关问题
”

，
⑥ 这个专 门的办事机构就是所谓的

“

南海小组
”

。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 台湾当局
‘‘

内政部
”

讨论通过 《南海小组设置要点》 草案 ， 确立
“

南海小组
”

的成立宗旨是
“

维护南海诸岛 、 南海水域之权益 ， 以及和平开发与管理南海
”

， 中长期 目标及规

划是
“

研议两岸共同开发南海海域资源的可行性 ， 同时也将考虑规划有关台闽地区居民移民南海

诸岛的可行注＇ 草案还特别指出 ，

“

南海小组
”

成立之初本名为
“

南沙小组＇ 后更名为
“

南海

小组
”

， 是因为
“

小组组成委员 ， 除高雄市长外 ， 均为各部会副首长 ， 层次提高
”

。
⑦

“

南海小

组
”

由
“

内政部长
”

吴伯雄担任召集人 ， 委员共 １０ 人 。 计划每半年召开
一

次会议 ， 讨论的

① 参见李国强 ： 《南中 国海研究 ： 历史与现状》 ， 第 １７０ 页 。

② 编辑委员会编 ： 《李登辉先生言论集 》 （ 九）
，

正中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６ 页 。

③ 综合报导 ： 《越南控我侵犯领海主权 》 ， 《 中 国时报》 １ ９９５ 年 ４ 月 ５ 日第 １ 版 。

④ 曹云华、 鞠海龙主编 《南海地区形麵告 （２０ １１
—

２０ １２ ） 》
，
时事 出版社 ２０ １２年版 ， 第 ２２２

—

２２３ 页 。

⑤ 李国强 ： 《南中国海研究 ： 历史与现状》 ， 第 ３ ８２ 页 。

⑥ 刘永嘉 ： 《南海小组 ８ 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成立 功能未充分发挥》 ， 《 中国时报》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４ 日第 ３ 版。

⑦ 康添财 ： 《研议两岸共同开发南海资源》
，

《 中 国时报》 １ ９９２ 年 ６ 月 ４ 日第 ４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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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除
“

有关主权的宣示等 内政项 目
”

外
，
还包括

“

国际关系 ， 安全维护 、 交通设施 、 卫

生 、 环保 、 两岸事务及学术研究 、 资源开发等
”

。① 时任
“

陆委会
”

副主任的马英九建议每

三个月 召开
一次小组会议 ， 得到小组成员

一

致同意 ， 并上报
“

行政院
”

核准 。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

南海小组
”

正式成立并召开第
一

次成员会议 ， 通过 《南海政策纲

领》 ，
确立了

“

南海小组
”

成立后的五大 目标 ：

“

坚定维护南海主权 、 加强南海开发管理 、

积极促进南海合作 、 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以及维护南海生态环境 。

”

②

“

南海小组
”

的成立引起台湾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 有媒体在报道中肯定了
“

南海小组
”

成立对台湾当局参与南海事务的积极意义 ：

“

无论就领土的完整维护 、 南海资源的开采 ， 或

区域秩序的建立的角度视之 ， 南海小组的成立都具有实质和象征的双重意义…… 因为它至少

可以 向周边国家展示我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 。

”

同时也表示 ，

“

不希望南海政策仅止于呈现象

征的意义……希望看到这个政策实际效用 ， 能够把整个区域秩序带到我们所期待的方向
”

。
③

从最初成立的 目的来看 ，
台湾 当 局出 台南海政策是与其

“

国统纲领
”

？ 相配合实施 ，

基本原则还是与大陆争南海主权 ， 但是
“

不约而同
”

地主张在
“

中国
”

这个共同体下对南

海拥有主权有历史和法律依据 ， 而且面对周边国家甚嚣尘上的宣示更是提出
“
一致对外

”

、

“

中 国人优先
”

等 口号 。

二
、

“

南海小组
”

成立后开展的工作

“

南海小组
”

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 大致包含四方面内容 。

（

一

） 参与修订 《南海政策纲领》 及其实施细则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

行政院
”

政务委员审查会通过了
“

内政部
”

研拟的 《南海政策纲

领》 草案 ，
草案声称台湾当局拥有

“

南沙 、 西沙 、 中 沙 、 东沙群岛
”

的
“

主权
”

，
同时指

出 ， 台湾当局将
“

秉持和平处理原则 ， 并积极促进南海开发与合作
”

。⑤ 《南海政策纲领实

施纲要分工表》 则是 《南海政策纲领》 的具体行动计划 ， 涉及内政 、 开发 、 研讨 、 对外合

作等 ９ 大方面 ， 具体内容如下 ：

内政方 面
——

办理土地测量登记 ， 筹建海城巡逻警力 、 渔 民 服务 、 筹开 国 际研讨会

或 两岸及港澳 多边会议
；
囯 际合作方 面——对相关 国 家对 南海之立场及主张研 拟对策 、

透过途径研 究解决及防止争端 、 促进 南海 区域合作 ；
安全维 护
——研析潜在冲 突 问 题 、

加强 护渔 护航及海上 开发作业安全 、 强 化 战 略整备加 强 巡弋 捍 卫 南 海诸 岛 ； 交通 方

面——建立卫 星通讯设施 、 加强气象 台设施及功能 、 设立导航及助航设施 、 兴建机场及

码头 、 开放南海观光可行性研 究 ；
卫生 方面——强化 卫生 医 疗设施 ；

环保事项
——建立

环境数据库及环保设施 、 加强公害 防 治及生 态保 育 ；
两 岸 关 系 方 面

——

配合
“

国 统纲

① 林庆祥 ： 《

“

南海小组
”

委员选聘完成》
， 《

“

中央
”

日报》 １ ９９２ 年 ９ 月 ９ 日第 ４ 版 。

② 康添财 ： 《我成立南海小组 确定政策纲领》 ， 《中国时报》 １ 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第 １ 版。

③ 社论
： 《

“

我国
”

南海政策必须作全方位思考》
，

《 中国时报 》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第 ３ 版。

④ １ ９９ １ 年 ３ 月正式公布 的
“

国统纲领
”

包含
“
一国

”

、

“

两 区
”

、

“

三阶段
”

、

“

四原则
”

，
强调

“

大

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 ， 促成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

。
＇

⑤ 康添财 ： 《

“

政院
”

通过
“

南海政策纲领
”

草案》 ， 《 中国时报》 １ ９９３ 年 ４ 月 ９ 日 第 ４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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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研究

领
”

研拟 相关 对策及计划 、 研 究两 岸 涉及南 海 问 题事项 ；
学术研 究方 面——研 究 有关

南海之战略 、 政治 及法律问题 、 海 洋科学及 自 然资源调 查研究 、 搜集编译南海史料 ；
资

源开发方 面——探勘及开发可利 用 资源 、 探讨合作开发之可能 性 。
①

（二 ） 寻求与大陆合作 、 共同开发南海资源

两岸关系是台湾当局制定与执行南海政策不可回避的话题 ， 其中 ，

“

中 国人优先
”

的表

述值得关注 。

台湾当局
“

内政部
”

有关人士 曾指出 ，
台湾当局在南海地区

“

将确立中 国人利益优于

外 国人的前提考量下 ，
配合大陆政策及国统纲领 ，

优先考虑与 中共合作开发南海海域资

源
”

。 同时 ， 还将
“

召开国际性南海会议 ， 邀请中共及南海周边国家共同 开发南海资源
”

。

两岸合作有必然性 ，

“

基本上两岸都认定南海海域及岛屿 ， 不论就历史 、 地理 、 国 防 、 经济

等各种角度而言 ， 均应归属 中国人所有
……两岸的合作开发南海 ， 将是迟早的事

”

。② 鉴于

此 ，

“

南海小组
”

确立了两岸合作的三项原则 ， 分别是
“

以 主动代替被动 ，
以联手代替对

峙 ， 以具体代替形式
”

。

“

内政部
”

有关官员还指 出 台湾当局远程规划 目标之一是
“

藉由将

来两岸 的联手开发南海资源 ，
有效吓阻企图侵犯或侵占的外力

”

。
③

１９９２ 年 １ ０ 月 ， 海协会、 海基会在香港达成各 自 以 口头方式表述
“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

中 国的原则
”

共识 ， 也就是
“

九二共识
”

。④ 不过 ，
两岸事务性谈判 尚处于起步阶段 ， 但受

“

台独
”

分子和分裂势力干涉 ， 两岸在南海事务上并未进一步接触 。 台湾当局有关人士也表

示 ， 即使将来两岸在南海事务上合作 ， 也
“

不包括两岸军队共同驻守南海诸岛
”

且
“

要看

后续的发展而定
”

。
⑤

１ ９９４ 年 １ ０ 月 ，

“

行政院
”

通过 《南海问题讨论会议结论分办表》 ， 依照
“

分办表
”

， 将

加强两岸有关南海调查与资料交换及实质的科技合作研究 ，
但是 ， 仅限定在科技和资料交换

领域 ， 政治 、 军事领域的谈判与合作 ， 没有开展的可能性 ， 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 台
“

陆

委会
”

有关人士还重申了
“

中华民国的主权立场
”

， 虽有提到两岸正就共同开发东海石油资

源进行商谈 ， 但对南海合作则顾虑很多 。 他认为
，
由 于

“

南海 因涉及主权问题 ， 周边又有

许多国家 ， 它的情况远较东海复杂得多 ， 除非两岸都有默契 ， 承认南海是中华民国 固有领

域 ， 但现行政策是不可能的
”

。 针对有学者建议
“

透过学术研讨会探讨南海问题 ， 划分主权

范围 ， 再由大陆学者向大陆反映 ，
让双方的范围愈来愈趋于

一

致
”

的话题 ， 该人士表示
“

即使范围
一致 ， 在这领域内从事政治 、 军事合作也还太早

”

。⑥

１ ９９５ 年初 ， 菲律宾政府以
“

中国在美济礁上建设军事设施
”

为借 口非法扣押 中 国渔船

上的 ６２ 名渔民并酝酿事件升级 ，
组织多名记者到美济礁

“

采访
”

， 企图引起国际关注 。⑦ 事

件发生后 ， 美国发表声明 ，

“

强烈反对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领土争议 ， 并且要求各方克

① 林庆祥 ： 《南海小组通过
“

政策纲领实施纲要分工＾
”

》 ， 《

“

中央
”

日报》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曰第 ４ 版。

② 康添财 ： 《开发南海优先考虑两岸合作》
，

《 中 国时报》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第 １ 版 。

③ 康添财 ： 《南海小组改采积极三原则 因应两岸发展》 ， 《 中 国时报》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第 ４ 版 。

④ 参见张春英主编 ： 《海峡两岸关系史 》 第 ４ 卷
，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００６ 页。

⑤ 康添财 ： 《南海小组改采积极三原则因应两岸发展 》 ， 《 中国时报》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第 ４ 版。

⑥ 黄慧敏 ： 《

“

政院
”

通过
“

南海问题讨论会议结论分办表
”

》 ， 《

“

中央
”

曰报》
１ 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第 ４ 版 。

⑦ 参见李金明 ： 《美济礁事件的前前后后》 ，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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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避免采取导致动荡的行动
”

。① 台湾当局
“

外交部
”

发言人冷若水则表示 ：

“

在讨论亚

太情势时
， 中美双方就南海主权问题各 自说明立场 ，

台湾对美国的立场有充分的了解 。

”

？

这说明 ：

一是美国 的南海政策从
“

中立和不介人
”

开始转为
“

军事
”

和
“

外交
”

干预 。 二

是台湾当局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

盟友
”

， 深受美国立场的影响 ， 其南海政策也做出调

整 ，
两岸南海合作议题因此停滞不前 。

（ 三 ） 召开
“

南海问题研讨会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第二次

“

南海小组
”

会议确定两项重要任务 ，
分别是举行首次南海

问题研讨会以及组织
“

南海小组
”

成员前往南海诸岛实地探勘 。

按最初计划 ，
南海问题研讨会拟办成国 际性会议 ， 并邀请南海周边各国共同参与研讨 ，

后来改为只有中 国人参加的研讨会 。

“

内政部地政司长
”

王杏泉认为 ：

“

对南海主权的主张 ，

两岸三地中 国人应无二致 ， 宜从整合建立彼此共识做起 ， 再进而讨论对南海的开发 。

”

③ 不

过台湾 当局最终决定仅举办 内部讨论会 。
９ 月 ， 南海问题讨论会召开 ， 邀请的对象有行政机

构工作人员 、 专家学者 、 民意代表 、 民间团体及海外华裔专家学者等 ， 研讨会主题为
“

落

实执行南海政策纲领
”

， 下设五个次题 ， 分别为
“

如何坚定维护南海主权 ； 如何加强南海开

发管理
； 如何积极促进南海合作 ； 如何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如何维护南海生态环境等

”

。④

南海问题讨论＃ ９ 月 ７ 日 闭幕 项共识 ， 分别是
“

维护南海主权 、 加强南海开发管

理、 促进南海合作 、 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 其中
“

维护主权部分
”

既有
“

中华民 国领海及邻接区

法＇
“

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礁层法
”

的建议 ，
也有

“

奖助民间团体或学术界办理海峡两

岸三边南海问题研讨会 ，
以取得共识

”

的建议 。 在
“

南海合作部分
”

中提到台湾当局应
“

积极

参与＇ 但需要顾及大陆在南海地区
“

具有影响力的事实＇而
“

南海争端
”

处齒的部分 ， 则建

议台湾当局
“

对于近年底印尼与越南即将签订关于 《划界协定》 表示关切与反对的立场＇⑤

（ 四 ） 组织成员赴太平岛实地考察 、 研究南海开发计划
“

南海小组
”

决议赴南海 岛屿 考察之前 ， 东沙岛和太平岛 已 建设有相关设施 。 例如 ，

“

东沙岛 已完成通讯系统的建立 ， 可 以直拨国际越洋长途电话
”

， 而太平岛将
“

积极租用七

号卫星 ， 在下个年度即可完成通讯设施
”

。
⑥ 两个岛 的测量工作和其他项 目也在陆续开展 。

“

南海小组
”

赴太平岛实地考察消息传开后 ， 台湾 当局相关部门 和科研单位表现出极大兴

趣 ， 如
“

警政署
”

计划
“

派遣保七舰队随行 ， 为建立南海巡防保警计划暖身 ，
必要时还可

试航
”

。
⑦

“

南海小组
”

此次考察 ， 任务艰巨 ， 不仅要
“

搜集有关信息 ， 再利用将来国 际性

或区域性南海会议时机 ， 适度争取合作开发的机会
”

，
⑧ 还将研究南海观光开放方案等 。

“

南海小组
”

幕僚表示 ， 希望通过此次考察 ， 使
“

南海事务提升到
‘

行动
’

层级
”

。
⑨

① 吴士存 ： 《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 ，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１ ６６ 页 。

② 台北讯 ： 《美济礁问题 中共与菲暂不处理》 ， 《 中国时报》 １９ ９５ 年 ４ 月 ６ 日第 ３ 版 。

③ 林庆祥 ： 《南海小组明召开二次会议 》
，

《

“

中央
”

日报》 １ 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第 ３ 版 。

④ 康添财 ： 《南海问题研讨会 预定八九月 间召开》 ， 《 中 国时报 》
１９ ９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第 ６ 版。

⑤ 康添财 ： 《我暂不处理现有南海主权纷争》 ， 《 中 国时报 》
１ ９９３ 年 ９ 月 ８ 日 第 ６ 版。

⑥ 康添财 ： 《南海驻防部队仍不增加》
， 《 中国时报》

１ 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第 ６ 版。

⑦ 陈素玲 ： 《南沙太平岛 不少
“

部会
”

想
“

探路
”

》 ， 《联合报》 １ ９９３ 年 １ ０ 月 １ １ 日第 ２ 版 。

⑧ 康添财 ： 《南海小组下月上旬探勘南沙石油资源 》
，

《 中国时报 》 １ ９９３ 年 １ ０ 月 ３ １ 日 第 １ 版 。

⑨ 陈素玲 ： 《南沙太平岛 不少
“

部会
”

想
“

探路
”

》 ， 《联合报》 １ 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１ １ 日第 ２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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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 １２月 ５ 日
，

“

南海小组
”

抵达太平岛展开两天的探勘作业 ， 针对
“

设立沿岸导航设

施 ，
开放南海观光、 南海卫星通信、 兴勘Ｉ场及加强气象韻

”

等问题 ， 进行了全方位探勘 。①

三、

“

南海小组
”

成立后遭受批评质疑

“

南海小组
”

在成立之初就有批评声 ， 以
“

保七巡航
”

折返为导火索 ，

“

南海小组
”

受

到的质疑逐渐增加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对
“

南海小组
”

参与研拟的 《南海政策纲领》 的批评。 《南海政策纲领》 受到 的

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首先是制定政策的机构位阶太低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 、 重要性不

对等 。 有学者认为 ，

“

纲领
”

制订的
“

整个作业过程都是由
‘

内政部地政司
’

方域科包办 ，

层次非常低…… 以南海政策这种高难度 、 复杂性也髙的议题 ， 至少应是由上而下的决策先

定 ， 再由幕僚单位就政策原则拟订细则方案
”

。 其次是没有充分听取并吸收专家学者意见 。

“

出席预备会 ， 开会之前
‘

内政部
’

一律以内容机密为 由拒绝提供会议资料 ； 会场上学者提

出的意见 ， 也往往因为行政部门 已有预设立场而无法被采纳 。

”

此外 ，

“ ‘

内政部
’

与其他部

会一样
， 对南海问题也是生手 ， 尤其是涉及各

‘

部会
’

的权责部分 ，

‘

内政部
’

更只能从文

献资料中拟订可行方案 ， 学者专家的意见反而摆
一

旁
”

。 最后是政策纲领不够全面和兼容 ，

只重视
“

主权
”

宣示 。

“

南海问题牵涉甚广 ，
南海政策纲领必须兼顾政策面及实务面 ，

其中

除了主权宣示应明确外 ，
还必须顾及他国对台湾主张尊重与承认的原则 ， 借着政府各部门采

＇行
一致 、 有效的作为 ， 促进全民对南海及整体国家海权的认识。

”

②

二是对
“

南海小组
”

成立后的运作提出批评 。

“

南海小组
”

计划每三个月 召开一次会

议 ， 但实际运作中 ， 仅召开了六次会议且间 隔时间较长 。

“

保七巡航
”

折返后 ，

“

南海小组
”

的运行效率招致广泛批评。 连战针对此次事件表示 ，

“

依据南海政策实施纲要 ， 包括对外合

作 、 安全维护 、 交通联系 、 内政和卫生环保等五大方面 ， 各部会都有明确的分工 ， 没做事才

是失职 ， 做了事就不算失职
”

。 连战的表态
，
其实是想说明

“

南海小组
”

的
“

组织架构完

整 ， 权责分明 ， 需要检讨的是如何落实责任
”

。③ 有新闻报道也指 出 ，

“

南海小组
”

应立即

召开检讨会议 ， 却
“
一再拖延 ， 迄今未办理 ，

显示南海小组功能不彰 ， 更遑论危机处理能

力
”

，

④ 并建议台湾当局通盘检视
“

南海小组
”

的功能及定位 、 权责划分尤其是责任归属 问

题 ， 以及
“

南海小组
”

相关部门应付了事的弊病 。

三是对
“

南海小组
”

位阶较低的质疑 。

“

南海小组
”

成立之初 ， 部门归属问题一直是争

论焦点 。 小组筹备阶段所有事务均在
“

内政部
”

督促下进行 ， 不过
“

内政部
”

却坚称
“

南

海小组
”

应隶属
“

行政院
”

管辖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台湾的报纸报道也经常冠 以

“

行政院南

海小组
”

字样 ， 但
“ ‘

行政院
’

核定的 《南海小组设置要点 》 版本 ， 则特别冠上
‘

于内政

部设置南海小组
’

文字 ，
标明南海小组层级

”

， 似有互相矛盾和推倭之嫌 。 虽然
“

内政部
”

① 参见
“

军闻社台北电
”

： 《跨
“

部会
” “

南海小组
”

完成太平岛首次探勘》 ， 《

“

中央
”

日报》 １ ９９４

年 １ 月 ６ 日第 ５ 版 。

② 陈素玲 ： 《南海政策纲领科级单位草约内容学者批评草率》
，

《联合报》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３ １ 日第 ４ 版 。

③ 刘永嘉 ： 《我将成立跨
“

部会
”

功能小组》 ， 《 中 国时报》 １ ９９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第 ４ 版 。

④ 刘永嘉 ： 《处理南海问题不能应付了事》
，

《中国时报》 １ 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 ３ 日第 ２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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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有地政司 、 方域科等涉及南海相关事项 ， 但
“

南海小组
”

是由台湾当局各个
“

部会
”

均

参加的办事机构 ， 涉及各
“

部会
”

协商解决问题、 执行方案时
， 因互为平行单位 ，

“

内政部
”

如何处理
“

与各部会平行的地位 ， 整合不同意见 ， 顺利推动各项方案
”

是一个关键问题 。 例

如
，
在

“

内政部
”

的二次预备会议中 ， 出现相关单位以对南海问题不熟而婉拒参与的场面 。
①

针对
“

南海小组
”

层级较低问題
，
姚嘉文建议提升层级

，
由

“

国家安全会议
”

主导
“

南海小组
”

事务 。 吴伯雄不赞同姚嘉文的提议 ， 他指出 ：

“

南海小组改 由 国家安全会议主

导 ， 并不见得会比现行的架构好 。 而且以南海海域蕴藏大量的石油以及战略地位价值的重要

性 ，
也不宜交由警察人员负责巡海任务 。

”“

国安会
”

副秘书长吴东明从
“

国安会
”

的定位

出发 ， 指出
“ ‘

国安会
’

的定位是
‘

总统
’

的幕僚咨询机构 ， 不是政策的执行机构
”

，
② 其

意是否定
“

国安会
”

主导
“

南海小组
”

的倡议 。 然而 ，
１ ９９４ 年 ，

“

南海小组
”

的
“

专责南

海政策
”

职能却被台湾当局
“

国安会
”

的
“

周边海域情势会报
”

所取代 。③

四 、 结语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台湾当局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 积极寻求 自身定位 ， 无论是在内部事

务还是对外联系上 ， 都希求从
“

大势中找到可 以争取利益的方向
”

。
④ 检视这

一

时期台湾当

局的南海政策 ， 有三方面值得总结思考 ：

其
一

，

“

南海小组
”

虽召开会议的次数有限
，
但每次会议都讨论了具体策略和实施计

划
，
强调南海维权以及两岸合作等 ，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其地位被

“

南海问题机动小组
”

 ，

所取代 ， 体现了 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转变 。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面对南海的复杂形势 ，

台湾当局针对南海相关问题进行研议 ， 达成

共识 ：

“

南海情势复杂多变 ，
相关部门确有随时集会 ，

研议处理紧急问题必要 ，
不能受

‘

南

海小组
’

定期会议制约 ， 为免贻误处理时机 ， 应成立功能性小组 ， 机动处理相关问题
”

。 关

于新成立小组的位阶问题 ，

“

内政部
”

政务次长杨宝发则表示
“

将不下于南海小组
”

， 但
“

两组织各有所司 ，
功能性小组处理突发性 、 动态重大问题 ， 南海小组则负责南海政策纲领

和例行性 、 静态事务处理 ， 两者不会出现重叠情形
”

。
⑤ 这个功能小组就是

“

南海问题机动

小组
”

。

“

南海问题机动小组
”

的成立 ， 预示着
“

南海小组
”

大部分功能被取代 ， 同时也表

明
“

南海小组没有理由再开会
”

， 即使发生紧急情况开会 ，

“

决策是大家一起决定的 ，

‘

内政

部
’

不必一肩挑
”

。
⑥

“

南海小组
”

的功能弱化反映 出 台湾 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

有评论即认为 ，

“

南海问题核心决策部门又在未邀集相关部门会商下 ， 决定另立门户 ， 成立

组织中 的组织 ， 令人不免疑虑 ， 未来处理南海问题 ， 将产生多头马车 ， 叠床架屋的情形
”

。⑦

其二 ，

“

南海小组
”

功能弱化 ， 与当时台湾当局推行的政治 、 经济政策密切关联 。

① 参见陈素玲 ： 《南海政策纲衡権单位草约内容学者批评轉 ，
《联合报》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第 ４ 版。

② 林纯德 ： 《南海小组层级无必要提升》 ， 《

“

中央
”

日 报》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第 ４ 版。

③ 参见李志德、 郑任汶 ： 《美军潜舰活动 ？ 军方不证实》
，

《联合报》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３ 日 第 ４ 版。

④ 社论 ： 《

“

我国
”

应及早筹谋因应世界变局》 ， 《 中国时报》 １９９ １ 年 １ 月 ２ 日第 ３ 版 。

⑤ 刘永嘉 ： 《我将成立跨
“

部会
”

功能小组》 ， 《 中国时报》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第 ４版 。

⑥ 林美玲 ： 《南海主权 不必定期开会
“

宣示
”

了》
， 《联合报》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３ 日第 ６ 版 。

⑦ 刘永嘉 ： 《组织增设能提高南海处理能力 ？》 ， 《中国时报》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第 ４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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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研究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 李登辉以
“

私人身份
”

访美
，
并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中提到

“

中华民

国在台湾
”

或
“

在台湾的 中华民 国
”

， 为
“

两个中 国
”

或
“
一

中
一

台
”

制造舆论 。
① 其分

裂国土行径受到海内外广泛批评 ， 引起 １ ９９６ 年
“

台海危机
”

。 随后 ， 台湾 当局在
“

戒急用

忍 ， 行稳致远
”

方针指导下 ，
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 、 投资

，
推行

“

南进
”

策略
，

台湾当局南海政策逐渐发生转变 ，

“

南海小组
”

的两岸合作开发计划无法得到有力支持 ， 而

台湾当局对菲律宾 、 越南非法侵占南海岛礁事件也仅是 口头表达抗议 。

其三
，
南海的战略地位和丰富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面对越南 、 菲律宾等国 日

益激烈的海域争夺 ， 及
“

台独
”

势力分裂阴谋和某些大国 因素的干扰 ， 全体中 国人更应携

手 ， 搁置争议
，
增强互信 ， 共同维权 ， 达到双贏 。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
两岸虽未建立长效的政治互信机制 ，

但在
“

九二共识
”

的

框架下 ， 在南海问题上有共通之处 。 如两岸都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 对他国的主权声明

均表示抗议等 ， 而在国际上
“

形成相互促进的正面积极关系 ， 更是两岸面对南海问题必须

有的认知
”

。
② 有媒体建议 ，

“

在
‘

一个中 国
’

的前提下 ，
两岸应共同强化对南海的主权主

张 ， 并暂时放下中 国内部的主权之争 ， 而在对外的主权主张上亦应立场
一致 ， 并以充分的默

契代替主权的对抗
”

。③ 同 时
， 还呼吁

“

无论是海底石油合作探勘 、 开发或者渔业的合作 ，

都是两岸共同利益之所在 ， 但能否体现这种共同利益
，
加强互补互利的经济关系 ， 其关键就

在于能否真正搁置主权争议 ，
不以政治分歧影响双方经济的合作 。

”

④ 国际法专家 、 前
“

立

法委员
”

傅崐成基本认同
“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

的原则 ， 他认为
，
两岸在

“

理性 自制与

智慧的安排之下 ， 已经暂时成功地建立了各 自有效管领地区内 的领海基点 、 基线 ， 为中国人

民海洋权利的主张
，
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

。
⑤

近年来 ， 随着南海形势的不断升温 ， 美国也在
“

重返亚洲
”

战略下 ， 与 日本巩固 同盟

关系
，
插手南海事务 ，

对中国南海维权指手画脚 ， 而现实是 ：

“

中 国南海传统海疆线 内 的海

域有 ８０ 万平方公里被他国非法划入其版图 。 其中菲律宾分割 中国海域面积达 ４ １ 万平方公

里
； 马来西亚分割中国海域面积达 ２７ 万平方公里 ；

越南分割 ７ 万平方公里
；
印尼分割 ５ 万

平方公里 ； 文莱也分割我部分海域 。

”

⑥ 因此笔者赞同
“

两岸联手开发南海资源 ， 对于解决

当前南海海域和领土主权争议问题 ， 具有正面积极的功能
”

。⑦ 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南海

问题 ， 唯有全体中国人携起手来 ， 共同维权 ， 方是 良策 、 上策 。

（ 谨 向 中 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 员 在本文写 作过程 中 的 悉心 指导 和 帮 助

深表谢忱 ）

〔 本文责 任编辑 刘清涛 〕

① 参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编 ： 《鼓吹分裂的 自供状一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演讲评论文

章汇编 》 ，
九州图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第 ２ 页 。

② 李英明 ： 《南海合作 两岸共同面向国际》
，

《联合报》 ２０ 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第 １ ５ 版 。

③ 社论 ： 《两岸应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促进南海合作》 ， 《 中国时报》 １ ９９３ 年 ６ 月 ２ 日第 ３ 版 。

④ 社论 ： 《排除两岸政治障碍 共同开发海域资源》 ， 《 中国时报》
１ ９９５年 ８ 月 ３ １ 日 第 ３ 版。

⑤ 傅崐成 ： 《 中 国人民海洋权利之主张
一

谈两岸基线之划定公布 》
， 《海峡评论》 １ ９９９年第 ９９ 期 。

⑥ 吴纯光编著 ： 《太平洋上的较量 ： 当代中国的海洋战略问题＞ ， 今 日 中国 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３８６ 页 。

⑦ 康添财 ： 《开发南海优先考虑两岸合作》 ， 《 中国时报》 １ ９９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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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 ｅｆｏｒｍ ｓｏｆ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
ｗｈｉ ｃｈｉｎｃ ｌｕｄｅｄＣｈ ｉｎａ

’

ｓＤｉａｏｙｕＩ ｓｌａｎｄａｎｄ ｉ ｔｓａｆｆｉｌ ｉ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ｏｉｔｓｓｃｏｐｅ ，
ｌｅａｄｉｎ

ｇ
ｔｏｔｏｄａｙ

’

ｓＤｉａｏｙｕ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ｓｓｕ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ｍａｍ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Ｋｕｏｍ ｉｎ ｔａ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Ｄｉａｏｙｕ Ｉ ｓｌａｎｄｓ

Ｔａ ｉｗ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９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ＰｏＫｃｙ ｉｎ１９９０ｓ
：ＡＳｔｕｄｙ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Ｇｒｏｕｐ

”


ＺｈａｉＪｉｎ
ｊ
ｄ（

１４６ ）

Ｔａｉｗ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ｉ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Ｇｒｏｕｐ

＇ ＇

ｉｎ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１ ９９０ ｓ
，ａｎｄｉ ｔ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ｓｏｍｅｗｏｒｋ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ｍ 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ａｔｅ

ｙｅａｒｓｏｆ１９９０ ｓ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ｍｅｅｖｅｎｔｓ

，

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 ｅａＧｒｏｕｐ

”

ｗａｓ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Ｇｒｏｕｐ

’

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ｏ ｉ ｔ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ｓｐｅｃ ｔＴａｉｗ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９

Ｓｏｕ 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１ ９９０ ｓ

，ｉ ｔｃｏｕ ｌｄｂ ｅ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ｐａｒ
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ｆｆａ ｉｒｓ ．Ｈ 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ｉｔｓ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 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 ｉｔｙ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

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ｃｅ
”

，
ａｌｌ

ｈａｄｉｎｆｌｕｅｎ ｃｅｏｎｃｒｏ ｓｓ
－

ｓｔｒａｉ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ｖ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ｒｉ

ｇｈ
ｔｓ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 ｉｇｎｔｙ
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狂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ｆｏｒａｌ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 ｓｔ

ａｎｄｗｉｎ
－

ｗｉ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 ｉｔ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１９９０ ｓＴａｉｗ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 ｅ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Ｐｏｌ ｉｃｙ

“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 ｅａＧｒｏｕｐ

”

ＯｎＲｕｏｓｈｕｉ（＿水 ） ｏｎＮｏｒｔｈＢｏｒｄｅｒｏｆＦｕｙｕ（夫余 ）

 ＦｅｎｇＥｎｘｕｅ（
１５４

）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ｒｉｖｅｒｒｅｃｏｒｄ ｅｄａｓＲｕｏｓｈｕｉ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ｂ 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ｏｆＦｕｙｕａｎｄＹｉｌｏｕ（抱类 ） ．

Ｗｕｙｕｅｒｒ
ｉｖｅｒ（ 乌裕尔 ）

ｉｓａｎｅｎｄｏｒｈｅ ｉｃ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ｗｉｎｇｗｅｓ ｔｗａｒ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 ｔｙｏｆ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ｏｆＲｕｏｓｈｕｉ
．ＳｏＷｕｙｕｅｒｒｉｖｅｒｉｓｔｈｅＲｕｏｓｈｕ ｉ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ｒｅｇ 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ｕｙｕＹｉｌｏｕＲｕｏｓｈｕ ｉＷｕｙｕｅｒＲｉｖｅｒ

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ｐｉｔａｐｈｏｆＺｈａｎｇＭａｏｘｕａｎ
ＬｉＺｏｎｇ

ｊ

ｕｎ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
１ ５８ ）

ＺｈａｎｇＭａｏｘｕａｎ（ 张茂宣 ） ｗａｓ ｔｈｅｅｉ

ｇｈ
ｔｈｓｏｎ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ｏｎｇ（ 张孝忠 ）

ｗｈｏｗａｓ ｔｈｅｆｉｒｓ ｔ

ｍｉ ｌｉｔ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ｏｆ
ＹｉｗｕＡｒｍｙ（义武军 ）

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ｅｐｉｔａｐｈｏｆＺｈａｎｇＭａｏｘｕａｎｉｓ

ｏｆ
ｇ
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
ｉ ｓｔｏｒｙｏｆＫｈｉｔａｎ（ 契丹 ） ａｎｄＸｉ（ 奚 ）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ｅｔｈｎｉｃ ｉｔｙａｎｄｈ 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Ｚｈａｎｇ＾ｆａｍｉ ｌｙ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Ｙｉｓｈｉｈｕｏｔｒｉ６ ｅ（ 乙失活痛 ）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
 ：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Ｅｐｉ ｔａｐｈｏｆＺｈａｎｇＭａｏｘｕａｎＹｉ ｓｈ ｉｈｕｏＴｒｉｂｅＵｉｇｕｒ

ＡＲｅｙ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Ｃｈｉｎａ

９

ｓ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１６７ ）

Ｃ ｈｒｉ ｓｔｉａｎｉ ｔｙｓｐｒｅａｄａｃｔｉｖｅ ｌｙ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ｓｂｏｒｄｅ ｒｌａｎｄ ｓｉｎｍｏｄｅｍｈｉｓｔｏｒ
ｙ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ｖ
ｉｄｅｓａ

ｒｅｖ ｉｅｗ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ｆ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

ｐ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ｓｕｂ
ｊ
ｅｃｔ

，
ａｓｗｅ ｌｌａｓａｄｅｓｃ 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ｍ ｉ 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ｏｐ 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 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

ｐｓ
ｔｕｄｉｅｓｃｏｕｌｄｂ ｅｎｅｆｉｔ ｔｏｄａｙ

９

ｓ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ｔａｂｉ 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 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ｔ
ｙＢｏｒｄ ｅｒｌａｎｄＳｐｒｅａ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ｔｕｄｉｅ ｓ

Ｎｅｗ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９

ｓ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Ｆｏｒｕｍ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ｓ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ｔｕｄｙ
ＧｕｏＦｅｉ

ｐ
ｉｎｇＬｉｕＹａｐｉｎｇ（

１ ７４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２０１５ 

（
１ ７７

）

—

１ ８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