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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理 著

民國對南海諸島維權研究



提    要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法國趁三國干涉還遼之機，脅迫清政府發表

了「海南島不割讓他國」的照會，雖然沒有達到割讓之目的，但意味著海南島成為法國的勢

力範圍。隨後法國強行租借了廣州灣，這樣地緣接近的西沙群島就直接暴露在法國的範圍之

內。在日本侵佔全中國態勢形成後，為確保法屬印度支那的利益，法國以「九小島」問題提

出對西沙的權力要求並出兵佔領了的西沙群島。二戰期間，日本借助非常手段侵佔了這些島嶼，

並將其行政管轄權交給臺灣總督府。

民國政府在法、日侵佔南海諸島時，都有強烈的抗議及交涉。這些都是南海諸島主權主張

的歷史證據。根據「開羅宣言」等國際文件，南海諸島戰後理應重新回歸民國的主權範圍。民

國政府審時度勢，很快由各行政部分組成接收團隊，就接收南海諸島諸問題進行細緻研究，重

新命名了這些島嶼，並派出軍艦接收了西南沙群島。這一系列歷史行為，不僅宣告了南海諸島

的歷史所屬，更在中華民族海洋史上寫下了值得紀念的光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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