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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中) 兩岸海洋政策專題研究

(英) S emina r  on  the  Cross-strait’s Ocean P o l i cy
課程編號 341 U9010 班次 學分數 2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

授課教師 周繼祥、徐銘謙 修課人數 20

上課時間 星期五 (第 9、10 節) 課程加選方式 2

上課地點 國發所 300 教室 博士班核心能力 E

課程網頁 碩士班核心能力 E

課程大綱

課程目標 中國大陸與台灣隔海相鄰，兩岸之間的往來都以這片海洋為背景，可以

預期當兩岸關係改善，兩岸交流越密切、經濟合作越緊密，在海域上往來的船

班也更加密集，兩岸港口各自的發展方向都將做出相應的調整，所可能衍生

的相關事務也就越多。同時，中國大陸的河口、沿海的污染將直接影響台灣海

域，透過洋流的擴散與台灣的近海漁業相互關聯，越界捕魚的問題也將更為

頻繁，處理的手法則需更加細緻。凡此種種，皆需要考慮到海洋事務的多元性

、複雜性與關聯性，需要整合兩岸關係與海洋事務的觀點。

兩岸未來在海洋事務的領域，將有可能從過去的對立、競爭轉向合作；然

而，現階段國內學界對於海洋事務的關注才剛起步，在法政領域的海洋研究

也每每忽略中國大陸以及兩岸關係的影響因素；另一方面，長期從事兩岸關

係與大陸研究的學界，對於海洋事務的領域較少涉入，在研商兩岸可能的合

作議題時，自然忽略了海洋事務。

    因此，本課程嘗試從治理的角度，試圖將海洋事務超脫統獨爭議，在「兩岸

關係」與「海洋政策」學科領域進行科際整合，訓練學生融合兩岸與海洋的觀

點，重新檢視兩岸海洋政策發展的變遷，以及找出兩岸共同關注、符合兩岸人

民共同利益的海洋事務，並加以分析與評估，以及就未來兩岸開展海洋合作

議題，進行政策方案討論。

課程概述 本課程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總體性的海洋基本概念介紹，讓學生

有完整的海洋政策、海洋治理概念以及全球、區域海洋治理體制的了解；接下

來第二部分分別介紹台灣、中國大陸與兩岸的海洋治理體制與政策現況後；

第三部分則為分項海洋政策專題的比較，依據海洋事務推動小組之六大分

組，分別自「策略、安全、資源、產業、文化、科研」等六個子項，將海洋治理的

內容依照各種主題，分週進行介紹與討論。

因此本課程前三週先從海洋治理概念的起源與當代世界的海洋政策發展

談起，接著切入兩岸的政治地理與海洋治理歷史，回顧過去海洋管理的發展

足跡；第四到六週，分別針對臺灣與中國大陸目前的海洋治理體制進行簡

介，比較兩岸目前之海洋政策，作為階段性總結，讓學生有初步且全面的了



解兩岸的海洋治理議題。

    七到十六週則分為海域管理規劃、海洋環境保護、海洋治理的非政府組織、

海上防衛、海上執法、漁業資源、航運政策、教育體系、劃界爭議、文化政策等各

細項子題，進行專題研討與深入的討論。

關鍵字 海洋政策、海洋治理、中共海洋政策、我國海洋政策、兩岸關係與海洋政策

課程要求 指定閱讀、分組討論和撰寫報告

Office Hours (一)會談時間：星期五，15:30-16:30。

(二)聯絡方式：�TEL：3366-3342、2368-8856   

‚E-mail：choujih@ntu.edu.tw、mingchien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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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平時成績 30 平時成績佔 30%，由授課教師

觀察學生在課堂上回答問題的



表現給分。

2. 分組討論 20

分組討論成績佔 20%，由授課

教師與住較依據學生隨堂分組

討論之表現給分。

3. 期末報告 50

依國科會所訂之論文規格，撰

寫 8,000字左右之期末報告，

占學期總成績 50%。

週 次 單元主題 

第 1 週 主題：【海洋治理概念與當代世界海洋政策發展現況】

內容：

1.介紹海洋治理的基礎概念

2.全球化浪潮下的海洋治理發展

3.簡介世界主要國家之海洋治理現況與其海洋政策

教材：

周繼祥，〈國際海洋法的現代化與全球化〉，「法學叢刊創刊50週年學術研討

會」，台北，法學叢刊雜誌社、法務部(2006.01)。

邱文彥、胡念祖(2009)，〈迎接海洋的新時代—因應世界海洋會議之後的新情

勢〉，《海洋高雄期刊》，第二十二期（民國九十八年九月），頁12-16。

宋燕輝(2010)。「聯合國大會2010年有關海洋事務和海洋法的報告：海事安全

量能建構部份之概述」，《海巡雙月刊》，2010年 10月，第047期，頁

28-35。

胡念祖，1997，《海洋政策：理論與實務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徐銘謙，2009，〈從治理理論看兩岸海洋事務之合作發展〉，發表於「展望

2010兩岸政經社發展」研討會，10月13日，台北：中華兩岸制度學會。

第 2 週 主題：【兩岸海洋政治地理概論】

內容：

1.介紹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海洋地緣政治環境

2.簡介兩岸政府於週邊海域之國際政治互動

3.認識兩岸政府在海洋政治地理中各自的海洋利益及戰略思維

教材：

《中國海洋志》編纂委員會（2003），〈中國海洋地理〉，收在《中國海洋志》，

北京：大象出版社。

王恩誦主編（2004），〈中國政治地理的研究及其進展〉、〈中國海洋政治地

理〉，收在《中國政治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

張耀光（2004），《中國海洋政治地理學：海洋地緣政治與海疆地理格局的時

空演變》，北京：科學出版社

第 3 週 主題：【兩岸海洋治理之歷史分期】

內容：

1.臺灣海洋治理的發展歷史分期介紹



2.中國大陸海洋治理的發展歷史分期介紹

3.兩岸海洋治理之互動發展歷史介紹

教材：

徐銘謙，2011，〈孫中山海權思想對兩岸海洋政策之影響〉，發表於嘉義大學

第三屆區域史地學術研討會，6月17日，嘉義：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徐銘謙，2009，〈從海洋治理的視角看兩岸海洋事務之發展與合作〉，發表於

「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12月 1日，台北：國防大學。

潘錫堂（2003），〈中共的對台政策〉，見《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第八篇，台

北：新京文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第 4 週 主題：【臺灣的海洋治理體制】

內容：

1.介紹臺灣政府目前的海洋治理體制

2.簡介政府組織再造後的海洋治理體制

3.分析臺灣海洋治理的政府組織架構的優缺點

4.討論台灣海洋組織改造之設計與功能評估

教材：

胡念祖(2009)，〈對海洋設部之總體觀〉，《海洋及水下科技季刊》，第十九卷

第一期（民國九十八年四月），頁18-28。

宋燕輝 (2010)。〈由南海新情勢探討我國海洋政策與設立海洋專責機構之發

展現況〉，論文發表於《海洋事務文才培訓》。台北。2010年 9月 7日至8日

周繼祥主持(2009)，《我國中央與地方海洋事務行政功能與組織之研究》，臺

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

姜皇池硏究主持，陳國勝，張志清協同主持(2009)，《海洋事務統合法制之硏

究》，臺北：行政院硏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第 5 週 主題：【中國大陸的海洋治理體制】

內容：

1.簡介近年中國大陸海洋治理體制的發展情形

2.分析中國大陸的海洋治理組織特色與優缺點

3.討論兩岸政府海洋治理體制之差異與其優缺點

教材：

周繼祥主持(2005)，《中共處理海洋事務策略與組織架構之研究》，臺北：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委託研究計畫。

楊文鶴等，（2003），〈海洋綜事〉，收在《二十世紀中國海洋要事》，北京：

海洋出版社。

國家海洋局編（1996），《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北京：海洋出版社。

中國國家海洋局（1998），《中國海洋政策》，北京：海洋出版社。

李國慶編（1998），《中國海洋綜合管理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

第 6 週 主題：【兩岸海洋政策的比較】

內容：



1.建立兩岸海洋政策比較之框架

2.分析兩岸海洋事務相互合作的可能發展

3.分析兩岸海洋事務相互競爭之領域與我方因應策略

4.討論現階段兩岸談判中可能涉及的海洋事務評估

教材：

徐銘謙，2009，〈從海洋治理的視角看兩岸海洋事務之發展與合作〉，發表於

「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12月 1日，台北：國防大學。

徐銘謙，2011，〈孫中山海權思想對兩岸海洋政策之影響〉，發表於嘉義大學

第三屆區域史地學術研討會，6月17日，嘉義：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徐銘謙、周繼祥，2007，〈兩岸海洋政策之比較〉，《兩岸開放 20週年之回顧

與展望》，遠景基金會專書，頁307-344。

周繼祥，2011.01，＜論壇：建國百年與台海安全－兩岸關係的可能演變是值

得關注的議題＞，《中共研究》，第45卷第1期，台北，中共研究雜誌

社，pp.106-110

第 7 週 主題：【兩岸的海域規劃及管理策略】

內容：

1.了解中國大陸的海域功能區劃之政策、法規內容

2.介紹臺灣政府目前海域管理之法令與管理策略

3.討論兩岸海域管理策略的差異

教材：

簡連貴、邱文彥等（2008），海域功能區劃與管理工作 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

究計畫報告。

中國國務院印發關於中共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的通知，國發【2003】13

號。

第 8 週 【期中考週】

第 9 週 主題：【兩岸的海岸與海洋環境保護政策】

內容：

1.介紹兩岸目前的海岸與海洋環境現況

2.簡介並比較兩岸目前的海岸與海洋環境保護政策

3.分析兩岸海洋環境保護可合作之議題與可行性

教材：

王冠雄 (2008)，〈峇里島氣候變遷會議對亞太區域合作的啟示：全球化發展

觀點〉，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氣候變遷、亞太區域

經濟發展與兩岸合作學術研討會」，台北，民國97年 7月 21-22日

邱文彥（2008），〈台灣海域生態保育：問題與策略〉。台灣永續自然與文化

生態研討會，3月7日，台北

邱文彥，2009，國際海洋新觀點，「海洋新契機：節能減碳、綠能革命」，頁

142-147，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邱文彥，2010，哥本哈根會議的回顧與前瞻，「科學月刊」，第41卷第3期，

頁164-165

第 10 週 主題：【兩岸海洋治理與非政府部門】

內容：

1.簡介兩岸參與海洋治理的非政府部門組織

2.介紹非政府部門於兩岸海洋治理所扮演之角色

3.兩岸之非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於海洋治理事務上的互動情形

4.海洋治理相關之兩岸民間非政府部門的互動情形

教材：

邱文彥主編，2009，「氣候變遷與海洋保護」，「海洋台灣：永續發展」系列叢

書之一，基隆：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台灣研究基金會。

徐銘謙，2009，〈從海洋治理的視角看兩岸海洋事務之發展與合作〉，發表於

「海洋與國防」學術研討會，12月 1日，台北：國防大學。

徐銘謙，2009，〈從治理理論看兩岸海洋事務之合作發展〉，發表於「展望

2010兩岸政經社發展」研討會，10月 13日，台北：中華兩岸制度學會。

周繼祥，2009.03，兩岸人民交流對兩岸法律關係之影響，「亞太和平研究論

壇」，台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第 11 週 主題：【兩岸的海上防衛政策】

內容：

1.分析目前解放軍的軍事實力與其未來發展目標

2.比較兩岸海軍的海上防衛能力

3.分析日前共軍發展航空母艦及參與海洋國際事件之軍事及政治意義

教材：

魏靜芬，〈日本海洋基本法下台灣之海洋防衛機制之因應〉，台日周邊海域事

務論壇（台灣海洋事務策進會，2008年 4月）。

宋燕輝、楊凱 (2010)。〈南海問題怎麼辦？〉，《南風窗》，2010年第3期，頁 

32-34。

張文木，（2004），《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

東人民出版社。

第 12 週 主題：【兩岸的海上犯罪與海上執法議題】

內容：

1.介紹兩岸政府的海洋政策中有關海域執法之議題

2.簡介兩岸政府海域執法的組織與效能

3.兩岸政府共同打擊海上犯罪之可能性

教材：

周繼祥，〈兩岸展開海上執法共同合作之問題〉，台北，亞太基金會論壇

(2010.05)。

魏靜芬，〈中共近來在東海、南海加強海上維護執法之研析〉，國安局(2009年

6月 8日)。



魏靜芬，〈海盜問題與海上安全確保的重要性〉，國安局(2009/08/18)。

第 13 週 主題：【兩岸漁業資源的開發與保育政策】

內容：

1.比較兩岸政府的漁業開發與海洋生物保育政策之差異

2.探討兩岸漁業衝突問題與其解決之道

3.兩岸漁業合作之現況與未來可能性

教材：

Wang,  Kuan-Hsiung  (2008),“Experiences  Learned  from  Fishery  Co-

oper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Seas”,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Meeting  of  CSCAP  Study  Group  on  Facilitat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Seoul, Korea, 2-3 April 2008.

傅崑成(1994)，《國際海洋法與漁權之爭》，台北：一二三資訊。

第 14 週 主題：【兩岸的航運政策】

內容：

1.簡介兩岸海運及港口的發展現況、兩岸港口與航運的優劣勢

2.分析三通對兩岸航運的影響及兩岸航運業合作之現況

3.ECFA後兩岸航運業的消長與競和情形

教材：

王冠雄 (2008)，〈南海海道安全機制之探討：區域合作觀點〉，發表於中央

警察大學水上警察系主辦「海上保安研討會」，台北，民國97年 6月 26-27

日。

包嘉源、張志清、林光(2008)，〈影響兩岸海運通航之關鍵因素〉，《航運季

刊》，37(1):63-78。

周繼祥(2009)，〈胡六點對兩岸政治定位與政治談判規劃的涵義〉，「兩岸政

治定位與政治談判」研討座談會，台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周繼祥，2010.09，〈ECFA簽訂後的兩岸關係：回顧與前瞻〉，「契機與挑戰：

兩岸關係和平與發展研討會」學術研討會，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

第 15 週 主題：【兩岸的海洋教育體系】

內容：

1.簡介並比較兩岸的海洋教育體系發展現況

2.介紹兩岸海洋政策中有關海洋教育之發展

3.兩岸海洋大學院校交流的成果與未來方向

教材：

邱文彥主編(2009)，《教育文化與海洋法政》，「海洋台灣：永續發展」系列叢

書之一，基隆：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台灣研究基金會。

邱文彥主編(2009)，《海洋產業與科技創新》，「海洋台灣：永續發展」系列叢

書之一，基隆：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台灣研究基金會

第 16 週 主題：【兩岸的領海與經濟海域劃界爭議】

內容：



1.介紹兩岸與其他國家於東海、南海等鄰近海域之劃界衝突現況

2.分析兩岸於東海、南海劃界爭議中之策略

3.兩岸是否應於東海、南海劃界爭議中合作

教材：

Nien-Tsu Alfred Hu, “South China Sea: Troubled Waters or a Sea of

Opportunity? ”,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SSCI),

Vol. 41, No. 3 (Special Issue: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 I), 2010, pp. 203-213.

王冠雄 (2008)，〈中日東海問題談判之發展與現況〉，《戰略安全研析》，第

三十三期（2008年 1月），頁32-36。

Wang, Kuan-Hsiung (2008),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Light

of New Regional Realities: Taiwan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2008 ASEAN ISIS-IIR TAIWAN Dialogue, Cebu, the Philippines,

6-7 September 2008

馬英九(1986)《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台北：正中書局

第 17 週 主題：【兩岸的海洋文化政策與水下考古】

內容：

1.介紹兩岸政府的海洋政策中有關歷史與文化的政策內容

2.介紹兩岸政府的海洋政策中有關水下考古之發展

3.兩岸在海洋文化政策方面合作之可能性

教材：

邱文彥，2008，東沙水下考古的初勘與展望，「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第四

期，頁37-48。

胡念祖(2008)，〈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保護與管理

專法之立法方向與內容〉，《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四期（民國九十七年

四月），頁003-012。

胡念祖(2008)，〈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國際法與國內法〉，2008 文化資產實

務工作營會議手冊，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六日至八日，台南縣，財團法人成大

研究發展基金會，頁89-122

第 18 週 【期末考週】

主題：【總結討論】

內容：

1.回顧總結兩岸分項海洋政策與綜合管理之發展論述

2.展望兩岸海洋政策、治理體制與競爭合作之未來趨勢

3.學生進行期末主題報告與分組討論

【所開課程之相關著作目錄】
一、周繼祥教授

1. 徐銘謙、周繼祥，2012，〈兩岸海洋事務管理體制之比較〉，發表於兩岸海洋管理研討會，



金門大學「兩岸海洋事務與管理」學術研討會，12月 20-22日。

2.周繼祥，2011.01，〈論壇：建國百年與台海安全－兩岸關係的可能演變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中共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pp.106-110。

3.周繼祥，2010.05，〈兩岸展開海上執法共同合作之問題〉，台北，亞太基金會論壇。

4.周繼祥，2010.02，〈中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機制的現況與展望〉，「亞太和平研究論壇」，台

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5.周繼祥主編，2009.06，《520 後的中共對台政策》，台北，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兩岸關

係研究中心，pp.1-205。

6.周繼祥，研考會委託研究案(97 年度)－〈我國中央與地方海洋事務行政功能與組織之研究〉

(97.10.1 ─98.6.30) ，研究主持人。

7.周繼祥、徐銘謙，2007.10，〈兩岸海洋政策之比較〉，《遠景叢書》，台北，兩岸交流遠景基

金會

8.周繼祥，2007.10，《政治學：21 世紀的觀點》，台北，威仕曼文化事業公司，pp.1-574(初

版二刷)。

二、徐銘謙助理教授：
1. 徐銘謙、周繼祥，2012，〈兩岸海洋事務管理體制之比較〉，發表於兩岸海洋管理研討會

金門大學「兩岸海洋事務與管理」學術研討會，12月 20-22日。

2. 徐斯儉、徐銘謙，2012，〈兩岸公民社會夥伴關係之機會與限制：以環境人權團體交流

為例〉，發表於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pping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China’ Human Rights”, December 1-2, 2012.

3. 徐銘謙，2012，博士論文《中共對台政策變遷之研究（1990-2012.3）》

4. 徐銘謙，2011，〈孫中山海權思想對兩岸海洋政策之影響〉，發表於嘉義大學第三屆區

域史地學術研討會，6月17日，嘉義：嘉義大學史地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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