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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下简称中国）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签署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并于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批准了 《公约》。

根据 《公约》第七十六条第８款、《公约》附件二第四条以及 《公约》缔约国第１１次会
议第７２号文件 （ＳＰＬＯＳ／７２），《公约》在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３日以前开始对其生效的缔约国，应
在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以前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提交其二百海里以外大陆

架外部界限的详情及支持这种界限的科学和技术资料。

《公约》缔约国第１８次会议决定 （ＳＰＬＯＳ／１８３）：“满足 《公约》附件二第四条和 ＳＰＬＯＳ／
７２号文件 （ａ）段所载决定所述的期限要求的方式可以是向秘书长送交一份初步资料，其中
载有有关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指示性资料，并说明根据 《公约》第七十六条的要

求以及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编制划界案

情况和打算提交划界案的日期”。

地貌与地质特征表明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冲绳海槽是具有显著隔断

特征的重要地理单元，是中国东海大陆架延伸的终止。中国东海大陆架宽度从测算中国领海

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百海里。

中国依照 《公约》第七十六条、 《公约》附件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划定其在东海的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

界限。

中国政府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确定二百海

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该初步信息载明：“中国正在进行提交二百海里以外大

陆架划界案的准备工作。中国开展了相关海域所需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正在根据 《公约》第

七十六条的要求以及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

则》编制划界案，并进行相关评估工作”；“在上述工作完成后，中国将在适当时候提交全部

或部分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界案。”

中国政府已完成东海的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的编制工作，现予以提交。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附件一第３段规定：“虽有 《公约》附件二第四条规定的

十年期限，沿海国可以就其一部分的大陆架提出划界案，以避免妨害在大陆架其他部分划定

国家间边界的问题，有关大陆架其他部分的划界案可以在以后提出。”

本划界案是东海的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中国政府提交本划界案不妨害

中国以后在东海或其他海域提交其他划界案。

本划界案由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外交部牵头组织编制。本划界案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

国家海洋局组织的调查项目，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等部门和单位。

二、图件和坐标

包含在本划界案中的数据信息是为了证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延伸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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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起超过二百海里，并确定东海的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位置。

本执行摘要包括两幅图和一张表：

图１　东海海底地形图
图２　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位置图
表１　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各定点坐标、描述及各相邻定

点之间的距离

三、划界案编制过程中提供建议的委员

在本划界案编制过程中，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委员吕文正教授提供了咨询建议。

四、本划界案应用的第七十六条相关条款

《公约》第七十六条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

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沿海国如果主张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量起超过二百海里的大陆架，则应按第七十六条第４款至第６款的规定划定二百海里以外大
陆架外部界限，并将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情报提交委员会。

本划界案根据第七十六条第４款 （ａ）项 （２）目 “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六十海里

的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以及第５款中 “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的各定点，不应超过

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的规定确定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

陆架的外部界限。

《公约》第七十六条第７款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如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
百海里，应连接以经纬度坐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长度各不超过六十海里的若干直线，划定其

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本划界案中确定的划定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１０个定点之间
的直线距离均不超过六十海里。

五、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

东海位于中国大陆东侧，由东海陆架、东海陆坡和冲绳海槽三大地貌单元组成。东海大

陆架是中国大陆向海的自然延伸。东海陆架地形平坦，最大宽度超过５００千米，向东南倾斜，
至陆架坡折带后水深急剧加深，形成东海陆坡。东海陆坡的坡度北部缓、南部陡，地势呈阶

梯状下降，在陆坡上存在众多深切海底峡谷，并在坡底峡谷外侧形成浊流沉积，使陆基和陆

坡坡底区地形复杂。冲绳海槽总体表现为一长条形洼地，纵向长约１２００千米，横向宽在１００
千米至１５０千米之间，水深由东北向西南方向增大，最大水深超过２３００米 （图１）。

东海陆架与中国东部大陆同属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古老陆核。中生代以来，太平洋板

块与欧亚板块的相互作用逐步形成了目前东海的构造格局。新近纪以来东海陆缘发生强烈张

裂，冲绳海槽逐步拉张形成。东海区域构造总体表现为 “东西分带”的特征，自西向东可分

为浙闽隆起区、东海陆架盆地、钓鱼岛隆褶带和冲绳海槽盆地，时代由西向东逐渐变新。

浙闽隆起区包括中国大陆外侧的一系列岛屿和水下暗礁，向西可延伸至中国大陆的浙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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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总体上呈北东向延伸。基底由两套岩系组成：一套是以北东东走向为主的前震旦纪变

质岩系，以斜长角闪岩为主，局部混合岩化；另一套是以北北东走向为主的中生代火山岩和

碎屑岩系。

图１　东海海底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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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陆架盆地位于浙闽隆起区的东侧，是东海陆架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一系列北北东向

至北东向的凹陷组成，发育巨厚的新生代沉积。在盆地中部，由一系列北北东向至北东向延

伸的凸起组成的隆起带将东海陆架盆地分隔为西、东两个坳陷带。西部坳陷带主体为古新世

和始新世的东断西超箕状凹陷，基底主要为类似于浙闽沿海出露的火山岩和前震旦纪变质岩。

东部坳陷带主要接受始新世以来的沉积，基底为前中生代浅变质岩，凹陷中局部存在晚燕山

期和早喜山期火山岩。

钓鱼岛隆褶带位于东海陆架盆地和冲绳海槽盆地之间，两侧均以断裂为界，表现为一条

基底隆起带，北起日本五岛列岛，向南与中国台湾岛相连，总体呈北北东向至北东东向延伸

的弧形展布。钓鱼岛隆褶带在喜山期褶皱隆起，伴有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古近系遭受强烈褶

皱和变质作用。

冲绳海槽盆地位于钓鱼岛隆褶带东侧，由于上地幔的抬升和地壳的拉张，沿海槽底部形

成了北北东向至北东向延伸的中央裂谷带，与东海陆架地质特征显著不同。折射地震揭示冲

绳海槽中、南段轴部地区的地壳厚度已经明显减薄，最薄可达１３千米左右，并识别出了磁异
常条带。冲绳海槽是世界上著名的高热流区之一，现代火山作用和海底热液活动强烈。冲绳

海槽南段海底出露的橄榄拉斑玄武岩具备大洋拉斑玄武岩特征，熔融程度比较高，为地壳拉

张、极度减薄背景下的地幔物质快速上涌所致。

综上所述，东海陆架为稳定的大陆地壳，冲绳海槽则由于上地幔的抬升和地壳的急剧减

薄，地壳性质已由减薄陆壳向过渡性地壳转变，在海槽南段轴部的中央裂谷带形成了新生洋

壳。东海陆架、东海陆坡和冲绳海槽构成了被动大陆边缘。东海大陆架自然终止于冲绳海槽。

六、大陆架外部界限

（一）大陆坡脚及其外推六十海里包络线

《公约》第七十六条第４款 （ｂ）项规定 “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形下，大陆坡脚应定为大

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按照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第５１３段，确
定大陆坡脚的基本要求是：（１）确定界定为大陆坡坡底的区域；（２）确定大陆坡坡底坡度变
化最大之点的位置。

根据海底地形特征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第５４５段，本划界案中大
陆坡坡底区域确定为陡峭的东海陆坡下部与相对平坦的冲绳海槽陆基上部之间的地形突变带。

基于２００米×２００米网格的多波束水深数据，根据海底地形特征和走势，自东海大陆坡
向冲绳海槽选择一系列的地形剖面，在大陆坡坡底区域确定了１２个地形坡度变化最大之点作
为大陆坡脚。以１２个大陆坡脚为基础，向东外推六十海里生成外部包络线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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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位置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　　

６　　　　

（二）最大水深点和大陆架外部界限

根据第七十六条第４款 （ａ）项 （２）目确定的大陆坡脚外推六十海里包络线证明东海大
陆架延伸到冲绳海槽轴部。考虑到地理条件，根据海底地形的变化，东海大陆架外部界限确

定为垂直冲绳海槽走向的地形剖面上轴部区域内最大水深点 （以下简称最大水深点）的

连线。

根据区域地质构造、地壳结构、岩石学和地形地貌特征，确定了冲绳海槽的轴部区域，

利用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２年期间中国在相关海域调查获得的实测多波束水深资料，并结合 ＧＥＢＣＯ
３０″×３０″水深数据，选择垂直冲绳海槽走向的一系列地形剖面，并在其海槽轴部区域确定最
大水深点。本划界案共选取其中１０个最大水深点作为确定东海的部分海域大陆架外部界限的
定点。各定点的直线连线即为东海的部分海域大陆架外部界限。该外部界限不超过大陆坡脚

外推六十海里的外部包络线，也未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

本划界案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由１０个定点 （ＦＰ１－ＦＰ１０）组成，均为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
深点 （图２），各相邻定点之间的直线连线的距离不超过六十海里，各定点的坐标见表１。

表１　中国东海的部分区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各定点坐标、

确定方法及各相邻定点之间的距离

定点号 纬度 （°Ｎ） 经度 （°Ｅ） 定点描述 自定点 至定点 距离 （海里）

ＦＰ１ ３０８９９１ １２９１７０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 — —

ＦＰ２ ３０６６７９ １２９１５８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１ ＦＰ２ １３８５

ＦＰ３ ３０４８６７ １２９２９２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２ ＦＰ３ １２８８

ＦＰ４ ３０１７８１ １２９２７６７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３ ＦＰ４ １８４９

ＦＰ５ ２９６５５２ １２８８００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４ ＦＰ５ ３９９４

ＦＰ６ ２９２２８６ １２８６６０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５ ＦＰ６ ２６５６

ＦＰ７ ２８９９５３ １２８５２２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６ ＦＰ７ １５７３

ＦＰ８ ２８４１２７ １２８２５２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７ ＦＰ８ ３７６６

ＦＰ９ ２８１７４６ １２７８８８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８ ＦＰ９ ２３９７

ＦＰ１０ ２７９９３１ １２７６２４８ 冲绳海槽轴部最大水深点 ＦＰ９ ＦＰ１０ １７７３

七、海洋划界情况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附件一第２段规定：“如果存在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大陆
架划界争端，或其他未解决的陆地或海洋争端，在提出划界案时，提出划界案的沿海国应：

（ａ）将这些争端告知委员会； （ｂ）尽可能向委员会保证划界案不会妨害国家间划定边界的
事项。”

根据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附件一第２段，中国政府谨通知委员会，中国与韩
国、日本在本划界案涉及的海域尚未完成大陆架划界。根据 《公约》第七十六条第１０款，
委员会对本划界案的建议将不妨害今后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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