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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再驻太平岛与战后
美国南海政策的形成＊

李　理

【提　要】在台湾当 局 撤 守 西 沙、南 沙 后，菲 律 宾 觊 觎 南 沙 促 使 台 湾 当 局 重 返 南 沙。

１９５６年台湾当局重返南沙并驻防太平岛时，美国并不支持台湾当局的 “主权说”，认为台湾

当局没有能力防卫整个南海诸岛，故美国的南海政策开始出现对海峡两岸极为不利的变化，
提出台湾当局应当联合共同阵营的菲律宾、越南，让他们占据地缘接近的岛屿，以防止中

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西沙、南沙群岛，形成 “模糊处理主权不能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南海政策。
【关键词】台湾当局　太平岛　美国　南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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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４６年中国接收南海诸岛的过程中，美国采 取 超 然 的 立 场。但 随 着１９４９年 国 民 党 全 面 败

退到台湾，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 转 变，为 了 不 让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对 日 媾 和 中 得 到 好 处，尽

可能地推动 《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有关台湾、南 海 诸 岛 归 属 问 题 条 款 对 中 国 不 利。最 终，美 国 主

导制定的和约仅规定日 本 放 弃 对 南 海 诸 岛 的 权 利，而 在１９５６年 台 湾 当 局 重 返 南 沙 并 驻 防 太 平 岛

时，美国的态度前后变化巨大。这种改 变 表 明 美 国 已 经 意 识 到 南 海 诸 岛 的 重 要 性，其 南 海 立 场 也

开始与亚太政策密切结合。美国此时期 形 成 的 南 海 政 策，深 刻 地 影 响 了 此 后 近 半 个 世 纪 南 海 问 题

争端的发展及走向。美国并不是南海争端的 当 事 国，但 从 “二 战”后 开 始 的 南 海 争 议 中，都 不 可

避免地参有美国因素。本文仅就１９５６年台湾当局重返南沙并驻防太平岛时美国的南海 政 策 进 行 分

析，以便理解美国现今南海政策。

一、菲律宾觊觎南沙引台湾当局重返南沙再驻防太平岛

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收复了海南岛，这给国民党对西沙、南沙运输

补给造成了困难，加之退岛后的国民党军队兵员严重不足，故于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７日撤回西沙、南沙守

＊　本文系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近代日本对南海诸岛的非法侵占及战后中国的接收研究”（１６ＢＺＳ０６９）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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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民党军队撤守西沙、南沙后，独立不久的菲律宾①由于其地理位置邻近南沙群岛 “危险区域”，
非常担心这些岛屿未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可能会影响到菲律宾的国家安全，便想将南沙群岛纳

入到其国防范围之内，甚至提出派员到南沙进行调查，公开向记者表示这些群岛 “主权属于中国国

府，菲国与国府有友好关系不便采取何种行动。”②

台湾当局外交部门得到菲律宾的消息后，为达到共同反共之目的，于５月１８日电告台湾当局

“驻菲律宾大使”，表示有意愿让菲律宾接防南沙群岛：“菲总统以该群岛邻近菲国，曾特表关切。菲

律宾如为本身安全计愿派兵接防南沙群岛，我政府基于中菲共同反共立埸可不提异议，惟菲政府须

先行同意将来我政府拟自行防守时，即将驻军撤退。希口头密洽菲政府并为要。”③

另外一份档案为５月２０日台湾当局 “外交部”、“内政部”会呈报给 “行政院”的 《密 （南沙撤

守后的问题处理意见）》，在记载上述内容基础上，补充部分提出了甲乙两案。甲案与上述资料记载

基本相同，只是将 “唯菲政府须先行同意”修改为 “唯菲政府须先行书面同意”。而乙案则提出 “我
不采任何行动，如菲政府迳行派兵登陆南沙群岛，我政府再提抗议，声述我对南沙群岛之领土主权，
以巩固我国法律地位并为日后重行驻防之张本。”文件还记载，外交及内政两部都认为 “甲案”较为

妥当，因是 “远东局势严重，与我友好国家为数不多，如于菲军登陆后提出抗议，不特于实际无补，
且徒滋日后之纠纷，于中菲邦交亦难免有所影响。”④

上述两份档案足以证明刚刚退据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已经无暇顾及西沙、南沙群岛，虽认为

“南沙群岛久已隶我版图，主权所属，国际上原无争议。”⑤ 但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手这些岛屿，基

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只要菲律宾方面愿意，就同意菲律宾方面派防接管南沙群岛。但蒋介石还是批

复指出 “对于此事不可先与菲方成立任何了解”。⑥

从蒋介石的批复来看，虽先有台湾当局外交部门电令 “驻菲大使”，但台湾当局似乎没有就南沙

群岛与菲律宾方面有实质性的接触及意向。
根据档案记载，在台湾当局没有撤守西沙、南沙以前，随着海南岛的解放，菲律宾开始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占据为由向台湾方面提出异议，询问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主张，拟派海军前往太平岛并

奖励渔民移殖。⑦ 菲律宾报纸也公开提出由美、菲共同占领西沙、南沙群岛。由于台湾方面的坚持，
最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公开宣布 “南沙群岛如国民政府仍占该岛则菲律宾不予争夺。”⑧ 国民党败退

到台湾后，专注于岛内局面的安定，没有精力顾及西沙、南沙群岛，地缘接近的菲律宾不便以政府

行为来觊觎南沙，便以个人行动来达到侵占南沙群岛的目的。

１９５４年６月５日，台湾当局突然接到自称 “人道王国”政府外交部长安徒生 （Ｖｉｃｔｏｒ　Ｌ．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的致函，要求 “让与西沙群岛及海南岛等地，并予以经济援助。”⑨ 而所谓的 “人道王国”，是

在菲律宾具有美国国籍的 “国王”及其他数名美国人成立的 “国家”。“人道王国”还向台湾当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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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人在１４世纪前后建立了海上强国苏禄王国。从１５６５年开始，西班牙侵占并统治菲律宾３００多年。１８９８年菲律宾被美国

占领，１９４２年被日本占领，二战后重新被美国占领。１９４６年，菲律宾独立。根据１８９８年 《巴黎条约》、１９００年 《华盛顿条约》、

１９３０年 《英美条约》，菲律宾领土范围西部界限为东经１１８度线。
《菲对我撤守南沙之反应》，《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 （下册）》，（台）“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编印，１９９５年，第８０４页。
《密 （为自南沙群岛撤守事）》，《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 （下册）》，第８０３页。
《密 （南沙撤守后的问题处理意见）》，《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 （下册）》，第８０５页。
《密 （为自南沙群岛撤守事）》，《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 （下册）》，第８０３页。
《密 （南沙撤守后的问题处理）》，《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 （下册）》，第８０７页。
《马尼拉驻菲公使馆电外交部》、《马尼拉驻菲公使馆电广州外交部》、《呈报菲内阁派海军总司令视察太平岛交涉经过情形》、《菲
询我对太平岛主张主权之理由请查核见复由》，《南沙群岛》，（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档号：００４５／０１９．３／００１３。
《香港工商报载 （马尼拉十三日中央社专电）》、《工商日报 （马尼拉十七日合众社电）》，《南沙群岛》，（台）“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档案馆，档号：００４５／０１９．３／００１３。
《所谓 “人道王国”再来函称拟购我海南岛》，《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 （下册）》，第８１１页。

“政府”改为“当局”



示愿意支持台湾光复大陆，但请台湾当局先予承认并割让西沙群岛，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向台湾商洽

购买海南岛及给予财政上的援助等。
此事件马上引起台湾当局 “驻菲大使馆”的注意，并于６月２２日、２７日向 “外交部”发电报

告：“旅菲某美商自称系 ‘人道王国’领事，近因诈财被捕，按其所制地图，该 ‘王国’界限，约为

东经１００度至１１６及１１８度之菲自划领海线，北纬７度半至１２度，菲空军连日在该地带侦察，发现

其中一岛有居屋迹象，认为可能系走私及共产活动之根据地。一部分菲方人员，主张占领，以固防

区。菲外长则称须先确定菲国安全之需要及各岛之主权，必要时并应咨商有关国家。菲政府现决派

舰继续勘查，按上述位置，与我南沙群岛相近，我政府对该群岛之领土主权，本馆应还有所表示，
敬祈电示祗遵。”①

“驻菲大使馆”的报告引起国民党高层的高度关注，他们意识到如若任菲律宾方面侵占南沙群

岛，可能永远失去这块海上监测基地及远洋渔业宝地，故 “国防部”、“外交部”于７月１３日联名向

“总统府”、“行政院”、“空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及台湾当局 “驻菲大使馆”等发电，提出

重新占领南沙群岛，以维护中国在南沙主权的主张：“Ｉｔｕ　Ｑｂａ岛即系我南沙群岛中之太平岛。该群

岛位居我南海中央偏南。卅五年底我曾派兵占领，迄卅九年五月，因战略关系，暂时撤退。我如于

现时重行占领该群岛，则西、北两方面可监视匪在越南及海南岛之行动；东南方面可隔障与婆罗州

（加里曼丹岛）。溯自匪共积极侵略东南亚，越北易手以后，该群岛战略地位已日形重要。二次大战

期间，日政府即曾于廿八年宣布合并该群岛，以为日后 ‘南进’之前哨。就经济方面言，据日人探

测结果，太平岛蕴藏磷矿，可充肥料，为台湾所需。且日人前已着手经营，稍具规模。又年来因菲

国自划领海，致使台湾省远洋渔业遭受阻碍。我如能于此时在南洋一带觅得一渔业基地，则对我远

洋渔业之发展将不无裨益。”现时，电令 “驻菲律宾大使馆”查证菲方领土证据，并提出 “查照酌派

军队重行占领该群岛。”②

从上述资料分析来看，“人道王国”事件引起台湾当局对南沙群岛的再评估。鉴于北越共产势力

的崛起，使南沙群岛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重新再驻守南沙已经成为其战略考虑，只是没有契机付

诸行动。

二、菲律宾人侵占南沙时美国的态度

“人道王国”事件时，美国曾向台湾当局询问南海诸岛所属事宜。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韦士德向

台湾当局“外交部”东亚司李琴司长面交 《（各岛英名及位置）待印附人道王国卷尾》及 《南沙群岛各岛

英文名称及位置》（１９５５年９月７日）等附件，请台湾方面 “将该表中所列各岛屿何在系属我国领土

详细查示”。③

从两个附件名称来看，美国向台湾当局询问南海岛屿所属是因为 “人道王国”事件引发。因事

涉领土 “惟案关国家结界”④，故台湾当局高度注意， “国防部”于９月２３日函请 “外交部”并请

“内政部”查复资料。
“内政部”就此马上进行调查，于２６日回复 “外交部”所查询岛屿为中国领土：“原表所列各地

名经详加核对，除第十七 （ｂ）系指礁 （Ｒｅｅｆ）沙洲 （ｃａｙ）等地理学名词似非某一地专用之地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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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维护我对南沙群岛之领土主权》，《撤回西沙南沙岛戍守》（自三十九年五月起至五四年十月止），（台）“总统府”档案，档

案号：２１３２５０１／１。
《关于维护我对南沙群岛之领土主权》，《撤回西沙南沙岛戍守》（自三十九年五月起至五四年十月止），（台）“总统府”档案，档

案号：２１３２５０１／１。
《密 （关于美国大使馆查询我国南海一带岛屿情形事）》，《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 （下册）》，第８２０页。
《为我国南海一带领土复请以内政部资料为准由》，《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 （下册）》，第８２０页。

“外交部”加双引号



其余均属我国南沙群岛中 ‘危险地带’以西之岛屿、礁、滩或暗沙，惟其中少数地名与我国图籍略

有不同 （例如原表第十七 （１）Ｎａｍｙｅｔ　Ｉｓｌａｎｄ按其地理应为我国郑和群礁中之鸿麻岛惟我图所注之

英文旧名为Ｎａｍｙｉｔ－Ｉｓｌａｎｄ等），又原表所列各岛屿之我国图籍亦略有出入 （例名原表第十Ａｍｂｏｙｎａ
Ｃａｙ与我国安波洲之英文旧名完全相同，但其位置我国图籍作７°５２′Ｎ．１１２°５′Ｅ而原表作７°５１′Ｎ．１１２°
５′Ｅ）惟均相若甚微，故原表所列之各岛屿礁滩等名称全部均属我国领土则可断言。”①

台湾当局外交部门获得准确消息后，于２７日约见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韦伯斯特 （ＷＥＢＳＴＥＲ），

当面告之 “原表所列岛屿礁滩等与我国图籍虽略有出入，惟就其地理位置言，全部均属我国领土。”

但韦伯斯特 （ＷＥＢＳＴＥＲ）又于２９日再次来到 “外交部”，“询问南海各岛为我领土之简略史以及我

认为各岛为我领土之主张始于何时”。②

从上述档案记载来看，美国已清楚地知道南海诸岛历史上为中国所有，并要求提交其主权的历

史依据。

按照美国大使馆的要求，台当局内政部门又向外交部门提供了 《南沙各岛属我国之简史》：

“查南沙群岛早为我国广东及海南岛渔民往来居住捕鱼之地，明朝成祖永乐三年 （公元一四

０五年）以后三十余年我政府先后派郑和七下西洋曾遍临各岛，是以该群岛早为我国之领土应无

疑义，民国二十二年 （一九三 三 年）八 月 法 国 曾 宣 布 占 领 该 群 岛 中 较 大 太 平 岛 （英 文 旧 名Ｉｔｕ
Ａｂａ　Ｉｓｌａｎｄ）、南钥岛 （英文旧名Ｌｏａｉｔａｉｓｌａｎｄ）等九个岛屿并称其占领当时岛中住有中国人并有

树叶搭盖之屋及奉祀神像等，当经我政府向法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然事久拖未决，民国二十八

年 （一九三九年）日本军阀侵陷海南岛后乘势驱逐法人进据南沙群岛于四月九日宣布正式占领，

并将其划归台湾总督管辖直至民国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我抗战胜利后日人始投降退出，民

国三十五年十二月本部曾会同海军部派军舰前往接收，并于十二月十二日在该群岛之太平洋上

重立国碑两座，其一上镌我国青 天 白 日 国 徽 下 镌 ‘太 平 岛’三 字，另 上 镌 ‘南 沙 群 岛 太 平 岛’

七字，背面均镌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重立’，并于其上设立气象所无线电台等，将

其划归广东省政府管辖，嗣后海南岛特别行政区设置后该群岛复改隶该特别行政区。”③

该 “简史”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了南沙群岛早在明朝时期因郑和下西洋走遍各岛命名为历史依据，

并以 “现在国家观”来据理力争南沙群岛早为我海南岛渔民往来居住捕鱼之领土，近代由法国先行

觊觎引起日本的窥伺侵占之心，日本侵占海南岛后吞并了南沙群岛并划归给台湾总督府管辖，战后

中国依据国际法于１９４６年收回并立国碑纳入到中国行政统治区内，来证明南沙群岛不论从历史上还

是从现实上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时，还在 “简史”后附 “１９４６年９月中国外交部电令我驻菲

大使告之我接收西、南沙之件”、“叶公超在国防部报告关于西南沙中法谈判经过之件”、“昭和十年

东亚情报中的 《新南群岛之领有》之件”、“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５日行政院关于南沙群岛之件”、“１９４７年７
月２４日内政部拟呈南海诸岛位置图及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１９４７年９月４日内政部送达各地

方机关南海诸岛位置图及新旧名称对照表的第０８８０号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山大学王光玮教授

的 《我国领有南沙群岛之根据》”等文件。其中第三份文件特别提出：“美国的态度，更以为新南群

岛是在美国领土权外不视为问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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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将 “简史”及附件交予美国大使馆以后，没有资料证明美国大使馆有任何回复，仅仅

获得美国驻菲律宾代办的密告，称接华府电报言美国从未承认任何一个国家对南沙群岛之主权，台

湾当局 “驻菲大使”陈之迈闻讯即请美方勿将此事告诉菲律宾。① 因 “人道王国”事件主谋为旅菲美

国人，其中是否有美国支持因素目前也没有资料证明。

１９５６年５月间，菲律宾航海学校的校长克洛马率其学生四十多人占领南沙多个岛屿，并以 “先

占权”于５月１５日向全世界宣布成立所谓的 “自由地国”。台湾当局 “驻菲大使馆”于２２日提出严

正声明驳斥其荒谬，并于次日再次向菲外交部提出正式照会。２４日再次向菲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当面

交涉，但其推诿称克洛马所提各岛似不在南沙群岛范围。２８日，台湾当局 “外交部长”召见菲大使，
明确告之将派舰队巡视驻守南沙。菲大使虽请菲总统采取行动制止克洛马，但次日菲外交、国防两

会商议结果认为克洛马所占各岛屿不隶属任何国家，亦非南沙群岛之一部，似建议菲政府收入版图。

３０日，台湾当局 “外交部”再次召见菲大使。３１日台湾当局 “驻菲大使”再访菲副总统，菲副总统

表示菲官方无意支持，但盼望国际斡旋。菲律宾方面无视台湾当局的多次沟通，继续任由克洛马在

《马尼拉报》向世界公告占领南沙。在此情况下，台湾当局决定重新出兵巡逻驻守南沙群岛。
根据笔者以前的研究，《马尼拉报》的金主为美国人②，故推测克洛马侵占南沙行动，应当有美

国政府或某些美国人背后 的 支 持，主 要 原 因 是 国 民 党 败 退 台 湾 后，其 自 身 安 全 无 法 保 证，对 西 沙、
南沙能否长期有效地控制也是未知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这些岛屿，可能会影响到菲律宾的

安全。台湾当局 “外交部”档案也记载：“美人所办公报谓克洛马以渔业为主要目的，如果能中国政

府准其居住一岛即可解决。”③ 另 “美国海军当局于一九五○年间劝告菲政府占领太平岛云云”④ 之

语也可以佐证。
美国暗中支持菲律宾占 据 南 沙，缘 起 于１９５６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欲 进 永 兴 岛 和 登 陆 甘 泉 岛 的 情

报。美国为此提出加强侦察西沙地区，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虑公开宣称永兴岛已成为美军轰炸

目标等措施建议。太平洋部队总司令基于后续情报跟踪情况，提出美军暂不宜直接参与到任何针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行动中去，应借助第三方力量。⑤

笔者认为，美国对西沙、南沙中国所属非常清楚，但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担心如果中华人民共

和国占领这些岛屿，在地缘上就失去隔绝地带，故更愿意让菲律宾接管南沙，但基于与 “中华民国”
的传统友谊，不愿明确表态，更不愿直接参与其中，故美国代办向台湾当局表示：“华府对彼 （克洛

马）无采取行动之指示，惟在密切注意中。”⑥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日，台湾当局派太和、太仓 （每舰 吨 位１４００吨，官 兵２００多 人）两 舰 组 成 “立

威”⑦ 南巡舰队，由姚汝钰为指挥官、彭运生为参谋长，另派海军陆战队一个排配合执行巡航南沙群

岛任务。舰队于２日早上出发，３日上午遇到美国海军驱逐舰第５１１０号，并以无线电的方式进行联

系；下午又遇美国水上巡逻机。这说明此时期，只有美国的军力可能在台湾海峡至南沙的相关海域

进行活动，而美国方面也知道台湾舰队重新赴南沙巡航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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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１２月２日出发的是 “定远支队”。



三、台湾当局积极沟通求得美国支持重返南沙

台湾当局要 出 兵 巡 视 并 进 驻 南 沙 群 岛，必 须 征 得 美 国 的 同 意，故 “外 交 部 长”叶 公 超 在 周 末

（１９５６年６月２日）特别邀请美国 “驻台大使”蓝钦来见，并以当日周末大使馆闭馆为由，向蓝钦表

示歉意，继即声述关于南沙群岛一案，有若干急要事项需要告知大使转报美国国务院。叶公超回溯

中国政府对于南沙与西沙群岛所具主权之最近事实说明，即谓菲律宾政府从未公开否定中国对于南

沙群岛之主权，而克洛马竟对记者声称将添派人员前往太平岛，认为其因 “发现”该群岛而持有欲

占领之权利主张诚属遗憾。
叶公超继称：“据来自马尼刺所接获的报告，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现持立场认为南沙群岛之所有

权归属问题尚未确定，且认为事实上美国政府迄今未承认任何一个政府对于南沙与西沙两群岛享有

任何权利。马尼刺方面之报纸所作报道，曾谓据菲律宾总统府某负责官员透露，美国海军当局于一

九五○年间劝告菲政府占领太平岛云云，此项消息未审确否，甚愿能与查明。”①

叶公超明确向美国 “驻台大使”表明已经知道美国对西沙、南沙群岛的表面态度为 “西、南沙

主权未定”，但却暗中指使菲律宾占领太平岛。随后他又溯及前于中国政府在太平岛派有军队治理该

岛并驻防时，曾有一艘美舰驶抵该岛搜寻一架在附近失事的美国飞机，向台湾驻军申请许可与协助

的事实，来提醒蓝钦注意，中国政府于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日的文告中，已经将中国在南中国海之疆界

及所属各岛屿之名称均经详予载明，早已向国际社会证明西沙、南沙为中国之领土。
蓝钦回答称：“本人已就南沙群岛一案两度致电美国国务院，将中国政府之意见说为陈报。昨日

殷格索将军来访，国防部俞部长大维显亦经就此事与之洽商。俞部长曾对殷格索将军强调须避免在

该区域引起紧张情绪，此节本人于上月二十四日与贵部长洽谈后，即在发至国务院之首次电报中予

以强调。至于适才所聆有关 马 尼 刺 所 传 美 国 立 场 一 节，则 本 人 在 未 查 明 该 训 以 前，不 能 有 所 评 述。
惟越南似曾一度对各该岛屿有所主张，恐迄今尚悬而未决，目前越南海军似仍在占领西沙群岛中之

一岛。兹愿向贵部长保证，美国政府决无意在任何情况下卷入此项争执之中。”②

叶公超再次重申：“我政府无意因此事造成任何紧张局势，亦不愿使克洛马提出冒险主张已引起

之紧张情势扩大，我政府现仅欲菲律宾政府提供保证，或发表一项公开否认声明，申诉其对中华民

国所辖南沙群岛，并无提出任何主张之意图，亦无意支持菲律宾人民所做任何占领该群岛的企图或

行动为主张所有权之籍口。……只需菲律宾政府由此项否认声明，中国政府当仍愿允许菲律宾人民

依循规定之入境申请手续，前往各该岛屿。换言之，各该岛屿系属中国所有，自可依中国政府与申

请人达成一致协议，对其投资与开发予以开放也。”③

叶公超所阐述之立场 非 常 明 确，即 中 国 对 南 沙 群 岛 拥 有 无 可 争 议 的 主 权，希 望 美 国 从 中 沟 通，
让菲律宾方面做出明确表态保证其对南沙没有任何占领主张，并提出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菲律

宾公民可依据申请对南沙进行投资与开发。
蓝钦当即允诺将叶公超所述各项意见呈报美国国务院，并建议国务院予以研究，以期此事能获

得圆满解决。同时，还 询 问 台 湾 当 局 可 否 暂 缓 派 舰 队 前 往 南 沙 群 岛，叶 公 超 断 然 否 决 并 答 称 无 此

可能。
从上述档案记载来看，美 国 方 面 并 不 愿 意 台 湾 方 面 马 上 派 出 舰 队 前 往 南 沙，并 要 求 暂 缓 派 兵。

究其原因，是美国政府接到驻西贡大使马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登陆甘泉岛的消息，正在研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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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中，认为 “采取军事行动清除永兴岛、甘泉岛和珊瑚岛等区域可能的共产主义活动给予最高程度

的严正考虑”。并授权美国海军对相关区域进行侦察，同时向驻西贡使馆发出电报 （４０２１号）提出两

种行动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武力行动方案：即先警告，警告期后授权美军依据１９５４年 《东南亚集体

防务条约》直接采取单边行动，以武力逼退 “中共”。第二个方案是外交行动方案：建议推动台湾当

局和越南达成联合行动协议，美军则提供必要的支持。①

但现存档案显示蓝钦并没有将美国上述行动方案告诉叶公超，仅在回复 “殷格索将军是否可能

对菲律宾总统使用影响力量”时透露了空中侦察计划：“若无史敦普将军之命令，恐殷格索将军不能

与任何菲方人士谈商此事。殷格索将军与本人会晤时，亦未有何将进行调停之表示。仅知其允于下

周内对该地区进行一次空中调查而已。”②

６月１２日，叶公超第二次约见蓝钦就南沙群岛再次进行磋商。叶公超向蓝钦表示最近菲律宾克

洛马对南沙群岛坚持其权利主张，以 及 越 南 外 交 部 最 近 所 作 之 声 明，可 能 引 起 “中 共”窥 视 南 沙。
菲律宾政府若不愿发表一项如我驻菲大使所建议之公开否认声明，即经由外交途径向我正式制送一

项书面否认文件，我政府亦可感满意。
叶公超还提醒蓝钦说：“曾强调南沙为中共匪帮窃据利用之危险。据我刻在南沙一带巡逻之舰艇

最近报告已发现太平岛之建筑物上有共党标语，显示共党匪帮或菲共人员曾窜往该岛。俟各该舰艇

驶返台湾后，本人当检视此等标语之照片，其中华文标语固显为中共匪帮人员所书，但内亦杂有菲

律宾土语标语，我海军人员不能阅读，故经拍摄其照片。”③

鉴于菲律宾、越南及克洛马都不愿承认中国对南沙的主权，叶公超便以 “中共”渗透占据为由，
称 “共匪若窃据控制南沙，对于该区域公海之自由，亦将为一大威胁”，提议中美双方应共同协防该

区域。蓝钦答称：“本人必将此项请求传达美国政府，顾本人虽不以为南沙有何战略上之重要性，但

颇以为南沙若为共匪窃据，将危及越南与菲律宾之安全。”④

从蓝钦的态度来看，美国最大的担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西沙、南沙群岛。

四、美国 “模糊处理主权不能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形成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管理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华人民

共和国将南海诸岛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当菲律宾对南海诸岛提出荒谬要求时，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于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０日发表严正声明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容许团沙群岛 （南沙群岛旧

称）及南海中其他任何属于中国的岛屿被外国所侵犯”。⑤ 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５日，周恩来总理针对旧金山

会议的声明，就我国南海诸岛领土主权发表声明： “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

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

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此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

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任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海诸岛的态度是促成美国南海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
“日本列岛—琉球群 岛—台 湾—菲 律 宾—澳 大 利 亚”一 线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被 赋 予 了 近 东 亚 大 陆 “岛 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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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第２集）》，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２页。



链”的特殊地缘战略价值。而中国的南海诸岛处于东亚大陆和 “近海岛屿链”的中间，临近若干海

上通道，虽岛屿自然条件差，但军事价值极为突出。美国似乎并不重视南沙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

地缘隔离区。故美国对南沙的政策是基于整个东亚战略框架而做出的。

１９５６年在南海发生的各种事端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美国深刻地意识

到了南海岛屿争端的复杂。６月２６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讨论了西沙和南沙问题，最后认为

中菲越之间因领土争端诱发相关事件，美国最好的选择不是作为某一方的盟友，直接参与到争端的

冲突中去，而是要保持中立并努力成为各方之上的仲裁者。①此次会议确立了战后美国对南海争端的

基本认识和政策原则，即是南海主权争端本身与美国无关；美国不应对具体问题选边站，也不会直

接介入具体问题的解决；美国宜以中立仲裁者的身份参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进程。
基于以上政策，美国不愿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南海诸岛，但不反对共同阵营的相关国家来接

收，故不论是台湾当局、还是菲律宾等国家占领都可以，只要在自己阵营范围内美国即不愿意明确

表态支持谁，也不愿意表态反对谁。故当叶公超告诉蓝钦正考虑在南沙设立观测所并请美国方面支

持时，蓝钦马上问是否与菲当局进行咨询协商。叶表示未与菲方协商，也不欲在中美双方就此事达

成上述协议前进行初步商谈。蓝钦也表示同感，认为此时非最佳时机。

６月２日，台湾当局派遣的 “立威部队”开始巡视南沙群岛。为了寻求未来驻在南沙的合法性，
台湾方面特别希望能与美国合作，以强化其在南沙驻在的安全性及主权合法性。６月１４日叶公超第

三次拜见蓝钦。
蓝钦称 “国防部”俞部长曾就南沙群岛问题与殷格索将军会晤，谈话情形殷格索将军曾报告给

蓝钦，并向史敦普将军提出建议，因此项问题具有政治性，请蓝钦署名，唯蓝钦告之美国国务院不

愿介入此事，但对于该地区治安权则极为重视，为顾及该地区安全起见，美方目前可担任空中巡逻

任务，并言 “美国第七舰队在西沙群岛附近侦查结果并未发现菲方军舰，但却发现大陆共产党在该

处已建有若干房屋，其中却有一两 层 楼 房，美 方 甚 欲 知 道 此 种 建 筑 物 之 性 质，究 竟 营 房、办 公 室、
观测，抑为渔业之用，又西沙群岛中距离永兴岛西南６０到７０里之Ｐａｔｔｌｅ岛，于二战日本人投降后

为法人所占，该岛现尚有法国人五名及越南军队一支，闻法人即将离去，而越军不久亦将撤离，彼

个人认为届时台湾方面应前往进行侦查进驻该岛，免为中共占领，为对该岛上情况是否可供长期居

留一点，不甚明悉。”“南沙群岛孤悬海上，台湾方面如不加占领，日后在外交上恐难于应付，彼个

人希望台湾政府考虑派人留驻较大数岛，以策万全。”②

叶公超当即表示 “此事正在我政府研究中，我方可能派遣数支军队进驻太平岛，表面上之理由

有二：（一）去年在马尼拉举行国际民航组织太平洋区域会议时，我方已接受英代表团之建议，与南

沙群岛之一岛上，设置观测所，以供应所有飞行于该区域内之民航机以及附近之其他测候所关于气

候之一切记录于情报，英国代表团此项正式请求并足证明南沙群岛之主权却属于我。（二）我国将利

用该群岛开发远洋渔业。”同时，他还强调：“我军进驻以后，在南沙群岛一带之我方船只，为避免

风险或因其他紧急事故，如有驶入美国在菲律宾基地之必要时，希望美方予以协作。”蓝钦大使答以

“此事料无问题”。③ 叶公超还提及空中巡逻问题，询问美方可否准台湾飞机使用其在菲之空军基地。
蓝钦谓空中巡逻一事恐需要美方担任。

关于中美合作共同保证南沙群岛区域之安全问题，蓝钦称尚未获美国国务院之复电，在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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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美国政府可能表示赞同，惟如何执行则有待于美国国防部及太平洋司令部会商，但美国政府不

愿卷入关于权利或者权利主张之任何纠纷。关于台湾方面派军驻守太平岛一事，蓝钦大使请台湾当

局决定后告知。叶公超当允照办，但请蓝钦勿转告菲律宾大使，以免增加其处理此案之困难，蓝钦

亦允照办，并希望此案能早日获得圆满之解决。①

从上节内容分析来看，１９５６年台湾当局重返南沙群岛，特别是长期驻守太平岛事宜是与美国有

过认真沟通的。美国虽表面上声称从未承认任何国家对南沙群岛之主权，也不愿卷入权利纠纷之中，
但不表明美国不支持某一国家。美国明确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南沙，但却愿意台湾当局来接收

并驻守南沙群岛，并愿意提供空中军事巡逻。当 “威远特遣支队”进驻太平岛的前夕，美军将太平

岛侦查状况提供给台当局海军总部做参考，此事足以证明在台湾当局再次驻守太平岛的过程中，美

国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与帮助下，台湾当局重新返回南沙群岛并在太平岛上派驻了军队。７月３０日，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雷德福上将第八次访问台湾。雷德福上将曾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被称为 “海上麦克阿瑟”，参与过台湾的联防战略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及签订工作。雷德福３１
日与 “副总统”陈诚会见时，讨论西沙及南沙两群岛之主权归属及防务等议题，即提出了不同的

意见：

雷：本人对西南沙两群岛最近之情绪颇为关切。该两群岛实无甚重要，倘竟因此引起中国

与友邦交恶，实不相宜。该两群岛亦无多大价值，所怕者倘共党加以占领，可能用以转送工作

人员走私向外渗透而已。
“副总统”：该两岛主权向属我国，只要有关各国承认我主权，其他问题可以商办，如防共匪

占领，拟可采用联防等方式。
雷：日前菲律宾有些人对南沙有所要求，越南则对西沙有所要求，中国事实上无法将该岛

全部占领，在经济上亦无占领之价值，故对此事必须与菲越两国有一解决办法，尚能彼此分占

若干岛，再以所占之岛分别监视其余之岛，即可使全部岛屿无虞为中共所占。
“副总统”：主权问题如先能被承认，至于如何分别防守之办法等问题，想均不难解决。
雷：如贵国坚持承认主权，则恐将不能达成协议，因彼等亦均要求有主权，譬如一船礁打

破，如二十四小时无人看守则自己之物件必被人搬取，中国如坚持主权，则何以不看守自己之

财产，中国并未占据各该岛，事实上亦无法完全占领，中国对该岛屿拥有主权之说也许比菲越

有利，但南沙接近菲律宾，西沙则接近越南，且越南已占西沙两岛，共匪亦占其一，未见中国

提出异议，现无人之岛惟恐匪将用为走私工作人员之据点而已。
“副总统”：在原则上与其由匪占领，自不如由友邦使用，但主权问题为人民与立法院所关切，

我如何能向人民与立法院说服？该岛等对我关系并不大，对菲越则关系甚大，分防是可以的，
此问题也需赶快解决，当告叶部长与蓝钦大使从速商讨大家可以接受之办法。

雷：如贵国谈及主权则必无协议，此事最好先谈如何解决，至于主权问题，留待以后再说。
“副总统”：主权问题固暂可不提，如谈分防，菲越两国实无实力防卫，势必依赖美国第七舰

队支持，赏若美国能加入，则一切问题更易解决，否则，分防之后恐正足以供各国不屑之徒，
与中共勾结走私使中共利用作为渗透工具。

雷：防卫该岛为一较大问题，目前先求分占，只要在主要几个岛上有人，携带有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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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共匪前来即可报告。目前五帝岛 （西沙一岛）上已有共党占住，惟恐其再继续进占，吾人对

五帝岛之共党尚不知用何办法，将来或只有将他们绑票。①

从雷德福上述谈话来看，美国明确知道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却担心西沙、南沙被中华

人民共和国所占据，便以菲律宾及越南对西沙、南沙的领土要求，台湾当局无法占据全部岛屿为由，
要求台湾当局将邻近菲、越的岛屿交给他们分占分防。笔者以为，这标志美国模糊处理主权不能有

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正式浮出。而台湾当局为了达到反共之目的，竟提出 “主权问题固暂可

不提”，默认了美国无理的要求。
综上所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开始奉行敌视政策。受此影响，美国的南海政

策开始出现对中国更为不利的变化。由 于 海 峡 两 岸 在 菲 律 宾 及 越 南 等 试 图 侵 占 南 沙、西 沙 群 岛 时，
采取了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主权立场，致使美国方面出现前后矛盾的处理方式。美国驻台大使

蓝钦在台湾当局重返巡航南沙群岛再驻防太平岛中，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但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雷

德福却并不支持台湾当局的 “主权说”，认为台湾没有能力掌控整个南海诸岛，而南沙接近菲律宾，
西沙接近越南，台湾应当联合共同阵营的菲越，让他们占据地缘就近的岛屿，以防止中华人民共和

国占领西沙、南沙群岛。此后，台湾当局虽驻守太平岛，但其它一些岛屿却陆续被菲律宾、越南等

国非法占据。这是美国 “模糊处理主权不能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所导致的。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龚赛红

Ｔｈｅ　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ｂｙ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Ｕ．Ｓ．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ｉ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ｄｒｅｗ　ｆｒｏｍ　Ｘｉｓｈａ　ａｎｄ　Ｎａｎ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Ｎａｎ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ｍ．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１９５６，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ｃｌａｉｍ　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ｏｎ　ｉｔ，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Ｕ．Ｓ．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ｈｏｗ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ｓ．Ｉ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ｎ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ｍｐ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ｍ　ｔｏ　ｏｃｃｕｐ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Ｘｉｓｈａ　ａｎｄ　Ｎａｎｓｈ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ａｔ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ｉｗ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Ｔａｉｐ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４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极机密）陈副总统与美雷德福上将谈话纪要》，《南沙群岛》，（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档号：００４５／０１９．３／００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