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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势与政策》内容分三篇，第一篇是当前世界和中国基本形势概况介绍，包括大国外交战略、
区域政治和国际经济组织、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理解、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目的是让读者全面了
解国际基本形势，认识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特点；第二篇是与中国关联性较强的一些世
界热点问题，包括国际气候谈判问题、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中国海权事业等，目的是让读者认识中国
坚决维护国家权益的决心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外交原则；第三篇是国内热点，包括当前的CPI
与民生问题、政务公开问题、中国深化改革问题、两岸关系问题等，目的是让读者认识党在促进国家
统一、推动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发展民主政治等方面所采取的有效举措。
　　《形势与政策》可供普通高校大学生、研究生使用，对于自考生、一般读者了解国际国内政治经
济形势也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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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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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不是解决南海争议的唯一依据本章小结热点思考第三篇 国内热点聚焦第七章 CPI与民生问题第
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CPI基本变动状况第二节 CPI变动下的民生问题第三节 房地产业价格调控拓展
阅读：“十二五”期间政府改善民生的政策本章小结热点思考第八章 自媒体时代的政务公开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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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第三节 两岸经济关系拓展阅读：和平发展大道之行本章小结热点思考参考文献附录1附录2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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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公约》仅可以解决国家之间的海洋争端问题，不能被用来解决岛屿领土主权之争端。
《公约》明确指出其宗旨是“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
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及研究、保护
和保全海洋环境。
”因此，海洋法的基本常识是，《公约》不能作为解决岛屿主权争端的法律依据。
　　其次，《公约》不能代替国际法。
这是因为国际海洋法只是国际法中的一个部门法。
《公约》虽然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部重要的成文法，甚至可以说是国际海洋法规则的集中体现，但是，
《公约》不等于、更不能够简单地代替国际法。
《公约》明确规定：“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因此，《公约》规定的未竟事项，仍然应遵守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
　　再次，《公约》只规定了解决争端的原则、方式和途径。
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争端问题，《公约》明确规定了沿海国有义务以协议方式来划分；如果
有关国家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可以诉诸《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南海争议的核心是南沙部分岛礁的主权争议和南海部分海域的划界争议。
从上述分析看，《公约》并不能解决所有海洋问题，因为它并非只是法律问题。
南海争议因有关国家之间争端的内容和范围不同，而分别或同时涉及南海周边国家的历史、外交、政
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等诸多方面。
因此，海洋法问题仅仅是南海争议中所涉及的问题之一，《公约》只是解决南海海域主张范围及其划
界问题的国际法依据之一。
也就是说，《公约》既不是解决南海争议的唯一国际法依据，更不是唯一依据。
例如，解决南沙群岛主权归属，就需要两方面依据，一是历史依据，领土争议通常都涉及复杂的历史
事实和过程。
二是国际法依据，特别是领土取得规则。
这两方面依据都已经超过了《公约》的规定。
举世公认，中国是南海争议当事国之中拥有数量最多、时间最久远的历史证据的国家。
因此，那些反复强调“《公约》是解决南海争议的唯一国际法依据”或“解决南海争议只能依据《公
约》”的人或国家，其实是企图削弱或否定中国在南海岛礁领土主权问题上所拥有的上千年历史和其
他一些问题上至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事实。
那些片面强调《公约》的作用，淡化和否定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观点，也是非常片面和错误的。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形势与政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