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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之我見 

李汝謙 

一、 背景 

南海爭端未平，東海問題又起。關於引發東海問題的釣

魚台列嶼主權爭議，我國根據歷史、地理、地質及長久

以來的主權行使意願與作為，在日據時期前即明確擁有

該區主權。二戰後又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

「日本降伏文書」及「中日和約」合法收復領土。日本

方面，則依清末時期的占領行為與美日「返還琉球協

定」，堅稱於１９世紀先占取得釣魚台列嶼，後又依條

約結束美方託管，合法收回主權。以上爭點大致可以二

戰前後做切分：戰前，針對日本主張的先占，一來釣魚

台列嶼並非無主地，二來其占領亦不符有效原則；戰

後，美方結束託管並將該區行政權交還日本，此舉或有

失當，且依聯合國託管制度，管理國無權片面改變託管

地之法律地位。據上述，釣魚台列嶼無疑屬我國領土，

惟國際情勢變幻詭譎，「中」美兩強角力近年更聚焦亞

太地區，台日間的爭議早已不再單純，其牽涉之廣，我

國進退之間實需謹慎拿捏。個人將於本文，分別從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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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與外部應對兩方面就此項爭議提出建議。 

二、 東海和平倡議與建議作為 

馬總統日前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個人認為是外交策

略上成功的一步，其原因如下：深究日方頻頻挑釁的動

機，其國內選戰逼近絕對是因素之一，如即將實行的釣

魚台國有化與安倍晉三為角逐黨魁的發言等，均為日本

政黨利用民族主義鞏固選票之行為。相對的，這也激起

了中共的民族與歷史情結，故該倡議於兩方民族情緒高

漲時提出，就和緩衝突而言，可謂是來得及時。 

美國方面，因為日本內部存在政權轉換之際的不安定，

美方對日本的掌控力下降，而這也可視作我方的一項契

機。日本因國內因素暫時無法回應美方要求，美方勢必

加強對台重視以箝制中共，甚或透過我方在爭議中為其

發聲。參考美國在南海問題中的主張－自由航行權，該

倡議可謂部分兼顧了美方東海利益，或可收中介協調之

效。 

補充倡議內容，以下是個人就我國內部作為的建議： 

（一） 善用媒體，使民眾不僅關切問題，更能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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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問題，理性認知我國處境。 

（二） 軍方與海巡單位協力，加強海疆防禦力道，保

護漁船作業，強化我國主權行使事實。 

（三） 從文化、教育等方面強化國民對我國領土的認

同。 

至於對外態度方面： 

（一） 捍衛主權立場，爭取國際發聲機會，避免遭邊

緣化 

（二） 外交手腕彈性，對中共，我方盡量不觸及敏感

問題，與其建立默契，但亦不可過度靠攏，除

防範中共外，亦需考量若情勢失控時再無迴旋

空間；對美國，利用與中共的微妙關係維繫其

對我方的重視，並以開放資源分享的方式兼顧

美方利益，藉此影響美方向日本施壓；對日本，

重申主權立場，同時大開談判之門。一方面透

過美國迫使日本同意就東海問題展開多方談

判，甚或訴諸司法，另一方面亦須倚仗中共勢

力，使日本不敢輕舉妄動，升高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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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開放的態度，提出概念性作法，在國際上站

穩腳步，方能適時以對等立場參與爭端解決程

序。 

三、 爭端解決途徑與我國機會 

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爭端解決不外乎外交、仲裁與

司法兩大途徑。外交方面，如前述，雙邊與多邊談判是

最直接也最易實踐的方式，若陷入僵局，方有之後的調

停、調查、調解等方式，但問題在於此三者皆須第三方

或非當事方的介入，而釣魚台列嶼爭議涉及台、美、日、

「中」四方，特別是面對世界兩強的角力，似乎難有可

預見的中介者出現。司法方面，我方勢必面臨到我國非

聯合國會員與國際法地位特殊的現實。欲聲明成為國際

法院規約當事國，過程困難重重，若遭拒，將對我國國

際聲望與地位造成傷害，不可不慎。最後談到仲裁，原

則上我國得以向常設仲裁法院提起訴訟，但交付仲裁

前，兩造必須先簽訂特別協定（若提交國際法院成功亦

需為之），而此規定勢必使程序難以展開，便如南韓拒

絕將獨島問題交付司法一般。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若仲

裁或判決結果將涉及第三方利益，在無第三方聲請參加



 - 5 - 

或同意該影響的情況下，法院極有可能不會做出裁決，

而這也使得如東海爭議這類的多邊問題難以進入司法

程序。小結以上，大部分的爭端解決途徑看似皆有其窒

礙難行處，但國際情勢變幻莫測，我方不應預先排除任

何可能，而應做足隨時展開程序的準備。況且若果真訴

諸司法，與另一當事國成為對等兩造，可謂大大確立了

我國國際地位。 

四、 結論 

近日我們看到了南韓獨島立碑、泳登獨島，姑且不論主

權歸屬，但其捍衛國土的精神可謂是上下一心。面對釣

漁台列嶼爭議，我國國際處境特殊，個人認為過激舉動

並無助益，還賴我政府以智慧化危機為轉機，但全民保

衛疆土的決心卻絕不能落後於人。無論別人稱呼我們台

灣、中華民國，甚或中華台北，我們都要大聲讓國際知

道釣魚台列嶼是屬於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