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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雖然未嘗試釐清釣魚台主權歸屬，但將危機視為轉機的

建議表達得相當具體。 

 

註：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外交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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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之我見 
 

                                                         趙友綺 

一、 前言 

 

    當日本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說要買釣魚台列嶼時，已經

把釣魚台爭議從亞洲區域性的吵嚷，提升到臺日「中」美

四方之間重要難題。 

    釣魚台在歷史上屬於中國，在地理上屬於中華民國台

灣，在實質管轄上又似乎屬於日本。日本地狹人稠，自古

以來期望擴張領土，從琉球、朝鮮、臺灣、東北三省，二

戰時期佔領南洋、高唱大東亞共榮圈構想，都是希望能長

期佔領殖民管理，最終劃為日本領土。雖因偷襲美國，逼

美國參戰，並因原爆而無條件投降，放棄各種不當佔領地

區。但如果日本擴張領土基本思維不變，對釣魚台問題絕

不可能鬆口放棄，因此該島主權爭議，最後恐會成為挑動

民族情緒、軍武部署對立等等的持續棘手問題。 

    從美國將琉球於二戰後歸還日本，其周邊島嶼紛爭不

斷。日前韓國的總統登上獨島，俄羅斯的總理早就登上北

方四島及俄艦隊巡航，海峽兩岸四地人士登上釣魚台插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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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加上北韓也插手攪局等。日本則以外交聲明、抗議、

撤換大使或日本議員登島等來因應，錯綜複雜的領土主權

爭議，日本是否會與爭議各國家共同開發資源，無法得知。 

    日本一再要求將與韓國爭議的獨島，以及與俄羅斯爭

議的北方四島主權歸屬問題，送交國際法庭處理；而對與

中華民國所擁有的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在美國宣稱日本

對釣魚台有實際管控權又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範圍內支持

下，當然不願意送交國際法庭處理。 

 

二、 解決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之我見 

 

主權問題，實在難解。 

主權不只實質領土的裡子問題，更有執政黨能否繼續執 

政的面子問題。既然難解，其實可以取法目前兩岸交流模

式，以「一島各表，共享共贏」的和平方式，避免繼續擴大

成區域性領土爭議、民族對立，而擦槍走火，產生不必要軍

事行動。 

    對釣魚台爭議，試提以下幾點淺見。 

 

(一)爭取國際媒體露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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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台問題，其實是我國躍上國際媒體頭版版面的最佳

籌碼及絕佳機會。我國一直想藉由各種國際活動如奧運會、

世運會、APEC、WTO 等機會，爭取最大曝光度，增加國際知

名度，而爭取國際人士的注意及支持，順利加入國際組織及

國際團體，及參加國際活動。如單以國人幾十載的奮鬥，及

政府施政努力、經貿實力等，想爭取世界人士注意支持，仍

十分困難。但有釣魚台主權之爭議不斷，有「中」美日三方

捲入，很容易就能吸引全球注意。因此釣魚台事件是一個好

機緣，可以讓我國外交部門及國際傳播文宣機構，好好發揮

國際外交折衝智慧。 

 

(二)不宜經常登島抗議宣示 

 

    兩岸四地人士登上釣魚台固然是宣示我國主權以及抗

議日本侵占的行動，但也有負面意義，就是會凸顯釣魚台目

前確實是在日本政府有效實質管轄權下，才會有抗議行為。

日本政府就不鼓勵日本人民登上獨島或是北方四島去抗

議，主因是這二地區確實已在韓國及俄羅斯有效管轄之下。

當兩岸三地人士登上釣魚台抗議、被日本軍警逮捕、判刑、

服刑，以及遣返等行為，都是在一個國家能執行有效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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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才可行使的法律行為。因此，兩岸四地人士或是海外愛

國保釣等人士不宜經常有登島舉動，否則等於間接默認日本

擁有該島的有效管轄權。 

 

(三)聯合國成立機構 開發資源 

 

    支持馬總統的和平主張，可請中國大陸或日本將釣魚台

爭議及資源共享等提請聯合國處理，邀集爭議各方籌組獨立

機構，處理釣魚台資源共享事務。更可將該等辦法制度擴及

到全世界有領土主權爭議、願意擱置爭議、願意共同開發資

源、分享資源的國家們，一起成立資源分享機構，分享地球

共同資源，而不是舉行軍演、兵戎相見，加速浪費地球原應

共享的資源。我國也可藉參加聯合國此種權宜事務獨立機

構，逐步完成加入聯合國的佈局行動。 

 

(四)參與國際社會 最佳籌碼 

 

    中華民國本就應該參加各種世界組織，並再成為聯合國

會員國。但是過去因為兩岸政治對立、國際舞台角力，無法

如願。如今有釣魚台籌碼，正可以讓世界各國注意到中華民

國的存在及維護領土決心。主權當然一吋不可讓，但是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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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藉維護主權爭取國家利益。可先請解決爭議大國協助加入

各種國際事務組織，或以在聯合國內加入主權爭議處理機構

的會員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三、 結論 

 

    危機就是轉機。 

    釣魚台爭議，已經從早期無人島嶼，各自表述主權的局

面，衍生到目前「中」美兩大勢力進場，因此，我國處理方

式已非當年思維。釣魚台爭議，遲早會因能源需求而攤牌，

如今既然臺日「中」美四方都已介入，正好趁此解決。當然

不一定能將主權真正劃清，也不是蛋糕大餅般分切為二或

三。而是將東海爭議、南海爭議一併拖在一起商議解決，實

現馬總統的東海資源開發、礦源共享、漁業合作以及環保生

態維護等和平倡議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