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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歷史背景梳理詳細，對相關議題發展見解中肯，充分展

現出青年的愛國熱忱。 

 

註：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外交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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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之看法 

張統一 

  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的持續延燒引發中華民國、中國大

陸、日本三方的高度緊張。日方大動作以換算約七點八億台

幣的價格將含釣魚台在內的三座島嶼收歸「國有」，使台日、

陸日之間的關係降至冰點。先前香港保釣人士持著中華民國

國旗及五星紅旗在船隻被日本海上保安廳重重夾擊之下擱

淺後，冒險搶灘高舉旗幟宣示主權。隨後，大陸地區各處即

陸續傳出民眾上街激烈示威抗議日方一意孤行處理釣魚台

問題。同時，我國外交部正式發表聲明，嚴正抗議日方竊取

釣魚台的行為枉顧東亞地區的和平，並召回中華民國駐日代

表，以示不滿。及至近日，我國六十艘漁船奮勇挺進釣魚台

海域宣示主權，台日雙方船隻互有細微衝突交鋒。 

  二戰期間美軍占領琉球群島，並將釣魚台列嶼劃分在其

領域內。戰後美日雙方簽訂「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除

了日本本土，亦包含了琉球群島及釣魚台列嶼。1971 年美國

決議歸還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交付給美國託管的土地，其中釣

魚台列嶼的行政管轄權也隨之讓渡給日本。我國保釣人士旋

即對此表達高度不滿，憤而走上街頭發起保釣運動。對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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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而言，爭議點在於舊金山和約我並沒有簽署而遭盟國排

除在外，論法理、程序皆枉顧同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的權

益，且釣魚台的託管與否，更不見於具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

當中
1

  釣魚台的主權固屬於中華民國。不論依據法理、歷史、

地理、地質，我國對於島嶼的所有權絕對毋庸置疑。在中國

史料中對釣魚台的記載較日本官方早了 500年之久，在明朝

永樂元年(1403年) 的 《順風相送》首度出現釣魚台名稱，

此後琉球國與日本史地書籍中記載有關釣魚台資料時也沿

用了中國命名。又如《重編使琉球錄》中更清楚定義了琉、

釣之間的界線

 ，成為了實質占領而缺乏統治的合理性。 

2
 。論地理方面，我國距離釣魚台相較日本距

離島嶼還近得多，且在民國 88年政府明定了第一批的領海

基線時即把釣魚台包含在內，並在 93 年時測量完成
3
 ，確

立我國擁有主權的依據。至於地質，釣魚台列嶼屬於火山

島，是台灣北部大屯山－觀音山脈延伸海底的突出部分
4

                                                      
1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A3%E9%AD%9A%E5%8F%B0%E5%88%97%E5%B6%BC%E4%B
8%BB%E6%AC%8A%E5%95%8F%E9%A1%8C 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 

 。

由各方面條件來看，我國對於島權的擁有更顯得名符其實。 

2 http://www.diaoyuislands.org/islands/hollysoil.html 有關釣魚島 
3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76849&id=1&id2=1 釣魚台領海基線 內政

部：台灣已公告 
4  http://old.npf.org.tw/Symposium/s94/940714-NS.htm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國家安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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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位高中生，我毫無疑問地堅持釣魚台的主權屬於

中華民國。還記得小時候，因為祖父曾參與金門八二三戰

役，所以常常聽他提起當年浴血保衛大小金門島的那段歷

史。就在半夜，共軍的突擊震碎了小城的寧靜，瞬間將純樸

的金門轟成斷垣殘壁。我國軍卻絲毫不退縮，義無反顧地誓

死抵抗，中華民國的梅花精神顯著地在戰爭中展現。然而小

時候年幼無知，對於國家的認同及了解並不完備，故無法深

刻揣摩祖父的心境。長大後，漸漸了解了國家的歷史發展，

才發覺原來捍衛國家的主權獨立著實不易，並始能體會祖父

的愛國情操。這也是為何我認為釣魚台的主權我國寸步都不

可退讓的原因之一。 

  釣魚台的主權爭議所造成的東亞緊張情勢不僅是區域

和平的威脅之一，更成為中華民國、中國大陸、日本三方面

在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上的衝突點。陸日之間的嫌隙在二戰中

已留下汙點，在釣魚台列嶼爭議後又更將雪上加霜，中國大

陸的人力代工與日本產業緊緊相扣，在陸日關係逐漸惡化的

情況之下，日資的投資環境不免遭受打擊，這將是陸日之間

政治影響經濟合作的險峻考驗。而對於台灣，日本是我國最

大的入超國，且在「311大地震」後我國捐助了日本 18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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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的援助，日本卻因釣魚台事件枉顧我國觀感，不僅傷害

了台灣人民的感情，也使兩國之間的友好出現了危機。另一

方面，在主權爭議中，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尷尬關係

也為大家所忽略，兩方皆聲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合法性源自

歷史的脈絡，這也透露出自內戰以後一直沒有解決的「兩岸

分治」或「九二共識」的問題。而夾處兩岸中間的香港，也

因為近日以來港府試圖推行德行與國民教育科的政策而與

北京的關係陷入緊繃，驅使十二萬人霸佔港府廣場要求撤回

執行，因而使得港人在釣魚台事件中難以表達對北京立場的

支持，部分香港民眾甚至轉而支持中華民國合法擁有釣魚台

之主權。 

  總而言之，我確信釣魚台的主權爭議不會因為日本將其

「國有化」後而結束。在捍衛主權、區域和平、經濟利益考

量下，我國對外要如何恰當地處理外交事務，對內是否要舉

行公投凝聚共識，這都是政府必須運用智慧來面對的課題。

當然，身為國民的我們也不能將國家政治事務置身事外。在

一個亦敵亦友的國際社會中，唯有透過全國人民的團結一心

才能使國家強盛。即便我國地位在國際關係中常居於弱勢，

但我相信只要民間與政府雙管齊下的努力，必能使台灣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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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地位越來越受重視，而使中華民國成為世界上一個全球值

得敬重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