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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之我見 

戴孜容 

   今年四月十六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應「傳統

基金會」之邀，於華盛頓發表演說，提及將以東京都預算購

買釣魚台私有三小島；他稱「日本政府不做，就由東京都來

做」，因而引起國際譁然，也激起東海區域國家之間關係緊

張的波瀾。 

    在歷史上，美國於 1972 年片面將釣魚台列嶼劃為日本

「行政管轄區」，日本因此對釣魚台擁有「行政監理權」，但

這並不代表日本有合法主權。大陸礁層──依據 1958年聯

合國《大陸礁層公約》定義如下：「水深不逾 200公尺之大

陸棚及鄰接島嶼之海床及底土。」而釣魚台列嶼散佈於臺灣

東北方的東海，南距基隆 102海浬，位於東海大陸棚前緣，

屬新三世紀砂岩層，水深在兩百公尺以內；因此，根據此公

約，從花瓶嶼至釣魚台列嶼最東的赤尾嶼島上，都應屬於我

國「陸地領土之自然延伸」，所以臺灣對釣魚台海域資源的

探測與開發擁有絕對權利。反之，釣魚台列嶼與琉球群島之

間卻有深一千公尺以上的海溝阻絕，若要列入琉球領土，實

在有些牽強；再者，過去日本政府也將釣魚台列嶼列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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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而非屬琉球，如 1786年日本仙台藩人林子平製作的《三

國通覽圖說》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將釣魚台列嶼與中

國同繪為紅色，而與琉球三十六島的淺黃色及日本的淺綠色

完全不同；所以，基於歷史、地理、地質，以及國際法，這

些強而有力的資料，都在在證明釣魚台乃臺灣島之附屬島

嶼，中華民國之領土。 

    依個人之見，若要解決釣魚台列嶼之主權爭議，實非易

事。第一、長久以來受中國大陸之打壓，國際仍不把我國視

為一主權國家，因此在談論釣魚台列嶼爭議時，均會忽略我

國聲音；二來，我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均主張擁有釣魚台

列嶼之主權，若因各方無法自我克制，進而將主權問題升高

為軍事對立行動，那麼東亞地區的和平，將會毀於旦夕，屆

時三方之經貿也將嚴重受挫。第三、表面上看來，當事國只

有臺、日、「中」，但背後卻有美國的身影介入釣魚台問題之

中。美國政府在此爭議中的立場是：「釣魚台列嶼在日本的

管轄下，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 5 條；但針對釣魚台列嶼

的主權，美國採取中立的立場。」姑且不論其居心為何，已

經為東亞敏感的勢力角逐，更掀起了劍拔弩張的滔浪。 

    追根究底而言，釣魚台列嶼之所以會如此炙手可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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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就是為了它附近的石油資源和廣大的魚場所形成的經濟

利益，主權固然要堅持，但以目前臺灣的處境，並沒有太大

的實力和「中」、日、美三國硬碰硬。所以我認為臺灣能做

的是在三強之間取一平衡點，進而爭取主權對話上的主導

權。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如馬總統所提出以「和平對話、

互惠協商」、「資源共享、合作開發」的方式，透過臺、日、

「中」共同協商，讓三國共同互享釣魚台的資源，並進而三

國攜手開發東海資源。這樣，其一，能化解釣魚台主權之爭

議，使此問題不致於惡化、激化，方能維持亞太地區之和平。

其二，也能達到「東海和平倡議」效益，讓三方共同締造彼

此的最大之效益。但儘管有上述兩點，我仍認為那僅限於資

源共享與開發的前提下，若要論及領土歸屬，臺灣仍應溫和

卻堅持否定日本將釣魚台列嶼國有化之行為，並且以堅決態

度全力捍衛國家領土之完整，展現積極維護主權之立場與決

心。 

    外交部長楊進添先生說：「釣魚台爭議，激情方式解決

不了問題。」如今的情勢看來亦是如此。和平或是武力，立

場也許迥異，但必有交集，那交集，就是維護自我國家之利

益與對國家之認同和熱愛，因此，在對解決我國主權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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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想，並沒有誰是誰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