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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 釣魚島等島嶼就已屬於中國版

圖。

1603年日本進攻台灣失敗。

1879年日本吞併中國琉球群島。同年，

中日兩國政府曾對琉球的歸屬問題進行

談判。在談判中，雙方都認為琉球共36

個島，釣魚島等島嶼根本不在36個島之

內。

1885年 日本把擴張目標定為釣魚台群

島，因清王朝反對，未果。

1894年 中日爆發「甲午海戰」，中國戰

敗。

1895年1月21日 日本內閣再次討論，決

定強行佔領釣魚島，在島上建立標牌(實

際未建)。

1895年4月17日 戰敗的中國被迫簽訂了

不平等的《馬關條約》，條約規定，中

國割讓台灣及其附屬島嶼給日本。

1900年日本政府把襲用了幾百年的釣魚

島等島嶼的名稱改為「尖閣群島」。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島重回祖國，各

種國際文件均明確指出，台灣

及其周圍島嶼歸中國所有。日

本政府將附屬於台灣島的釣魚

島等島嶼以歸沖繩縣管轄為借

口交由美軍佔領。由於琉球群

島(沖繩)被美國托管，因此釣魚

島也成了美軍「靶場」，由美軍

代管。

1970年 美國把琉球群島的管轄

權交給日本，同時把釣魚島

「送」給日本，日本遂派出軍隊

赴釣魚島巡邏，沖繩議會亦在

這一年首次提出有關釣魚島的

「領土防衛」問題，中國表示抗

議。台灣愛國青年及海外華人

發動了轟轟烈烈的「保釣運

動」。迫於輿論，美國宣佈，只

向日本移交釣魚島之行政管轄

權，與主權無關，釣魚島主權

歸屬問題，由各有關方面談判

解決。日本政府拒絕談判。

釣魚島爭端歷史由來

外界普遍認為，美國企圖造成中日對釣
魚島的爭端以至長期對抗，以便坐收漁人
之利，達到牽制中國的目的；而日本企圖
佔領遠距沖繩300海里的釣魚島，大大擴張
領海和經濟區，以便分享中國大陸架資源。
儘管美國一直公開表態不介入中日釣魚

島主權的爭執，實際上卻暗地裡挑撥中日
矛盾。此前，美日官方多次公開表態，要
將根據《日美安保條約》來對釣魚島進行
防禦，這個條約對日本搶佔釣魚島產生了
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多中國網民認為，
「日本之所以最近敢於在釣魚島問題上頻
頻挑釁，就是因為美國人給了他們底氣，
日本已經成為美國新亞洲戰略遏制中國的
重要支點」。

美日協定均對釣島無效
中國社科院專家李國強撰文指出，美日

兩國之間的任何條約或協議，均不具備決
定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的法律效力。中國
海軍軍事專家尹卓也向媒體表示，美國國
務卿希拉里聲稱的「釣魚島是《美日安保
條約》第5條的適用對象」沒有任何意
義，因為釣魚島不是日本固有領土。
尹卓指出，其實，中日雙方都知道，釣

魚島問題長期解決不了，是因為釣魚島已
經成為美國用以離間中日關係的工具。他強
調，釣魚島問題的激化，對中日兩國都沒有
好處，將使兩國關係惡化、民眾走上對抗的
道路，而最終美國會「漁翁得利」。

一島離間中日 美收漁翁之利

釣島爭議性遠超獨島
有輿論分析指出，如果日本把釣魚島的

主權爭議性質看成與南千島群島和獨島相
同，是自欺欺人。
東亞領土爭端在激化，俄國前總統梅德

韋傑夫和韓國總統李明博日前相繼登上各
自控制的爭議領土。有專家認為，日本受
到俄韓擠壓後，有可能把國內受傷的情緒
往釣魚島上宣洩。通過釣魚島撈回在南千
島群島和獨島上丟的政治分，對日本政客
們有㠥「擋不住的誘惑力」。
各種資料顯示，釣魚島是典型的爭議島

嶼，它的爭議性大大超過南千島群島和獨
島。南千島群島的現狀是二戰直接留下的，
上面已有大量俄羅斯居民；獨島也被韓國牢
牢控制，有韓國駐軍及港口等設施。而釣魚
島是典型的荒島，上面什麼也沒有。
但中國媒體警告，如果日本真把在俄韓

面前受的氣往釣魚島上撒，那麼它將把小
規模的衝突變成更大規模的中日衝突。中
國的報復力量及手段比俄羅斯和韓國都多
得多，中國決不會做日本在別處吃了虧來
我們這裡撒野的出氣筒。

日圖「時效」竊島
難撼主權在我

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越來越急不可耐，希望借助不斷的挑釁
動作來加強所謂「實際控制」，將釣魚島非法佔有。著名海權

專家、原國家海洋局海洋戰略研究所高級工程師許森安向本報明
確指出，日本的圖謀肯定不可能得逞。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
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更是向本報直言，日本對釣魚島本身
根本就沒有過「實際控制」，只不過是在附近海域進行所謂的「管
理」。

日偷換國際法「時效」概念
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歸屬問題上，中日雙方一直存在

爭議。雖然中國官方一直反覆重申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但近年來
仍有一些日本人藉口國際法的「時效」概念，宣稱日本對釣魚島
「實際控制」已超過50年，故已取得所謂「主權」。

對此，許森安反駁指出，日本用「時效」為理由拒不交還釣魚
島只是一個花招，其實是在美化日本的侵略罪行。按相關國際法
上有關時效的定義，一國通過時效取得領土，有兩個先決條件，
一是國際上要認為這種控制和取得是合理的，符合世界利益的，
二是控制是和平的，對方是無異議的。

美無權將中國領土交他國
李國強說，所謂「時效取得」之說，迄今它既未被大多數國際

法學者所接受，也無真正按此原則裁決的國際判例。更何況「時
效取得」本身還有一項基本原則，即
「連續地、不受干擾地」行使國家權
力。許森安說，日本在釣魚島並不存
在「不受干擾地行使主權」。根據中
美英蘇四國在二戰後簽署的《開羅宣
言》和《波斯坦公告》，美國無權將
釣魚島交給日本強佔，這嚴重違反國
際法。中國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幾
十年來，中國政府的態度是一貫明確
的，外交交涉不斷。
中國海軍信息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尹
卓少將強調，所謂「日本實際控制

釣魚島」是不存在的，中
國漁政船和海監
船對釣魚島領海

範圍的常態化巡邏
從未停止，中方一直

在驅逐干涉巡邏的日本
船隻，請他們迅速離開中

華人民共和國領海。

先有非法抓扣中國漁船，再有石原高調

的「購島」計劃，後有所謂「國有化」和

議員登島方案，再到如今中方保釣人士被

扣。近年來，在日本政府的默許和縱容

下，日本各種勢力蠢蠢欲動，頻頻在釣魚

島問題上赤裸裸地挑釁中國底線，越來越

急不可耐地圖謀通過加強所謂「實際控

制」，意欲將釣魚島永遠竊為己有。然而，

無論日本怎樣變換花招，鬧劇迭出，都是

非法無效的，不僅中國絕不接受，也改變

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不爭事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早年曾多次直接參與中日東海劃界談判的海權
專家許森安向本報指出，從歷史、地理和法理角
度看，中國都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1997年，日本教授大內和成來華，列舉了四條日

本擁有釣魚島的依據：一是離日本近；二是歷史
上中日各有主張；三是島上無人居住；四是日本
進行了有效控制。許森安即根據中日歷史記載和
國際法的依據，從歷史、地理、法理的角度一一
進行駁斥，最後日本教授甘拜下風。
在許森安的收藏中，有大量歷史文獻證明釣魚

島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他告訴記者，甲午戰
爭前，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等島礁是中國領
土，這一點不容爭議。

1373年中國人到達釣島
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部教授梁芳大校也向媒

體詳細介紹釣魚島的「身世」：早在1373年，中國
人最早到達釣魚島並發現釣魚島。釣魚島一直是

中國傳統非常有名的捕魚場，而且從歷史的對比來
看，中國比日本發現釣魚島和實現對釣魚島的管轄
實際上多500多年，中方有㠥非常確鑿的證據。
從地理學上，許森安強調，東海大陸架可以說

是延伸至沖繩海溝，也可以說是延伸至琉球海
溝，但地理學上的大陸架定義並不符合國際海洋
法有關大陸架的定義，海洋劃界應以法學定義為
準，不能採用地學定義；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規定，2,500米深度是切斷大陸架的標準，而
日本70年代公佈的資料就已證明，沖繩海槽的深度
已達2,940米。
此外，從國際法上看，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

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澎湖被日本奪走，釣
魚島等島嶼是作為台灣的附屬島嶼被日本強佔
的。許森安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無條
件投降，波茨坦公告，舊金山和約都規定了日本
應把搶奪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釣魚島等島嶼當
然包括在內。

海權專家許森安向本報表示，中國不能遷

就日本的錯誤作法，必須和日本「鬥」。他

說，日本首先必須承認二戰對華造成的損

失，真正認罪，改變賴㠥釣魚島不還的錯誤

行徑。他建議，在釣魚島問題上，軍事衝突

要盡量避免，但綜合運用政治、外交、經

濟、文化等手段，逼日本承認錯誤，在有些

合作上要「該減的減，該停的停」。

綜合運用外交經濟等手段
有媒體認為，中國還有經濟牌可打，如果日本

在台海以及釣魚島問題上挑戰中國核心利益，中

國一定要堅決且快速的在經濟上給予日本制裁，

報復措施可以從嚴，要給日本在挑戰中國核心利

益上畫出紅線，讓其不敢造次。

中國社科院專家李國強建議，中國應在加強了海

監、漁政常態化巡航的基礎上，推進海警等其他海

上力量彰顯在釣魚島的存在，顯示中國主權。

還有專家提出，中國要掌握主動權，除了輿論

牌，中國還可打國際牌，日本和俄羅斯有北方四

島的爭議，和韓國和獨島爭議，中國可給予韓俄

支持以換取韓俄對中國的支持。

此外，海軍專家尹卓少將此前曾向媒體指出，

中方從未聲稱放棄用武力解決釣魚島問題，也有

決心和能力維護好釣魚島的主權。

1. 島嶼爭端
目前中國面臨的

島嶼爭端是，一些

島礁被周邊國家非

法侵佔或控制，主

要涉及東海的釣魚

島與南海諸島。其

中在南海海域，256

個島礁中較大的50

多個基本被越南(29

個)、菲律賓(8個)、

馬來西亞(5個)等周

邊國家控制，中國

僅控制8個，包括台

灣控制的太平島。

2. 海洋劃界
除渤海無劃界任

務外，目前中國其

它三海──黃海、東

海、南海，分別與8

個國家，即朝鮮、

韓國、日本、菲律

賓、馬來西亞、文

萊、越南和印度尼

西亞有劃界爭端，

爭議海域達150多萬

平方公里，佔主張

管轄海域(共300萬平

方公里)的52%。

3. 資源之爭
中國擁有豐富的

海洋資源，主要包

括油氣資源與漁業

資源，僅前者，大

陸架中估計存有450

至400億噸儲量。近

年來，這些資源成

為周邊國家激烈爭

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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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遷就 必須要「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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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漁政船在釣魚島

海域巡航。 資料圖片

■每當釣魚島主權爭議

再起時，台灣寄往島上

的信件就會明顯增加，

還有人特別在信封上印

上釣魚島照片。但郵局

無法橫越歷史的糾葛，

到現在沒有一封信投遞

到釣魚島。 中央社

寄不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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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

眾在日本

領事館前

舉 起 拳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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