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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閣問題：日本應注視馬總統的提案

小笠原 欣幸

最近台灣的漁船與海巡署的船艦進入尖閣諸島（釣魚台）海域，在日中正為了

領土問題發生衝突之際，宛如是火上加油。可是台灣與日本之間擁有共同的價值

觀：民主與自由，而且兩國間的民間交流也非常熱絡。實際上台灣並不希望為了

領土主權問題與日本對立，也擔憂日中之間因為此爭議而發生武力衝突。

在中國大陸的反日示威遊行非常激烈之際，我正與一些日本學者在台北訪

問，並和一些政府高官進行座談，當中不但確認了馬英九政權並無意在領土問題

與中國大陸合作的態度，也感受到台灣方面對於日本在相關問題上始終無視台灣

的不滿。

馬總統在 8 月 5 日與 9 月 7 日提出的「東海和平倡議」主張「主權在我、擱

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馬總統雖然在 1月份的總統大選獲勝而連任，但

之後因為內政問題招致民意不滿，支持率也下滑，同時在釣魚台問題也被批評為

太過軟弱。不過馬總統在可能被迫採取對日強硬政策也不奇怪的時機仍提出推動

「和平」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馬總統也提出了「東海和平倡議」的「推動綱

領」，點出務實對話議題。馬總統並主張，為了推動日中台的三邊對話，應該要先

從日台、中台、日中三組雙邊對話開始。

台灣方面的真正意圖並非爭奪尖閣諸島的控制權，而是該海域的漁權，以確

保漁民的實際利益。日本政府應該由靈活的方式應對這個問題，並且透過交流協

會與台灣政府以及漁業相關人士加強溝通。之前馬政權為了抗議日本而召回了駐

日代表沈斯淳。但我希望沈代表盡快返日，並向日本各界說明馬總統的和平倡議。

至於中國方面，如果台海的現狀得以維持，基本上幾乎不可能在尖閣諸島使

用武力奪島，因為這會導致台灣方面認為「接著就會輪到台灣」，而導致胡錦濤政

權透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爭取台灣民心的路線與至今的成果一口氣煙消雲

散。中國領導人如果真的考慮在尖閣諸島使用武力，應該也是在統一台灣之後，

或者是兩岸達成某種程度的軍事合作關係之後才有這個可能。

馬總統相當自豪自己透過兩岸都能接受的「92 共識」擱置主權爭議而改善了

兩岸關係，因此這次的提案應該也是希望透過這種各方都能接受的曖昧形式來穩

定目前出現的對立局勢。日本政府應該要好好接著馬總統拋過來的球；至於中國

方面，如果拒絕了馬總統的提案，可能會損了馬總統的面子，因此應該會慎重思

考吧。

＊ 本文刊登以後，沈斯淳代表 10 月 4 日返回東京。另外，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 10月 5 日

對台灣發表訊息。對此台灣外交部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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