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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钓鱼岛争端解析中日关系

东莞理工学院  广东省东莞市  523000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近代以来

被日本窃取并占据，双方因此多次发生外交纠纷。2010

年 9月两国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再次发生外交纠纷。这一

事件使两国从民间到政府因此加深了对立情绪，两国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受此影响陷入低谷，一直持续

到今天尚未完全恢复。

钓鱼岛又称钓鱼台、钓鱼台群岛、钓鱼台列岛（日

本称“尖阁列岛”），位于东海大陆架边缘，由八个无

人岛屿组成，陆地面积 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 4.3

平方公里。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钓鱼岛及其附

近海域属于所属主权国家的领土范畴，总面积合计 17

万平方公里。该地区已经发现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更

加受到各方重视。

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早于日本且有明确的证据。早

在 600多年前的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已经有典

籍《顺风相送》记录了该岛的位置，称该岛为“钓鱼屿”。

后来历代官方舆图亦典籍都有系统记录，诸如嘉靖年间

《使琉球录》（1534年）、《筹海图编》（1562年）、

清乾隆年间《坤舆全图》（1767年）。清朝末年，慈

禧太后下诏“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赏

给盛宣怀为产业，供求药之用”。[1]二战后期，盟国

一致要求归还日本窃取领土，钓鱼岛一度被美国托管，

后来又归还日本。对此，我国多次发表声明不予承认。

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规定：

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发现钓鱼岛。1895年《马关

条约》签订前三个月，日本把该岛划归冲绳县管辖。

1900 年将钓鱼岛等岛屿改为“尖阁列岛”。二战后，

日本将钓鱼岛和琉球群岛私自交给美国托管。1970年

美国将冲绳群岛归还日本，钓鱼岛也被划入“归还区域”。

此后，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台湾、香港等

爆发了规模庞大的“保钓运动”。美国在舆论压面前宣

布只是移交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与主权无关。上世纪

9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政坛和民间人士不断强化对钓

鱼岛控制权，2012年日本方面宣布将钓鱼岛购买收归

国家所有，此举遭到中国强烈反对。

（一）中日自身因素

日本趁中国自顾不暇时蚕食并窃取了钓鱼岛。中国

一直以来都有重陆轻海的传统，陆地领土特别是中原地

区领土视为核心利益所在，对海洋领土更加没有概念。

日本窃取钓鱼岛时，中国举国上下并不知情，使得日本

奸计得逞。辛亥革命后，国内政局混乱，也给了日本可

乘之机。1949年建国后对于钓鱼岛问题重视起来。通

过各种方式表达抗议，宣示主权。改革开放以后，经济

建设成为我国的工作中心，淡化与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等西

方国家对我国的遏制打压更加明显，国内经济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等压力，我国避免因领土引发外交纠纷。这些

客观条件都给了日本方面强化控制的机会。

钓鱼岛问题是日本为强化控制权造成矛盾激化产

生。中日建交谈判时对钓鱼岛归属问题做出了搁置争议

的决定。双方外交关系顺利推进。但之后日本国内部分

政府官员，议员及民众不断在钓鱼岛从事各种强化控制

权、宣誓主权活动，包括设立界碑、标注地图、设置灯

塔、航行勘探等，引起双方外交纠纷。基于双方共同的

利益考虑，避免在这一问题上刺激对方是可行的办法，

搁置、淡化争议是目前唯一的理性选择。20世纪 60年代，

钓鱼岛海域附近发现油气资源，日本迅速派人前往勘探，

并定期巡航该海域，岛上中国的标记界碑都被毁掉，换

（二）美国的作用

钓鱼岛争端的产生也受到美国的影响。二战时期，

盟国都认为日本归还非法占领、窃取的同盟国领土。二

战后，美苏冷战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朝鲜战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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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更促使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恢复重建。日本通过与美国

结盟，成功逃脱了制裁。同时将大片海外领地托管给美

国，避开了被盟国收回领土的噩运。在旧金山日美条约

中，钓鱼岛当时作为附属于冲绳群岛的岛屿一起托管给

美国，使用“北纬 291°以南的西南诸岛”而不是“北

纬 292°以南的琉球群岛”这一概念 ,西南诸岛包括了

九州岛和台湾岛之间的所有岛屿。[2]日本通过偷换概

念将钓鱼岛海域划归到琉球群岛，在美国的托管下避免

被中国收回。

美国移交托管的琉球群岛激化了钓鱼岛主权问题。

20世纪 70年代，美苏全球争霸中深感国力不济，在亚

太实行战略收缩。美国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群岛移

交日本，这引起世界各地华人保卫钓鱼岛运动的浪潮。

大陆和台湾当局也相继抗议，美国在舆论压力面前表示

“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

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3]美国也多次重申该主张。

“美国虽然对中日钓鱼岛领土归属的争议保持中立，但

对两国如何解决争议过程中的外交、甚至军事冲突不会

保持中立。”[4]2004年 3，美国明确表示：日美安保条

约适用于尖阁群岛。2014年 4月，奥巴马接受《读卖新闻》

专访时指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也是美

国总统首次对此做明确表示。”[5]可见，中国与日本

钓鱼岛争端不仅仅是两国的事情。

钓鱼岛是美国可以利用的牌。“美国在钓鱼岛争端

中扮演的是操控者的角色”。[6]美国尽管多次表示不

支持钓鱼岛主观归属主张，但是却在政策层面保留着调

整空间。在拉拢日本，强化美日关系时，强调钓鱼岛属

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如果想缓和紧张局势，就强调其

对钓鱼岛的主权不持立场，呼吁中日双方保持冷静、克

制，通过谈判途径解决争端。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寻求妥善地解

决方案还需要两国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钓鱼岛问题短

时间内不会解决，如何避免该问题影响中日两国正常关

系才是当务之急。

（一）钓鱼岛问题影响双方关系

围绕钓鱼岛问题，两国都应采取积极措施避免双方

关系退步甚至恶化。我国一直致力于管控争端分歧、控

制局势，重申搁置争议，维持现状。对比之下，日本方

面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占领，宣示主

权。2010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直接引起两国国内民

族主义对抗，在民意压力下，双方都难以采取有效的外

交措施降温。两国外交关系紧张也引起民间敌对情绪上

升。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从私人手中购买形式将钓鱼

岛等收归国有，此举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这一举动激

化了两国矛盾，也使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双方政治降温

同时，经贸也受到波及，形成政冷经冷局面。

钓鱼岛问题会牵扯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引发两国民

众情绪对立。钓鱼岛争端很容易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勾

连出其他问题，形成相互叠加效应。历史教科书美化、

淡化侵略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

国神社问题、东海油气田开采和东海划界问题、在华残

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问题、民间对日本索赔问题等，都

会勾起我国民众的悲惨历史回忆，引起对日本的不满。

日本政府漠视中国人民感情，始终不与承认和正视，甚

至推诿塞责。日本国内部分人更是否认侵略、屠杀等，

很容易引发连锁效应。这些问题任何一个被都可能会引

起连带效应，损害中日关系发展，甚至导致倒退。小泉

政府时期，两国即因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关系急转直下，

后来经过两国高层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外交访问，

才逐步恢复，撞船事件又使双方关系降温。中国国内先

后爆发大规模持续性反日游行示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

反日潮流，民众强烈要求政府改变对日政策，采取更为

强势的外交政策，这种民意以民族主义形式被释放出来。

[7]中日之间的这些问题都很棘手，很容易造成连带强

化效应，使得纠纷矛盾升级。

（二）美国对从中作梗

美国影响不可忽视。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基础，

对外政策也服从日美同盟利益。这都给了美国影响中日

关系甚至插手亚洲事务的机会。中国目前在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制度、国际影响力方面直追美国，已经引起

美国疑惧。美国在亚洲建立的地区秩序面临着瓦解的危

险。为了维持地区秩序，更为了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美

国更加依赖日本的力量，默认日本加快国家正常化步伐，

强化军事力量，从而平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暗藏

遏制中国的筹码。钓鱼岛问题美国不会置身事外。美国

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 ,保持亚太地区的秩序 ,控制亚太

局势。这种控制有助于美国在中日之间保留回旋余地 ,

掌控两国关系 ,进而更深层次地介入东亚地区事务。[8]

为了维持在东亚的主导权，美国希望中日之间争斗

而非合作。二战之后，美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东南亚部分国家建立军事同盟，维持霸权。随着冷战结

束，大部分同盟条约废除，但是日美，韩美军事同盟并

未废除。东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彼此互信程度不高，

无法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给了美国在亚洲维系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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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遇。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东亚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是

最低的，这显然有悖于全球化大势。其他地区都有政治

或经济共同体，促进地区和平发展，唯独东亚的地区例

外。中日关系友好时曾设想建立中日韩自贸区设想，但

是屡生波折进展缓慢，各方缺乏足够的信任，同时又受

到美国干扰难以达成一致。美国不允许东亚出现一个能

够挑战自己的强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核心目标是防止出

现“一个实力特别是军事和战略实力上和美国平起平坐

的大国”，2010年奥巴马政府直接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

略竞争者 (strategic competitor)”。美国的目标就是维持

东亚乃至西太平洋地区力量平衡。

（三）中日之间互信不足

中国与日本建交后关系发展顺利，但是两国合作基

础并不牢固。双方建交后在一批对华友好政治家带动下，

双方关系曾经发展迅速，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十分密

切并且建立良好的关系。当前政坛领导人出生于战后，

没有经历战争，更没有侵略战争所带来的负罪感。他们

强调国家正常化，重视美日同盟，不愿意正视历史问题，

导致对华关系屡生波澜。日本国内民众对华友好声音也

减少，在日本国内的调查统计中对华友好人士比例大幅

下跌，民间的敌对情绪上升。中日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和进出口市场，日本在经贸领域珍视中国发展带来的机

遇，积极利用；在政治、军事、地缘战略等方面则把中

国视为威胁。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导致两国关系始终

不能保持健康发展。作为双方关系压舱石的经贸领域受

到政治因素冲击，各项指标都下降不少。

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敌视态度，不愿意接受中国

对现有地区秩序的影响和改变。中国会彻底改变近代以

来的东亚格局，日本也会受到巨大冲击。日本明治维新

以后，一直是亚洲的代表，即使在战败后，也很快实现

了国家的重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中国迅速发

展态势，日本感情复杂。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一直属

于亚洲第一，现在很多领域已经被中国超越或追上。既

不愿意正视中国的崛起，又对中国充满了焦虑和嫉妒，

不承认中国强大，但是又处处被压制。不论是基于对中

国崛起的担忧还是综合国力被追上甚至超越的焦虑，日

本国内对中国采取的政策趋于强硬。因此，在不断强化

美日安保同盟同时，也不断增强自身军力，加快走向正

常国家步伐。日美同盟能保障日本不受安全威胁，日本

的军事力量在美国的默许下不断增强。日本不仅配合了

美国的战略需要，又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还能牵制

中国，可谓“一石三鸟”。[9]

中日作为东亚大国，两国关系不但影响自身，也影

响地区形势甚至世界局势。中日两国克服重重阻力实现

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和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和民众的

积极推动分不开。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也需要两国高层

和民众从长远出发，做到面向未来，珍惜和平局面，让

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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