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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4 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以来，中日之间

围绕钓鱼岛问题争端再起，并不断发酵。9 月 11 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

一再反对，对钓鱼岛部分岛屿实现所谓的“国有化”，中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

议并连续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中国社会各界也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在中国多个

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抗议示威活动，但是至今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

性的让步，反而相应加强了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存在。由此，中日两国之间

本来就长期存在着的钓鱼岛问题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在两国之间甚至出现

了某种剑拔弩张的气氛，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之际的中日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一、此次钓鱼岛危机爆发的原因

中日钓鱼岛问题并非一个新问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

出现争议以来，已经围绕这一问题发生过多次外交摩擦，但是却从来没有像这次

这样长时间发酵，并最终酿成一场至今仍然还在持续的危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呢？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当然是由于日本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等人为了

自己的政治需要煽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同时也是日本社会总体趋向

保守化的政治生态所致，即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越来越能够容忍石原这样的一些

右翼人士在中日关系中挑起事端，尤其是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直接触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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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张钓鱼岛主权的红线，当然引起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应。

但是，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背景来分析这次危机的原因，那么应该说主要是因

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持续至今的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两国关系中

一定程度上“安全困境”局面的出现，以及两国民间对对方好感度的持续下降。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防费用的大幅度增加，日本国内出现了各种

“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方面认为是近年来中国船只更为

频繁地出现在这一海域，尤其在 2010 年 9 月的“撞船事件”之后，日本国内要

求日本政府强化对钓鱼岛管控的呼声比过去有所高涨，因此石原的“购岛”计划

才能够得到日本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可，并对日本政府形成压力。野田政府则顺势

而为，迅速完成了所谓钓鱼岛的“国有化”。

二、中日钓鱼岛问题以及此次危机的争议点

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的领土归属争议由来已久。不过，在 1972 年 9 月中日

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双方约定不涉及钓鱼岛问题。在 1978 年签订《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时，中日两国政府同样有意避开这一问题，在外交文件中并未涉及这一

问题，只是通过领导人谈话的形式涉及到了该问题，中国方面提出“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主张。虽然实际上中日并没有共同开发钓鱼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双方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大的争端。只是从20世纪 90年代后半期开始，

双方围绕钓鱼岛及其海域的争端才有所升级。

围绕钓鱼岛问题以及此次危机，中日双方主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存在争议：

（1）是否无主地以及是否实施了有效占领？中国方面认为钓鱼岛是由中国人

早在 15 世纪首先发现、命名并实施了有效占领与管辖，因此日本在 19 世纪 90

年代占领钓鱼岛时该岛并非无主地；而日本方面却认为日本人在 19 世纪 80 年代

发现钓鱼岛时该岛是无主地，并且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日本就在此长期实施了有

效占领与管辖。

（2）是否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中国方面认为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因此

根据《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钓鱼岛从法理上应该随同台湾一起回归中国；

而日本方面却认为钓鱼岛并非台湾的附属岛屿，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当然

也就不存在日本违反《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问题。

（3）是否存在争议与共识？中国方面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双方存在争议并且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双方曾形成过共识，即暂时搁置争议；而日本方面却认为在

钓鱼岛问题上双方并不存在争议，当然更不承认曾经存在过共识。

（4）此次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是否是一场阴谋？中国方面认为此次“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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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闹剧实际上是日本右翼人士同日本政府共同导演的一场双簧戏，即先由日本

右翼人士提出所谓“购岛”，再由日本政府实际完成所谓的“国有化”以实际强

化日本对钓鱼岛的占领和控制；而日本方面却认为石原提出“购岛”计划并没有

同日本政府商量，日本政府之所以要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是为了阻止石原“购

岛”和避免中日关系出现摩擦的无奈之举。

三、应该如何应对钓鱼岛问题

面对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我国从政府到民众再到学者，几

乎社会各界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愤慨，我国政府也从实力和法律的角度采取了

一些可能的反制措施。然而，为了能够积极应对和最终解决钓鱼岛问题，除去抗

议、愤慨以及采取反制措施之外，似乎还应该有一些现实的思考与研究。也就是说，

我们既需要民众合情合理的爱国热情和政府切实有效的反制措施，同时也需要学

者和有关部门的人员加强对钓鱼岛问题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中日钓鱼岛问题的

争论点、我们对钓鱼岛问题的应对、钓鱼岛问题的出路等进行研究，在既尊重历

史又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现实方案。

从我国政府层面来说，为了能够让日本坐到谈判桌前，除去派遣更多海监和

渔政船只赴钓鱼岛海域巡逻执法之外，是否可以在中日间已有的中日海洋事务磋

商框架内考虑钓鱼岛问题与东海问题，以及其他海洋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因为钓

鱼岛本来就位于东海，这两个问题之间以及这两个问题同其他有关海洋合作的问

题存在关联，这样双方进行外交谈判的话题就会比较多和比较灵活，相互妥协的

空间也会相对大一些；从我国民众的角度来看，可以适度和官民相互协调地采取

一些民间保钓、反日示威、抵制日货等行动来宣誓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和表达对

日本政府立场的不满，这样可以对日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也可以使国际舆论更

倾向和关注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状态，但是在这些行动中如果采取激烈的

暴力行为或者不加区别地盲目排外甚至违反国际通行外交规则或损害公私财产，

那么就是不可取的，甚至对解决钓鱼岛问题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还需要学者

和有关部门研究人员对钓鱼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尤其需要研究日本方面在

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为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权立场提供更多的事实与

法律依据，这些研究不论在我国与日本未来的外交谈判中还是在未来我国与日本

同意提交的国际司法裁判或仲裁中都会增加我们获得钓鱼岛主权和实际控制权的

机会。

当然，除去以上的一些应对之外，军事准备也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在这里不

做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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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钓鱼岛问题的出路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进行考察，解决国家之间领土争端的方式大致有三种

可能的选择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直接武力冲突一决高下，即以实力来决定领

土的主权归属；第二种方式是双方都愿意交由国际法院或第三方进行裁判或仲

裁，即以司法裁判来决定领土的主权归属；第三种方式则是通过双边外交谈判解

决，即以政治外交上的单独或相互妥协来决定领土的主权归属。根据目前中日两

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态度和各种制约性因素来看，双方选择第一种方式的可能性

较小，因为中日两国政府似乎都不愿意为此而发生武力冲突。钓鱼岛危机固然严

峻，但是这一问题毕竟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如果因为钓鱼岛危机双方真发生

大规模武力冲突，那么当然会导致中日关系的全面恶化和倒退，双方的常规军事

实力对比也使任何一方都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控制和结束武力冲突，这一政治和安

全后果双方可能都难以承担。选择第二种方式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种方式首

先需要中日双方都愿意将争端交由第三方裁决，国际法院或其他仲裁机构才具有

管辖权，但是目前两国在这方面也并没有取得一致，通过国际司法方式解决这一

争端还不具有现实性。最后就只剩下第三种选择方式，不过目前这种方式也暂时

难以进行，中日双方似乎都没有多少妥协的空间，虽然中国在外交上坚持要求日

本承认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议并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这一争议，但

是日本方面却认为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并不存在争议，拒绝同中国为此进

行谈判。

因此，目前钓鱼岛问题的现实状态就是摩擦的常态化，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中日两国之间会不断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出现摩擦，甚至不排除出现低烈度武

力冲突的可能性。不过，既然武力冲突并非两国政府主观上所愿意选择的方式，

而且武力冲突也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从长远来看，钓鱼岛问

题仍然需要通过中日双边外交谈判或国际司法方式加以解决。也就是说，随着中

国实力的继续增长以及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更多的反制措施，我们有可能迫

使日本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并坐下来谈判，寻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最终解

决方案，或者双方同意将这一争议交由国际法院或其他国际仲裁机构进行裁判或

仲裁，或者在更遥远的未来采取共同主权多边开发的形式来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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