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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钓鱼岛列屿由于其地质和海洋资源、特殊的战略位置、特殊的历史，

使得钓鱼岛问题成为了一个中日两国间久拖不决的一个悬案。本文就钓鱼岛列屿

的法律地位和现状进行分析，论证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是是不可以否认的历史和

法律事实，只要中国做好充分的准备钓鱼岛列屿肯定是可以回到国家怀抱的。  

  【关键词】中国；钓鱼岛 ；  主权地位 ；争端成因  

 

  钓鱼岛（中国台湾，称之为“钓鱼台岛”，日本称之为尖阁群岛）问题是中

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问题。近年来，日本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

以显示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2008 年 6 月 10 日冲绳县海上保安厅在钓

鱼岛附近的海域撞沉我国台湾渔船，造成多人落海，并对船长进行了拘押。虽然

事后以日本道歉收尾，然日本一直对于钓鱼岛的进行戒备。事实表明：钓鱼岛问

题依然是中日之间随时可能发生摩擦的不稳定因素。  

  钓鱼岛列屿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处，由钓鱼岛（4.3 平方千米），黄

尾屿（1.08 平方千米），赤尾屿（0.154 平方千米），南小岛（0.463 平方千米），

北小岛（0.302 平方千米）和 3块小岛礁等组成，总面积约 6.344 平方千米。  

  一、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钓鱼岛问题是由于钓鱼岛列屿的资源、以及战略位置以及特殊历史而产生的。  

  1、钓鱼岛列屿的地质和海洋资源  

   从地质构造上看，钓鱼岛等岛屿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大约 92 海里处，距离日

本冲绳县所在琉球群岛约 73 海里，但是相隔一条深 1000 至 2000 米的海沟，该

海沟成为中国与琉球群岛之间的天然分界线。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海域以及中国

的浅海海域都是经历悠久年代的中国大陆的延伸；而琉球群岛则与千岛群岛、日

本群岛、菲律宾群岛等构成“花旗列岛”，在地质构造上与钓鱼岛群岛无关。  

  １９６６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我

国东部海底资源的勘查，得出结论： 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

一，钓鱼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据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已开发

的石油资源，主要是从新生代第三纪（６５００万年～２００万年前形成的）岩

层中发现的。钓鱼岛列岛的海底是新生代第三纪的沉积盆地，具有理想的生成和

储藏石油的地质构造条件。据我国有关科学家１９８２年估计，钓鱼岛周围海域

的石油储量约３０～７０亿吨（亦有材料说，该海域海底石油储量约为８００亿

桶，超过１００亿吨）。钓鱼岛周围海域的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盛产飞花鱼等

多种鱼类。 

钓鱼岛列岛自然风貌独特，钓鱼岛的面积最大，岛上有九个山峰，主峰海拔 363 米。  
自古以来钓鱼岛列岛及其海域都是中国渔民的主要渔场和避风港。每年鱼季，中国福建和台

湾两省的渔民，前往作业的渔船有三千多艘，年捕鱼量可达 15 万吨之多。渔民还在赤尾屿

上建土寮，从事采集药材等生产活动。有些渔民一年有两三个月在岛上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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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钓鱼岛列屿的地质和海洋资源的丰富成为了日本觊觎的一个重要因素。  
  2、钓鱼岛的军事战略位置  
  军事地理学的角度上，钓鱼列岛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国土

的海洋方向，形成一道大陆外缘天然的屏障。在这一串岛屿的中段，中国东海方向的正面，

正好是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它们加上日本九洲岛使中国东海海区与太平洋分隔。成为了美国

战略利益的第一岛链上的一个珠子。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面复活，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东

部必将首先受到威胁。这样，处在台湾东北一百二十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中国大陆及台湾

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潜在的军事价值必定会令世人注目。在今后钓鱼岛的军事价值将会

日益突出。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进基地，

也可以成为中国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  
钓鱼岛列屿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了日本觊觎的另一个因素。  
  3、钓鱼岛的特殊历史  
   中国人最早于 1372 年（明洪武五年）发现钓鱼岛列屿并命名，由于钓鱼岛上面的山海拔

非常的高，所以在历史上一直是从福州或是泉州出航到琉球中间航道上的一个地标。而且因

为有这么高的山，英国船长经过的时候就称他为 Pinnacle Island，日本人据此翻译成了“尖阁”
（尖阁群岛 Senkaku Guntou）。所以钓鱼岛是中国人取得名字，早在明朝就有了。1561 年（明

嘉靖四十年），郑若曾写的《万里海防图》就已经把钓鱼岛列屿三岛纳入。1562 年，明朝的

抗倭寇的最高统领浙江提督胡宗宪在他的《筹海图编》里面有一幅《沿海山沙图》，已将钓

鱼岛列入。1722 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御史黄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