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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千島群島背景基本概況 

 

在歷史上，日本所謂的「北方領土」是指北海道以北而在歷史上屬於日本的

領土，但是因為這些領土在經過各個時期，各條約的修訂之下而有所轉換。因此，

關於「北方領土」的範圍的說法，日本有各種不同的解釋。 

 

「北方領土」基本上有四種說法： 

 

一、廣義而言，認為「北方領土」是指全部的千島群島還有齒舞群島、色丹島和

南庫頁島。 

二、一般而言，是指全千島群島和齒舞群島、色丹島。 

三、狹義而言，是指擇捉島、國後島、色丹島、齒舞島。 

四、最狹義的範圍而言，是指色丹島和齒舞群島。1 

 

目前俄羅斯與日本具有爭議的「北方領土」則是指「北方四島」，其範圍為：

位於日本北海道東北方根室海峽東面的擇捉島、國後島、色丹島、齒舞群島等四

個島嶼。也就是介於俄羅斯的千島群島和日本的北海道之間，千島群島南端的島

嶼，四個島嶼總面積合計約有 5036 平方公里。 

俄羅斯這個國家的國徽為雙頭鷹，代表其國家的外交政策是東西兩方面共同

的進行，2俄羅斯往西在中亞、東歐的擴展，往東則在遠東、中國與太平洋地區

擴展，在歷史上往西的過程中遇到了英國、法國、奧地利與土耳其的阻撓；3而

在往東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國家則為中國與日本。而本論文所要探討的重點，就是

在俄羅斯往東發展的過程中，與日本所牽涉到的領土交涉之爭議，與這四個島嶼

目前的歸屬權，未來的走向及解決的辦法。 

                                                 
1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304-305。 
2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21。  
3王繩祖，《國際關係史》，北京：法律出版社，2002年，頁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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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北方四島」與「千島群島」的關係可說是密不可分，這四個島嶼倒底是屬

於北海道的附屬島嶼或是千島群島的延伸島嶼，各有不同解讀。4而在一般的日

本認知中，國後島、擇捉島為千島群島火山帶起伏的丘陵地，而齒舞群島和色丹

島為根室半島的延長。5而這種地理上認知的結果，也攸關到這四個島嶼的歸屬

權，所以本章除了介紹「北方四島」之外，對於千島群島也會加以說明。 

 

第一節 千島群島地理人文資源概況  

 

千島群島為堪察加半島(Kamchatka Peninsula；полуостров Камчатка)以南的

島嶼群，在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和太平洋之間，形成俄

羅斯的外部海岸，6其屬俄羅斯遠東地區的薩哈林州，呈東北—西南向分佈。包

括占守島、幌筵島、新知島、得撫島等 20 多個較大的島和眾多的小島，7千島群

島總面積約 15600 平方公里。8地理上的「千島群島」位於北海道本島東北端的

位置，成弧形的島鏈，9南北的距離大約 1300 公里，10為鄂霍次克海東南部的天

然屏障，掌握鄂霍次克海與太平洋的海上通道，戰略地位十分重要。11 

 

千島群島最南邊是北緯 43度 40 分，東經 145度 33 分，北海道的根室港距

離國後島南端約 20 公里。最北邊為北緯 50度 52 分，東經 156度 29 分，千島群

島最北方的占守島與俄羅斯的堪察加半島相望。千島列島總長約 1800 多公里，

                                                 
4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117-118。 
5久保田一郎，《世界的領土問題－北方領土復歸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健青會，昭和 54 年， 

頁 22。  
6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2. 

7世界地名詞典，http://211.153.80.12/RESOURCE/CZ/CZDL/DLBL/DLTS0004/4413_SR.HTM 
8
其為包含北方四島在內的總面積。 參見：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2. 

9柴村羊五，《北方の王者》，東京：亞紀書房 株式會社，1978年，頁 26。 
10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11俄可能以 2.5 萬億美元將千島群島賣給日本，2004年 5 月 22 日，來源：國際在線，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05/22/145@1           

682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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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小 22 個島嶼，總面積 15600 平方公里。12千島群島分為北千島、中千島跟南

千島，南千島為國後島、擇捉島二島。中千島為得撫島(Ostrov Urup；о.Уруп)、

知理保以島(Ostrov Chirpoy)、武魯頓島(Ostrov Broutona；о.Броутона)、新知島

(Ostrov Simushir；Симушир)、計土夷島(Ostrov Ketoy)、宇志知島(Ostrov 

Ushishir)、羅處和島(Ostrov Rasshua；о.Расшуа)、松輪島(Ostrov Matua)、雷公

計島(Ostrov Raykoke)、越渴磨島(Ostrov Ekarma；о.Экарма)、列岩島(Ostrov 

Скалы о.Ловушки)、知林古丹島(Ostrov Lovushiki)、拾子古丹島(Ostrov 

Shiashkotan；о.Шиашкотан)、春毪古丹島(Ostrov Kharimukotan；о.Харимкотан)、

溫彌古丹島(Ostrov Onekotan；о.Онекотан)、磨勘留島(Ostrov Makanru；

о.Маканруши)大小共十六個島。北千島為占守島(Ostrov Shumshu；о.Шумшу)、

幌筵島(Ostrov Paramushir；о.Парамушир)、阿賴度島(Ostrov Atlasov；

о.Атласова)、志林規島(Ostrov Antsinferova；о.Анциферова)，共 4個島嶼。13 

面積上國後島與擇捉島總和為 4639 平方公里，中千島 16 個島嶼約 2726 平方公

里，北千島五個島嶼總和 2593 平方公里，全部總計 9958 平方公里。最大島為擇

捉島，面積 3138 平方公里，其次為北千島的幌筵島，面積 2041 平方公里，第三

為國後島，面積 1500 平方公里，齒舞群島以北的全面積為 10313 平方公里。14 

 

千島群島地形、氣候、人口、漁業、林業、礦業、農業方面之介紹： 

 

一、地形方面 

 

千島群島各個島嶼的中央部分都是千島火山山脈所形成的突起高峰，形狀高

峻，海岸陡峭、斷崕多，危險的沿岸到處林立。千島群島由一連串冒煙的火山組

成，俄文名稱為「庫里利」，就源自「冒煙」一詞。整個千島群島擁有 100 多座

                                                 
12Oceandots.com/Kuril Island，http://www.oceandots.com/pacific/kuril/ 
13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11-12。 
14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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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其中 39 個還是屬於活火山，15北千島群島的阿賴度富士山，高度達 2358 公

尺，南千島中以國後島的爺爺嶽 1833 公尺為最高，擇捉島的南撒布山為 1528

公尺。整個千島群島中，1400 公尺以上的高山達十三座，就河川來說，以擇捉

島的河川為最長，達 26 公里，河流屬於較短而湍急。 

千島群島南部的島嶼地勢較為平坦，湖泊甚多，在土質上來說，千島群島屬於火

山灰土，地理位置偏高緯度，海霧多，寒冷的天氣不適合農作物的生長，因此人

口密度極低，天然資尚稱豐富，但是產業僅能集中在少數幾種。16 

 

二、氣候方面 

 

千島群島地處高緯，屬海洋性氣候，冬季的西伯利亞季風和夏季鄂霍次克海

溫度依舊很低的海水使氣候趨於寒冷。冬季氣旋帶來寒流與降雪，夏季季風使這

裡的夏天氣溫偏低，濕度偏高。其位於北海道以北，千島西岸，面臨鄂霍次克海

峽，東岸鄰太平洋為黑潮(暖流)和親潮(寒流)相交接的地方受大陸性氣候及高緯

度的影響，氣候非常的寒冷。且東岸比西岸冷，因為西岸面臨對馬暖流，而東岸

受千島寒流的影響，夏天多霧，冬季常有暴風雪，秋季則是晴天與颱風天交替出

現，算是最為晴朗。17 

 

全年降雨量 1000-1400mm，地震和海嘯頻繁，颱風次數多，18夾帶狂風暴雨，

氣溫冬夏溫差少，冬季氣溫平均在零下 5～6度間，整年風力強、海霧大日照時

間少，穀物不適合生長但是漁業發達，適合設立漁業中心。19月平均溫度在 10

                                                 
15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3-14. 

16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61。  
17柴村羊五，《北方の王者》，東京：亞紀書房 株式會社，1978年，頁 27。 
18Ben Fitzhugh, Scotty Moore, Chirs Lockwood, Cristie Boone. “Archaeological Paleobiogeography in 
the Russia Far East: The Kuril Island and Sakhal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43, No. 1(Spring 2004), p. 94.  

19高山智，《日ソ關係》，東京：教育社株式會社，1978 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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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以上的日子，只有 5月中到 10 月底，夏季平均溫度 13 度年平均溫度 4.5 度，

冬季 11 月中到隔年的 4月底溫度皆在冰點以下。年降雨日數在鄂霍次克海側約

為 220～230 日，太平洋側約 150～160 日，8月以後幾個月降雨量皆在 100 毫米

以上，9月到 11 月為最多降雨量的月份。20 

 

三、人口方面 

 

也因為地處高緯，氣候嚴寒，海嘯常伴隨地震而來，21所以無論是在日本時

期，還是在現在俄羅斯所屬時期，「千島群島」上人口都非常的少。22俄羅斯對遠

東的關心是從彼得大帝(1672年～1725年)開始，而在得知日本這個國家的存

在，是在 17 世紀半左右的時期。23在目前的俄羅斯「千島群島」屬於薩哈林州的

管轄範圍，整個薩哈林州人口也目前只有 59.1 萬人。24而千島群島僅有 2萬多人，

主要集中在「北方四島」上，1992 年調查，擇捉島人口 10900人，國後島 7500

人，色丹島 7000人，齒舞群島上大多為無人島，以俄羅斯沿海警備隊為主。25 

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整個千島群島人口，大都集中在南千島群島，約有 17000

名日本人與 10000 人左右的軍隊。26其中，國後島 4650 人、擇捉島 3760 人、齒

舞群島 4455 人、色丹島 920 人，而「北千島群島」人數最多的為幌筵島的 1016

人。27 

在二次大戰前的日本，對其擴張的領土進行人口移民政策，其中以中國的東

                                                 
20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64。 
21蘇聯及俄羅斯時期都設有海嘯觀測站，以面對為數眾多的天然災害。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4. 
22日本及俄羅斯的學著們在研究近代的千島群島移民史，主要都將焦點放在其移民往南或往北的

極限。 參見：Ben Fitzhugh, Scotty Moore, Chirs Lockwood, Cristie Boone. “Archaeological 
Paleobiogeography in the Russia Far East: The Kuril Island and Sakhal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43, No. 1(Spring 2004), p. 96.  

23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20。 
24郭武平，《俄羅斯遠東區經濟開發之研究》，臺北：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民 91年，頁 126。 
25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 
26Rees David. The Soviet Seizure of the Kuriles. New York: Praeger, 1985, p.81. 
27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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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為最多，達近 700 萬，而在其他的部分，如：台灣 55年之內就移民了 35 萬人，

而二次大戰結束時達近 50 萬人，往朝鮮半島的移民有 65 萬人、庫頁島南部也有

35 萬，而本論文的主題的「千島群島」則有 1萬 1千人左右的移民人口。28 

千島群島目前居民多俄羅斯人與阿夷奴人，主要從事漁業和林業。最大城市為北

部的北庫里利斯克。29而至於千島群島的發現者是哪國人以及其早期的居民是何

時抵達，至今依然沒有切卻的答案。30 

 

四、漁業方面 

 

海岸線的長短、大陸棚的多寡與寒流、暖流往往會決定一個地區的漁業發

展，尤其是當三者都具備的時候，可說是一座相當優良的天然漁場。全「千島群

島」的海岸線達 2250 公里，千島群島之間有多條海峽，島弧一側為千島海溝，最深

處達 10542 公尺。
31其周邊大陸棚豐富，海域為千島寒流與對馬暖流交會之處，水

產相當的豐富，自古以來就是世界三大漁場之一。32所以在「千島群島」的居民

從是漁業的人口占壓倒性的多數。33 

在二次大戰前，「千島群島」的漁業產值占全千島群島總產值的 94％。34而在蘇

聯時期方面，「南千島群島」 (國後島、擇捉島)，每年的捕魚量占整個遠東地區

漁業生產的 40%，幾乎相當于全俄漁業生產的四分之一，加上「南千島群島」過

去與現在都是世界主要的帝王蟹產區，漁業經濟價值豐富。35 

                                                 
28不破哲三，《千島問題と和平條約》，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8年，頁 67-68。 
29世界地名詞典，http://211.153.80.12/RESOURCE/CZ/CZDL/DLBL/DLTS0004/4413_SR.HTM 
30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1. 
31俄可能以 2.5 萬億美元將千島群島賣給日本，2004年 5 月 22 日，來源：國際在線，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05/22/145@1

68236.htm 
32HOKKAIDO GOVERNMENT，北方領土の基礎知識，

http://www.pref.hokkaido.jp/soumu/sm-hrtsk/hp/kiso.htm 
33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71-76。 
34高山智，《日ソ關係》，東京：教育社株式會社，1978 年，頁 56。 
35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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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林業方面 

 

千島群島的森林面積相當的廣闊，達北海道森林面積的六分之一。而其中以

國後島的森林面積最為廣闊，大部分為寒帶針葉林，其中，國後島、擇捉島全島

的林葉尚未開發。36千島群島雖為一個島鏈，但其分為兩個不同的體系，37「千島

群島」上的國後島、擇捉島屬於南千島，得撫島以北為中部千島，以擇捉海峽為

分界線，動物、植物、鳥類的分佈變化很大，南千島屬於北海道體系，中部千島

以北屬於堪察加半島體系。38 

千島群島各島多山地，海拔 500—1000 公尺。主要由火山岩組成。已知約有

160 座火山，其中活火山有 40 座。最高點阿萊德山海拔 2339 公尺。也因為多火

山地，所以礦藏非常豐富。39 

 

六、礦業方面 

 

千島群島為火山脈島嶼，所以礦產蘊藏量相當地豐富，唯一的缺點則是交通

不便，以致生產成本過高，其主要的礦產為金、銀、鈦、銅、鉛、亞鉛、鐵、砂

鐵、硫化鐵、硫黃。40其中金、銀、亞鉛硫磺等礦區的礦脈尚未開發，將來開發

的可能性極高所以妥善地開發以及在成本技術上的克服之後。千島群島將除了漁

業之外林業、礦業也是具有相當的競爭力。 

 

七、農業方面 

                                                 
36久保田一郎，《世界的領土問題－北方領土復歸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健青會，昭和 54 年， 

頁 22。 
37Ben Fitzhugh, Scotty Moore, Chirs Lockwood, Cristie Boone. “Archaeological Paleobiogeography in 

the Russia Far East: The Kuril Island and Sakhal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43, No. 1(Spring 2004), p. 101.  

38柴村羊五，《北方の王者》，東京：亞紀書房 株式會社，1978年，頁 27。 
39世界地名詞典，http://211.153.80.12/RESOURCE/CZ/CZDL/DLBL/DLTS0004/4413_SR.HTM 
40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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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島群島的氣候濕潤，冬季寒冷，夏季涼爽多霧。農業地理條件十分的不良。 

千島群島農業經營的缺點包括： 

氣溫濕冷、低地、日照、雨雪等條件都很惡劣。農耕期間也很短，單位面積生產

也很少，火山灰等特殊的土壤多適合耕種的品種，較少特殊耕種的方式是必要

的。冬季非常長，也因此，戶外耕作困難農業和畜牧業的依存度很高，農業可經

營的面積雖然大，但是勞動力的取得相當的不易，也因為為農作的期間短，機械

的利用率不高，所以農業不發達。41 

而就工商業來說，多半也是在水產方面和礦產所延伸出來的產業，如：水產加工

業、礦產加工業，並無如一般都市般發達的工商業。 

 

日本的「北方四島」指擇捉島、國後島、色丹島、齒舞群島，四島總面積

5036 平方公里，1940年 12 月末，「北方四島」位於千島海流和對馬暖流流交會

處，所以終年比較溫暖，水產資源極為豐富，自古以來就是是世界三大著名漁場

之一，「北方四島」的森林資源極為豐富，僅擇捉、國後兩個島嶼，森林覆蓋面

積就達 41.9 萬平方公頃，森林蓄藏量為 1271.5 萬立方公尺42。 

 

此外島上還有大量的金、銀、硫磺等礦產，擁有豐富的資源，黃金的儲藏量

約 1867 噸，大陸架煤氣資源廚藏量約 16 億噸，銀 9284 噸，鐵 2.73 億噸，硫

1.17 億噸。此外擇捉島還盛產比黃金還貴重的錸，儲藏量達 36 噸，齒舞群島和

色丹島雖小，但附近的大陸架盛產海產品年產量約 80 萬噸，據統計四島及大陸

架總資源達 458 億美金。43 

 

「北方四島」還擁有金狐、銀狐等較為珍奇的獸類，同時國後島上還有大片

                                                 
41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82-85。 
42趙建民，『北日本通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頁 399-400。 
43唐陸冰，『日俄北方四島之爭』，世界地理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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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耕地，因此「北方四島」上蘊藏著大量的經濟利益。44「北方四島」常住居

民為 15512 人，而在捕魚季節時可以達到 3萬人之多，漁業、農業、畜牧業、林

業、工礦業總產值達 106 億 2313 萬日圓。45 

 

從地理上來看，日本認為「北方四島」中的色丹島和齒舞群島是北海道根室

半島的延伸，而擇捉島和國後島雖然屬於千島群島，但他們是屬與南千島群島的

島嶼。與北千島的地質構和動植物生長分佈大不相同，但卻與北海道一模一樣，

可見也屬於北海道的延伸。46從歷史上來看，「北方四島」屬於日本領土的組成

部分，並非日本以戰爭或不正當的手段從外國得來的。俄羅斯則強調「北方四島」

是千島群島不可分割的一部份，而無視南、北千島群島的差別，僅僅強調俄羅斯

對其的控制權。 

 

「北方四島」裡，面積最遼闊的為擇捉島 3184 平方公里，國後島為 1498.8

平方公里，色丹島的 255.12 平方公里，齒舞群島中以志發島的 59.5 平方公里最

大，「北方四島」的總面積 5036 平方公里。在日本政府的想法中，日本國的領

土經緯度為東端南鳥島(N24°17'0"、E153°59'0")、南端沖之鳥島(N20°25'03"、

E136°04'09")、西端與那國島(N24°26'06"、E122°56'03")、北端擇捉島

(N45°33'03"、E148°45'05")47。 

 

擇捉島位於那紗布海角東北約 144.5 公里的地方，面積在「北方四島」中最

大，約為 3185 平方公里，相當於台北縣市總面積的 1.4 倍，目前人口 10900 人。

該島上大約有 200 處以上的大小河流和濕地，丘陵廣佈，溫泉眾多具有相當豐富

                                                 
44尹成法，『日本北方領土問題述評』，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年，第 1期，

頁 102。  
45『世界歷史』，1992年，第 4期，頁 125-126。 
46李福興，『日俄環繞「北方領土」問題的爭鬥及發展前景淺探』，東北亞論壇，1995 年，第 3 期，

頁 30-33。 
47久保田一郎，《世界的領土問題－北方領土復歸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健青會，昭和 54，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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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旅遊資源。擇捉島最北方，其位置為北緯 45度 33 分 28 秒、東經 148度 45 分

14 秒的位置、日本政府主張，其為日本國土最北端的地方。48 

 

國後島比日本沖繩本島面積稍大，相當於新竹縣面積，約為 1499 平方公里。

二次大戰前，為「北方四島」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約有 7300 名日本人居住在

國後島，目前人口 7500 人，其中心區位於「古釜市」(Южно-Курильск)，有俄羅斯

薩哈林航空班機定期飛行往來兩地，49那裡集中了行政機關、報社、醫院以及銀

行等政府及公用設施，從其旅遊勝地鄂霍次克海「材木岩」，可以看見對面北海

道的「知床半島」。 

 

色丹島面積只有 255.12 平方公里，約為澎湖縣的 2倍大小，二戰前大約居

住了 1000 名日本人，這裡盛產各種魚類。目前有 7000 名俄羅斯人居住，主要城

市為斜古丹 (Малокурильск)。50 

齒舞群島是貝殼島、水晶島、秋勇留島、志發島、多爾島等的總稱，其中最靠近

北海道的貝殼島，距北海道的那紗布海角僅 37 公里，齒舞群島總面積與新竹市

相當，約為 100 平方公里，二戰前這裡居住著 5000 多名日本人。51齒舞群島目前

少有人居住，大都為無人島，僅有少數漁民前往當地捕魚和俄羅斯沿海警備隊於

當地巡邏。齒舞群島與色丹島在俄羅斯兩者合稱「小千島群島」52(Малая Курильская 

гряда)。53 

 

據日本是的記載，早在西元六世紀中期，擇捉島和國後島上就有住有從北海

                                                 
48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 
49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 
50斜古丹(Малокурильск)其有意指小千島群島的城市之意思。 參見：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

ディア（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 
51王珊，『日本北方領土問題』，國際資料信息，2000年，第 10 期，頁 15。 
52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2. 
53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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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移居來的阿夷奴人54(アイヌ)，他們是日本的少數民族。他們從事一種靠大自

然給與、採集經濟和魚獵的生活，55後來南千島的阿夷奴人北上佔領北千島和堪

察加半島南部並成為這個地方的統治者，56過去日本將千島群島與北海道統稱為

「蝦夷地區」(えぞち)十一世紀本鐮倉幕府將「蝦夷地區」劃歸為幕府領地。 

 

據新羅記錄記載，1615年，東方的阿夷奴人，向北海道「松前藩」57(まつ

まえはん)獻海瀨皮，以表示臣服，1635年「松前籓」派人到北方諸島視察，日

本開始正式管轄經營「北方四島」，進如「松前籓」時代。58「松前籓」在千島

設定定期集市，共有幾十個，由指定的家臣分管並派交易船前往各集市。1644

年，日本繪製的全國地圖「正保御國繪圖」，就已經包括千島群島，它比俄羅斯

人，斯藩貝克所畫的千島群島地圖早了一百年左右。591754年，「松前籓」在國

後島開設了稱為國後市集的漁業基地，直接對阿夷奴人進行統治。 

 

1798年(寬正十年)日本計畫對其被稱為「蝦夷地區」的北部島嶼實施直轄

統治，派遣近藤重藏組織考察隊進行大規模的實地考察，先後來到了國後島、擇

捉島，並在擇捉島上建立「大日本惠登呂府」的標誌。1801 年，最上徳内與富

山元十郎前往千島群島的得撫島探察，並設立「天長地久大日本七属島」的標誌。

                                                 
54阿夷奴人(アイヌ)為北海道和千島群島的原住民，皮膚白晰，是日本大和民族以外的唯一少數

民族，外貌亦與大和民族不同，目前有三種說法，其一、阿夷奴人帶有俄羅斯及愛斯基摩人的

血統，其二、具有日爾曼人血統外貌，其三，阿夷奴人與最晚加入大和民族的蝦夷人，屬於同

一種民族。 
55Ben Fitzhugh, Scotty Moore, Chirs Lockwood, Cristie Boone. “Archaeological Paleobiogeography in 
the Russia Far East: The Kuril Island and Sakhal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43, No. 1(Spring 2004), p. 93.  

 
56吉田嗣延，《日本北方領土》，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社，1978年，第 2-3 頁。 
57「松前籓」位於現在北海道松前村的位置，松前則為藩主的姓氏。 
58「松前藩」時代從 1590年 1798年持續了 200 多年之久而之後，蝦夷地又有第一次幕府直轄時

代(1799年-1821年)、松前藩再次統治的時代(1821年-1854年)，第二次幕府直轄時代(1854

年-1868年)，後來又經過了箱館裁判所(はこだてさいばんしょ)所擁有的箱館時代(1868年

-1869年)，展開開拓蝦宜地的新時代。 
59『世界歷史』，1992年，第 4期，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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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從 18 世紀開始，日本與俄羅斯兩國先後對庫頁島南部和北部殖民，沙俄軍隊立

足庫頁島北部不久之後，便開始南下壓迫日本人的漁業經營。 

 

日本戊辰內戰的函館戰役結束之後，日本明治政府在函館設立開拓使，1869

年 8 月 15 日把「蝦夷地」改稱為北海道，而把過去也稱為「蝦夷地」的庫頁島

改稱為「樺太島」，都設置於開拓使的管轄之下。611643年，荷蘭人探險船實現

了外國人首次對千島群島的實地調查，並企圖加以佔領。6217 世紀末，俄國才開

始來到北千島，18 世紀，俄國成多次派官員對南千島、中千島進行探險活動，

企圖領有擇捉島及其他島嶼，從此日俄之間爭奪上述島嶼不斷發生糾紛。63 

 

 

 

 

 

 

 

 

 

 

 

 

 

                                                 
60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 
61王珊，『日本北方領土問題』，國際資料信息，2000年，第 10 期，頁 15。 
62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1-32.  
63尹成法，『日本北方領土問題述評』，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年，第 1期，

頁 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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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島 名 面積（k═） 距離（km） 

歯舞群島（貝殻島） － 3.7 

歯舞群島（水晶島） 13.7 7.0 

歯舞群島（秋勇留島） 2.7 13.7 

歯舞群島（勇留島） 10.6 16.6 

歯舞群島（志発島） 59.5 25.5 

歯舞群島（多楽島） 11.7 45.5 

色丹島 253.3 73.3 

國後島 1,498.8 16.0 

択捉島 3,184.0 144.5 

計 5,036.0   

※平成 15年國土地理院'全國都道府縣市區鎮村面積調查'。 面積包含

周邊來自距離根室半島的納砂子布岬周邊的小島。 

 

就地質學學術上來看的話，齒舞群島和色丹島屬根室半島的延長，有緩慢的起伏的丘

陵地兒形成了。與之相反，國後島、擇捉島的兩島，則是得撫島到占守島的大小大約

20剩餘群島一起，形成到堪察加半島的約1，200km的弓形上連接的火山列島、島勢大

致高峻，有爺爺嶽、單冠山、散佈山等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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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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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千島群島領土交涉之歷史背景 

 

從歷史的記載來看，彼得大帝64(Peter the Great；Пётр Великий)在侵佔西伯

利亞並把它當作俄羅斯帝國領土的同時，就下令向堪察加半島以南的海域以及日

本進行探險和勘查。 

 

俄羅斯的地理環境有幾樣特色： 

 

第一、天然的屏障多(海、河川、山脈)且土地空間廣。 

第二、國土大都是在高緯度地區，氣候嚴寒、冬季長、積雪多。 

第三、土地不適合農業發展。 

面對如此苛刻的自然環境，無法支撐大量的人口，所以只有往未開發的週邊地區

發展。往南部溫暖的土地移動的企圖心很強烈，這是不可否認的，不但是要尋找

溫暖可居的土地，也要尋找不凍港，以求國家的發展。65 

 

1711年，俄國第一次到千島群島探險，並於 1726年繪製了該群島 22 個島

嶼的地圖，18 世紀上半葉，俄羅斯又冒風險在千島群島和日本列島之間的海峽

進行考察，意圖確立其在千島群島上的政治、經濟地位。66俄羅斯的這些活動引

起日本的極大關注，當時鄰近千島群島的日本北海道，是置於日本德川幕府授與

統治權的「松前藩」所治理。「松前藩」曾繪製了包括「北方領土」在內的北海

道地圖，但實際上並不瞭解「北方領土」的確切情況，可是對俄羅斯的各種活動

已經做好防範的準備。67 

                                                 
64彼得大帝本名：彼得一世·阿列克謝耶維奇(Peter I Alexeyevich；Пётр I Алексеевич)。 
65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25-28。  
66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43. 
67王慶海，『從國際法看俄日間北方領土的歸屬問題』，東北師範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年，

第 4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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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羅斯與日本史學界在千島群島歸屬問題上的爭論點在於，俄羅斯學者強

調：「俄羅斯探險人員是發現和開發千島群島的先驅者」68。他們的祖先最先發現、

最先移居、最先開發千島群島的，俄方專家認為俄羅斯擁有千島群島是有充分的

法律和歷史依據。17 世紀中期，日俄漁民都曾在庫頁島上生活，荷蘭航海家也

到過這裡，至於哪國人最早登上這些島嶼已無法確認。大約從 1650年到 1855

年，庫頁島與千島群島，成為俄羅斯與日本兩個國家之間的緩衝區。6917 世紀中

期，日本是一個封閉的國家，受封建法規限制，不可能擁有內部邊界外領土的主

權，沙俄則不受這種限制，較早宣佈了對這些島嶼和土地的主權。70 

 

日本學者則引用歷史記載說明，早在西元六世紀中期，蝦夷族人71
即在擇捉

島從事漁獵。1635年，北海道的統治者「松前藩」，曾派藩士去擇捉島考察，並

同時與當地的蝦夷族人建立藩屬關係。日本的學者斷言：「早在近世前，阿夷奴

人北上成為千島群島的統治者，17 世紀初，「松前藩」與千島群島進行間接貿易，

17 世紀末，又在東部霧多市、諾卡市設點，1754年在國後島設點。」72 從 1800

年起，日本幕府正式在那裡設立常駐幕吏，實行同化管理，這一時期，沙俄雖然

也曾派人到擇捉島進行考察，但沒有建立任何領屬關係。73 

 

一、俄羅斯對千島群島的經營 

 

俄羅斯與日本間國家邊境的交涉，是經長年累月所形成的問題，19 世紀以

來，俄羅斯與日本對千島群島的所有權，都有著自己的主張、明確的考察方法及

                                                 
68法因別爾格，《俄日交流史》，北京：新時代出版社，1981年，頁 58。 
69James E.Goodby, Vladimir I.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n,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5, p.47-48. 
70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21-22。 
71現居北海道的少數民族「阿夷奴人」的祖先。 
72竹內理三，『日本歷史辭典』，中譯本，頁 231-232。 
73李福興，『日俄圍繞「北方領土」問題的鬥爭機發展前景淺探』，東北亞論壇，1995 年，第 3 期，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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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74俄羅斯在 16 世紀以來，因蒙古族(Mongols；Монголы)的勢力削弱，即

往東方發展，16 世紀中時達到了西伯利亞。1632年時，也在中俄邊界的雅庫茨

克建立據點，751637年到達亞洲大陸的太平洋沿岸鄂霍茨克海。76而在伊凡四世

77( Ivan IV；Иван IV )時期，勇猛的哥薩克78 (Cossack；Казаки)人，帶領 800 名

士兵到達西伯利亞。79從 16 世紀的一百年間，俄羅斯的領土以歐俄為中心，不斷

地向外擴張，進而對西伯利亞土地的征服。 

 

俄羅斯的富裕商人們，也受到伊凡雷帝(Ivan Grozny；Иван Грозный)的影

響，得以開發西伯利亞，於是在 1579年組成對西伯利亞開發的遠征隊。80俄羅斯

從西伯利亞南下進展，與中國的滿清王朝起了摩擦。在 1650年時，卡巴羅夫遠

征入侵黑龍江河谷，但幾無俄羅斯移民。1660年與 1670年代，俄羅斯商人與公

使雖然拜訪中國，但是並未建立規則的關係。81 

 

1689年彼得大帝在位時期，在中國的東北地方(包括現在的黑龍江以北、烏

蘇里江以東和外興安領的部分)發生過數次的戰鬥，而簽訂了《尼布楚議和條約》

82。此時，中國則是在清聖祖康熙時期的盛世，也因此，俄羅斯的南下中國領地

受阻，轉而向未知的太平洋方向前進。 

俄羅斯正式策劃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進行殖民擴張路線的是沙皇彼得大

                                                 
74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15。  
75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221。 
76Rees David. The Soviet Seizure of the Kuriles. New York: Praeger, 1985, p.6. 
77伊凡四世本名：伊凡四世·瓦西里耶維奇(Ivan IV Vasilyevich；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又被稱為
伊凡雷帝(Ivan Grozny；Иван Грозный)。 

78哥薩克是歷史上俄羅斯、烏克蘭等地的一些人群的總稱，他們是一個保持傳統的人群共同體， 哥
薩克並非是民族的稱呼。哥薩克人以英勇善戰著稱，在俄羅斯歷史上，沙皇通過收買哥薩克上

層人物而控制哥薩克人，哥薩克人組成的騎兵，是沙俄的重要武力。 
79柴村羊五，《北方の王者》，東京：亞紀書房株式會社，1978年，頁 31。 
80木村汎，《北方領土を考える》，北海道：北海道新聞社，昭和 57年，頁 10。 
81David.Mackenzie & Michael W.Curran 著 蔡百詮譯，《俄羅斯、蘇聯、與其後的歷史》，臺北：

國立編譯館，民國 84 年，頁 274。 
82尼布楚條約於 1689 年所簽訂，這個條約在一般中國的認知並非不平等條約，可是卻肯定俄國控

有西伯利亞，但將黑龍江地區留給中國(此為中國與歐洲強權訂立的第一個條約)，將近兩個世

紀之久這個邊界一直懸而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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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按照彼得大帝先後發展出的「關於尋找新土地的敕諭」。83於是在 1697年發

現了堪察加半島，84進而征服當地的原住民，而在之後的時期，俄羅斯政府便向

太平洋岸的千島群島、日本，北美洲西岸的阿拉斯加進行探險計畫。85 

俄羅斯人對北千島的發現是在 1697年時，86實際上登陸北千島則是在 18 世紀時，

87俄羅斯人以北千島的占守島為根據地，作為進出千島群島的起點，接著進入幌

筵島，俄羅斯人於 1713年第二次探險時到達幌筵島。88 

在 18 世紀中葉時，兩島的原住民接受俄羅斯東正教89(Eastern Orthodox Church；

Православие)的洗禮，接受俄羅斯化，而且也開始有簡單的學校等設備的形成。

在 1761年時，西伯利亞總督任命調查中千島以及南千島，俄羅斯人在當地的狀

況，還有北千島中的幌筵島上原住民阿夷奴人的俄羅斯化程度。三年之內中，千

島群島的溫彌古丹島以及南千島的澤捉島都調查完成。90 

 

俄羅斯對日本這個國家的首次認識，是 17 世紀中才經由地圖上得知其存

在，此地圖是在 1637年，由俄羅斯政府對地理學者進行援助並翻譯｢地圖帖｣一

書。91從 1720年開始，俄羅斯為了與日本進行通商貿易的準備，而開始派遣人員

蒐集情報，彼得大帝熱切關心的表示，要在 30年間對千島群島派遣一連串的探

險隊伍。而真正對千島群島實際的探險，是從 1711年開始，由堪察加半島西岸

南下，第二次探險是在 1713年，沙俄的探險家從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初，一步

步的接近千島群島。 

                                                 
83羅養毅，『日俄領土問題的由來與現狀』，日本學刊，頁 57。 
84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9.  
85柴村羊五，《北方の王者》，東京：亞紀書房 株式會社，1978年，頁 32。 
86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221-224。  
87俄羅斯人實際登陸北千島是在 1711 年，登陸了北千島中的占守島、幌筵島。 
88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15。 
89東正教或稱東方正教是基督宗教中的一個派別，主要是指依循由東羅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所流

傳下來的基督宗教傳統的教會。是與天主公教﹑基督新教並立的三大派別之一。「正教」的希

臘語(Orthodxia)意思是正統。 
90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19。  
91木村汎，《北方領土を考える》，北海道：北海道新聞社，昭和 57年，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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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年，安那女皇(Anna Ioannovna；Анна Иоанновна)任命海軍中尉什潘別

爾格(Martin Spanberg)為日本勘查隊的隊長，其任務為考察千島群島及探索通向

日本的道路。1738年，沿千島群島南下達擇捉島，1739年到達日本北邊的北海

道(Hokkaido)與本州(Honshou)東北岸的仙台(Sendai )，92此乃俄國人第一次到達

日本本土。93其雖未達成與日本建立通商關係的任務，但卻為沙俄探明了千島群

島的實際情況，根據什潘別爾格的調查結果，垂涎千島群島上的珍貴毛皮的俄國

殖民者紛紛前來。94
 

 

18 世紀 50年代，沙俄殖民勢力開始從北部千島擴展至中部千島，把千島居

民強行編入俄國國籍，1758 起侵擾到千島群島的阿夷奴人，951766年沙俄把觸角

伸向南千島，1770-1772年在得撫島上爆發了阿夷奴人的抗俄暴動，96與前來的

沙俄殖民者發生了武裝衝突。97熱中於向東方擴張的俄羅斯葉卡捷琳娜二世

98(Yekaterina II；Екатерина II)，成立「世界航行探險隊」，進行太平洋的探險計

畫，其主要是對鄂霍茨克以南的地方進行調查。99一方面企圖將千島群島據為己

有，一方面又迫切需要與日本建立通商貿易關係，以便向西伯利亞供給物資。沙

俄於組織「千島探險隊」，1778 年 5 月末，從得撫島到達擇捉島和國後島，1778

年 6 月到達北海道東岸。俄羅斯伊爾庫次克總督內姆左夫(Nemtsov；Немцов)，

根據探險隊的匯報向俄羅斯政府提出報告，其內容寫到千島列島上土著居民，已

                                                 
92Rees David. The Soviet Seizure of the Kuriles. New York: Praeger, 1985, p.7. 
93法因別爾格，《俄日交流史》，北京：新時代出版社，1981年，頁 40。  
94羅養毅，『日俄領土問題的由來與現狀』，日本學刊，頁 57。  
95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65. 
96阿姨奴人為移居的民族在島嶼上過著與世無爭且與外界隔絕的生活所以對於外來的統治很容易

形成反抗。 參見：Ben Fitzhugh, Scotty Moore, Chirs Lockwood, Cristie Boone. “Archaeological 
Paleobiogeography in the Russia Far East: The Kuril Island and Sakhal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43, No. 1(Spring 2004), p. 92.  

97周啟乾，『日俄關係簡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社，1985年，頁 31。 
98葉卡捷琳娜二世·阿列克謝耶芙娜(Yekaterina II Alekseyevna；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
原名索非亞·弗雷德里卡·奧古斯塔(Sophie Augusta Fredericka)。 

99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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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500 人編入俄羅斯國籍。100 

1779年，探險隊再次達到擇捉、國後二島，將二島的阿夷奴人編入俄羅斯

國籍，101並要求與日方通商，但遭拒絕。而到了 1830年代末期，俄羅斯人已經

踏遍千島群島大部分島嶼，也做了非常詳細的研究報告，其正確性程度也與現在

相去不遠。102 

18 世紀時，日俄兩國對千島群島經營範圍來說，基本上，南千島大多是日

本人，北千島大多是俄羅斯人103，沙俄的經營範圍最遠達到擇捉島北面的得撫

島。104俄羅斯在遠東方面的經營，不僅是與日本之間有產生摩擦，與中國之間也

有產生摩擦。 

 

西元 1847年，俄皇尼古拉一世(Nikolai I Pavlovich；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

任命莫拉維也夫為西伯利亞總督，向東方侵略，發現庫頁島與韃靼海峽105(Strait of 

Tartary；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的不結冰區域，於是進駐伊爾庫茨克(Irkutsk；

Иркутск)，並在黑龍江下游及庫頁島占地駐兵，作為向東發展的根據地。1853

年，俄羅斯要求在上海貿易，被清廷拒絕。1854年，克里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發生，莫拉維也夫以防禦英法為藉口，率船 70 餘艘，駛

入黑龍江。英法為防止俄羅斯艦出太平洋侵擾海上貿易，遂有派遣艦隊來攻之決

議，俄羅斯為應付起見，只有假道黑龍江才可防禦。 

    1855年，莫拉維也夫再度強航黑龍江，百餘艘船、八千多船員，並攜軍械、

農具等物準備屯占黑龍江北岸，並重提分界之事，與中國談判。莫拉維也夫聲稱

黑龍江、松花江的左岸皆屬於俄羅斯。1856年，莫拉維也夫再次強入侵黑龍江

                                                 
100法因別爾格，《俄日交流史》，北京：新時代出版社，1981年，頁 40-58。  
101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pp.62-63.  
102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22。 
103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224-225。  
104趙月峰、李華峰，『日俄北方四島問題的回顧與展望』，東疆學刊，2000年 10 月，第 17 卷，第

4期，頁 14-18。 
105韃靼海峽日語稱「間宮海峡」，亦名「涅維爾斯科依海峽」，是位於太平洋西北的一條海峽，將

其東的庫頁島同其西的亞洲大陸分開，也將其北的鄂霍茨克海同其南的日本海連接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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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域，移殖農民，並在黑龍江中下游建立軍屯區，設定鄉市，畫分行政區域，儼

然視為己有。 

 

二、日本對千島群島的經營 

 

日本政府方面，對千島群島的方面正式的瞭解是在於幕府時期的 1644年，

「松前藩」所提出的「正保御國繪圖｣。而這個地圖南北縱長包含了北海道、庫

頁島與千島群島，在地圖中對千島群島的島嶼名稱、順序，都有詳盡的記載，也

是早期日本幕府對千島群島提出所有權的根據之一。106 

這部「正保御國繪圖｣在提出以前，於 1633年，日本幕府就有對「蝦夷地｣107

進行勘查測量與對「蝦夷地｣進行地圖的製作。而「正保御國繪圖｣就是在這基礎

上所製作出來的。在 1700年時，又有「元祿御國繪圖｣的誕生，此部的「御國繪

圖｣，則是當時最高的權威地圖。108而在那時，千島群島上的原住民「阿夷奴人｣，

其使用語言為「阿夷奴語｣109，在 18 世紀末時，推估人口約為 2000 人左右，與

北海道的統治階級「松前藩」，就有朝貢形式的往來關係。110 

 

1772年時，當「松前藩」瞭解到阿夷奴人在得撫島襲擊沙俄殖民者時，決

定在南千島上開墾土地發展農業。但是財政拮据，無力整飭軍備又擔心幕府將其

撤封，故隱瞞幕府政權沙俄到達南千島的真相。幕府奉行鎖國政策，使日本幾乎

與外界隔絕，對沙俄的探險活動所知甚少，最早對沙俄的探險活動有所緊惕的是

一些學者。1778年吉雄幸作曾言：「蝦夷北部已為西洋所得，倘吞食而領有蝦

                                                 
106木村汎，《北方領土を考える》，北海道：北海道新聞社，昭和 57年，頁 12。 
107北海道東南部及南千島群島、中千島的得撫島為「東蝦夷地」，北海道西北邊為「西蝦夷地」，

庫頁島則為「北蝦夷地」。 
108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16-17。  
109阿夷奴語(アイヌ語)，北海道及千島群島原住民的語言，在最南邊的冲绳縣，還有一種琉球語。

在語言分類學上，阿夷奴語原來是獨立的語言，而琉球語則是日語的方言。以阿夷奴語作為母

語的人，1996年只剩下 15 個人，並且年齡都在 50 歲以上，主要居住在北海道最北部的幾個

島嶼上(日俄兩國有領土爭議，日本稱為 Tsishima 群島，俄國稱為 Kuril)。 
110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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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我國恐常患北顧之憂。」111工藤助平所著的《赤蝦夷風說考》是日本第一部

研究俄國的書，其中詳細介紹了歷年來沙俄沿千島南下的狀況，建議幕府經略蝦

夷以增強國力。 

 

幕府為了阻止俄國南下，於 1791年派人前往擇捉、得撫等島進行調查，並

救助阿夷奴人。1798年再次前往「蝦夷地」，在擇捉島豎立「大日本惠登呂府」

的牌柱。112為了加強北部邊防，1799 年幕府更進一步將「蝦夷地」收為直轄地，

將擇捉島劃分為 7鄉 25 村，委派阿夷奴人為官吏，並派遣官員常駐該島。此時

幕府為了加深對阿夷奴人的影響，還引進日本的禮儀、名字、衣著還有語言給阿

夷奴人。113
 

1802年幕府正式在「東蝦夷地」施政，並委派行政長官，與此同時，幕府

禁止阿夷奴人與俄羅斯人貿易往來，以斷絕俄羅斯人糧食，迫使其撤離得撫島。

1803年禁止擇捉島的阿夷奴人去得撫島漁獵，114至 1805年，日俄邊界的實際控

制便以得撫島和新知島之間的「得撫海峽」為界固定下來，而完全的控制得撫島

為 1807年。115 

 

三、俄羅斯與日本在庫頁島的經營 

 

庫頁島在歷史上多次屬於不同的國家或政權，關於早期庫頁島的歷史，通常

都是由中國、俄羅斯、日本三種不同的觀點與角度所結合而成的。116 

 

                                                 
111中村新太郎，《日本人與俄國人》，大月書店，1978年，頁 53-55。 
112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37。  
113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70. 
114周啟乾，『日俄關係簡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社，1985年，頁 55。 
115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71. 
116James E.Goodby, Vladimir I.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n,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5, pp.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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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羅斯方面 

 

庫頁島位於千島以西，是一個南北走向的狹長島嶼，它在歷史上是中國的領

土。日本在 17 世紀初，從南端進入庫頁島，俄國在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從北

端進入庫頁島。117 

庫頁島不僅是北太平洋地區的戰略要地，而且富有礦藏和動植物資源和豐富的水

資源。在地理發現史上，中國是最早知道庫頁島的國家。118從 6 世紀起，中國便

對包括庫頁島在內的黑龍江下游地區，開始進行行政管轄。但是至十七世紀末，

沙俄到堪察加半島後便開始覬覦庫頁島，並多次派出探險隊進行考察，並於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與日本展開爭奪庫頁島的鬥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較量，

最後沙俄終於併吞整個庫頁島地區。 

 

中俄「尼布楚條約」119簽訂後，儘管在某種程度上抑止了沙俄向黑龍江流域

進一步的侵略，但事實上，沙俄在黑龍江流域的擴張卻從來沒有停止過，只不過

是向東西伯利亞的「毛皮王國」伸展。1697年到達了堪察加半島，接著沙俄掀

起了向北太平洋擴張的浪潮，在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的第二浪潮中，對千島群

島、美洲阿拉斯加、中國黑龍江口和庫頁島等地進行勘察和侵略。 

與此同時英、法等國的勘察隊也湧到了北太平洋地區，在這種期況下，沙俄政府

為奪取北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決定全力支持。1799年設立受皇家保護的「俄美

公司」(Russian-American company)，120其目標是使太平洋整個北部地區為俄國所

有，其中包括美洲西岸的加利福尼亞、夏威夷群島、庫頁島南部和黑龍江口，企

                                                 
117郝承敦，『俄日北方領土爭端述評』，國際論壇，2002年 2 月，第 2卷，第 1期，頁 35-39。  
118耿良，『庫頁島的地理發現』，學習與探索，1979年，第 2卷。 
119「尼布楚條約」於 1689年 9 月 7 日正式簽字。尼布楚條約是大清帝國和俄羅斯帝國之間簽定

的第一份邊界條約，也是中國和西方國家簽定的第一份正式條約。 
120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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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把包括庫頁島在內以及中國一部分的領土囊括到俄國的版圖之中。121 

 

庫頁島亦稱「薩哈林島」或「樺太島」位於歐亞大陸的東北部，黑龍江入海

口的東南部，東為「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西通過「間

宮海峽」與大陸相望，南隔「宗谷海峽」122(La Perouse Strait)與日本的北海道相

鄰，總面積約 7.8 萬平方公里。從庫頁島的地質面貌來看，它的北部較為平坦，

以丘陵山地為主。 

庫頁島南部由東薩哈林山脈和西薩哈林山脈組成，最高峰為 1420 公尺，全

島富森林資源。其北部為針葉林地帶，地下蘊藏著大量的石油、煤炭和黃金等礦

產資源，而沿海地區有著豐富的水產資源，是大馬哈魚的主要產區之一。島上的

最早居民有基里雅克族(主要分佈於島的北部)、鄂溫克族(主要分佈於島的中東

部沿海地區)、阿夷奴族(主要分佈於的南部地區) 等民族。123 

 

庫頁島的人口密度低，而冷戰以後俄羅斯的海空軍力大幅萎縮，太平洋艦隊

也大幅縮水，使得很多飛機跟軍艦撤離該島。但是庫頁島在冷戰時期被稱為蘇聯

遠東的不沉航空母艦，是蘇聯當年遏制美國阿拉斯加州軍力部署的戰略前哨站，

因為該島直接面對太平洋，而且與美國阿拉斯加跟阿留申群島十分接近。 

庫頁島上資源豐富，面積比台灣還大上兩倍，目前俄羅斯遠東輸往日本的原

油，多是庫頁島所產。冷戰結束後，蘇聯瓦解，很多東北人在擁擠而失業率極高

的黑龍江待不下去，紛紛用各種合法非法的方式，到俄羅斯遠東地區尋找商機。

目前在俄羅斯遠東地區合法居留的中國人有 50 多萬，但是若加上非法居留者，

實際數目字應該有 100 多萬，而在庫頁島，中國人的數量少說有 10 萬人。 

                                                 
121高福順，『庫頁島的地理發現與日俄對庫頁島的爭奪』，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2年 3 月，第

21 卷，第 1期，頁 23。 
122拉彼魯茲海峽 (La Perouse Strait，日本稱宗谷海峽)，位於庫頁島與北海道島之間，貫通日本

海與鄂霍次克海 
123高福順，『庫頁島的地理發現與日俄對庫頁島的爭奪』，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2年 3 月，第

21 卷，第 1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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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方面 

 

早期的庫頁島124，就俄羅斯人與日本人經營的歷史來說，俄羅斯人經營西伯

利亞與黑龍江流域附近是在 17 世紀時，但因在黑龍江流域經營時受阻，後來改

到往東岸的庫頁島來經營。也因此，19 世紀時俄羅斯人發表西伯利亞與庫頁島

為其領土，在 19 世紀中葉，俄羅斯在中國清朝國勢較弱的時候，於 1847年經營

黑龍江沿海，庫頁島的北半部皆在俄羅斯的勢力範圍。 

在日本方面，日本稱庫頁島為「北蝦夷地」125，1809年地理學者高橋景保發

表「北夷考証」一文，對庫頁島有多所描素。1810年時，間宮林藏126著有「東韃

紀行」和「北蝦夷圖說」，這是一份三萬六千分之一比例的地圖，而且他也在同

年發現庫頁島並非是一個半島，而是獨立的島嶼，與大陸之間還有一個狹小的海

峽。127俄羅斯方面在 1811年，克魯夫尼西卡也有對庫頁島和和其西海岸進行調

查，在 19 世紀中葉，大約在俄羅斯人正式經營千島群島的 200年前，日本人在

                                                 
124庫頁島位於黑龍江(阿穆爾江)出海口的東部，東面和北面臨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韃靼海峽與大

陸相望，南隔「宗谷海峽」與日本接壤。南北長達 984 公里，東西寬 160 公里，面積 7.64 萬 平

方公里。 

該島富有森林、石油、天然氣、煤等資源。古時庫頁島本是無主之地，隋朝從開皇十年(西曆

590 年)春開始在全島島上設立州縣管理制(庫頁島首次被併入中國版圖)，自隋定制，一直沿

襲到清朝。隋文帝為加強中央集權而採取的一系列強化措施:在地方，簡化行政機構，廢除郡

一級地方官制，實行州、縣兩級制。庫頁島由開皇十年(西元 590年)春開始屬隋朝的遼州，隋

末全國大亂後，庫頁島被高句麗人所建立的渤海王國納入版圖，往後庫頁島歸屬唐朝管治，唐

末耶律億建立大契丹(大遼)後，庫頁島歸屬大契丹(大遼)管治，後來歸屬金、元、明、清日本

等政權，今天屬俄羅斯聯邦薩哈林州。  
125蝦夷地區是指現今的北海道和庫頁島，北海道稱「南蝦夷」，南蝦夷中又分為「東蝦夷」與「西

蝦夷」，而庫頁島則稱「北蝦夷」，庫頁島舊名是「樺太」，自元代開始已是屬於中國領土，到

清代時，庫頁島的住民都要前往清廷位於黑龍江下游的行政地區朝貢。在日本方面，早在德川

家康時，「松前藩」的藩主已和北海道及包括庫頁島在內的蝦夷地區展開貿易，但直至十八世

紀末期庫頁島北部在世界地圖上是仍未被碓定，庫頁島被錯誤判斷是與黑龍江出口相連接的大

陸而不是一座四面環海的島嶼，後來修正了這錯誤觀念的人就是日本人「間宮林藏」。 
126間宮林藏出生於務農家庭，他十五、六歲時到江戶拜在地理學家村上島之允門下，學習測量術

及繪製地圖方法，他跟隨村上島之允參與了幕府在 1799年進行的第三次北方調查，這是他第

一次踏足蝦夷地，1808年他又參與了幕府的第四次的北方調查，間宮林藏從北海道的宗谷渡

海到達庫頁島南端，他與蝦夷人乘坐木舟沿東海岸北上，最後到達拉卡崎但無法再往更北的地

方，只隔著海峽看見對岸大陸，於是確認庫頁島是一座島，同年七月，間宮林藏為了獲得足夠

證據證明庫頁島是一座島，他獨自一人到庫頁島探險，經過一年的探險他終於證明庫頁島的確

是一座島，他還記錄了庫頁島的種種資料，編寫了《里程記》，《東韃地方紀行》，《北夷分界餘

話》等報告。 
127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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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庫頁島就有探險和交易的活動。128 

 

日本幕府對國境附近的他國船隻採取徹底取締的方式，但在 1807年發生了

與俄羅斯船隻的摩擦事件。也因此，1808年初，德川幕府發布「俄船驅逐令」129，

與此同時，幕府政府覺得對於千島群島以及庫頁島的的詳細瞭解，是非常必要且

迫切的。在 1808年時，正式派遣間宮林藏以及松田廣十郎二人，分別對庫頁島

東岸和西岸做精密的調查，成果相當的豐碩，130初步得出了庫頁島是一島嶼的結

論。1809年，間宮林藏再次對庫頁島進行考察，並沿黑龍江溯留而上訪問了中

國清政府在黑龍江下游德楞的地方政府，通過再次的考察，日本人再次確認庫頁

島為一島嶼而非半島的事實。131
 

 

冷戰結束後，日本人比起中國人更早發現該島的價值，因此花了不少錢投資

俄羅斯的石油基地，以保證日本的能源供應不缺。在早期 1904年所爆發的日俄

戰爭結束後，俄羅斯與日本簽定《樸資茅斯條約》132後，日本就曾經成功佔領該

島南半部。今天日本出版的地圖，還把庫頁島南端畫成未定界，表示日本一直沒

有忘記庫頁島南半部曾經是日本領土。133 

 

 

 

 

 

                                                 
128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232-233。  
129高福順，『庫頁島的地理發現與日俄對庫頁島的爭奪』，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2年 3 月，第

21 卷，第 1期，頁 24。 
130木村汎，《北方領土を考える》，北海道：北海道新聞社，昭和 57年，頁 28。  
13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 第一卷》，台北：桂冠圖書，民 79年，頁 124。 
132樸資茅斯條約內容：(一)俄國承認朝鮮為日本勢力範圍。(二)俄軍退出東三省。(三)俄國將庫            

  頁島北緯五十度以南的部分割讓給日本。(四)條約簽訂後十八個月以內，日俄軍隊一律退出東

三省境內，將東三省交還給中國。 
1331875年之前，1905-1945年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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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 

 

 

四、俄羅斯與日本爭奪庫頁島經過 

 

1814年，日本幕府政府從南庫頁島撤兵，放棄了德川幕府的直轄權，恢復

了「松前藩主」對庫頁島的管理權力，這表明了德川幕府對庫頁島失去了興趣，

日俄對庫頁島之爭暫告結束。這可以說是日俄對庫頁島爭奪之第一階段。 

儘管日俄之間戰事告一段落，但俄羅斯人對黑龍江問題並沒有失去興趣，仍不斷

的對庫頁島進行各種不同的勘察活動，並成立「阿穆爾問題委員會」。指導俄羅

斯人的各種侵略活動，1853年-1875 年，是日俄爭奪庫頁島領有權的第二階段。 

 

1849年，涅維爾斯科伊率領貝加爾號運輸船開往庫頁島東岸，再次對庫頁

島進行考察，涅維爾斯科伊經過此次考察，也發現庫頁島是一島嶼而非半島。「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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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海峽」可以通過各種船隻黑龍江口可以行船，134這是俄羅斯有史以來第一次對

黑龍江口和庫頁島一帶所做之比較接近事實的結論。135涅維爾斯科伊發現庫頁島

是一島嶼，以及黑龍江口可以通航之後，沙俄政府趕緊加強了黑龍江口以及庫頁

島一帶的侵略活動。 

 

1852年初，涅維爾斯科伊佔據了黑龍江口，隨之派遣哥薩克軍進入庫頁島，

蒐集庫頁島的各種情報，為武裝佔領庫頁島做準備工作。1853年，沙俄政府令

「俄美公司」立即佔領庫頁島，並命令涅維爾斯科伊在庫頁島東西兩岸設立一武

裝哨所。涅維爾斯科伊於 1853年 8 月，在庫頁島東岸登陸建立以莫拉維也夫的

名字命名的哨所，並且公然宣佈庫頁島為俄國所有。136
1854年初，由於沙俄在歐

洲陷入英法兩國爆發「克里米亞戰爭」，為避免英法海軍在北太平洋對沙俄攻擊，

俄國不得不從庫頁島上撤退。1856年，「克里米亞戰爭」結束，沙俄趁英法在中

國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在加緊侵略黑龍江的同時，又出兵佔領了庫頁

島，並把庫頁島劃歸在東西伯利亞總督，莫拉維也夫直接管轄之下。137 

 

俄羅斯政府在出兵佔領庫頁島的同時，又採取外交訛詐手段，欲始之佔領的

庫頁島合法化。1852年 5 月，俄羅斯的「遠東政策委員會」派遣普提雅廷為俄

方的全權代表，赴日談判經過兩年多的談判，日俄雙方終於在 1855年 2 月 7 日

簽訂了《日俄通好條約》，條約規定在庫頁島問題上是「不劃邊界、維持原狀」138，

俄羅斯這種做法是準備蠶食鯨吞整個庫頁島和黑龍江口。 

1858年「中俄璦琿條約」簽訂後，莫拉維也夫認為徹底解決庫頁島問題的時機

已經成熟，在得到俄羅斯政府允許之後親自赴日談判。1859年 8 月，東西伯利

                                                 
134李邁先，《俄國史》，臺北：國立編譯館，民 58年，頁 287。 
135高福順，『庫頁島的地理發現與日俄對庫頁島的爭奪』，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2年 3 月，第

21 卷，第 1期，頁 24。 
136薛虹，『庫頁島在歷史上的歸屬問題』，歷史研究，1981年。 
137高福順，『庫頁島的地理發現與日俄對庫頁島的爭奪』，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2年 3 月，第

21 卷，第 1期，頁 24。 
138崔丕，《近代東北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北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年，頁 81-83。 



 52

亞總督莫拉維也夫，在 9艘軍艦的護航下到達了江戶，在武力威脅下，德川幕府

委派代表與其談判。139談判之初，莫拉維也夫提出日俄兩國以庫頁島和「蝦夷地」

之間的「宗谷海峽」(La Perouse Strait；Пролив Лаперуза；そうやかいきょう)

為界，庫頁島歸俄國所有。對此日本提出：「日俄邊界以庫頁島上的北緯 50度線

劃分，或者繼續維持現狀」，同時拒絕雙方再次談判。 

 

莫拉維也夫的日本之行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更堅定期佔領庫頁島的

決心。1860年俄軍佔領庫頁島南端，致使日俄爭奪庫頁島的矛盾更加尖銳，尤

其是沙俄佔領「對馬島」(Tsushima Island；Цусима；つしまじま)失敗和出售美

洲的阿拉斯加予美國之後，140
庫頁島更成為沙俄在黑龍江口，「實施守勢戰略、

固守新殖民地」的前沿陣地和伺機南下進行戰略反撲的橋頭堡。141於是俄羅斯政

府不斷向庫頁島派遣軍隊和移民，並不斷襲擊日本人的漁場和住宅，且在 1861

年時，俄羅斯海軍還要求在日本與韓國之間的「對馬島」建立海軍的軍事基地，

要求強行租借。「對馬島」為日本海往太平洋進出口要地，軍事戰略地位相當的

重要，但因日本引進英國等外國勢力，使俄羅斯此一企圖宣告失敗，轉而全力經

營庫頁島。142於此情況之下，德川幕府便把劃定北方邊界提到議事日程上來，1862

年，德川幕府派遣竹內保德率領使團，赴俄羅斯的聖彼得堡進行談判。 

 

日方提出以北緯 50度線劃分邊界，而俄方堅持以「宗谷海峽」為界，雙方

談判未獲成功，日本再度失去了以北緯 50度線為兩國邊界的機會。1866年，德

川幕府在內外的壓力下不斷，派遣箱館奉行小川秀實，使團赴俄羅斯談判。1867

年 3 月 30 日，日俄雙方簽訂了《庫頁島暫行規定》，規定俄國把千島群島中的得

撫島等四島讓與日本，允許日本漁民在庫頁島居住，兩國國界仍以北緯 48度，

                                                 
139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235-236。 
1401861年俄羅斯企圖佔領對馬島，以成為其通往太平洋之軍事基地，1867 以 720 萬美元將阿拉

斯加賣給美國。 
141崔丕，《近代東北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北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年，頁 86。 
142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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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宗谷海峽」為界，繼續保持原來的雜居狀態。 

1872年 4 月，俄羅斯提議將得撫島附近的小島給予日本，交換俄羅斯對全

庫頁島的擁有權；另一提案為日本出價 200 萬元，自俄羅斯購入北庫頁島，但兩

個提案均遭對方否決。143從日俄雙方的談判結果來看，日俄雙方在立場上雖然多

少有些改變，但從以後的歷史進程來看，雙方仍然存在著根本分歧。1867 年末，

德川幕府垮臺，取而代之的是明治維新政府，明治維新政府非常重視北方邊界問

題，一方面設法增強在庫頁島的軍事力量，設置「庫頁島開發司」等。一方面又

求助於英、美等國出面干涉，在英、美等國的干涉下，俄羅斯終於決定緩和日俄

在庫頁島的爭端。 

1874年 11 月，日俄雙方正式舉行談判，1875年 5 月 7 日，日俄雙方簽訂了

《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條約規定日本將目前佔有之庫頁島南部地區讓與俄

國，俄國則將全千島群島讓與日本，144這樣俄國終於併吞了整個庫頁島，而整個

千島群島則歸日本所有，日俄在庫頁島的糾紛由此獲得瞭解決。145直至 1905年 7

月，日本原口將軍率領 14000 名日本兵佔領庫頁島，其間 30年，庫頁島皆完全

歸俄國所有。146 

 

日本人在達到北緯 50度線時，進而發現除了阿夷奴人以外的民族，稱之為

「山韃人」，原先是居住在黑龍江下游，後來長期和庫頁島往來，進而定居在庫

頁島。而在北緯 48度以南，主要還是阿夷奴人，日本人也在此建立封建政權，

從事漁撈事業以及和大陸進行貿易，主要的貿易物品為大陸製的玉織布類。日本

人也在庫頁島上建立日本領地的標誌，在 1809年時日本人到達庫頁島的最北

岸，此地與亞洲大陸的距離只有 60 公里，147 

                                                 
143木村汎，《北方領土を考える》，北海道：北海道新聞社，昭和 57年，頁 43。 
144Bruce A.Elleman, Michale R. Nichols, Matthew J. Ouimet. “A Historical Reevaluation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Kuril Islands Dispute” Pacific Affairs, Vol. 71, No. 4(Winter 1998/1999), p. 490.  
145崔丕，『近代東北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北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年，頁 86-89。 
146木村汎，《北方領土を考える》，北海道：北海道新聞社，昭和 57年，頁 61-62。 
147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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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 

 

 

五、俄羅斯與日本對庫頁島的開發計畫 

庫頁島的石油及天然氣蘊藏量相當的豐富，全球最大「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Exxon Mobil Corporation)，2002年將投資 7億 5000 萬美元，開發俄羅斯庫頁

島石油和天然氣田，庫頁島油田開採計畫第 1階段工作，將向國際社會證明能夠

在俄羅斯境內進行大型投資計畫。將在柴佛油田架設鑽鑿設備，以及更新歐蘭海

上平臺設施，庫頁島計畫中的 3座外海油田柴佛、奧多圖和阿庫圖達吉，估計蘊

藏 23 億桶原油以及 4億 8500 萬立方公尺天然氣。 

這項開發計畫將由「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與日本的「庫頁島石油暨天然氣

開發公司」各擁有 30%股權，其他投資者是「印度 ONGC Videsh 公司」和「俄羅

斯石油公司(OAO Rosneft Oil Company；ОАО Роснефть-Пурнефтегаз)」的兩家

子公司。未來幾年內，這項計畫將成為俄羅斯最大的境內投資單一來源。148 

日本最大的兩家貿易公司，三菱商事與三井物產，已經應允了「皇家荷蘭殼牌

(Royal DutchShell)石油公司」的請求，將加碼投資庫頁島二號天然氣井開發計

                                                 
148中央社，2002年 0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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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此決策將使得二號氣井的開發總成本升高至 2.2 兆日圓或 200 億美元，至於

兩日本貿易商所投入的成本亦將提高 4500 億日圓，庫頁島二號井應該從 2007年

起，將液化天然氣就近供應給日本北方的火力發電廠與瓦斯公司。149由於日本投

入鉅資開發庫頁島的能源，而莫斯科對開發這一地區十分熱衷。這在某種程度上

帶來了日俄兩國貿易的蓬勃發展。150 

由美國及日本的跨國企業不斷的對庫頁島進行投資，即可得之庫頁島的天然資源

相當的豐富。 

 

 

 

 

 

 

 

 

 

 

 

 

 

 

 

 

 

                                                 
149中央社 東京 2005 年 9 月 15 日彭博電。  
150英報認為普欽不會用北方四島換日本投資，2004年 9 月 7 日，來源：新華網， 

http://news.sina.com.cn/w/2004-09-07/11223605308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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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北方四島的地緣戰略 

 

地緣戰略151是根據一定地緣條件分析、研究國家或地區間戰略關係的互動變

化規律，揭示國際形勢的變化發展趨勢和戰略格局的演變與調整，為國家制定戰

略方針和對外政策提供依據。 

千島群島東臨太平洋，西濱鄂霍茨克海，扼守這兩片水域船隻往來的必經之

路，戰略地位優越。而「北方四島」地處千島群島南部與北海道東北部之間，其

戰略地位十分重要。152對俄羅斯而言是非常重要且不能失去的，這四座島嶼如果

失去不是單純的失去島嶼和一些周邊產物的問題，而是俄羅斯會失去重大的軍

事、安全價值。 

 

在蘇聯時期，蘇聯沿海各州、庫頁島、千島群島分佈了蘇聯在遠東地區的軍

隊，陸軍方面，總共駐紮了 17 個師團、27 萬士兵。海軍方面，有 60 萬噸的太平

洋艦隊，200 多架海軍戰鬥機與 12 萬人的軍隊。空軍方面，則有 2000 多架戰鬥

機及 7萬多人的空軍兵力。而且有許多導彈基地配置在上述地區，對日本形成極

大的威脅。153 

隨著蘇聯的解體，俄羅斯的地緣戰略空間大幅縮小。自 16世紀以來，歐亞

大陸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莫過於俄羅斯的崛起與擴張。然而，蘇聯的解體使俄羅

斯 300多年所擴張獲得的地緣戰略成果幾乎化為烏有。 在地緣戰略空間大幅壓

縮的同時，俄羅斯的出海通道也受到鉗制。波羅的海三國的獨立，使得俄羅斯在

波羅的海只剩下了聖彼德堡、維堡154(Vyborg；Выборг；Viipuri)和加里寧格勒

(Kaliningrad；Калининград；Königsberg)三個港口。在黑海，俄羅斯只剩下諾沃

                                                 
151地緣戰略的 5要素包括：面積，位置，實力，社情，距離。 
152北方四島問題是障礙 普欽訪日欲行還休，2005年 1 月 12 日，來源：瞭望東方周刊，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1/12/content_2

448955.htm 
153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200-201。  
154維堡位於俄羅斯西北部列寧格勒州城市。位於芬蘭灣內的維堡灣口，部分為芬蘭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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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西斯克和圖阿普謝兩個港口。 

 

1996年 4 月，葉爾欽與橋本龍太郎參加莫斯科「核安全問題首腦會議」期

間，雙方同意恢復締結有關和平條約的談判。葉爾欽答應把在「北方四島」上的

駐軍從一萬人減少到 3500 人，155並保證今後不再往海洋，尤其是日本海傾倒核

廢料。156由此可見，「北方四島」已不需如蘇聯時期般駐紮過多的軍隊，但是就

地理條件上，依然具備戰略意義。 

 

一、北方四島對俄羅斯的地緣戰略意義 

 

在俄羅斯歷經冷戰後對外政策變遷，以強國思想和現實主義為主要特徵的俄

羅斯地緣戰略逐漸形成。俄羅斯地緣戰略的核心目標是保障邊界不受侵犯和領土

完整，防止國家憲法體制受到他國侵害，鞏固俄羅斯作為一個政治大國和當前多

極世界中極具影響力地位的一員。157 

 

(一)、北方四島是俄羅斯所剩無幾之自由出入海洋的重要通道 

所謂自由出入海洋的通道，是指受氣候、人為、地理等制約較少的進出通道。 

俄羅斯在東、西、南、北四個方向都有出入海洋的通道。 

 

1、在北方，由於受北極氣候的影響，此地區海面全年大部分時間裡無法通航。 

在可以通航的季節，從俄羅斯北極地區進入太平洋，也只有「白令海峽」

(Bering Strait；Берингов проток)這一條通道一條通道。「白令海峽」的一邊為美

國的阿拉斯加州(Alaska)，出口外橫著美國的聖勞倫司島(St. Lawrence Island)，不

                                                 
155林曉光，『日俄關系：90年代以來的發展與變化變化』，日本學論壇，1998 年，第 4 期，頁 31。 
156薛君度 陸南泉，《新俄羅斯：政治、經濟、外交》，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年，頁

380。   
157
馮玉軍『俄羅斯地緣政治戰略取向』，來源：現代國際關係 雲南幹部教育網，

http://old.ynce.gov.cn/content.asp?ARTID=2547&COLI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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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又有美國的阿留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也因此，由俄羅斯北邊進入太平

洋地區並不自由。 

 

2、在西方，有波羅的海通道。 

但這一個通道由於立陶宛(Lithuania；Литва；Lietuva)、拉脫維亞(Latvia；

Латвия；Latvijas)、愛沙尼亞(Estonia；Эстония；Eesti)的獨立，使得俄羅斯只

剩芬蘭灣(Gulf of Finland；Финский залив)一處出海口，其出入波羅的海的一切

行動都，在芬蘭灣一切國家的監視之下。也因此，在波羅的海通道的戰略意義，

已經大不如以往。 

 

3、在南方，有黑海、土耳其海峽通道。 

這一通道由於土耳其海峽158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使得南方通道的擁有權本

來就不足夠，再加上原蘇聯時期，黑海沿岸國家的獨立，也使得這一通道的戰略

意義大大降低。159 

 

4、在東方，俄羅斯有經日本海出「對馬海峽」的南下通道，有堪察加半島彼得

羅巴甫洛夫斯克(Petropavlovsk-Kamchatsky；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Камчатский)出海

口、有出太平洋有出入太平洋的千島群島諸通道。 

彼得羅巴甫洛夫斯克雖然直接面對太平洋，可以不受其他外來因素牽制。但

由於地處俄羅斯遠東地區的東南部，再加上堪察加半島的地理條件十分複雜，因

此，從俄羅斯內地並無通往此處的鐵路，公路也很少，交通主要是以海運和空運

為主，所以交通是限制彼得羅巴甫洛斯克出海自由的最大問題。 

而千島群島附近多海峽，出入太平洋口不受地理條件限制。從氣候條件上來看，

俄羅斯整個遠東地區的眾多港口冬季多半封凍，然而由於受日本海暖流的影響，

                                                 
158土耳其海峽別稱黑海海峽，由博斯普魯斯海峽、馬爾馬拉海、達達尼爾海峽三部分組成。是黑

海與地中海之間唯一的通道，也是亞洲和歐洲的分界線，地理位置十分重要。 
159唐陸冰，《日俄北方四島之爭》，南京，世界地理知識，2005年 3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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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島群島則有一些可以全年通航的天然良港。 

所以就眾多方面比較來說，千島群島諸通道的出入是自由的，「北方四島」

通道則是千島群島眾多通道之一。也因其地處南方，利用率佳，比起千島群島其

他通道，更具有戰略意義。 

 

※「北方四島」其戰略意義主要有三點： 

 

1、「北方四島」通道距西伯利亞鐵路最近，便於補給。 

2、「北方四島」離俄羅斯遠東地區最主要的經濟、文化中心以及交通樞紐符拉迪

沃斯托克160
(Vladivostok；Владивосток)和哈巴羅夫斯克

161
(Khabarovsk；

Хабаровск)(海參威及伯力)兩大城市最近，離俄羅斯遠東地區的重要戰略基

地庫頁島也最近。 

3、由於「北方四島」離日本海最近，因此千島群島上的不凍港，主要集中在這

裡。162 

 

(二)、北方四島是俄羅斯遠東地區的戰略要地 

 

1、「北方四島」和千島群島一起構成了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的重要門戶，「北方四

島」可使俄羅斯自由進出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和太

平洋之間。 

 

                                                 
160符拉迪沃斯托克位於滿洲東部沿海地區。海參崴之名字的由來，是由於當地曾經是盛產海參的

地區，而「崴」是指窪地的意思。而俄語「符拉迪沃斯托克」的意思是「統治東方」。日英聯

軍在 1918年 4 月藉口當地有日資設施被襲，進駐海參崴，1920年遠東濱海地區建立「遠東共

和國」，持續至 1922年由蘇聯收復。 
161位於黑龍江及烏蘇里江交界處東側，為俄羅斯聯邦遠東聯邦管區哈巴羅夫斯克邊疆區

(Khabarovsk Krai；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的首府。其俄文名源於俄國探險家哈巴羅夫。根據 1860

年《中俄北京條約》，原屬清朝位於黑龍江及烏蘇里江交界處東側土地，連同庫頁島一併讓予

俄國。 
162唐陸冰，『日俄北方四島之爭』，南京，世界地理知識，2005年 3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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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北方四島」是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牽制日本的戰略要點，「北方四島」就地理

位置來說，非常適合在遠東地區進行牽制日本的戰略要求，「北方四島」與

庫頁島南部，分別箝制了日本北方出口的東西部。 

3、「北方四島」又與哈巴羅夫斯克的濱海區，東西兩方呼應，完全封閉了日本通

往鄂霍次克海的各條道路。 

4、「北方四島」中最大的擇捉島，面積 3139 平方公里，有海灣 10 餘處，可停泊

大型艦船。163 

 

過去蘇聯時期曾為了要控制整個鄂霍次克海峽，欲將其變成蘇聯的內海，而

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期，曾提議要將北海道劃分為南北兩地，以北為蘇聯佔領，以

南為美國佔領。不過此一提案，遭到美國方面拒絕。164 

而目前「北方四島」則是控制鄂霍次克海的最南端，所以就戰略條件來說，「北

方四島」在戰略位置上十分重要，除了是鄂霍次克海控制權的一角，也為俄羅斯

在遠東地區牽制日本的重要戰略要地之一。目前俄羅斯在「北方四島」的色丹島

上建有軍事基地，具有重要的戰略軍事意義，而且俄羅斯防衛目標不只是日本還

包含美國在內。165 

所以日俄雙方都不會輕易在爭議島嶼問題上做出大的讓步，這關係到 4個島

嶼近 460 億美元礦產和俄羅斯軍事基地等戰略經濟、軍事利益。 

 

歸還「北方四島」對普欽來說是相當具有政治風險的，而「北方四島」本身的戰

略價值也使俄羅斯無法將其割捨。    近年來，俄羅斯為恢復海軍強國的地位，開始

                                                 
163北方四島問題是障礙 普欽訪日欲行還休，2005年 1 月 12 日，來源：瞭望東方周刊，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1/12/content_2

448955.htm 
164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201-202。 
165Konstantin Sarkisov.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Issue after Yeltsin’s Re-election: Obstacles to a 

Resolution from a Russian Perspective” Communist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0, No. 4(1997), 
pp. 3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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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在千島群島的軍事實力。千島群島重新成為俄羅斯遠東基地群中的重要橋頭

堡。對莫斯科來說，喪失「北方四島」尤其是擇捉、國後兩大島嶼。將使俄羅斯

海上防禦門戶洞開，嚴重影響俄戰略安全。  

所以無論是就國家整體利益，還是就軍事上的戰略意義來說，「北方四島」

都是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的重要地點。也因此，要俄羅斯在無條件的情況下放棄「北

方四島」，可以說是困難重重。 

 

二、北方四島對日本的地緣戰略意義 

 

(一)、北方四島是日本北方的屏障 

 

日本的地緣戰略思想中通常還包括建立側翼的緩衝區，166而 19 世紀中以來，

日本與俄羅斯之間因戰爭和敵對的關係不斷，造成了當前領土的爭議。因此，對

於日本而言，收回北方四島，將使國境線北移，進而擁有更大的安全防衛空間，

使北海道及本州獲得更安全的保障，而北方四島由日本傳統地緣戰略模式來看，

也符合了緩衝區的概念。 

 

(二)、北方四島掌握了日本海通太平洋的航道 

 

從地理環境來說，日本具離俄羅斯很近，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廣闊土地、豐

富資源及四通八達的海空運航線對日本來說極具吸引力。因此，除了政治、外交

上的利益與國家尊嚴外，「北方四島」歸還的要求也充分展現了日本對經濟資源

的需求，以及掌握日本海通太平洋海空航運權的急切。 

 

                                                 
166例如：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通過朝鮮進攻中國大陸的同時，佔領臺灣。太平洋戰爭中，南下

東南亞的同時佔領日本北方的阿留申群島，都是為了防止敵人直接進攻其本土而建立的緩衝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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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方四島關係著俄羅斯戰略地位興衰的主要原因 

 

千島群島的軍事利用價值相當大，而以擇捉島、國後島與北千島群島上的島

嶼為主。擇捉島、國後島平地面積廣，而北千島的占守島、幌筵島多港灣，中千

島的軍事利用價值則較低。167 

在千島群島中，「北方四島」總面積 5036 平方公里，其中擇捉島面積最大，

有海灣 10 餘處，可停泊大型艦船；齒舞群島最小，上面只有俄羅斯邊防軍駐紮。

168國後島、擇捉島和色丹島擁有天然不凍且深水的懮良港口，具有很大的經濟發

展價值。從面積上來說，「北方四島」僅為俄羅斯面積的 0.029%，但俄羅斯人認

為，這 0.029%關係著俄羅斯的興衰。 

 

※北方四島關係著俄羅斯戰略地位興衰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一)、太平洋通道優勢不再 

 

千島群島將俄羅斯的鄂霍次克海與太平洋隔開，掌控千島群島，俄羅斯海上

力量就能從遠東進出太平洋。如果這一戰略要地被他國控制，鄂霍次克海將就成

被限制住的海域，俄羅斯遠東地區面向世界的大門將被關閉。而「北方四島」中

的擇捉島和國後島，正是俄羅斯在這一千島群島島鏈上，重要的海軍基地。169 

 

(二)、遠東地區門戶洞開 

俄羅斯軍方在「北方四島」的擇捉島、國後島有 5個空軍基地，駐有米格

23 戰鬥機與轟炸機。俄羅斯在太平洋基地甚少，但在此確有 167 個基地，形成多

                                                 
167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203-204。   
168阿丹，『俄日北方四島的「拉鋸戰」』，：中學生時代，2005年，第 1期。   
1690.029%關係俄興衰 北方四島讓俄日犯難，2004 年 11月 22日，來源：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077/3003050.html 



 63

層次的防衛網。俄羅斯軍方理解到喪失「北方四島」的嚴重性，俄羅斯太平洋艦

隊將失去進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使千島群島的防禦線斷裂，影響俄羅斯堪察加

半島上的戰略導彈潛艇的安全。 

俄羅斯如歸還「北方四島」後，美國及日本在島嶼上駐軍的可能性極大，這

不僅使俄羅斯在千島群島的防禦屏障洞開，還可能成為美日封鎖俄羅斯太平洋艦

隊，乃至整個遠東地區的軍事基地。日本在國家導彈防禦系統170(NMD)上的態

度，是俄羅斯不得不緊覺且憂慮的。日本防衛廳也多次表示出在今後的 5-6年內

將在此投入 200-300 億元的研究費用。在此後的開發大量生產，以及部屬階段，

至少會花費一億日圓。此外，儘管日本的新軍事戰略由針對前蘇聯的向北固守，

調整為向西邊的中國以及北韓防禦，但是日本對俄羅斯依然是時時堤防的。 

 

(三)、失去遠東地區的情報地點 

 

假設「北方四島」歸還日本，那麼俄羅斯將失去在遠東地區最有效的情報陣

地，因為俄羅斯軍方在這設有反潛航空情報偵測站。由於「北方四島」的特殊地

理位置，這裡是監視日本海空自衛隊以及美國太平洋艦隊活動的最理想地點，而

俄羅斯遠東地區的情報，百分之二十源於「北方四島」。171 

 

就「地緣政治戰略」來說，俄羅斯在東方的地緣政治上沒有直接威脅，但卻

面臨著喪失亞洲大國地位的危機。也因此，俄羅斯欲採取各種方式積極參與亞洲

事務：第一，發揮俄羅斯在遠東地區的經濟潛力和地緣經濟優勢，作為一個積極

參與亞太經濟合作進程的平等地位成員。 

第二，積極推動建立亞洲各國利益一致且互相依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會談機制，

                                                 
170TMD：是美國保護其盟國和駐外美軍不受中程導彈襲擊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簡稱。  

NMD：是保護美國本土免遭遠端導彈襲擊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簡稱。 

日本準備加入盟國部署 NMD的花費資本是 200億美元。 
171阿丹，『俄日北方四島的「拉鋸戰」』，中學生時代，2005年，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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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亞太地區的安全體系。而這一體系的不應由軍事力量的平衡來保障，而應由

廣泛、平等和互利的合作來保障。 

所以無論就地緣戰略或是地緣政治戰略來說，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經濟繁榮是

亞洲各國必須共同維護的。 

 

(圖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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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俄早期對千島群島領土交涉之過程 

對日本來說，俄羅斯在千島群島的行為完全是對日本領土的一種侵入，而這

種侵入，在 1875年俄羅斯與日本簽訂的《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而結束。但是

日俄糾結於千島群島問題上的事件並非僅此一件，雖然在此事件後的 40年中，

日俄並未發生過大的衝突，直至二戰後問題才又浮現，而二戰後爭執的主要範圍

已縮小至「北方四島」，而非是整個千島群島。 

但是在歷史上，千島群島的管轄權數度轉變，而就地理上以及歷史上的因素

來看，「北方四島」到底是屬於北海道的島嶼還是歸屬於千島群島的範圍，這即

是造成現在俄羅斯與日本爭執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這也使日俄的關係至今仍處於

僵持階段。而本節主要是以 1951年《舊金山條約》前，俄羅斯與日本在千島群

島及其周邊範圍的領土交涉過程。 

一、1855 年《日俄和親通好條約》 

(圖表六) 

172 

從 18 世紀中葉起，俄國南下至千島群島進行奪取領土的活動，對此「松前

                                                 
172北方對策本部，北方領土の歷史年表，http://www8.cao.go.jp/hoppo/hoppo/hoppo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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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和幕府也認真的看待此一問題。俄羅斯與日本兩國對千島群島南部開始進行

爭奪，1854年，俄國派遣普提雅廷第三次乘船到了日本的下田港，同日本德川

幕府方面就千島群島的歸屬問題進行談判。173俄國主張千島群島為俄國的領土，

日本幕府方面則主張擇捉、國後、得撫三島為日本的領土，因意見紛歧而沒有達

成協議。174日本方面後來覺得這些沒有人煙的荒島對日本不大重要，即與俄國在

1855年 2 月 7 日簽訂《日俄通好條約》，解決了當時日俄「北方領土」的歸屬問

題。這是日俄雙方有關「北方領土」的第一個官方檔案，該條約是沙俄在美國之

後，迫使日本開國的產物。 

 

《日俄通好條約》的第二條對日俄的土地糾紛做了這樣的處理：「俄羅斯與

日本國的疆界在擇捉島和得撫島之間，擇捉島屬於日本，得撫全島及其以北的千

島群島屬於俄羅斯。」175《日俄通好條約》締結之後，日本與俄羅斯雖正式展開

外交關係，但是，庫頁島的問題依然曖昧不明、無法解決。176此後，俄國開始加

緊對庫頁島展開殖民拓展的活動，177也因此，兩國在庫頁島的形式越來越不穩

定，不斷的發生摩擦，日俄兩國都以各自的歷史根據，主張庫頁島歸為己有。 

 

日本明治維新後，新政府繼承了幕府與外國所簽訂的各項條約，包括《日俄

通好條約》，而庫頁島邊界的問題依然尚未解決，在明治初年，美國國務院長官

訪日之際，曾提議日本以購買庫頁島北部的方式來解決庫頁島邊界的問題，但也

沒有達成朝野的共識。178 

 

                                                 
173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47-48。 
174王慶海，『從國際法看俄日間北方領土的歸屬問題』，東北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年， 

第 4 期，頁 33。  
175久保田一郎，《世界的領土問題－北方領土復歸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健青會，昭和 54年，

頁 14。  
176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62。 
177周謟，『日俄「北方領土」之爭及其解決前景探析』，湖南文理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年 3 月，第 30 卷，第 2期，頁 94-96。 
178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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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875 年《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 

(圖表七) 

 

1860年，沙俄迫使清政府簽訂的《中俄北京條約》割佔了庫頁島之後，加

緊排擠日本在該島的勢力，致使糾紛頻仍，雙方在庫頁島的爭議談判中，俄羅斯

態度強硬。由於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政府為朝鮮、台灣的問題所牽制，認為奪取

朝鮮、台灣比庫頁島來的重要，加上明治政府鑑於日本在庫頁島的勢力日漸萎

縮，政府又無力經營。179 

 

日本方面採納了北海道開拓使黑田清隆(Kiyotaka Kuroda；くろだ きよた

か)的意見，180用領土交換的方法解決兩國關於庫頁島的領土爭端，即將庫頁島

全島讓與俄羅斯，俄羅斯則將千島群島全部島嶼讓給日本，日俄之間通過談判而

達成協議。並於 1875年 5 月 7 日，派駐俄全權公使榎本武揚，181在俄國首都聖

彼得堡簽訂了《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182日方稱為《樺太千島交換條約》。 

《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第一款規定︰「大日本國皇帝陛下將其庫頁島所擁

                                                 
179羅養毅，『日俄領土問題的由來與現狀』，日本學刊，頁 59。  
180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62-63。  
181三田英彬，《北方領土－悲しみの島ケ》，東京：講談社株式會社，昭和 48年，頁 239-240。 
182王慶海，『從國際法看俄日間北方領土的歸屬問題』，東北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年，第 4期，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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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領地的一切權力讓與俄羅斯國皇帝陛下，而今而後，庫頁島全島屬於俄羅斯帝

國所擁有，以宗谷海峽為兩國邊界。」183  

《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第二款明確規定，千島群島共包括：「第一占守島、

第二阿賴度島、第三幌筵島、第四磨勘留島、第五溫彌古丹島、第六春牟古丹島、

第七越渴磨島、第八捨子古丹島、第九牟知島、第十雷公計島、第十一松輪島、

第十二羅處和島、第十三宇志知島、第十四計土夷島、第十五新知島、第十六武

魯頓島、第十七知理保以島、第十八得撫島，共計 18 島之權力，即將屬於一切

君主之權力讓與大日本國皇帝之陛下，而今而後千島群島為日本帝國所屬。千島

群島屬於日本帝國，以勘察加半島之洛派特卡角與千島群島所屬的占守島之間的

海峽為兩國邊界。」184
  

 

三、1905 年《樸資茅斯條約》 

(圖表八) 

 

俄羅斯因為曾與日本簽定不平等條約，造成日本人民當中有些強烈的愛國主

義者，對於俄羅斯並不是抱持著友好的態度。最明顯的例子則為 1894年 4 月到

                                                 
183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242。 
184久保田一郎，《世界的領土問題－北方領土復歸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健青會，昭和 54年，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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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期間，俄羅斯皇太子尼古拉二世(Nikolai II Aleksandrovich；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在日本訪問的途中，被賀茲縣的警備巡察185津田三藏所刺殺。186而

在這個刺殺事件中引起了相當大的危機，187所幸這件事情最後在皇太子尼古拉二

世接受明治天皇的親自道歉而落幕，否則，相信俄羅斯對日本的侵略戰爭會立刻

進行，而兩國當時國力的差距，日本會獲勝機率微乎其微。 

 

在 20 世紀之初，日俄為了爭奪中國東北的控制權，日方鑒於國力不足較無

法與俄羅斯競爭，且為了加強自己在朝鮮的地位，將其勢力向東北發展以抗衡沙

俄。因而積極拉攏英國，而英國也為了防止沙俄在遠東的發展，與日本的意圖不

謀而合，基於利害關係的一致性，188
雙方在 1902年 1 月 30 日簽訂《英日同盟條

約》。其條約第一條宣稱：「此條約之主要目的是共同保護雙方在中國和朝鮮的既

得利益不受他國侵犯」，第三條規定：「戰爭期間兩國要互相支援，共同作戰」189。

日方因此條約的簽訂加強了本身的籌碼，於是在 1904年爆發日俄戰爭，加上長

年來的備戰，軍事能力與俄國在遠東地區軍力比較下的相對弱勢已縮減，190戰後

日俄雙方在 1905 於樸資茅斯(Portsmouth)簽訂《樸資茅斯條約》。 

 

《樸資茅斯條約》的簽訂，日本由外相小春壽太郎為全權代表，俄羅斯則是

由維德為代表，條約的內容裡，中國的損失反而較俄羅斯為大，日本原先要求賠

                                                 
185原為「武士階級」的員警。 
186刺殺尼古拉二世事件，史稱為「大津事件」，發生於 1891年 5 月 11 日，當時俄羅斯皇太子尼 

  古拉正在日本訪問，滋賀縣大津市警備巡査津田三藏突然冒出，意圖刺殺皇太子的殺人未遂事 

  件。此事件令當年日本政府陷入空前的難題，尤其考驗 1890年定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威信與 

  世界強權外交關係的取捨。 
187亦即俄羅斯會看日本政府如何的處置的兇手，日本在政府及國內的民眾的輿論壓力下一致要求

判處死刑，但是當時的「大審院長」兒島惟謙，確認為殺人未遂的情況下，無法判其死刑，其

不管政府如何施壓都堅持自己司法獨立的立場。 
188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69。 
189固永春，『蘇聯俄國史研究-沙俄在遠東的擴張與日俄戰爭』，社會科學戰線，1996 年，第 4期，

頁 227。 
190Frederic William Unger. The Authentic Hi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Philadelphia: 

World Bible House, 1973, p.32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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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但並無結果。1911875年的《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簽署生效至 1905年日作戰

的簽訂為止，對《樸資茅斯條約》的簽訂，雙方均沒有對此提出異議；在 1905

年《樸資茅斯條約》簽訂後，對《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所確定的領土歸屬產生

了很大的變更。192 

 

《樸資茅斯條約》主要的內容有： 

 

(一)俄國承認朝鮮為日本之勢力範圍。 

(二)俄軍退出東三省。 

(三)俄國將庫頁島北緯 50度以南部分割讓日本。 

(四)約定簽字後十八個月以內，日軍及俄軍一律撤出東三省，將東三省交還給中

國。 

 

1905年 11 月，雙方復獲協議，由俄羅斯將租自中國之旅順大連，轉租日本，

並將長春以南以迄旅順之南滿支線移交日本接管。193在條約中第九條規定「俄羅

斯政府，將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的一切島嶼，與該地方一切的公共建築與財產，

以及完整的主權一併永遠讓與日本帝國政府，讓與地區的北方邊界訂為北緯 50

度」。194 

而在《樸資茅斯條約》第十一條中規定「俄羅斯附近的海域，包含日本海以

及鄂霍次克海在內鄰近俄羅斯領地的海域，允許日本漁民在其從事漁業活動」，195

這樣日本又把 1875年為換取千島群島而放棄的庫頁島南部，從沙俄手中奪取過

                                                 
191李邁先，《俄國史》，臺北：國立編譯館，民 58年，頁 343。 
192羅養毅，『日俄領土問題的由來與現狀』，頁 60。 
193李邁先，《俄國史》，台北：國立編譯館，民 58年，頁 343。  
194久保田一郎，《世界的領土問題－北方領土復歸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健青會，昭和 54年，

頁 15。  
195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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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196直至 1925年日本與蘇聯建交，無論是沙俄政府還是當時的蘇聯政府，都

承認上述條約中的條文有效。197 

  

1917年十月革命後，在俄羅斯國內紅白內戰時期，儘管發生過日本出兵西

伯利亞和 1920年侵佔北庫頁島等事件。但 1925年日蘇建交時，在北京簽訂的《日

蘇基本條約》第二條中仍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邦承認 1905年 9 月 5

日的《樸資茅斯條約》完全繼續有效」。198在《日蘇基本條約》簽訂之後於，1923

年日本交涉代表川上俊彥公使，曾對蘇聯表示出：「日本政府願以 1億 5000 萬日

圓的方式購買北庫頁島，以維持領土的完整性，也可解決長期困擾兩國的庫頁島

問題。」199
而蘇聯方面因為覺得價格過低，而遭蘇聯當時最高議會否決此一提案，

200以致雙方沒達成共識，但《日蘇基本條約》的締結，其可以說是為之後的《日

蘇中立條約》定下良好的基礎。201 

 

《日蘇中立條約》其內容規定： 

 

(一)兩國維持和平有好關係，相互尊重且不可侵犯雙方領土完整。 

(二)兩國其中一方與第三國進行軍事行動時，應保持中立立場。 

(三)此以條約有效期限為五年，如不續約須在前一年通知，否則自動延長五年；

2021941年莫洛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和松崗洋右代表簽訂《日蘇中立條約》，還是強調維護彼此間的和

                                                 
196郝承敦，『俄日北方領土爭端述評』，國際論壇，2002年 2 月，第 2卷，第 1期，頁 36。 
197李福興，『日俄圍繞「北方領土」問題的鬥爭機發展前景淺探』，東北亞論壇，1995年，第 3

期，頁 30-33。 
198久保田一郎，《世界的領土問題－北方領土復歸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健青會，昭和 54年，

頁 5。 
199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80。 
200蘇聯方面原先是願以 10 億盧布成交，但後來卻提昇到 15 億盧布。 
201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63。 
202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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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友好關係，互相尊重締約國的領土完整。203 

 

十月革命之後，日本參謀本部早在 1917年 11 月中旬，就制定了出兵西伯利

亞計畫，204美國則擔心日本併吞西伯利亞，一直反對日本對西伯利亞進行軍事干

預。1918年 5 月，日本利用《日華公同防禦敵軍事協定》控制了在西伯利亞的

中國軍隊，還佔領了中東鐵路地帶，而此時俄國正處於紅白內戰時期205，國力衰

弱，隨後在協約國對俄國進行武裝干涉的過程中，美日對出兵西伯利亞的軍隊人

數和出兵範圍發生了歧見。 

 

1918年 7 月，206
美國向日本提出各自海參威出兵 7千人，但日本並未和美國

商量就從海參威到赤塔，在西伯利亞鐵路沿線佈置了軍隊 7萬 2000 人，207日軍

還在各地扶植魁儡政權，試圖把東西伯利亞變成日本的勢力範圍的自治區，使美

國極為不滿。1918年 11 月 19 日，美國照會日本，稱其出兵人數過多，遠超過

美日之間明確確定之數目，並抗議日本在北滿以及外貝加爾湖(Lake Baikal；

Озеро Байкал)東部的獨占控制，引起與原來和美國商量出兵的目的背道而馳。208

在干涉戰爭後期，在 1920年初，美國撤出西伯利亞時，日本依然在那維持相當

大的軍隊。209 

 

 

 

                                                 
203《國際條約集》(1924-1933年)，世界知識出版社，1961年版，頁 30。 
204外務省編，《外務省的一百年》，東京：原書房，昭和 54 年，頁 674。 
205「紅白內戰」是 1918年到 1922年，在俄羅斯發生的一場內戰與外國勢力入侵的戰爭。在俄羅 

   斯被稱為「1917年到 1922年的內戰和武裝干涉」。 
206
日本出兵西伯利亞為 1918-1922 年。  參見：James E.Goodby, Vladimir I.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n,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5, p.57.  

207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72-74。 
208外務省編，《日本外交年表及主要文書 1840-1945》(上)，東京：原書房，昭和 54 年，頁 475。 
209劉笑盈，『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歷史透視』，北京：北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

年，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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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51 年《舊金山和約》 

(圖表九) 

 

1943年 11 月 27 日，美、中、英三國簽署《開羅宣言》規定：「剝奪日本自

1914年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來，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領之一切島嶼，以及日

本以暴力或貪欲所獲取之所有土地。」210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領導人為了減少其軍隊的傷亡和加速日本投降

的進程，一再要求蘇聯對日作戰，史達林也多次允諾在戰勝德國之後蘇聯將和英

美共同參加對日作戰。經過多次交涉在《雅爾達會議》期間，及 1945年 2 月 10

日下午，蘇聯外長莫洛托夫向美國駐蘇聯大使哈里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

遞交了一份「史達林(Joseph Stalin；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Джугашвили)大元帥

關於俄國參加對日作戰的政治條件草案」。該草案經過羅斯福和史達林修改之

後，由蘇、英、美三國正式簽署，史稱《關於日本的協定》，它是《雅爾達協定》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這一協定有關日蘇領土的條款，「由日本 1904年背信棄義所破壞之俄國以前

權益須予復原，及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切島嶼須交還蘇聯，千島群島也須交與蘇

                                                 
210郝承敦，『俄日北方領土爭端述評』，國際論壇，2002年 2 月，第 2卷，第 1期，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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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而在《雅爾達協定》中所做之決定，做為蘇聯對日作戰的補償，將俄國根

據 1905年 9 月的《樸資茅斯條約》放棄庫頁島南部極其鄰近的島嶼返還給蘇聯，

並將千島群島讓給蘇聯。211 

 

1941年 1 月中旬，松崗洋右提出了訪歐計畫，對「德意蘇談判方案既要」，

仍然試圖把蘇聯拉近來建立「四國聯盟」，甚至提出了在將來的媾合會議上，把

世界分成四大勢力範圍，即大東亞圈、歐洲圈(包含非洲)、蘇聯圈(包含印度、

伊朗)、美洲圈，日、德、意、蘇相互承認將來的勢力範圍，南洋屬於日本，伊

朗、印度屬於蘇聯，中非屬於德國，北非屬於義大利，日本關起門來，異想天開

地劃分了全世界。 

 

關於日蘇交涉： 

「日本要求蘇聯承認日本在中國華北、蒙疆的地位，停止援助中國，而日本

承認蘇聯在中國新疆外蒙古的地位，如蘇聯要求日本放棄北庫頁島的權利，則應

提出蘇聯在今後五年內向日本提供 250 萬噸石油作為交換條件。」212國內反覆討

論之後，1941年 2 月 3 號，日本大本營和政府聯席會議上通過了《對蘇交涉綱

要》，2131941年 3 月 12 日，松崗洋右率團啟程赴歐洲，3 月 23 日號抵達莫斯科，

3月 26 號到柏林，3月底去羅馬，4月 4日到 5日，在與里賓特洛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希特勒(Adolf Hitler)商談。德國以德蘇關係不好為由，拒絕了日本

拉蘇聯加入同盟國的建議，4月 7號，松崗洋右在返回莫斯科與蘇聯簽訂了《日

蘇中立條約》。 

 

《日蘇中立條約》的內容只有四條，規定﹕「日蘇友好互不侵犯領土、當締

約國一方與第三方發生軍事衝突時，另一方應保持中立、條約有效期限為五年、

                                                 
211郝承敦，『俄日北方領土爭端述評』，國際論壇，2002年 2 月，第 2卷，第 1期，頁 38。 
212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東京：商務印書館，1984年，頁 103-105。 
213外務省編，《日本外交年表及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昭和 41 年，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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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應儘快批准條約，214還準備了一項宣言，蘇聯尊重滿州國、日本尊重蒙古國

的領土完整。」《日蘇中立條約》並無達到日本做出的構想，不僅「四國同盟」

沒有實現，而且德國還隱瞞了進攻蘇聯的計畫。此次行動與 1939年秋天的那次

行動一樣，德日兩國行動時機上又無對上，蘇聯對日本的軍事壓力也沒有因此減

輕，日本大本營不敢相信《日蘇中立條約》而削減軍事戰備。實際上，松崗洋右

本人也隨時準備撕毀條約，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後，他建議立刻對蘇開戰即可證

明。日本希望蘇聯停止援助中國也沒有實現，蘇聯對諸國各種武器的接濟一切如

常，日本獲得的只是在南進時可以避免兩線作戰，以及在對英美交涉時又增加了

一點安全感。不過日本解決日蘇懸案的想法，與日德蘇聯合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表明了從一開始就沒有形成統一戰略，這和英美在全球的步調上一致形成了對

比，也預示了在戰略上軸心國對同盟國的失敗。215 

 

最初日本的如意算盤是希望與蘇聯簽訂互不侵犯條約，但是蘇聯只願意協商

談《中立條約》，而且先提出苛刻的談判條件。事實上，日蘇交涉在 1941年 11

月已經停止。1941年 11 月時，德國外交部長里賓特洛甫和蘇聯外交部長莫落托

夫，在柏林的談判失敗。1941年 12 月 8 日，希特勒秘密發布近行了準備進攻蘇

聯的「巴巴羅薩」(Barbarossa)216作戰計畫，與此同時，蒙在鼓裡的日本外相松

崗洋右卻準備親赴柏林和莫斯科打開談判僵局。 

 

1945年 7 月，美、中、英三國要求日本投降的《波次坦公告》中，規定日

本的主權限於本州內，1945年 8 月 8 日，蘇聯對日宣戰，1945年 8 月 18 日，蘇

聯軍開始佔領千島爭最北部的占守島。在 1945年 9 月 2 日，日本在投降書上簽

字以前，蘇聯佔領了齒舞群島、色丹島和整個千島群島，1946年 2 月，蘇聯政

                                                 
214木村汎，《北方領土を考える》，北海道：北海道新聞社，昭和 57年，頁 54。 
215劉笑盈，『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歷史透視』，北京：北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

年，頁 319-320。 
216巴巴羅薩計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閃電進攻蘇聯的作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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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決定正式將南庫頁島、齒舞群島、色丹島和整個千島納入其版圖，自 1947年

1 月起蘇聯決定將上述地區組成薩哈林州(Sakhalin Oblast；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邦管轄。217 

 

1951年 9 月，對日媾和會議在美國的舊金山召開，關於北方領土問題，《舊

金山和約》第二條規定：「日本放棄對千島群島及由 1905年 9 月 5 日《樸資茅斯

條約》所獲得主權之庫頁島一部份及其附近島嶼之一切權力、權力根據與要求」。

218雖然日本全權代表吉田茂，在接受和約時的演說中，即指出南千島群島中的國

後島、擇捉島不同於北千島群島，是帝俄也未持異議的日本領土，並把齒舞群島，

色丹島為北海道組成的一部份。219
但《舊金山和約》卻沒有申明日本持有這四島

的主權，直到 1955年日蘇為了恢復外交關係進行談判之時，日本才正式提出領

土的要求。 

 

五、關於《雅爾達協定》和《舊金山和約》對「北方領土」法律地位的規定 

 

關於《雅爾達協定》和《舊金山和約》對「北方領土」法律地位的規定，1945

年 2 月，蘇、美、英三國在雅爾達舉行了三盟國首腦會議，也是戰時最重要的一

次會議，會上三國達成一項有關遠東問題的秘密條款，即《雅爾達協定》。做為

蘇聯對日本作戰的交換條件，《雅爾達協定》除了規定蘇聯恢復原沙皇俄國在中

國東北的權益外，還特別規定：「由於日本 1904年背信棄義進攻破壞之俄國過去

的權益須與恢復」即「庫頁島及附近一切島嶼需交還給蘇聯，千島群島需交予蘇

聯」220因此，蘇方認為，按照《雅爾達協定》的規定蘇聯對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

                                                 
217郝承敦，『俄日北方領土爭端述評』，國際論壇，2002年 2 月，第 2卷，第 1期，頁 36。 
218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63。  
219John J. Stephan. The Kuril Islands: Russo-Japanese Frontier in the Pacifi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99. 
  
220木村汎，《北方領土を考える》，北海道：北海道新聞社，昭和 57年，頁 54。 



 77

各島嶼和千島群島擁有的主權，是無庸置疑的。 

1951年 9 月 4 日，美國不顧蘇聯及包括盟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反對，聯合 50 多

個國家舉行了《舊金山和會》，並於 8日簽訂了《舊金山對日和約》，企圖以法律

形式結束日本與每一個盟國之間的戰爭狀態，使日本成為一個主權國家。 

 

《舊金山對日和約》與蘇聯有關的條款是這樣規定：「日本放棄對千島群島，

及由於 1905年 9 月 5 日《樸資茅斯條約》所獲得主權之庫頁島一部份及其附近

島嶼之一切權利、權利根據與要求。」；「本條約所稱盟國應為曾與日本交戰之國，

或任何以前構成第二十三條221所指的國家的領土的一部份之國家，假如各該有關

國家以簽署及批准本條約者；本條約對於非本條約所指盟國之任何國家，不給予

任何權利、權利根據及利益。」222日本接受了美國所主導的《舊金山和約》，但

蘇聯沒有在《舊金山和約》上簽字。 

關於《舊金山和約》，並無對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下定義，223蘇方認為它是

美國和日本單獨媾和的產物，嚴重侵害已經置於蘇聯主權之下的千島群島、庫頁

島及其附近島嶼的蘇聯主權。224 

 

對於蘇聯所強調的《雅爾達協定》，日本方面認為：「《雅爾達協定》只是意

見交換的總結，是預備性的文件，最後決定還是應依據和平條約。」，日方認為

《雅爾達協定》是在日本沒有參與的其況下所簽訂的，而且日本在接受《波次坦

公告》225時並不知道有《雅爾達協定》。因此《雅爾達協定》對日本來說，並不

                                                 
221木村汎，《日露國境交涉史》，東京：中央公論社，1993年，頁 244-245。 
222『國際條約集 1950-1952』，世界知識出版社，1978年，頁 333-347。 
223美國堅持要蘇聯在和約上簽字之後，才承認千島群島與庫頁島歸蘇聯所屬。參見：James 

E.Goodby, Vladimir I.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n,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5,p. 13.   

224李勇慧，『「北方領土」的主權終歸誰屬試析俄日 —「北方領土」之爭』，東歐中亞研究所，1999

年，第 1期，頁 65-66。 
225公告表示，三國強大的武裝力量將在所有聯合國家支援下繼續對日作戰，直至其停止抵抗為

止，並緊告日本如不立即宣佈無條件投降，即將像德國一樣迅速完全毀滅，公告規定日本主權

只限於本州島、北海道島、九州島、四國島及其他小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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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任何的法律效率，日本還舉美國對該協定的解釋為佐證：「美國認為《雅爾達

協定》不過是與會國當時的領導人闡述共同目標的檔案，其本身並不具最終的效

力。」226 

日方認為，儘管《舊金山和約》規定了日本放棄對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的一

切權利、權利根據與要求，但是沒有規定放棄給誰。《舊金山和約》規定日本放

棄的對像是和約的簽字國，蘇聯並無簽字，也不是該條約的直接參與者，因此日

本即有理由指出，不是放棄「對像國」的國家佔有這些地區是不正當的，所以，

日本有權要求蘇聯撤出這些土地。227 

 

六、《舊金山和約》後初期俄羅斯及日本對「北方四島」主權之觀點 

 

日本方面認為「北方四島」的主權屬於日本，其主要的理由可以歸納為下列五點： 

 

(一)根據日本以及蘇聯(俄羅斯)兩國過去簽署的有關邊界和領土問題的條約，

「北方四島」都是在日本的領土範圍內。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北方四島」歷來在日本的實際管轄之下。 

(三)《雅爾達協定》雖然規定千島群島劃歸蘇聯，但是這個協定是在沒有當事國

日本參加的情況下所簽署的秘密協定，228因此對日本來說，沒有約束力，日

本所接受的《波次坦公告》並沒有提及《雅爾達協定》。229 

(四)舊金山和會時，雖然日本宣佈放棄對千島群島的所有權，但是沒有說放棄給

誰。 

(五)《舊金山和約》所指的「千島群島」，其範圍並不包括「北方四島」。 

 

                                                 
226吉澤清次郎主編，《戰後日蘇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年，頁 41。 
227李勇慧，『「北方領土」的主權終歸誰屬試析俄日 —「北方領土」之爭』，東歐中亞研究所，1999

年，第 1期，頁 65-66。 
228《雅爾達協定》為美國、英國、蘇聯三國自行劃分決定的會談。 
229吉田嗣延，《北方領土》，東京：時事通信社，昭和 48年，頁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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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聯方面堅持「北方四島」屬於蘇聯其主要理由可以歸納為下列四點 ： 

 

(一)包括「北方四島」在內的整個千島群島，首先是俄羅斯人發現的。 

(二)《雅爾達協定》明確的規定了千島群島的歸屬。 

(三)既然《舊金山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千島群島的所有權，那麼「北方四島」

理應在放棄之列。 

(四)蘇聯對「北方四島」的佔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如果重新劃分「北

方四島」的歸屬，那將是對遠東《雅爾達體制》和戰後所形成邊界的破壞。 

 

1955年6月7日，日蘇在倫敦進行複交談判之初，日本政府代表提出了七條作

為談判基礎的備忘錄，其中第三條有關：「北方領土問題，日本代表建議日蘇就

齒舞群島、色丹島、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的歸屬問題坦率地交換意見。」2301956

年蘇日復交時簽署的《蘇日共同宣言》，對齒舞群島、色丹島作了如下處理：「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邦為了滿足日本的願望和考慮到日本的國家利益，同意把

齒舞群島和色丹島移交日本，但經諒解，這些島嶼將在日本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聯邦之間的和約締結後才實際移交日本。」231，但這一規定並沒有付諸實施。 

 

1960年，蘇聯政府以日本與美國簽署新《美日安保條約》為理由，為歸還齒

舞群島、色丹島附加了新的條件，1961年9月，蘇聯又宣佈日蘇之間的「領土問

題已經解決」，否認兩國之間存在領土爭端，這就使「北方領土」問題變得更加

錯綜複雜了。 

 

 

 

                                                 
230吉澤清次郎主編《戰後日蘇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年，頁 15。 
231吉澤清次郎主編《戰後日蘇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年，頁 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