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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提要內容： 

 

日本的東海政策將對台灣的主權與主權權利造成明顯而立即的影響，因此，

日本的東海政策值得深入研究，以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目前，日本與台灣、中國圍繞在東海的爭端，主要區分為以下三大部分。首

先，海域爭端：日本與台灣、中國在東海出現了專屬經濟海域重疊狀況，引發海

域劃界糾紛。其次，島嶼爭端：台灣、中國與日本皆主張擁有釣魚台列嶼的主權。

第三、油氣爭端：台灣、中國、日本均面臨石油短缺問題，都很重視東海石油的

開發與利用。所以，本文選定以日本對於東海的海域政策、釣魚台政策，以及油

氣田政策三個息息相關且不可分割的海洋政策面向，來研究日本的東海政策。 

本論文從歷史研究途徑的角度，輔以國際海洋法的觀點來探討日本的東海政

策，共分為六章：第一章「緒論」說明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

法，與研究面向。第二章「東海的地緣環境」介紹東海的地緣範疇、經濟價值，

與戰略地位。第三章「海域政策」探討日本在東海的海域政策，包括領海、專屬

經濟海域、大陸礁層，並說明日本與中國的海域劃界主張。第四章「釣魚台政策」

整理歷次釣魚台主權爭議的經緯，並論述爭端國各方主權主張的法理依據，然後

指出日本對於釣魚台的政策實踐。第五章「油氣田政策」回顧周圍國家在東海的

探採活動，其次討論春曉油氣田事件中，中國的探採經過與日本的因應對策，接

著分析中日東海油氣田爭端造成的影響。第六章「結論」歸納主要論點，根據研

究結果指出影響日本東海政策的國內外因素，以及日本的東海政策之特點，俾使

台灣事先研擬相關對策，進而爭取最大之國家利益與海洋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