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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多邊關係中的臺灣與琉球（沖繩）— 一個歷史角度的觀察 

林滿紅研究員（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 

此文論述兩千年來琉球（沖繩）與臺灣在亞太世界中的相對關係。當前兩地在亞太世界中的地位不若西元三到

十三世紀之孤立，而較若十四到十七世紀之為重要中介。沖繩與臺灣在十九世紀末以來先為日本防堵歐美勢力之防

波堤，二次大戰後又為美國防堵共產勢力之防波堤。目前釣魚台行政管理權屬日本，主權聲索權屬中華民國，沖繩

主權屬日本，中華民國、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可開發海岸線以外200海浬海域資源，均可

及於釣魚台。三國共同開發，可使兩地免於遭受類似二次大戰末期美國轟炸的戰火，而發揮西元一至三世紀或十四

到十七世紀兩地為亞太地區扮演之重要橋樑作用。 

全文 

從臺北搭乘飛機到那霸與到香港的時間相近，但臺灣對沖繩（1879年之前稱琉球，之後稱沖繩）相對香港較為

陌生。這篇文章將指出臺灣與沖繩在亞太長期歷史上的相關發展，並展望未來的發展路向。 

1. 西元三世紀前夕同為黑潮文明重要通路 

西元三世紀前夕，因黑潮暖流，臺灣與琉球都是薯科、芋科作物由菲律賓，以及小米屬作物由東南亞向北傳播

日本的重要通路。但在西元三世紀之後，其他亞洲的重要文化交流路線崛起，臺灣與琉球孤立於國際舞臺之外約千

年之久。  

2. 十四到十七世紀先後成為東亞海域的貿易樞紐 

十四到十七世紀，琉球王國因成為中、日、朝鮮、東南亞間的「萬國津梁」而進入黃金時代。相對而言，即使

十三、十四世紀中國與南海貿易頻繁，與臺灣本島卻少有往來。但約在1540年到1700年間，四分之三中國所需白銀

來自日本，中國主要以絲易銀。琉球、臺灣都是這項絲銀貿易的重要中轉站。當時，臺灣沒有較大規模的政治組織，

於是鄭芝龍等福建海商、荷蘭、西班牙，以及鄭成功家族等先後前來建立貿易據點。這也是十七世紀漢人開始大舉

來臺，並由少數族群轉為多數的重要原因。但十七世紀下半葉，日本將白銀轉而只供國內使用，中日絲銀貿易沒落，

琉球王國隨之衰微。自1609年起琉球王國持續向明清兩朝朝貢之外，亦同時向日本朝貢，1683年清朝則取代鄭氏政

權統治臺灣。 

3. 1879年至1945年間同構日本西太平洋防波堤 

1853年美國打開日本門戶後，日本即有將琉球、臺灣納入國土作為抗拒歐美的軍事防波堤的主張。1879年琉球

正式納入日本版圖，設立沖繩縣，1895年日本在「馬關條約」的基礎上割取臺灣，是上述主張的實踐。在二次大戰

末期，臺灣遭到美國轟炸，1944年1月美國確定放棄攻佔臺灣島，轉而集中攻佔菲律賓、琉璜島與沖繩。沖繩於1945

年6月被美軍攻下，當地四分之一人口喪生。  

4. 1952年迄今同在「舊金山和約」體系下的美國亞太防線 

根據「舊金山和約」第三條，美國取得包括釣魚臺在內的沖繩行政管理權。根據1971年的「美日歸還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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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國際言論會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俄國未參與簽約而質疑「舊金山和約」體系。但兩國目前均為聯合國安

理會成員，「聯合國憲章」第一條規定：「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

爭端或情勢。」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確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應予充分尊

重；希望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定作出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俄國與日本都有外交關係。外交承認是以對方

是為國家為前提，聯合國也以國家為加入單位，賦予日本於1952年由盟軍統治恢復國家主權的是「舊金山和約」，

否定「舊金山和約」將顛覆目前的整個國際特別是亞太地區秩序。 

相對地，依照1994年生效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及中華民國都可開發距離其海岸200

海里海域的資源，而釣魚臺列嶼都在其範圍之內。中華民國現在雖然不在聯合國，根據國際條約的普通適用（Erga 

Omnes）原則，仍可援用。自從1968年引起爭議以來，釣魚臺列嶼海域資源一直未經開發，就整個爭議的正面引導

而言，擁有聲索權的中華民國主張由其與日本及中國大陸政府共同開發，值得國際關注。目前很多爭議也膠著於共

同開發的劃界問題，以釣魚臺列嶼領海外推200海里為範圍，扣除沖繩海槽及可能污染三者的範圍（例如圖1），開

放國際招標，可為東亞帶來和平與繁榮。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東亞各國的貿易對象轉而以其他東亞國家為主。相對於兩千年來的臺灣與琉球（沖繩）

歷史，當前不是西元三至十三世紀那個兩者孤立於國際舞臺之外的時代，當前比較像十六、七世紀中日絲銀貿易啟

動東亞內部關係緊密的時代，臺灣與沖繩可以扮演諸多中介角色。如何讓兩者善盡其對亞太地區發展的責任，以及

讓該地區避免承受類似1945年的戰火，這有待相關各方的明智抉擇。 

附附：本文本本原為東本亞太論本在2013 年11 月21日舉行的〈由臺北、那霸、東本、北本、華華華華面對未來的臺灣和日

本））會議而會，原本大會原有日文。加上附解及更多圖加的英文版2014年5月26日出版於The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

（e-journal）, Vol. 11, 21(3)（作者為Man-houng Lin）。文中有關三世紀黑潮一文，係引自最近離開係係的係係和係係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