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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擬計劃取消釣魚島附近12海裡

的“暫定執法線”，容許台灣漁船自由進出

該海域。但是日本外務省在接受《中文導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媒體報道的不是事

實。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高安女士表示：林永樂並沒有做過如此

發言。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10日上午在記者會

上就日台漁業談判表示：“在尖閣諸島的主

權問題上，我國的基本立場不變。”菅義偉

強調“日本政府分開對待漁業權問題和主權

問題。”菅義偉還就台灣漁船作業可能對沖

繩當地漁業人員產生影響表示：“這對沖繩

漁民來說是重要的問題。日本政府會認真對

待。”

台灣漁民長期鬥爭終得成果

《台日漁業協議》得以簽署，是台灣漁

民長期抗爭的結果。為了取得在釣魚島周圍

捕魚的權利，台灣漁民長期以來做了堅決的

抗爭。

2005年6月9日清晨，台灣宜蘭縣蘇澳地

區漁民在外海作業的51艘船隻，集結在日本

與那國島嶼正北方31海裡處。漁民們在船上

打出了“侵佔我傳統漁場”、“重視漁民權

益”等標語，對日方驅趕台灣漁船表示強烈

抗議。導火線是：8日早上7時，台灣漁津

128號漁船在北緯25度1分、東經122度40分

海域作業，被四、五艘日本水產廳巡防艇驅

趕，不得不割掉價值10多萬新台幣的漁具才

擺脫日本巡艇。上午9時，又有金滿祥6號、

聖宏勝、新復興266、金勝財66等4艘漁船，

被日本水產廳發出警告單，連“通過經濟水

域赴公海作業都不準”。

台灣漁民們對此怒不可遏。2005年6月

傍晚6時30分左右，10多艘台灣漁船發現日

本巡邏艇“白嶺丸”越過台灣劃出的“中華

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驅趕落單

的台灣漁船。台灣漁船立刻左右包抄，準備

與日本巡邏艇拼命，沒想到台灣政府的海巡

艇在海面出現，阻止台灣漁船進攻，護送日

本巡邏艇離去。漁民們大罵台灣政府無能有

如清朝軍閥，海巡官兵是日本走狗，同時約

定好展開一場大規模抗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6月9日的

抗議活動，是數年來被日本欺負得已經沒有

活路的台灣漁民內心怒火的總爆發。蘇澳區

漁會說，從2001年至今，先後有13艘漁船遭

日本扣押。日本從前由海上保安廳執行取締

越界捕魚，漁民一旦遭扣，每次必須付出大

約6、70萬新台幣的擔保金。現在日本改由

水產廳執行取締任務後，擔保金大幅提高到

日幣400萬，相當於新台幣120多萬，讓漁船

業主損失不輕。

有的漁民幹脆建議，因為日本巡邏艇對

大陸漁船比較禮遇，靠近釣魚島作業時也不

會遭惡意刁難驅逐，正考慮找人把漁船賣到

大陸，改中國籍，插上五星紅旗。

去年在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前後，

台灣方面展現的保釣行動反應之快、態度之

硬、聲勢之大，為近年罕見。去年6月26日

上午，日本東京都議會8名議員前往釣魚島

周邊海域，下午台灣海巡署船隻即奔赴釣魚

島海域“護漁”。7月4日，當日方保安人員

準備強行登上台灣保釣船檢查時，台方海巡

署艦艇態度強硬，馬上派出特勤人員搶先上

船保護台灣保釣人士，日艦隻得怏怏而去。

9月，近百艘台灣漁船齊集釣魚島海域，海

巡署船隻和日本巡視船發生“水槍大戰”，

讓日本艦艇疲於應付。

中國大陸方面態度微妙

針對太日漁業談判達成協議一事，中國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洪磊在4月10日記者會上

表示：“中方對日台有關團體商談簽署漁業

協議表示關注。我們要求日方切實恪守一個

中國原則和在台灣問題上作出的承諾，審慎

處理涉台問題。”洪磊1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更表示，中方反對日方在釣魚島海域採取單

方面行動，要求其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對此，大陸《環球時報》4月11日發表

題為《日本“離間”大陸台灣實為狂妄之

想》之社論。社論指出：

“由於牽涉到台灣漁民的利益，大陸10

日的表態頗為謹慎。這種兩難顯然是日本故

意給北京挖的一個坑。”

“但這件事不會影響釣魚島問題的戰略

走向。如果深究起來，釣魚島在行政上隸屬

台灣宜蘭縣，就該是台北走在保釣的最前

列。台北的曖昧態度同它堅決保釣有著截然

不同的效果，但目前這些都已不再是釣魚島

局勢的主導性因素。”

“我們看到台灣方面在釣魚島問題上有

意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我們當然為

此感覺不舒服，大陸互聯網上昨天立刻有不

少人指斥台灣當局。但大陸社會不會因此把

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憤怒轉向台灣，大陸如今

對自己的保釣能力充分自信，民眾因此對台

灣方面的不作為終將會有寬容。”

台灣“海巡署”署長王進旺10日在日台

簽署漁業協議後表示，若有包括中國大陸在

內的非台籍漁船進入釣魚島水域，台方將

“依法取締、驅離”。他的這一表態激起大

陸輿論的憤怒。

《環球時報》4月12日發表題為“台灣

沒能力單獨對抗日本傷害大陸將致災難”

的評論指出：即使從“中華民國”的法理

角度，這種表態也有漏洞。“中華民國”

所謂“法律”對大陸居民身份界定很模

糊，在這樣敏感時刻放棄這種模糊性，突

出將大陸漁民排斥在釣魚島海域之外，極

不合時宜。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涉及台灣漁民

生計的《台日漁業協議》，無法做出完全

否定性發言，但是對在如此時刻簽訂《台

日漁業協議》的雙方，都頗有不滿。對於

大陸來說，不是漁業協定的內容問題，而

是一個“時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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