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推廣在南海島嶼擁有主權之主張 

台北：7月 20日（綜合外電） 

中國在南中國海興建人工島，與鄰國可能衝突緊張擔憂，臺

灣則在該海域最大島減碳、為提供人道援助設立醫院，由此

尋求國際認可，緩解緊張氣氛。 

 

台灣在極具爭議之南海「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

非同尋常使用之太平島，係特別要向長期友邦之美國提出訴

求，美國至少已經仔細對台灣主張海事主權之法律基礎已經

審察。華盛頓也正尋求維持與中國穩定關係，亦呼籲六個南

海主權聲索國共同合作，而非相互對抗。 

 

因無外交關係，台灣無法與其他五國政府就各國在南海之主

張談判。2011年以來，台灣已在太平島建造價值 129萬美元

之太陽能板提供建築照明，並提供建設 200米長之碼頭之電

力。據該島指揮官表示，碼頭預定於今年底完成。 

 

該太陽能板覆蓋 1570平方公尺（16890平方英尺），其發電

量上年節省柴油 32000公升（8450加侖），還可提供五張病

床醫院之電力，及提供船員處之電力。海巡署王署長表示，

太平島每年約接待 10艘來自中國或越南因風暴停靠之船

隻。該碼頭建造將使海岸防衛船隻更容易停靠，及倘需要，

海軍艦艇也容易停靠，並且有人輪流值班，碼頭將使更多的

醫療用品及輪替人員、手術室送抵醫院。台灣還在島上建造

軍機降落跑道。 

 

王署長並稱，太平島的建設沒有人反對，是美國也同意。當

情況變得緊張，我國之立場是採取一種不同的方法。為什麼

我們不能拋開爭議？太平島擁有太陽能和綠色能源，就是我



們告訴世界，我們有不同之觀點在島上運作。 

 

台灣對 1400公尺（4,590英尺）長 ，400公尺（1,312英尺） 

寬的太平島規劃。中國及越南填;造小島，建立軍事基地，

並帶動石油鑽井平台到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附近海岸作法

截然不同。美國官員稱，中國去年以來在南沙島鏈已增加約

2,000英畝（809公頃）土地。台灣希望其他國家，特別是

美國，尊重它提出「南海和平倡議」做出的努力。馬英九總

統於 5月 26日提出該和平資源分享之倡議。 

在此 350萬平方公里（140萬平方英里）的海域中含有豐富

之漁業資源，其支持全世界約一半之商業運輸及約有 70億

桶之石油儲量。汶萊及馬來西亞亦聲稱擁有部分南海相同主

權。隨著局勢日益緊張，菲律賓重開啟蘇比克灣海軍基地，

今年並與美國及日本舉行軍事演習，以協助其應對來自中國

之任何威脅。馬尼拉也向聯合國國際法庭申請仲裁。去年，

中國在有爭議海域設置鑽油平台，導致越南發生致命之反中

國暴亂。 

 

台北： 在 7月 20日（週一）中國大陸及和台灣簽署一項具

有里程碑意義之協議，將由中國大陸抽水至台灣控制之金門

群島，另一雙方關係升溫之象徵。 

該協議將自 2017年起從中國福建省抽水運送至 10萬人之台

灣金門縣。 

金門縣縣長陳富海在簽約儀式上表示，此為具有歷史意義之

活動，營造雙方和平關係道路。 

戒備森嚴之金門群島距離大陸只有兩公里，在 50年代後期，

中國軍隊曾連續 44天炮擊，共有 618人被炸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