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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釣魚台「國有化」政策雖然讓「中」日關係陷於危機，但對北京而言卻是打破過去由東京壟斷該島管理權的難得轉機。日本的釣魚台「國有化」政策雖然讓「中」日關係陷於危機，但對北京而言卻是打破過去由東京壟斷該島管理權的難得轉機。

大陸在釣魚台主權紛爭中的法律戰策略大陸在釣魚台主權紛爭中的法律戰策略

◎張蜀誠

壹、前言壹、前言

2012年９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將主權爭議數十年的釣魚台予以國有化，隨即引起我國、中國大陸反彈，特別是北京當局採取前所未有的抗議手段，其

激烈程度出乎東京意料之外。為了保衛釣魚台主權，大陸隨即於９月14日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海洋權益維持工作指導小組」，由習近平擔任組長，分

別從經濟、外交與法律等方面對抗日本的國有化舉措。

歸納2012年９月至2013年３月期間大陸在此次釣魚台主權紛爭的法律戰作為，筆者認為，日本的釣魚台「國有化」政策雖然讓中、日關係陷於危機處

境，但對北京而言卻也是打破過去東京壟斷該島管理權的難得轉機。而法律戰在事件當中扮演進可伸張主權，退可維持爭議狀態，同時也提供行政機

艦，甚至軍隊機艦進入該地區的法律基礎。

貳、大陸對釣魚台主權的法律宣示作為貳、大陸對釣魚台主權的法律宣示作為

大陸對主權爭議的法律戰作法，是堅持對爭議地區採取「主權在我」的法律立場。此次日方對釣魚台進行國有化後，大陸立刻做出強烈回應，中共總書

記胡錦濤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談話，強調日本此舉「違法」，同時北京也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的權利。不過，由於「聯合國海洋公約」對於領海主權

認定標準的模糊，以致中、日對於釣魚台主權爭端各自以歷史發現與有效控制的法律依據都合於其所規範。致使雙方在日本將釣魚台納入主權是否為

中、日戰爭的一部分，以及釣魚台究竟是否為馬關條約所簽訂割讓地區等問題上引發爭議。為了維護釣魚台的主權，北京方面遂採取法律宣告行動。

綜觀大陸對釣魚台法律主權的宣示作為，可以歸納出以下特色：

一、由內而外進行法律反制一、由內而外進行法律反制

針對釣魚台主權問題，大陸採取國內與國際法並舉的鬥爭方式。早在此次爭端之前，大陸就已多次透過立法伸張主權，日本宣布「購島」後，大陸首先

發表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印發領海基線範圍及保護辦法、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基線座標與海圖，以及公布釣魚島地理座標，完成《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規定的相關義務與法律程序；其後，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向聯合國秘書處提交了東海部分海域200浬以外大陸架外部界限劃界案，以完成

釣魚台是中國領土的法律程序；大陸國家海洋局、民政部還將釣魚台等島嶼及其周邊海域部分地理實體的標準名稱與位置示意圖，正式對外公布。上述

法律宣示作為，顯示北京意圖從國際法的原則上步步進逼，在主權問題上搶占法理制高點。

二、全頻譜式的法律宣告作為二、全頻譜式的法律宣告作為

在法律宣告作為上，北京採取由強至弱全頻譜式的法律對抗手段。大陸對釣魚台的法理主權伸張，以公布領海基線最為強烈，為各島嶼命名則最薄弱。

然美國賓州大學法學教授、中國法律專家戴傑（Jacques 

deLisle）指出，為海島命名形式在國際法的效力極為薄弱，但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顯示，北京的法律鬥爭手段相當周延、細膩。

三、以「維持爭議」為法律戰底線三、以「維持爭議」為法律戰底線

釣魚台主權屬誰，在國際法及國際政治上存在中、日與臺灣三個申索者的爭議。但日本卻逕自否認與北京之間存在「擱置爭議」的協議，因此不存在所

謂的「爭議」。北京在法律戰的底線，就是尋求國際法的基本規則，實施法律制裁，打破日本的非法控制權。對此，臺大法律系教授姜皇池指出，北京

外交部在2012年12月14日於網站立即公布劃界案後，聯合國「海洋法與海洋事務司」網站同一日亦隨之更新公布，同時聯合國決定2013年７月後，考慮

大陸對東海有爭議島嶼提出主權要求的科學合法性。以聯合國官僚體系向來審慎之習性，竟如此迅速立即更新，可見北京對此肯定下足功夫。

四、反對外力介入釣魚台主權法理紛爭四、反對外力介入釣魚台主權法理紛爭

大陸一向反對外力介入領土主權爭端，堅持進行雙邊談判解決。對於美國將釣魚台管轄權歸給日方，大陸強調此舉在法律上無效。對於華府將該列島納

入美、日安保條約之內，北京也表達強烈反對之意。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之後，2013年１月３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國防授權法案》的附加條款，由

於包含《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等內容，儘管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大陸認為這一事態本身即構成對中國主權和內政的「粗暴干涉，性質極為惡

劣」。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指出，《美日安保條約》是冷戰時期的產物，不應超出雙邊範疇，不應損害第三方利益。為了證明美國將釣魚台納入安保

條約的非法性，大陸特別強調釣魚台主權的歸還，是二戰後的國際條約規定與秩序。對北京來說，係以二戰勝利國的資格收復釣魚島主權。除了從國際

法的角度證明日本「國有化」政策的違法之外，也譴責美國的冷戰思維自毀戰後的勝利果實。其目的是在國際法律戰上孤立日本，並反制華府的介入。

參、行政機艦進入釣魚台周邊海域參、行政機艦進入釣魚台周邊海域

相較於過去以武力解決領土主權爭端，現代的國家更傾向於透過「主權行使」來彰顯法理主權。在這方面，釣魚台主權爭端也不例外。在日本政府宣布

國有化後，大陸行政機艦突破過去不進入釣魚台周邊12浬領海的慣例，並逐步增強活動張力，以「主權行使」手段確立大陸對釣魚台的法理主權。

歸納大陸行政機艦自2012年９月至2013年３月共計三十餘次在釣魚台附近海域的活動，可以發現北京的維權行動有下列特色：

一、擔當大陸法律訴求的實質延伸一、擔當大陸法律訴求的實質延伸

過去以來，北京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方針下，僅止於外交上抗議東京的主權論調。但此一克制不但未獲日方回應，反而發生「國有化」事

件，讓北京忍無可忍，不僅加大國際法律戰的力度，也突破過去不派機艦前往爭議地區的慣例，以顯示大陸維護主權的決心。對於大陸行政機艦的維權

行動，日本多次向北京駐日大使程永華表達強烈抗議，程永華則回應：「釣魚台是中國領土，無法接受抗議。」甚至，對於日本公務船進入中國領海問

題，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強調：「中國公務船到釣魚島海域體現主權，遏制侵權行為，理所當然。」

二、船艦編隊質量、數量不斷提升二、船艦編隊質量、數量不斷提升



在大陸海監船與漁政船第一次進入釣魚台附近海域時，其編隊數量僅為２艘，然第二次進入時則高達10艘。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對抗日本大噸位船艦的

威脅，近來進入釣魚台周邊海域的海監船與漁政船已有大型化的趨勢，特別是海監137號船，一下水便派往釣魚台進行維權。另外，大陸千噸級的「海

監8002」，2013年１月在福建省福州馬尾港下水，未來將承擔東海、釣魚台等日常巡航執法工作；而大陸首艘擬常駐釣魚台海域的萬噸級大型漁政執法

船業已於2013年１月開工建造。

三、維權活動範圍由平面朝立體方向發展三、維權活動範圍由平面朝立體方向發展

北京釣魚台維權活動，海監船不僅突破過去慣例進入釣魚台周邊海域，2012年12月13日，大陸海監B-3837飛機抵達釣魚台領空，與正在此區域巡航的海

監船編隊會合，是中方首次對釣魚台開展海空立體巡航。大陸國家海洋局證實，「這是國家海洋局所屬中國海監船機首次在釣魚島領海、領空開展海空

立體巡航。」日本防衛省指出，這是自1958年開始統計侵犯領空事件以來，大陸飛機首次進入「日本領空」。之後，12月五度進入日本領空周邊所設的

防空識別區。2013年１月５日再度接近釣魚台領空北方約100公里處，迫使日本派出戰機進行攔截。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強調，海監飛機維護領土主權

的做法是必要的。說明中共海監飛機將加入定期巡航釣魚台海域的行列，形成海空立體巡航維權布局，進一步以具體作為升高主權宣示。

四、維權距離由外圍向中心方向發展四、維權距離由外圍向中心方向發展

從大陸維權活動與釣魚台本島距離觀之，原本大陸僅在釣魚台12海里以外巡行。日本國有化釣魚台之後，不僅進入12海里，還在2013年２月15日進入３

海里，２月18日甚至進入0.8海里，即不到1.5公里。每次發現有中共船隻進入領海，日本政府都會通過外交途徑向中方抗議，「要求立即離開」。對此，

中方也反覆回應聲稱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無法接受日方要求。

五、維權方式由防禦性逐漸轉向攻勢性發展五、維權方式由防禦性逐漸轉向攻勢性發展

大陸海監船2012年９月進入釣魚台維權至今，由進入爭議海域宣示主權，逐漸轉為類似日本以喊話器要求其他國籍船艦離開模式，要求日本船隻離開，

甚至發生在該海域夾擊日本漁船事件。大陸國家海洋局2013年１月21日即證實３艘海監船在釣魚台海域巡航，並跟蹤監視日本船隻，要求日船立即離開

中國領海。３月９日，大陸公務船首次在該海域行使漁業管轄權，登上附近一艘大陸漁船。日方巡視船對此發出警告，聲稱不允許在有關海域行使漁業

管轄權；大陸漁政船則反駁，強調是在「中國管轄海域」執行公務。顯示北京維權的方式，逐漸由防禦性轉為攻勢性。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迄今尚未調

動直屬軍方的機艦直接介入，顯示大陸置重點於「法律行使」活動。

六、整合大陸海洋維權力量六、整合大陸海洋維權力量

過去大陸的國家海洋利益受到外部威脅時，沒有統合性的管理措施，因此形成「九龍鬧海」的弊病。大陸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於2013年３月10

日在大陸全國人大進行《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報告時指出，大陸現行的海上執法力量分散，重複檢查和建設問題突出，執法效能不高，維

權能力不足；為加強海洋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有必要整合海上執法力量。為此，北京提出「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將國家海洋局及轄下中國海監、公安部邊防海警、農業部中國漁政、海關總署海上緝私員警的隊伍和職責整合，由國土資源部管理，並以「中國海警

局」名義在海上維權執法，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此外，國務院將設置層次更高的協調機構「國家海洋委員會」，負責研究制定國家海洋發展戰略，統

籌協調海洋重大事項，具體工作由國家海洋局承擔。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表示，重組國家海洋局是維護國家主權的緊迫需要。儘管大陸官方澄清，

重組海洋局並非針對釣魚台事件，但無可否認地，釣魚台爭端激發了大陸對各部門在海事權太過分散的警惕。

肆、結語肆、結語

自2012年９月11日以來，日本政府對釣魚台進行「國有化」後，非但沒有使東京政府達到從原先擁有「實際管轄權」，過渡到合法掌控釣魚台主權的目

的，反而在大陸強硬反擊和宣示主權下處於被動地位，也使得日本多年來單獨控制釣魚台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反觀中共對釣魚台主權的宣示動作一再

升高，且步步進逼，從公布領基線到海監船巡航常態化，接著又以海監飛機展開立體維權，並予以常態化。顯然，中共雖希望以外交手段解決釣魚台糾

紛，但也有「持久戰」的策略安排與打算。在釣魚台列嶼問題上，除非日本收回「國有化」成命，否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不太可能在日本承認爭議

前就輕易妥協。

客觀來說，北京在轉變維權的實際做法上，初步已見成效。最明顯的例證是聯合國網站同時將大陸與日本對於釣魚台主權的主張並列在網頁上；另外，

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2012年９月19日在北京指出，美國有義務捍衛日本安全，但不會因此就讓日本為所欲為，等於間接否定日方片面國有化釣魚島的舉

措。對於大陸公務機艦連續巡航釣魚島，日本政府至今仍無計可施，大陸實際上已打破日本獨家控制釣魚島的舊態，形成北京亦實際控制釣魚島海域的

既成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對釣魚島使用「臺灣的附屬島嶼」的說法，顯示其拉攏臺灣的意圖。對此，儘管我國政府多次表態，在釣魚台主權紛爭問題上，不

與大陸合作。然而，臺灣也反對日本對釣魚台主權的主張，以及其國有化的政策。馬英九總統2012年10月10日在國慶演說時表示，從歷史、地理或國際

法來看，釣魚台列嶼是中華民國的領土、臺灣的附屬島嶼，政府船艦將持續在這個區域保護漁民、捍衛海疆。立法院10月19日通過「國會宣示釣魚台主

權決議文」，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全體必須堅守憲政義務，持續以具體、明確的作為，宣示釣魚台列嶼主權屬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對此一主權立場永不

動搖」。

目前，大陸提議以「祖權」代替兩岸爭執不下的「主權」定位，以符合國際海洋法的歷史主張，作為雙方合作的共同法律基礎。此一觀點已獲得臺灣部

分民意的支持，但仍然不被我政府所接受。因此，對於「祖權」概念的後續發展，值得密切觀察與追蹤。

  

（作者為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兼任執行長）（作者為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兼任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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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拒止美、日介入區域島嶼的衝突，聰明型水雷將成為「非對稱」的作戰尖兵。如欲拒止美、日介入區域島嶼的衝突，聰明型水雷將成為「非對稱」的作戰尖兵。

解放軍的水下利器解放軍的水下利器

◎楊于勝

不引人注意，但極有效不引人注意，但極有效

　　解放軍從仿製蘇聯製水雷到自行研發，並從傳統水雷進展到特種（又稱聰明或智能）水雷。布設方式儘管仍需由船艦、潛艇、飛機和人工等多種方

式進行，但水面艦布雷仍為大宗；直到聰明型水雷問世，讓執行任務風險降低，同時也開啟另類非對稱「水雷制潛」的大門。2012年以來，從美國海軍

戰院到民間智庫均已提出要小心中共水雷的發展，因為中共的水雷作戰將可能超越第一島鏈以外執行，若此可能性提升，則當下爭鬧不已的釣魚台主權

爭奪，恐非只有海偵／監的巡邏艦、軍艦及戰機等而已，水雷戰將會是繼導彈後的另一「殺手」。

水中無人載台水中無人載台

　　解放軍絕大多數的水面艦和潛艦均具布雷能力。解放軍的布雷主力為數量龐大的小型艦艇，飛機和潛艦的布雷能力相對較弱。但隨其海洋戰略的轉

變及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之需，水雷作戰開始走向遠海攻勢布雷。攻勢布雷自然需要隱蔽、快速和遠距布雷載具。近年解放軍大力發展潛艦布雷

能力，惟潛艦布雷須考量有多少載台可用；另潛艦布雷將使原有的攻擊與籌載能力受限縮，加上潛艦通常被賦予執行其他更高度優先的戰略任務，若仍

要以「水雷制潛」，則水中無人載台與聰明型水雷就越發重要。早在2006年５月，美國海軍即與通用動力公司所屬機器人系統公司簽訂合同，為瀕海戰

鬥艦（LCS）的反潛戰任務模組訂購２艘無人水面艇（USV）以執行反潛戰任務。從美海軍軍備發展推測解放軍作為，不難想像中共亦會如法炮製。解

放軍海軍現有大約28艘水雷反制作戰船艦服役，並有四大「水雷作戰艦隊」，70艘小型反制作戰船艦；在大連則設有水雷作戰學校，今年度已規劃空中

及海上布雷演訓等。美軍已具備運用USV有效執行海軍任務的關鍵技術，而中共善於「山寨」，怎可能棄此利器於不顧。近年舉行的珠海航展中，其大

肆宣傳空中無人載台（UAV）功能已可比擬美軍，若以料敵從寬原則檢視，則解放軍USV恐將不只是運用在水雷作戰中的反制而已，甚至布雷及反潛等

軍事功能皆可運作。

動靜皆宜的殺手動靜皆宜的殺手

　　解放軍的水雷研發基地，包括宜昌、葫蘆島、旅順、舟山島、長山島等地（除宜昌及舟山外，均在北海艦隊）；現有的水雷則包含傳統的錨雷、漂

雷、沉雷等。1980年代後，解放軍開始對傳統水雷加以改造，亦仿前蘇聯的水雷，研製出聰明型水雷，大幅提高水雷作戰能力。解放軍認為如能採用新

舊水雷混用、虛實結合的水雷陣，將不失為對付外國龐大水面艦隊的方法；特別是對抗航艦戰鬥群，即便不能直接擊沉航艦，其所形塑的威懾也足以讓

航艦戰鬥群怯步。至於「水雷制潛」則是創新的思維，係因應潛艦作戰能力不足的窘困。其中有２類聰明型水雷值得關注，一是自航／自導式水雷，另

一為火箭助推式水雷。

　　一、自航／自導式水雷。中國大陸又稱為「魚水雷」系列，就是將魚雷技術用於水雷。在中共軍工專家的定義中，「魚水雷」是將程式儲存在引信

裝置中，當船艦從遠處經過時，引信會迅速接收船艦獨有的聲紋信號，當判別為敵艦時則自動啟動向目標攻擊。自航／自導式水雷二者差別主要在魚雷

的運用上。「自航水雷」一般由魚雷改裝，運用潛艦及魚雷動力布放後就與常規水雷一樣，主要在距目標海域10公里外秘密布放；水雷跑完預定航程後

會沉到海底成為非觸發性沉底雷，將敵封鎖在小範圍固定海域內。「自導水雷」在布放時如同一般沉底雷，只有當被目標物啟動後，魚雷才從水雷夾殼

中射出並自動追尋擊毀目標。須提防的是，這型水雷原只適用於淺水，據聞信號處理和控制功能已克服關鍵技術，使布設深度增加到水深1,000公尺以

上，使其不僅具反潛能力，更可以向外延伸至第一島鏈以外，並可在遙控系統控制下隨時進入戰鬥或休眠狀態，一方面確保己方艦隊，另一方面欺敵並

誘敵進入雷區。目前解放軍潛艦艇部隊據研判已裝配有「自航水雷」；在「自導水雷」部分，研判應已具備研製技術基礎，甚至已有不同代之成品。

　　二、火箭助推式水雷。主要是用於深海的布雷作戰，據研判解放軍至少在這型水雷上開發了幾款不同功能的型式，包括垂直上浮、定向上浮、火箭

上浮導彈等水雷。「垂直上浮火箭水雷」由火箭發動機推動上浮，能實施主動攻擊，具備錨雷和沉雷特點，平時沉在海底，在敵艦接近後即啟動火箭；

這種水雷技術較簡單，僅具垂直機動能力，1994年伊朗為封鎖赫姆茲海峽時，即傳聞曾向中共採購此款水雷，對美國海軍造成極大威脅。「定向上浮火

箭水雷」是一種類同於自導水雷的產品，除具有精確自導、主動攻擊能力外，特色是攻擊速度快，可根據目標艦船的方位、航向和航速，預先計算確定

攻擊彈道，然後啟動水雷，定向攻擊水中潛艇或水面艦艇，提高命中率。「火箭上浮導彈水雷」的訊息不明，據傳是集水雷、導彈、火箭、信號處理、

目標識別等技術於一身的全新水中兵器，在測得目標後會自動發射，且能衝出水面升空，由降落傘停滯於空中搜尋目標，再對目標進行攻擊。

　　從上述歸納，不管是哪一類火箭助推水雷，皆具創新、奇襲意味，並可用於攻勢布雷或封鎖布雷；惟部分說法是否為真仍值得關注。

水雷與反潛相結合水雷與反潛相結合

　　解放軍深知對美國海軍作戰實有兩大目標：航母戰鬥群與核動力攻擊潛艦。尤以美軍潛艦靜音效果好，難以被發現，且攻擊威力大。反觀解放軍的

反潛能力始終不足，若能利用第一島鏈水下地形結合水雷，能將美軍核動力攻擊潛艦阻隔於解放軍海軍活動區域外，則「拒止」目的便達成，亦可分割

美、日戰力。果如智庫蘭德公司所言，美、「中」終將不免一戰，以中共「不硬碰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思維揣測，假設爆發戰事，解放軍不

僅會運用導彈「遠攻」，亦將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間布設「聰明型水雷」，甚至不排除將水雷布設在更遠海域（如關島），以限制美軍對制海權的支

配，再配合解放軍潛艦，拒止美國海軍順利接近至中國大陸周邊。

　　未來，不管解放軍是否使用水雷對臺作戰，或拒止美、日介入區域島嶼爭奪的任一衝突，水中無人載台與聰明型水雷都將可能成為其「非對稱」的

作戰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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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自古即是大陸西南部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因富山水之勝，旅遊產業已成該地經濟支柱之一。重慶自古即是大陸西南部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因富山水之勝，旅遊產業已成該地經濟支柱之一。

山城霧都重慶行山城霧都重慶行

◎凌順康

　　午後自香港起飛的班機經過兩個半小時的飛行，下午４點多鐘飛抵重慶上空。高空的天氣原本十分晴朗，但飛機降低高度之後便進入白茫茫的雲霧

之中；穿過雲層落地之後，霧雖然沒那麼濃，但是空氣中始終瀰漫著霧霾，山川景物看起來朦朦朧朧。

　　算起來，這次是第三次造訪重慶，三次飛機降落時都有霧，「霧都」的別稱真是名不虛傳。

　　對於臺灣許多老一輩的人來說，重慶是個相當熟悉而且值得懷念的地方。抗戰期間這裡作為陪都，淪陷區內許多不甘受日偽統治的年輕人不遠千里

朝這裡集中，在此度過青春的歲月。我小時候常聽長輩們聊起當年在重慶唸書、生活的日子，那段時間生活雖然極端艱苦，但是大家都對未來前途充滿

希望。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重慶位於大陸內陸的西南部、長江的上游，總面積達8.2萬平方公里，人口3,300萬人，下轄19區和21縣，面積和人口都居全大陸

城市之冠，是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重慶一向以多霧聞名，每年秋末到春天常起大霧，當濃霧籠罩的時候，能見度往往不及10公尺。多霧的主因，是由於地處四川盆地邊緣，周遭群山

環繞封閉，風吹不進來，加上長江和嘉陵江在此交匯，江水蒸發的水氣不易散發所致。重慶一向也是長江邊上著名的「火爐」，近年全球氣候暖化，重

慶更是火上加油；７月下旬開始，超過40℃以上的高溫常延續一個多月，部分地區最高溫曾有44.1℃的紀錄，怕熱的人盛暑時最好別去。

　　重慶也是歷史名城，早在西元前11世紀時，巴人即以此為首都建立了巴國；秦統一天下後設巴郡，其後的歷朝歷代，重慶皆是重要的軍事?行政和經

濟中心。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看中這裡易守難攻且腹地廣大，首都南京淪陷後遷都於此作為戰時陪都，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後，重慶仍設為直轄市；中共建

政之後設為西南政治和經濟的首府，1997年改制為中央直轄市，也是大陸最年輕的直轄市。

　　重慶富山水之勝，旅遊資源相當豐富，尤其近年重慶的大足石刻和武隆的天生三礄，先後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和世界自然遺產，重慶當局也投入鉅

資開闢聯外道路和相關設施極力推展觀光，將以往的「旅遊過境地」轉換為「旅遊目的地」。據重慶旅遊局發布的統計數字：2012年重慶市共接待海內

外遊客２億9,030萬人次，旅遊總收入達1,662.15億元人民幣，旅遊產業目前已然成為重慶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之一。

　　造訪重慶，大足石刻和天生三礄是不可錯過的景區。大足石刻為大足縣境內摩崖造像的總稱，大足縣距離重慶市區約83公里，共有石窟一百多處，

造像五萬餘尊，銘文十餘萬字；創始於唐初，宋代為全盛時期，集佛、道、儒三教造像之大成，為大陸石窟藝術晚期的代表，與甘肅敦煌石窟齊名。天

生三礄位於武隆縣城東南20公里處，這一帶屬於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奇峰聳峙、飛瀑淙淙、谷幽林茂、美景天成，三座高達百餘公尺的天然石礄聳立其

間，氣勢磅礡，令人嘆為觀止。據說這三礄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生礄群，2007年６月和芙蓉洞?天坑景區一同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

　　此外，長江三峽秀麗的風景自古聞名天下，雖然2003年大壩築成開始蓄水之後，三峽成了水庫，但是呈現出另一種風貌。近年許多郵輪公司紛紛投

資打造豪華郵輪，專門行駛於重慶到武漢之間，船上除了提供舒適的休閒食宿之外，沿途並停靠主要的景區碼頭供客人上岸遊覽；搭乘郵輪的消費並不

便宜，但每逢假期往往一位難求。

　　對於嗜食麻辣鍋的老饕們而言，來到重慶就像到了天堂。在重慶，不論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到處都看得到林立的火鍋店，每家口味各有特色；一

年四季不論寒暑，店內總是座無虛席。

　　重慶火鍋的起源，據說來自於在兩江邊上工作的船工、縴伕、挑伕們常吃的大鍋菜。工人們吃飯都很簡單，買來廉價的動物內臟，處理好後把所有

食材倒在一起用大鍋煮，眾人圍著鍋子邊煮邊進食；由於常年在水邊勞動濕氣浸骨，因此喜好在食物中添加辣椒、花椒等物以?除風濕，因而形成了火

鍋麻、辣、燙的特點。後來經過老饕們逐步改良，而形成今天名滿天下最具代表特色的美食。據統計，目前重慶市的火鍋店有三萬餘家，年營業額超過

200億元人民幣，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成長。

　　 重慶也是著名出美女的地方，一路行來看到的美女確實不少。有人分析重慶出美女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山川秀美，山青水秀的自然環境容易孕育

出美女；其次，重慶多霧，氣候濕潤，皮膚長期處於保濕的環境裡自然細緻白皙，也比較不易老化；第三，重慶是山城，出門到處都得爬坡，一天到晚

運動，身材自然容易苗條；第四，是抗戰期間大批內地優秀的人才朝這裡集中，人文素質優化的緣故。

　　重慶還有別處少見的特色，就是街角常見三五成群的漢子拿著扁擔、繩索坐在路邊等生意上門。幹這行的俗稱「棒棒軍」，專門幫人挑東西、送貨

物回家，重慶市區許多社區依山而築，居民進出上上下下得爬多層階梯，十分辛苦；幸虧有這些專業的挑伕幫忙，否則買了大件的東西要提回家也不容

易，進而成為山城獨特的一景。惟近年重慶交通改善許多，「棒棒軍」沒有上回來時那麼常見了。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大足石刻 武隆天生三礄入選世界自然遺產



武隆芙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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