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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國際法與領土變遷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國家領土的變遷」是指自然或人為的因素，使得國家的全部或部分領土發生變更

的國際法律行為。 

  在十八世紀君主專制的時代，國家的領土被視為君王的私有財產，任何有關國家領

土的取得與變更，幾乎都是遵照君主個人的意志來決定。直到歐洲殖民勢力崛起後，才

打破這款由君王決定領土歸屬的慣例。 

  規範領土取得的國際習慣法形成於歐洲強權是世界舞台主要參與成員的時代；當時

殖民強權以取得領土作為建立帝國過程的一部分，他們以軍事武力為靠山，佔領海外廣

大的殖民地，也搜刮殖民地的自然資源與市場。在那個時代，使用軍事武力以取得領土

的主權，被視為合法且理所當然，殖民強權的主要考慮是如何在權力平衡的世界中，鞏

固擴張取得的利益與成果，快速解決或減少爭端衝突。至於殖民地內住民的願望與福

祉，既不受到決策者的重視，也不是傳統國際法在形成領土取得的規範時所考慮的項

目。 

  傳統國際法對於領土取得的模式，一般分為「先占」、「割讓」、「征服」、「時

效取得」與「自然作用」五種，其中除了「自然作用」之外，其他都是國家的行為。在

四項國家的行為當中，先占與時效取得是國家單獨的行為，割讓是根據條約將領土移轉

給另外一個國家的法律行為，而征服則是一個國家不經他國的同意，使用武力將其領土

據為己有的行為。 

  由於台灣人四百年來被統治、被出賣的歷史與國際法領土變遷原則息息相關，今後

將以台灣為主體，針對國際法處理領土變遷問題的幾項原則，加以分析與探討。時至今

日，領土變遷已不再是單純領土主權移轉的問題，特別是聯合國成立以來，當代國際法

以《聯合國憲章》為根本大法，發展出一套和平解決爭端、不使用武力與人民自決處理

領土變遷的原則，是我們會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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