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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安全保障”的名义下，冲绳、韩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环境及人

权一直以来均受到威胁。我们寻求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全，而是寻求能够保障生活

在各个地区的每个人的安全与人权的“真正的安全保障”。尤其强烈反对军事化所造

成的地方社会分裂、环境破坏，以及对人权的侵害。 

   为了实现真正的安全保障，应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从而脱离核电并防止地球暖化，

我们要以地区共同体为主体、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在地区推动重新建构森林与

海洋等资源的管理制度以及环境教育，同时亦于社群中提高粮食与能源等的生产效率，

使经济自立，不要让外界通过经济手段来操控我们，或甘于体制性歧视，要打造一个

能行使自决权的强大的地区共同体。 

   而在另一方面，从中国华南地方、香港、台湾、冲绳到朝鲜所形成的风水文化圈，

自古以来便拥有环境上的交流，我们应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并进一步推动年轻一代之

间进行环境议题的相关交流。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各个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及语言，

不断地相互学习。各国政府都应保障这样的教育机会，不该把资金浪费在军备竞赛的

军事开支或无用的公共事业上，而是要扩大在教育支出和社会福利的支出等对人的投

资上。 

   我们认知到琉球列岛的地区共同体资源管理制度，其起源可追溯至琉球王朝时代，

是琉球列岛的历史性产物，因此为了理解现在的自然及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应该加入

历史性的观点。在详细调查“琉球近代史”的同时，可将“Commons”（地区共同体的

共有地，例如共同使用地区或其附近海域等）看成由土地的历史所形成的历史性的综

合体，包含琉球处分时期的自然资源“处分”在内，因为那时曾从地区共同体手中夺

走了森林及附近海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所以我们对此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估。 

   我们绝不能再让亚洲，特别是东亚，成为贪图杀戮和战争经济利益的“军产官学

报复合体（报是指媒体）”之饵食。我们不该被这种复合体煽动，与各个邻国竞相扩

充军备，而应该从环境领域开始与邻国人民的互助合作才是最重要的。要从强化军事

协助及其作用方面，向尊重亚洲众多国家及地区的人民的自决权、人权、环境等“真

的安全保障”体制转换。进而实现亚洲共同体，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努力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各自的决定权，尤其年轻人更应该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也有责

任让现在及未来朝更美好的方向改变，我们呼吁亚洲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一起开始

为各个地区及亚洲的和平与发展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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