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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家安全保障”的名義下，沖繩、韓國等眾多國家和地區的和平、環境及人

權一直以來均受到威脅。我們尋求的並不是“國家”的安全，而是尋求能夠保障生活

在各個地區的每個人的安全與人權的“真正的安全保障”。尤其強烈反對軍事化所造

成的地方社會分裂、環境破壞，以及對人權的侵害。 

   爲了實現真正的安全保障，應推動再生能源的發展從而脫離核電並防止地球暖化，

我們要以地區共同體爲主體、而不是以“國家”爲主體，在地區推動重新建構森林與

海洋等資源的管理制度以及環境教育，同時亦于社群中提高糧食與能源等的生産效率，

使經濟自立，不要讓外界通過經濟手段來操控我們，或甘于體制性歧視，要打造一個

能行使自決權的強大的地區共同體。 

   而在另一方面，從中國華南地方、香港、台灣、沖繩到朝鮮所形成的風水文化圈，

自古以來便擁有環境上的交流，我們應重新認識這段曆史，並進一步推動年輕一代之

間進行環境議題的相關交流。同時，我們也要尊重各個地區獨特的曆史、文化及語言，

不斷地相互學習。各國政府都應保障這樣的教育機會，不該把資金浪費在軍備競賽的

軍事開支或無用的公共事業上，而是要擴大在教育支出和社會福利的支出等對人的投

資上。 

   我們認知到琉球列島的地區共同體資源管理制度，其起源可追溯至琉球王朝時代，

是琉球列島的曆史性産物，因此爲了理解現在的自然及資源管理制度，我們應該加入

曆史性的觀點。在詳細調查“琉球近代史”的同時，可將“Commons”（地區共同體

的共有地，例如共同使用地區或其附近海域等）看成由土地的曆史所形成的曆史性的

綜合體，包含琉球處分時期的自然資源“處分”在內，因爲那時曾從地區共同體手中

奪走了森林及附近海域的所有權和管理權，所以我們對此有必要進行重新評估。 

   我們絕不能再讓亞洲，特別是東亞，成爲貪圖殺戮和戰爭經濟利益的“軍産官學

報複合體（報是指媒體）”之餌食。我們不該被這種複合體煽動，與各個鄰國競相擴

充軍備，而應該從環境領域開始與鄰國人民的互助合作才是最重要的。要從強化軍事

協助及其作用方面，向尊重亞洲衆多國家及地區的人民的自決權、人權、環境等“真

的安全保障”體制轉換。進而實現亞洲共同體，現在正是需要我們努力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各自的決定權，尤其年輕人更應該意識到：自己有能力也有責

任讓現在及未來朝更美好的方向改變，我們呼籲亞洲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一起開始

爲各個地區及亞洲的和平與發展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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