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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化趨勢持續深化發展下，各

類跨國行為與非國家行為者的興

起，對國際安全事務及國家安全產生重

大影響；單一區域或國家的生存發展，

已與全球化情勢緊密相連，並持續在區

域安全、經濟、政治、外交、環保及軍

事等協調合作議題上，考驗各國政府的

施政能力。

台海情勢攸關亞太區域安全與穩

定，更關係著我國永續生存與長遠發

展。當前兩岸關係雖呈相對穩定態勢，

惟中共軍力持續擴張，依然是影響區域

及我國安全的重大威脅，深值關注與嚴

肅看待。

第一篇 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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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21世紀以來，全球有幾種演變趨

勢特別值得關切。國家安全範疇，

不再侷限於傳統武裝衝突，諸如恐怖主義

攻擊、新型傳染病的傳播，乃至於關鍵資

訊系統遭駭客侵入、癱瘓等，都對各國國

家安全造成威脅。另由於通訊及資訊科技

的發展，促成了全球經濟體系的緊密結

合，金融危機牽一髮而動全身。此外，隨

著新興國家經濟的發展，能源不足的問題

愈加凸顯，越來越多國家紛加入爭奪能源

的行列，使國際石油價格波動不斷，影響

全球經濟，更直接衝擊人民生活。

第一章 安全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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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全球安全情勢

當前全球政經秩序，大體仍在美國主導下發展，但歐盟、俄羅斯、中

共、日本、印度等國家，在區域中亦有其重大影響力，尤其中共「胡溫體

制」已臻鞏固，政、經、軍情勢相對穩定，預期將提高對全球安全事務之介

入程度，以擴張其對國際事務之影響力；在各方角力過程中，全球局勢已逐

漸磨合出新的政治外交關係。整體而言，全球情勢仍在大國居先主導、小國

伺機發展之氛圍下，維持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態勢。

一、重要安全議題

傳統軍事安全議題一向為各國關注重點，並為國家間互動與型塑國際形

勢的重要因素之一。邁入21世紀後，非傳統安全議題已逐漸受到重視，而石

油、糧食或水源短缺已不再是想像或未來的議題；在2008年初就曾因原、物料

供需失調引起通貨膨脹，對全球經濟民生造成衝擊。石油、糧食、海洋與天然

災害是當今全球最為重視的新興安全課題，這幾項議題，在未來數年內仍將是

各國關注焦點。

（一）傳統軍事安全議題

傳統軍事議題仍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一環，主權與領土爭議，加上種

族、宗教、文化的分歧，依然是造成衝突的主因。另一方面，隨著科技發展，

使精準打擊成為可能，各國均持續研發、籌獲先進武器系統，並針對新的作戰

形態制定新戰略、新戰術。另如與核武、飛彈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之原、

物料、技術及成品的擴散與爭奪，其所造成的心理威嚇與嚴重傷亡之安全威

脅，仍為國際最高度關注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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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傳統安全議題

近年恐怖主義活動仍時有所聞，並在東南亞、南亞及中東等區域各國，

已造成相當嚴重傷亡；同時禽流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新型

流感(H1N1)等，在全球各地所爆發之大規模疫情與造成的心理效應，亦成為

影響全球安全情勢穩定發展的因素。另氣候變遷與地球暖化所衍生之能源競

奪、糧食短缺、海洋權益爭執等各項議題，均成國際關注事項。

1、石油

石油是國際社會最具戰略意義的能源與基礎原料，交通運輸、工業生產

與發電能源仍強烈依賴石油，為控制或爭取石油資源，不但引發國際

衝突、也造成國際政治緊張情勢。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對石油的需求大

增，使石油價格飆漲，低油價時代已不可復見，各國均擬定新的能源戰

略，以因應此一新趨勢。

2、糧食

2008年全球因氣候變遷導致糧食供需失調，使各國更加正視「糧食安

全」的重要性。另將糧食運用於生產生質燃油，亦是糧食價格上升的重

要原因。而糧食問題造成通貨膨脹，所引起經濟與社會問題，已成為各

國關切的議題。

3、海洋

海洋事務目前聚焦於兩個主要議題，第一是海洋資源。全球能源需求量

日益增加，供給量卻未大幅成長；海洋蘊含石油、天然氣，極富探勘價

值，使得具爭議之離島主權問題更難達成共識。第二是海上運輸安全。

全球貿易往來均有賴海上運輸，對石油進口國來說，海上運輸安全更是

生存命脈，各國為確保海運安全，均有強化海上防衛能力或提升護航能

力等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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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然災害

近年全球受氣候變遷綜合效應影響，出現多起重大天然災害，其中2004

年12月印尼蘇門答臘地震引發印度洋大海嘯、2005年8月卡崔娜颶風肆

虐美國、2008年5月緬甸遭受嚴重風災與中國大陸四川地區發生強震、

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襲我國等，均造成地形(貌)巨變與重大生命財產

損失。因此，各種重大天然災害，已逐漸成為全球高度重視的最新安全

議題。

二、主要區域情勢

年來區域性的武裝衝突仍時有所聞，各國紛採安全合作方式以預防衝突

或危機擴大。此外，天然災害、恐怖活動、海盜事件等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對全

球造成廣泛衝擊，凸顯安全威脅的無國界性、易擴散性及共同風險性。為因應

當前及未來多元形態的安全威脅，由尖端資訊及科技發展所催生的軍事革新作

為、多元合作應變等模式，獲得世界各主要國家的高度重視，亦為國家安全帶

來各種機會與挑戰。

（一）亞洲

東北亞地區仍受北韓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試射長程火箭與飛彈及二

度進行地下核試等影響，衝擊地區安全情勢的穩定。此外，日本近年內閣改

組、人事異動頻繁，並受全球金融風暴影響，經濟復甦遲緩；國防事務，仍以

美日同盟合作為主軸，亦藉2009年3月派遣自衛隊艦船赴索馬利亞周邊海域，

執行聯合國決議之防海盜及護漁相關舉措，展現參與國際事務的積極作為。另

東海油氣田開發、大陸礁層範圍與相關之海洋權益劃分等，仍亟待各方持續透

過協調談判解決。東南亞地區除持續落實政經整合與強化反恐合作外，南中國

海周邊國家，近期對南中國海相關島嶼權益，主張訴諸聯合國處理解決，恐將

影響區域內相關國家未來互動與情勢穩定。美國亦藉與東協國家簽署「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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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合作條約」，展現續於此區域維持一定地位與發揮影響力之決心。南亞地

區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政經衝突及跨境恐怖活動，已成為區域安全穩定之重大變

數。中亞地區則已然成為美、俄競逐權力過程中，施展影響力之場域。此外，

受環太平洋地區情勢的演變，大洋洲戰略地位重要性提升，澳大利亞亦展現積

極主導區域事務之企圖。

中東地區因富含油藏且戰略地位重要，仍受強權重視。伊拉克與阿富汗

歷經多年戰事，安全情勢為西方國家全力改善之目標。伊朗在美國小布希政府

時期雙邊關係緊繃，歐巴馬就任總統後，改採加強對話協商並多方釋出善意，

以爭取伊朗善意回應，同時可兼顧以色列問題。惟2009年6月伊朗總統大選

後，致情勢並未大幅改善，核問題仍為爭議焦點，更促使中東各國爭相發展民

用核能發電技術，未來勢必持續為區域關係發展主軸。另伊斯蘭什葉派勢力擴

張，沙烏地阿拉伯積極參與居間派系協調，並力促以色列、巴勒斯坦和解，期

維護區域穩定並營建長期和平。2009年6月以國政府釋出有條件同意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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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訴求，使以、巴問題之解決，受到國際社會關注。以、巴問題錯綜糾結，

並受地區各國國內政局、國際客觀形勢與扮演主要協調角色諸國家之態度等多

方影響，局勢仍充滿變數。

（二）歐洲

歐洲國家持續在歐盟架構下，依據里斯本「革新條約」執行政經整合進

程，吸納新成員國擴大其影響力；惟受全球金融風暴牽連，部分國家公投程序

延宕，使原定2009年1月正式生效期程延後至12月。另歐盟於2009年5月啟動

「東部夥伴關係計畫」，將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

拜然、摩爾多瓦等6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逐一進行自由貿易區及加強能源安

全、防務等問題之磋商，有助於近一步延伸影響力。此外，各國派軍整合而成

之歐盟部隊於2008年12月正式運作，對區域安全情勢與歐盟成員國利益之維

護，已產生重大效用。歐盟部隊首次任務即針對索馬利亞周邊海域之海盜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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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贖事件派出兵力，也凸顯海盜猖獗已對重要國際航路安全、區域情勢穩定與

相關國家利益造成重大威脅，必須透過國際合作機制加以處理。

年來北冰洋主權爭議，在美國、歐盟、加拿大與俄羅斯等當事國的克制

之下，各國同意依合理原則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規範處理，讓該地

區緊張情勢趨於緩和。而俄羅斯在政、經情勢持續改善下，憑藉其堅實科技基

礎與豐富戰略資源優勢，軍事改革與整體軍力復興已獲相當成效，尤其在面對

北約持續吸納成員，及美國於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上，所展現之態度與針對

性軍事舉措益趨明顯。諸如俄羅斯於2008年8月出兵喬治亞、11月宣布在波蘭

與立陶宛間之加里寧格勒地區組建飛彈系統，並藉首次與委內瑞拉舉行軍演，

強化與拉丁美洲國家政軍互動等關係，均為其展現反制及突破戰略圍堵的作

為。另美俄雖在國際安全議題上多所攻防，但2009年7月，雙方在「戰略性武

器裁減條約」基礎上，仍達成進一步裁減核武共識，展現雙方在權衡國防安全

需求與無核化國際期待下所達成之重要進展。整體而言，美國、歐盟、俄羅斯

等國之互動關係，仍牽動歐洲未來整體情勢演變。

美國加強防範恐怖活動，扮演區域安全穩定之重要角色。(照片來源 US Navy)



第一篇 面對挑戰
第一章 安全情勢

37

（三）美洲

2 0 0 8年美國完成總統大

選，歐巴馬政府在國防外交、

民生經濟、社會內政等層面，

均呈現新風貌，並以解決國內

經濟問題、重建人民信心與改

善生活品質為首務。在國際反

恐作為上，明確設定2011年自

伊拉克完全撤軍期限，將重點

轉向阿富汗戰事之後續處理，並加強與印度及巴基斯坦反恐合作。在國際關係

處理上，深化與日本、印度、歐盟、東協等國家及區域組織交流合作，並與中

共、俄羅斯加強互信及對全球安全事務的合作協商，期維持國際領導地位。

中南美洲在2007年4月「南美國家共同體」更名為「南美洲國家聯盟」，

翌年5月簽署「南美洲國家聯盟憲章」，象徵區域整合進程向前跨進。地區內

貧富不均、非法跨國經濟活動、幫派犯罪及毒品走私等問題，持續影響區域安

全情勢之穩定。此外，薩爾瓦多、厄瓜多、尼加拉瓜、海地、瓜地馬拉及巴拉

圭等6國，近期相繼由左派政黨取得政權。委內瑞拉亦積極運用地緣與資源優

勢，加強與俄羅斯及中共之政軍互動和交流合作，以爭取區域主導地位；另古

巴政權和平轉移，強人卡斯楚時代正式告終，新政權持續強化與俄羅斯軍事合

作，同時促使俄羅斯考量重新駐軍古巴，以鞏固區域影響力，此均對區域情勢

產生重大影響，後續發展值得注意。

（四）非洲

種族衝突、天災、疫病及索馬利亞海盜等事件層出不窮，整體情勢仍不

穩定。由於各項資源、礦藏豐富，列強為獲取戰略能源，以金援、能源開發、

經濟合作等諸般手段，積極介入該區域事務。中共更將其納入長期經營重點

區域，並派駐維和部隊爭取認同；美國則於2008年10月正式成立「非洲司令

海盜劫掠勒贖事件，對區域情勢穩定造成重大威脅。
(照片來源 US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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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專責處理本區事務。換言之，非洲戰略價值之提升已成為列強競逐要

域，若無法兼顧國際權力平衡與非洲國家實需，將使區域情勢更加複雜。

三、衝擊與挑戰

自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基本上以美國獨強格局為主，但近

年俄羅斯及中共經濟成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軍事能力也同步上揚，不再只

是區域強權，更影響全球局勢，而非傳統安全威脅亦漸成為全球各主要區域與

國家所關切之重要議題。

（一）區域衝突取代大規模全面戰爭

冷戰期間，全球分為兩大陣營，軍事準備亦以想像兩陣營大規模戰爭為

主，但相對來說，雙方害怕世界大戰、核子大戰之發生，因此自我克制程度極

高，國際局勢處於恐怖平衡的相對穩定狀態。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恢復往昔

複雜局面，因文化、宗教、種族不同所引起的區域武裝衝突，取代大規模戰爭

的可能性。

（二）中共的崛起

中共由於整體國力持續提升，影響力相形擴張，近年大幅加強參與國際

事務，在全球金融風暴中所展現的經濟實力，已使美國不能不考量與其加強良

性互動之重要性。並在俄羅斯國力復甦過程中，與其維繫良好政軍關係，完成

糾葛多年之邊境劃界問題，已將影響雙邊關係之負面因素降至最低。又因全球

氣候變遷之議題、處理金融風暴及執行國際維和任務等，均有待中共支持與協

助，預期中共未來在全球舞台扮演之功能與角色，將益趨重要。

中共在發展過程中，雖試圖藉「和諧世界」、「睦鄰外交」諸手段，降

低或淡化國際對其綜合國力提升之疑懼，惟其大幅擴張軍力對兩岸情勢的壓

迫，全球相關區域之安全威脅並未降低，國防透明度更遠不及國際社會預期。

未來若無法有效促使中共提升國防透明度與展現明確戰略意圖，以及改變一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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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政本質，並依聯合國人權宣言精神改善人權與法治現況，其對全球安全與穩

定仍具某種程度的影響。

（三）非傳統安全挑戰

非傳統安全威脅諸如天然災害、恐怖主義、嚴重傳染性疾病、能源短

缺、糧食短缺、海盜活動、金融安全及資訊安全等，對人類生命、財產影響的

程度，已不亞於戰爭。因此各國均籌設跨部會機制，期能有效統合國家總體能

量，在危機發生前，即預想各種可能狀況，擬定因應策略；俾在危機發生時，

能迅速掌握、正確決策與即時處理。

非傳統安全威脅係跨國性之議題，如無法有效因應，將可能造成連動性

之安全威脅。目前各國多設有相關危機處理機制，而如何建立跨國性的危機處

理能力，則是全球未來均必須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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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亞太安全情勢

目前影響亞太區域安全的最大變數，是中共軍力的持續快速擴張與成為

亞太的軍事強權，對區域安全與穩定已造成重大影響，甚至開始威脅美國在亞

太地區的利益。美國為因應中共軍力的迅速成長，已與日本和其他盟國，展開

新一回合的軍力部署，希繼續保持以美國為主導的區域軍力平衡與安全。亞太

各國對中共的崛起，在經濟上雖認為是挑戰與機會並存，但就安全問題而言，

區域各國均抱持程度不等之疑慮。近期亞太各國為擴大爭取海洋利益，紛依聯

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提出調查數據尋求審認，使海洋事務重要性相對提

升，預期未來各國在水域劃界、資源探勘等相關互動上，勢將更為頻繁密切。

一、區域情勢發展

由於中共內部決策過程封閉，並有侵害人權、鎮壓民主、箝制言論自由

等多項紀錄，加以近年來其軍事力量不斷成長，亞太各國對於中共崛起均存有

戒心。近來美國多次呼籲中共應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並

應增加其國防事務之透明化；日本亦多次對中共軍備、軍力結構、部署與軍事

訓練、國防預算等透明度不足之情況，表達高度關切。顯示國際社會對中共在

扮演穩定、正面角色的要求與期許，並期望中共在逐漸融入全球政治體系及市

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盡其應有的責任與義務。總而言之，中共崛起所帶來的

廣泛效應，無論在政經或軍事層面，均已成為亞太各國及世界各主要國家關切

的議題。

面對全球金融風暴、非傳統安全威脅，區域安全已不再侷限於軍事威脅

層面之防範，而逐漸朝向以經濟合作、區域安全等議題為導向，例如近年來

「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倡議、「東亞高峰會」的召開、「亞洲安全會議」（另

稱香格里拉對話）的舉行等。然而，儘管亞太地區大體上呈現和平、穩定的趨

勢發展，但在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軍事對立及緊張關係，



第一篇 面對挑戰
第一章 安全情勢

41

其影響範圍不僅是區域性，也是全球性的。

二、區域安全議題

（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

北韓核武與長程彈道飛彈發展，威脅鄰近國家之國防安全、和平與穩

定，成為全球安全隱憂，亦備受區域與國際社會關注。2008年底，北韓與美國

對棄核行動與補償配套作為出現認知差距，並在南韓調整對北韓政策、美國新

政府磨合等效應影響下，導致棄核進程受挫。2009年4至7月，北韓執意發射火

箭、二度進行地下核試、密集試射飛彈等舉措，再次衝擊朝鮮半島安全，促使

南韓決定全面加入「防擴散安全倡議」，加強對進入南韓海域之可疑艦船進行

核查，以維護其國防安全；日本亦藉精進飛彈防禦指揮系統、加速兵力部署機

動調整及強化與美國共同合作等措施，提升緊急事件處置能力以為因應；另有

鑑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與潛在安全威脅，致區域重要國家，亦思考建立飛

彈防禦能力。綜上顯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仍為區域重大安全威脅，亟

待共同努力協調解決。

（二）海洋權益競奪升溫

海洋占全球70％以上的覆蓋面積，所蘊含之資源極為豐富。1982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公布，各締約國體認「大陸礁層範圍」、「專屬經濟海域」

等相關權益之重要，使各國間對海洋競奪更趨白熱化，並在2009年5月期限

前，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提出調研數據，俾通過申請審核。此期

間菲律賓藉立法程序凸顯海洋權益、越南與馬來西亞聯手向聯合國提交南中國

海劃界案、俄羅斯與日本對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領土）主權的爭議、日本

與南韓對獨島（日本稱竹島）主權相持不下、中共與日本對「沖之鳥礁」及

東海油氣田的主權爭執、2009年3月美國測量艦於南中國海海域遭中共艦船攔

圍、中共於2009年3月在外交部成立專責邊界與海洋事務之處理機構等，均可



中國大陸 中華民國 菲律賓南韓 日本北韓俄羅斯印度 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 汶萊巴基斯坦

42

視為確保海洋權益所採之舉措。凡此均顯示各國在競奪海洋資源與權益方面不

遺餘力，可預見本議題之重要性將日益明顯，並將對區域間之權力結構與互動

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就我國而言，釣魚台列嶼、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

及其周遭水域乃為我國固有疆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不容置疑。我國對上述

島嶼及周遭水域、海床及底土，享有國際法所賦予之所有權益，任何國家以任

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張或占領，在法律上均屬無效。我政府對相關領土或海洋

權益爭執，支持透過外交協商方式解決，反對任何挑釁行為激化衝突，危及區

域安全情勢之穩定。

（三）中共影響力擴張

近年中共在高額國防預算挹注下，軍備採購項量、主戰裝備平台、訓練

模式等，更趨於多元與現代化，並藉主導「上海合作組織」、促成「六方會

談」、運作「東協加一」及執行聯合國維和與派艦赴索馬利亞周邊海域護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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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意圖藉睦鄰友好及軍事交流等舉措，展現大國姿態，淡化其軍事擴張所

衍生區域安全威脅之疑慮。

美國預見中共軍事發展之潛在挑戰，及處理朝鮮半島情勢所需之軍事後

援，除採取增加亞太潛艦部署數量及擴建關島基地等手段外，亦藉2008年8月

發表「國防戰略」，提出對中共擴軍行動之高度關切。日本透過年度「防衛白

皮書」重申對中共軍事透明度不足、連年高額軍費、海洋探勘活動頻繁等發

展，表達高度憂慮；另亦持續關注中共可能建造航母帶來之安全威脅，除加強

海空聯合監偵效能、強化西南國境應變軍力等防範措施外，亦積極深化美日軍

事合作內涵，以為因應。澳大利亞於2008年6月提出在2020年前成立亞太安全

共同體之構想，期結合美國、日本、印度、東南亞等區域國家，加強經濟、

安全、政治等領域合作，以降低中共威脅衝擊，2009年5月更發表「國防白皮

書」，表達對區域情勢發展的高度關注。印度則憂心中共新設海南潛艦基地之

威脅及中共在中印邊界的強勢軍事作為，除強化海軍軍力、決定於中印邊界增

加空軍基地數目與增駐高性能戰機等措施，以因應中共與日俱增的國防安全威

脅外，亦續藉軍演強化美印軍事合作、高層訪問中共及舉行聯合反恐軍演，以

等距交往策略維繫與美國及中共間良好且穩定的互動關係，降低中共的軍事威

脅。綜言之，中共擴張軍力與伴隨而來的國防安全威脅議題，已成為亞太區域

國家首要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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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海安全情勢

我國在維持台海和平與區域安全穩定所做的努力，是符合兩岸人民與國

際社會的共同期待。近來兩岸關係在政府積極改善下，透過交流與接觸，已較

以往和緩許多，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但國軍建軍備戰的工作，

不應也不會因兩岸關係的和緩而有所鬆懈，國軍必須時時保持最佳狀態、最高

戰力，絕不會片刻忘記中共軍事威脅的存在，持續在和平中保持警覺，隨時做

好準備，是國軍對全國人民的承諾。

一、兩岸安全現況

當前政府致力改善兩岸關係，並擴大經濟、文化交流，兩岸關係已明顯

緩和。自民國97年5月後，兩岸均進行相關政策調整，恢復「兩會」制度性協

商機制，在「正視現實、互不否認、為民興利、兩岸和平」的基礎上，尋求兩

岸的共同利益及雙贏的平衡點。

（一）我國大陸政策

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指出，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

的目標。面對新的形勢與環境，我國大陸政策是以維持台海穩定，促進區域和

平，維護台灣人民權益、福祉與尊嚴為首要。依「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

爭議、追求雙贏」的兩岸互動原則，尋找雙方共同利益的平衡點，以謀求台海

和平與穩定。現階段政府積極推動對大陸的各項開放措施，目的在於與國際接

軌，提升我國的競爭力，以增進人民實質利益。兩岸關係的改善，不僅使我國

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更為穩固，國際能見度大為增加，更有助於以和平方式解決

兩岸長期以來的政治歧見。因此，當前兩岸「兩會」制度化的協商機制，本

「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秉持「對等、尊嚴、互惠」的立

場，促進兩岸長久的和平與繁榮，循序推動各項政策及相關法規的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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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對台政策

中共對台政策則仍以「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做為最高

指導原則，迄今仍未改變。惟在策略運用上愈趨務實與彈性，對兩岸關係的處

理手法，也日益細膩與靈活。

2008年12月31日，中共當局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週年座談會上，

提出「推動兩岸關係六項主張」相關談話，除重申「一個中國」原則與「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外，更進一步提出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等

主張，此為當前及今後一段時間內的兩岸關係發展做出明確的政策指導，此六

點建構了中共新的對台論述與方針。

中共當局善意回應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議題，並且提出包括金融、

台資企業、雙向投資及農業等多項兩岸具體合作方案。中共近期有關對台講話

相較過去幾年，並未出現「遏制台獨」、「反分裂」等負面論述，而是以擴大

中共對台的軍事部署沒有明顯改變，我國面臨的軍事威脅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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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間的經濟、金融、民生等具體合作方案為主軸，呈現當前兩岸關係緩和及

交流互動日益密切之現況。

二、兩岸情勢發展

台海兩岸分治已達60年，期間雙方互動歷經政治對立、外交競爭、經貿

互補、軍事對抗及民間交流的競合關係中，發展出國際間絕無僅有「政冷經

熱」的特殊現象。馬總統就任後，恢復兩岸「兩會」制度性協商機制，為尋求

兩岸的共同利益及雙贏的平衡點，積極做出努力與貢獻。

回顧兩岸關係過去一年的變化，確實為兩岸間的對話與協商營造了良好

的氛圍，制度化溝通管道的建立，成為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的動力。在兩岸「兩

會」3次協商下，已達成9項協議與一項共識，且自2008年12月起，兩岸「大三

通」，進一步落實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但在和平環境中，更須戒慎恐懼，儘管兩岸關係和緩，然其對台軍力部

署未曾裁減。尤其中共憑藉其經濟成長，以龐大經費挹注於軍力的擴張，國防

國軍戮力於建軍備戰工作，期能達成安定民生、保家衛國的重大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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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連續21年來，以兩位數字大幅增長，軍事實力已超過其自我防衛所需，更

引起亞太國家質疑，成為區域安全隱憂。台灣經濟因地理位置鄰近中國大陸，

加上兩岸關係改善，得以分享中共經濟成長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中共快速的

軍力成長，我國首當其衝。中共迄今仍無意修正其「反分裂國家法」中，以

「非和平方式」處理台海問題之選項，且對台的軍事部署沒有明顯改變，我國

面臨的軍事威脅依然存在。國軍做為國家安全忠實的守護者，絕不會因兩岸關

係改善，而忽略建軍備戰的重要性。國軍仍將保持警覺，做好因應中共軍力發

展的準備，成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最可靠與穩定的後盾。

國軍做為國家安全忠實的守護者，亦為追求區域和平穩定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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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自建軍以來，始終堅持「人民戰

爭」的思想，近年亦依國內外情勢變

遷與科技發展，持續修正並擴充其內涵。

自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共軍乃積極強調

「科技強軍」，並逐步演進為目前所強調的

「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值此中共

持續加強國防與軍隊現代化進程，大力推動

軍隊「複合式、跨越式」方向發展，以實現

其「富國強軍」目標。現階段對台採取政軍

分離模式，共同推進與台鬥爭及和戰兩手策

略，最終實現「統一台灣」之目標迄今仍未

改變，因此兩岸軍事衝突危機仍然存在。

第二章 中共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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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共軍事現況

兩岸自2008年6月重啟協商後，陸續推動「兩岸直航」等事務性工作，

民間的經貿文化交流亦日趨熱絡，現階段兩岸情勢雖持續朝向穩定中發展，

惟我國面臨的軍事威脅仍然存在；觀察其軍事實力，近十餘年來，整體戰力

大幅提升，兩岸軍力優勢已明顯向中共傾斜。

一、中共軍事戰略

（一）軍事戰略規劃與走向

就共軍現代化發展，原規劃「2020年前後將有較大發展，21世紀中葉

實現打贏資訊化戰爭之戰略目標」，年來已改變為「2020年前基本實現機械

化，並使資訊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的目標」，顯見共軍建軍進程已較原規劃提前且展現自信。此外中共為抗衡

軍事先進國家，秉持非對稱作戰思維，更將非武力「三戰」融入軍事思想，

納入其現代化戰爭思維。

中共現階段軍事戰略核心概念，已調整成為攻防兼備與攻防一體，注重

遏制危機和戰爭，致力於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及達成多樣化的軍事任務。近年

強調「遠戰速勝，首戰決勝」，以提升國防現代化指標，其軍力擴張與作戰

能力之發展，已衝擊亞太及全球之穩定與和平。中共戰略指導重心，將「遏

制危機」置於「遏制戰爭」之前，顯示軍事戰略指導重心已向前移，對台戰

略亦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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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事戰略轉變與企圖

就中共軍事思想與戰略思想之轉變，其用兵思維變化概分為「守勢」防

禦作戰與「擴張型」攻防作戰。「守勢」防禦作戰即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

鑑於國力薄弱，以國土防衛為指導，故其對區域的影響力有限；「擴張型」

攻防作戰則為江澤民後期迄現階段，因國力漸增遂有爭奪區域及全球利益之

意圖，又積極強化境外作戰能力，提升整體國際影響力，除加重對我國防安

全威脅外，亦壓縮我國際活動空間。

儘管中共堅稱奉行防禦性之國防政策，主張「積極防禦」之軍事戰略，

不會與任何國家進行軍備競賽、不追求霸權、不會對任何國家造成軍事威

脅。但真正的目的，係希望建立可完全掌控第一島鏈及在第二島鏈與印度洋

地區投射兵力之軍事能力，並擁有達成快速奪占台灣本島之軍事實力，以成

為亞太地區軍事強權。

二、中共國防預算

中共在連續21年（1989至2009年）國防預算以2位數百分比持續增長的

年    份 國防預算總額 國防預算增長% 財政總支出 占財政總支出% 國內生產總額 占國內生產總額% 折合億美元 預算與決算差額

2000 1207.54 12.15% 15879 7.60% 89404 1.35% 145.84 2.54

2001 1442.04 19.42% 18844 7.65% 95933 1.5% 176.34 32.0

2002 1707.78 18.43% 21113 8.03% 102398 1.67% 206.25 47.8

2003 1907.87 11.70% 24649 7.74% 116694 1.63 % 230.70 54.9

2004 2172.79 13.89% 29362 7.72% 159878 1.36% 262.41 98.0

2005 2474.28 13.88% 33709 7.34% 182321 1.36% 302.00 28.5

2006 2979.31 20.40% 40213 7.40% 210871 1.41% 381.5 141.0

2007 3509.21 17.80% 46789 7.50% 226160 1.55% 449.4

2008 4182.04 17.60% 62427.03 6.07% 300670 1.39% 572.89 4.35

2009 4806.86 14.90% 尚未公布 6.03%   尚未公布 1.40% 702.76   尚未公布

表2-1	中共公布近10年國防預算統計（2000至2009年）

單位：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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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軍事現代化獲得大量資金挹注，其軍事變革與武器裝備之更新極為

可觀。雖然中共軍事現代化的長遠目標，在於建立達成區域與全球性目標的

武力，並非全然針對台海情勢；然其國防實力的整體提升，與其隱藏於非軍

事部門項下為數龐大的經費，已日益引起國際關注（中共公布近10年國防預

算統計，如表2-1）。

（一）整體預算編列概況

2 0 0 9年中共列出國防預算為4 8 0 6 . 8 6億元人民幣，較2 0 0 8年增長

14.9％，惟其宣稱新增預算，主要用於貼補軍人薪資、津貼、加大信息化建

設、提升搶險救災與反恐維穩等非戰爭軍事能力。 

（二）整體預算結構分析

中共國防預算整體結構用途區分為人員生活費、訓練維持費及裝備費等

3大類。人員生活費用於幹部、士兵和聘用的非現役人員之薪資、保險及福

利等支出；訓練維持費用於幹部訓練和院校教育，以及各項事業建設發展；

裝備費用於武器裝備的研發試驗、採購維修等。上述預算按現役部隊陸、

海、空軍、第二砲兵、預備役部隊及民兵等系統進行編列。

年    份 國防預算總額 國防預算增長% 財政總支出 占財政總支出% 國內生產總額 占國內生產總額% 折合億美元 預算與決算差額

2000 1207.54 12.15% 15879 7.60% 89404 1.35% 145.84 2.54

2001 1442.04 19.42% 18844 7.65% 95933 1.5% 176.34 32.0

2002 1707.78 18.43% 21113 8.03% 102398 1.67% 206.25 47.8

2003 1907.87 11.70% 24649 7.74% 116694 1.63 % 230.70 54.9

2004 2172.79 13.89% 29362 7.72% 159878 1.36% 262.41 98.0

2005 2474.28 13.88% 33709 7.34% 182321 1.36% 302.00 28.5

2006 2979.31 20.40% 40213 7.40% 210871 1.41% 381.5 141.0

2007 3509.21 17.80% 46789 7.50% 226160 1.55% 449.4

2008 4182.04 17.60% 62427.03 6.07% 300670 1.39% 572.89 4.35

2009 4806.86 14.90% 尚未公布 6.03%   尚未公布 1.40% 702.76   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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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防預算的透明度

就前述中共編列的4千餘億國防預算中，即使全部用於維持230餘萬部隊

正常運作，仍嫌不足；若再將其所宣稱的調增裝備建設經費與提高防衛作戰

能力等需求納入，則可能需要更為龐大之預算支應；此外，尚有軍事目的之

專案、重大專項及軍工集團營運支出等經費，均自成一系，且未公開項目及

技術引進等均未予計入，外界更難以估算，顯示其國防預算未盡透明化。美

國國防部在其2009年3月公布之《中共軍力報告》中，對此亦有所強調。

（四）軍事投資分配運用

中共在新軍事變革「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軍事戰略調

整」、「國防建設需求擴大」等因素下，將2020年前訂為「戰略機遇期」，

未來軍費需求勢必無法調減。目前中共軍費占其GDP約1.5%，軍方希望能

和西方國家一樣達到3%，並開放軍工企業上市（軍工股），以使軍方更易

從市場集資，且共軍為配合其國家利益發展及完成軍隊現代化建軍目標，未

來在軍費規模上，可能持續成長及適度放寬幅度，並將逐步增強軍事威懾力

度，此一發展可能將導致區域內新一輪之軍備競賽。

三、對台武備現況

近年中共針對台海局勢變化，確立對台軍事整備目標，並不斷強化武裝

力量，致力對台軍事部署；就共軍逐年累增之作戰能力，已逐漸使兩岸的軍

事平衡產生傾斜。分析如後：

（一）航天現況

目前中共在軌運作衛星總數約40枚，已具備軍事偵察、資源探測、通

信、導航、氣象及科研試驗等6大體系之基本運作能量；惟大部分衛星均具

有軍事用途，且具高解析度及全天候監偵能力，已大幅強化共軍早期預警、

指揮管制、戰場偵蒐、機艦導航、通訊保密及武器精準打擊等能力；另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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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反衛星武器測試、探月衛星及「神舟7號」載人太空船發射等活動，展

現其太空攻防能量。

（二）第二砲兵現況

共軍第二砲兵部隊總兵力約14萬餘人，目前部署各型短程彈道飛彈，

中、長程及洲際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總計1,500餘枚。其中對台各型短程

戰術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約1,300餘枚，分別部署於南京及廣州軍區，且持

續改良並量產中，可迅速對我實施飛彈突襲及進行多波次火力攻擊，命中精

度已大幅提升，且部分彈道飛彈具備突防變軌能力，結合巡弋飛彈，可對我

遂行精準攻擊任務。 

（三）空軍現況

共軍空軍部隊總兵力約39萬餘人，各型戰機約3,400餘架，其中第3代戰

機部署達500餘架，多具遠程、精準空對面打擊能力。平時距台600浬內部署

約700餘架各型戰機，且部分戰機已具空中加油能力，可迅速遂行對台及有

效支援南中國海作戰任務。另部署各型運輸機近300架支援空運作戰；及部

署預警機，以強化空中預警與指管能量。此外，將S-300PMU2及自製紅旗9

等新型防空飛彈部署於福建地區，以強化整體防空作戰能力。

（四）海軍現況

共軍海軍部隊總兵力約26萬餘人，現有各型作戰艦艇約960餘艘，可用

於對台大型作戰艦約70餘艘、傳統及核動力潛艦約60餘艘。另已分別完成

外購現代級飛彈驅逐艦、K級傳統潛艦，及自製大型作戰艦、大型綜合登陸

艦、新型飛彈快艇，與加速新型核動力攻擊潛艦之作戰部署，除具備現代化

區域防空、水面打擊與反潛能力外，亦能組成水面打擊支隊，構成艦隊作戰

能力核心，並積極推動航母研製工程，業已具備局部封鎖我海上交通線及阻

滯我海上截擊兵力之能力。另為實現「遠海」之戰略目標及投入非戰爭軍事

行動，2009年1月6日迄今，派遣海軍特遣編隊抵達亞丁灣執行打擊海盜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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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同年4月19至24日海軍為慶祝建軍60週年，以「和諧海洋」為主題，

擴大宣傳及展示建軍成果，並舉行「海上觀艦式」等活動，除有助提高國際

能見度，塑造軍事大國形象，亦凸顯其自信態度。

（五）陸軍現況

共軍陸軍部隊總兵力約125萬餘人，依戰略任務與威脅重點，部署18個

集團軍於7大軍區，其中對台地面作戰部隊約40萬餘人，分別部署在南京、

廣州、濟南等3個軍區。主戰裝備已逐次換裝新型坦克、遠程多管火箭、新

型水陸坦克，並積極研製新型攻擊及運輸直升機，持續加速部隊機械化、信

息化的換裝工作，整體戰力已大幅提升。

（六）資電現況

共軍資訊戰方面，已成立「網軍」及數個信息（資訊）戰作戰中心，研

發病毒與研擬戰術戰法，以建立攻擊敵電腦系統與網路之能力，並採軍民一

體，集結民間網路資源與資訊人才，形成龐大網路攻擊能量。另在電子戰方

面，具即時、破壞、整體、常新、全程、靈活等特性，陸軍電戰部隊已配備

新型通信干擾裝備，建成各型干擾陣地；海軍受限於戰場環境及裝備，目前

電戰部隊僅以自衛式電戰為主；空軍則已部署遠程干擾機、各型反輻射無人

載具及反輻射飛彈等，強調在複雜電磁環境下之作戰演練，現已具備電子軟

殺干擾及硬殺摧毀之能力。

（七）情監偵現況

中共目前已部署各類型衛星並運用超視距雷達，結合空中預警機、無人

偵察機等監偵裝備，已具備監偵西太平洋、台灣東部及日本沖繩群島附近海

域之能力，並可提供全時段隱密，遂行軍事指管、情傳、情蒐等活動，滿足

其對戰場環境所需之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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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事打擊能力

為因應國際及區域情勢變化，軍事戰略重心以「台海」及「南中國海」

為主。中共雖宣稱決不主動發起戰事或侵略作戰，然若涉及國家主權、領土

完整等，則將立即採取攻擊作為，藉軍事力量發揮嚇阻效果。近年中共加速

軍事現代化，已漸具聯合打擊能力，且積極籌建對台各項軍事整備與可恃戰

力，使指揮與戰備規劃更趨完備。分述如後：

（一）精準打擊能力

近年於廣東、福建、江西等地組建新型導彈旅，持續部署短、中程彈道

飛彈，其射域涵蓋台灣全島。目前共軍第二砲兵新型飛彈已具固體化、小型

化、機動化之能力，其中短程戰術彈道飛彈採整合先進衛星導引系統，已大

幅提升其整體打擊精準度，未來配合陸基攻陸型巡弋飛彈及海、空軍新一代

艦、機，配掛各型精準彈藥與攻陸型巡弋飛彈，可對我重要政軍目標實施遠

距精準打擊，並提升抗擊外軍之嚇阻能力。

（二）制空打擊能力

共軍新一代戰機搭配空中預警機、電戰機、無人攻擊載具、空射巡弋

飛彈及對地精準飛彈，可遂行情蒐、指管、電戰任務及空中、地面遠距精準

攻擊。另於當面增加中、長程防空飛彈部署，形成多層次之防空火力，射程

涵蓋我西部空域，可直接威脅我空軍台海巡弋任務，嚴重壓縮我戰機活動空

間，並初步具備反戰術彈道飛彈末段打擊戰力，可有效支援第一島鏈以西海

域作戰。

（三）制海打擊能力

各型新一代大型作戰艦、傳統及核潛艦、新型飛彈快艇等數量比例逐年

增加，可綿密監視第一島鏈周邊以西海域，配合以新型飛彈快艇與岸置攻船

飛彈、空對海攻船飛彈及潛射攻船飛彈等，構成近、中、遠程有效的制海打

擊能力。共軍編隊實施跨區長航訓練，範圍跨越第一島鏈，逐步增大近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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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戰略縱深，且持續發展潛艦戰力，範圍擴張至台灣東岸接近太平洋中部，

整體制海打擊能力顯著成長。

（四）登陸作戰能力

中共目前的兩棲正規運載能力，尚不足以運載足夠數量之地面重裝部

隊，因此大量運用商、貨輪遂行非正規兩棲作戰，將為其對台作戰之特色。

為提升聯戰指揮及登陸作戰效能，積極強化「封奪近岸島嶼」演訓，精練聯

合登陸戰術，年來已分於南京及廣州軍區，完成兩棲登陸訓練部隊約40萬

人，除展示其聯合登陸作戰成效外，亦凸顯其聯合作戰演訓能力。陸續換裝

新型主戰坦克（含水陸坦克）、長程火（箭）砲、運輸直升機等裝備，並自

製或外購大型綜合登陸艦、大型氣墊船及中、大型運輸機等，已具備奪占近

岸島嶼及南中國海諸島礁之能力；同時積極提升兩棲登陸及空（機）降戰

力，強化三棲突襲作戰能力，近年來整體登陸戰力顯著提升。

（五）資電作戰能力

現階段已組建專業電戰機種、反輻射無人載具，可針對各式雷達及通

信設施，遂行電磁參數偵蒐及軟、硬殺任務。成立網路作戰中心及網路攻擊

分群，並結合民間龐大資訊能量建構綿密的資電戰力，以駭客入侵他國政、

軍、科研機構，有效遂行其網路作戰任務，迄今已遭國際間多次指控駭客攻

擊案例。另自2005年起，共軍在演訓中已納入電腦網路作戰，並將敵網路列

為打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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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共軍事發展

中共在國家總體安全、國防及軍事現代化戰略發展目標指導下，實施具

中國特色之軍事變革，強調「科技強軍、科技練兵」，軍事發展漸朝建構外

向型目標規劃，期能立足「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建構對台應急

作戰準備，提升整體聯合作戰能力，加速軍事現代化進程。分析如後：

一、軍事發展趨勢

共軍近年積極朝高新科技方向發展規劃，研購各式武器載台及精準武

器，期達到全程、遠距、多維、速決、多面向之目標，俾利突發事件或台灣

海峽發生危機時，能嚇阻、延遲外軍介入；同時繼續穩定的發展嚇阻、核

子、太空及資訊戰能力，使軍力影響範圍持續擴大。

（一）航天發展

鑑於未來戰場空間將延伸至太空領域，中共強調加速航天科技發展，

冀達「逐鹿太空」之戰略目標。規劃完成亞太區域衛星定位系統及自主性全

球導航定位體系，以提升其航天自主能力及武器遠距打擊精準度與資訊戰能

力，達到奪取「制天權」，滿足一體化聯合作戰所需之太空優勢，躋身太空

強林之列。

（二）第二砲兵發展

共軍第二砲兵之戰術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仍持續成長，持續研製裝備精

度高、突防性佳之洲際、中程核彈道飛彈與通用型彈道飛彈；另部署超音速

巡弋飛彈，致力發展飛彈防禦系統，使具備癱瘓我政、經、軍重要設施，及

提升核反擊與常規打擊作戰能力，以強化對台及可能介入台海外軍之打擊效

能，擴增威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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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軍發展

強調打擊、防空、偵察、反飛彈、早期預警及戰略機動。配合未來作戰

需求，持續量產新型戰轟機；積極研改空中預警機及指揮通信機，以掌握早

期預警，並提升空中指管與目標獲得能力；藉外購或研製中、大型運輸機、

空中加油機，增長其遠距打擊與戰略機動投送能量；仿製及研改無人（反輻

射）攻擊載具，強化情報蒐集及空中猝然突擊能力。另為強化整體聯合防空

戰力，配合S-300系列及自製紅旗系列防空飛彈之部署，綿密近、中、遠多

層次之防空火力。

（四）海軍發展

持續加強肆應信息化條件下作戰所需之海上機動兵力建設，置重點於艦

隊區域防空能力及發展新型多功能兩棲運輸兵力，提升近、遠海作戰及海上

綜合保障，以達遠洋作戰之能力。另優先發展新型核攻擊潛艦，以提高核威

懾及遠距精確打擊之攻防戰力，且積極研建中型航母，建成部署後，將迫使

我整體防衛面臨腹背受敵窘境，並有能力拒止外軍進入第一島鏈以西。

（五）陸軍發展

優先發展陸軍航空兵、裝甲兵和電子對抗部隊，使陸軍具備合成作戰效

能。陸軍航空兵置重點於加強快速投送、精確打擊、遠端突擊；裝甲兵則提

高在合成作戰部隊中的比例；砲兵、防空兵陸續列裝新型遠程火砲、野戰防

空飛彈、偵察預警雷達、情報指揮系統等裝備，以逐步提高空地一體、遠端

機動、快速突擊和特種作戰能力。

（六）資電發展

共軍目前雖配有網路戰裝備與專業人員，然為強化其作戰全程之作戰效

能，仍積極培育專業網軍部隊，期達掌握亞太地區「制資訊權」之能力。另

研發低頻電磁脈衝等新概念武器，著重戰時發揮主動攻勢作為，將有助其先

期奪取戰場「制電磁權」。共軍資電作戰方式與手段運用，已朝建構具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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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天、電綜合一體之作戰體系，逐次建立破壞或操縱我指管機構、民

生基礎設施系統等能力，俾利奪取戰略主動。

二、軍事科技研發

共軍軍事科技發展，現階段以強化其三軍未來整體戰力發展為主軸，並

加快研製具中國特色之現代化裝備體系，提高威懾和實戰能力，朝機械化、

資訊化複合發展。其整體軍事科技研發趨勢如後：

（一）航天：將構建反低軌衛星及開展新型反衛星武器研製與部署，達競逐

太空霸權之企圖。

（二）第二砲兵：研改東風系列中程彈道與巡弋飛彈，強化戰場存活率，以

建設「核常兼備」之戰略力量。

（三）空軍：發展第四代戰機及新型制空、防空武器系統，以建設「攻防兼

備」之空中武力。

（四）海軍：發展資訊系統和新型艦載武器裝備，以建設多兵種合成、具核

常雙重作戰手段之海上武力，確保海上生命線。

（五）陸軍：優先發展陸航、裝甲和資訊對抗裝備，以提高機械化、資訊化

裝備比例。

（六）資電：發展新型指揮控制、預警、導航、資訊傳輸和對抗系統，以肆

應主戰裝備發展之需要。

三、提升聯戰能力

共軍在「遠戰速勝，首戰決勝」戰略指導下，持續深化聯合作戰能力，

期由地面傳統作戰擴展到水下、海上、空中、太空、電磁和網路等，俾爭取

六維戰力優勢。現階段仍致力針對性實兵對抗演習，並大幅提升「一體化聯

合作戰」能力。藉由研擬結合新形態之戰術作為，策頒「部隊訓練與考核大

綱」，以強化部隊訓練，提高聯合作戰能力。另擴展非戰爭軍事行動訓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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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增加高新武器裝備模擬訓練比重，規範訓練和對抗方法，強調夜間、複

雜氣候及複雜電磁環境下訓練條件，顯示其提升聯合戰力之企圖極為明確。

四、深化戰備整備

共軍在軍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手法日趨靈活與多元，應急作戰指揮與

戰備整備等規劃亦日趨完備，藉平戰結合調整兵力部署、超越傳統活動區域

等策略、做法，期「經由例外、造成慣例、形成常態」，以麻痺我軍警覺、

模糊兩軍現有互動模式、迫使國際默認並接受兩岸相對局勢變化，達其壓縮

我軍戰略戰術預警及反應時間。其手段包括加速新型導彈研製與試射、恢復

台海戰巡模式、持續組建航母打擊群、強化封奪外島演練及拒止外軍等方式

深化戰備整備，目前更積極以國防現代化作為躋身全球強權地位之基礎。

五、戰略人才培育

共軍為落實裁軍政策及建設信息化軍隊，2003年9月頒布實施「軍隊人

才戰略工程規劃」，提出未來20年共軍人才培養與軍事知識需求目標，計畫

在2020年前達成「加快整體發展，實現人才建設大進步」目標；並將於2009

年12月推行新的士官制度，擴增高技術士官編制，全面提升戰力，以肆應打

贏信息（資訊）化戰爭需要，期能全面提升共軍人員素質。就其人才培訓工

作配套措施言，2008年新頒「部隊訓練與考核大綱」，幹部培養重點已由傳

統「軍種型」教學形態，逐步朝向「聯戰、聯教、聯訓」轉變，並凸顯為因

應未來聯合作戰需求與指揮素質，積極培育肆應新形態之軍事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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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軍事威脅

現階段中共表面雖恢復兩岸協商，然共軍高層曾表示：「在雙方敵對關

係未解除，還不會降低對台軍力」；另參證共軍內部精神教育內涵，仍積極

灌輸「台海必有一戰」思維；故在軍事立場上研判，短期兩岸敵對狀況，將

不會隨兩岸關係和緩而解除。另共軍迄今仍強調決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並

要求共軍按階段完成作戰整備，律定「爭取談、準備打、不怕拖」對台工作

原則，期貫徹「2010年質量優於台灣」之要求，凸顯中共對台用武決心。

一、對台軍事整備

共軍為強化對台軍事壓力，近年大幅提升聯合作戰及針對性實兵對抗

演習，除強化軍事整備為日後犯台預作準備外，對台軍事策略及對台威懾手

段已超越軍事層面；對台策略日趨多元與靈活，交互運用政治壓迫、經濟磁

吸、軍事威懾、外交打壓與社會統戰等多重手段，並以軍事力量作為謀台後

盾。相關作為如後：

（一）深化軍事鬥爭準備

除歷史因素外，台灣地理位置扼控中共東向路徑，以軍事制約台灣列為

其跨出太平洋之首務。兩岸國防資源對比懸殊，軍力消長形勢益趨嚴峻，且

共軍積極於當面組建遠距防空及岸置攻船飛彈陣地，強化火力打擊效能、封

鎖及登島戰術等訓練，在其軍事現代化國防政策指導下，持續深化各項軍事

鬥爭準備，凸顯共軍武力統一及擴張軍備之意圖。

（二）漸次提升軍事壓力

2008年10月美政府宣布對我軍售後，中共第二砲兵、空軍、海軍及陸軍

等部隊，即不斷實施內陸導彈試射、提高戰機海上戰巡、聯合防空演練、調

整當面防空兵力部署，及編組艦隊跨區於台灣東部周邊海域活動等頻次，或

以大規模火力展示及聯合演訓等舉措，對我提高軍事活動強度，漸次提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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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軍事壓力，就其規模與能力，判已具備對第一島鏈範圍內海上、陸上目標

遂行聯合火力打擊之能力。

（三）拒止外軍介入台海

為因應未來台海可能出現之軍事演變，共軍近年除積極加強三軍聯合演

訓、提升整合戰力外，並編組第二砲兵及新一代機、艦從事抗擊外軍演練，

運用航天與網軍，結合超視距雷達、空中預警機、無人偵察機、情報船與雷

達站等，實施早期預警及監控外軍動態。另以新型核動力攻擊潛艦及具打擊

海上移動目標能力之中程彈道飛彈、編組大型作戰艦於第一島鏈內，實施嚇

阻或遲滯外軍航母打擊群介入台海戰事，現階段已具備拒止外軍及攻擊部分

東北亞、東南亞軍事基地之戰略威懾能力，使外軍介入台海之安全顧慮大幅

增加。

（四）強化其軍事軟實力

近期為致力軍事軟實力之發展，其主要作為包括：強化政治工作、軍人

核心價值、人才培訓（調整軍官來源比例、強化科技軍官培育、提升指揮軍

官科學素養、孕育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加強國際軍事教育交流、吸納高素質

兵源）、全民國防、對外軍售、調增國防預算、軍事宣傳人才培訓及完備涉

外軍事行動法律體系等，以達其懷柔招安、近悅遠服的能力，凸顯共軍軍事

軟實力對我之威脅，遠勝於「硬實力」及「硬殺」，而「三戰」則已成為中

共軍事軟實力的基本形態。

（五）持續推動三戰作為

中共近年將其「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融入軍事思想，統合

政經、外交、軍事、心理為一體之現代化戰爭思維，並朝結合軍事與非軍事

任務方向發展。運用「輿論戰」對內挑動民族意識，對外降低國際干預，對

敵遂行威懾攻勢；並以「心理戰」圍繞「和」、「戰」兩手策略，震懾、摧

毀敵抵抗意志；藉「法律戰」突出其開啟戰爭之正當性與合法性，企圖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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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戰大勝」或「不戰而勝」之目標。

（六）企圖軟化國軍意志

運用諸般手段打擊國軍士氣，使國軍降低憂患意識與自信，並不斷運用

時機欲中止美國對我軍售與中斷華美軍事交流關係，弱化國軍戰力列為首要

目標。同時藉簽訂和平協議包裹其政治目的，使我方難有抵抗能力，進而達

到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企圖。

二、對台軍事重點

當前共軍係以具備對台應急作戰能力為階段目標，藉「先懾後戰、逐

步升級、封打結合、軟硬並重」等多元靈活手段，提升大規模作戰之聯合火

力、建立可恃台海制空制海能力及快速投射能力、加速聯戰指揮系統研製，

藉以提升突防能力及毀傷效能，並持續累積攻擊能量，以對我政經軍目標遂

行精準打擊。分述如後：

（一）提升大規模作戰之聯合火力

共軍第二砲兵戰術飛彈及巡弋飛彈數量持續增長，搭配空射、潛射巡弋

飛彈、岸置攻船飛彈及遠距防空飛彈，提升共軍聯合火力打擊；另規劃部署

空對地反輻射飛彈及地對空反輻射飛彈等（如圖2-1），增強對我政、經、

軍等目標，遂行大規模癱瘓打擊能力。

（二）建立可恃台海制空制海能力

共軍除積極籌建新型遠距攻船飛彈，並加強當面遠距防空與岸置飛彈部

署外，同時加速新一代戰機換裝進程，期建立可恃台海制空、制海能力，有

效提升整體封鎖戰力，及遂行拒止、威懾外軍企圖。

（三）籌購載具建立快速投射能力

為滿足運輸送兵力需要，中共空軍持續採購「伊爾76」大型運輸機；海

軍除建造大型綜合登陸艦外，另積極籌購大型氣墊船；陸軍則持續研製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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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運輸直升機，企圖建立陸航快速投射能力，以達遂行三棲登島作戰能力。

（四）積極加速聯戰指揮系統研製

現階段共軍已完成聯戰指揮平台驗證，且積極提升對台聯合、遠程及機

動指通作戰能力；並相繼研發野戰及三軍協同通信系統，同時展開軍用移動

通信系統建設，期加速聯戰指揮能力。

三、攻台作戰特性

從中共軍事能力而論，現階段犯台主要威脅仍在軍事威懾與局部封鎖，

惟就中共戰略思維發展、軍事現代化進程、兵力結構與部署及武器研制能力

等因素綜合研判，共軍已具備「監偵手段多元、打擊火力多樣、威懾選項多

元」等特性，分析如後：

（一）監偵手段多元

共軍現階段正積極結合軍、民、國際合作能量，逐步建置太空遙感、

東風15甲型導彈

東風11甲型導彈

S-300防空飛彈

岸置攻船飛彈

圖2-1	中共對台聯合打擊火力示意

中國大陸

台		灣

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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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察衛星、超視距雷達、截情系統，以及籌建預警、偵察及情報、科研、海

測等監偵平台。綜觀，中共監偵兵力建置項量與部署現況，其監偵手段及現

有偵察範圍已涵蓋東亞全境，能量足以支持以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及

「南中國海領土」爭端，已對區域安全與穩定構成威脅。

（二）打擊火力多樣

共軍現有攻陸武器，包括各型戰術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空對地精準

飛彈及精準炸彈等。其中，戰術彈道飛彈已具備多種攻擊不同性質目標之彈

頭，空射精準飛彈亦具備攻擊地面指管、雷達系統之空射反輻射飛彈，加上

無人攻擊載具等，其打擊火力多樣、涵蓋區域大、戰術運用多變，愈增加我

防禦作為之困難。

（三）威懾選項多元

中共因應保安任務的職責範圍擴大，武警部隊除將擔負平亂反恐等職

責，亦將部分「武警」納入對台用兵作戰序列；就其演訓實況及各項對台軍

事行動預案，研判共軍已具備對台威懾選項多元之作戰能力，其戰力質量之

持續提升，有利其後續提高軍事活動強度、機動調整兵力部署等作為之多元

選項。

四、攻台可能選項

從中共現階段對台軍事鬥爭形式內涵分析，其軍事準備重點以「遏制

危機、控制戰局」為目標，同時為武力犯台預做準備，以「打贏戰爭」為標

的。就其軍事能力及未來發展分析，對台可能的軍事行動選項，概可區分為

五種類型；行動步驟可能超脫特定時序或模式，採單一、併案或交替方式實

施，以達其預定之政治目標。

（一）軍事威懾

運用心理作戰模式，採升高軍事活動強度、調整兵力部署，包括前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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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實兵演習、信息干擾及火力展示等方式，並藉傳媒渲染台海兵險，以引

發我內部心理恐慌，軟硬兼施，打擊我民心士氣。

（二）局部封鎖

以海、空兵力針對我本島重要港口、外島及對外航道等實施局部封鎖，

實施封鎖控制或奪占我外島等，以削弱我民心士氣，切斷我經濟命脈，壓縮

我生存環境，以達迫我求和目標。

（三）關鍵打擊

運用第二砲兵、巡弋飛彈及空射攻陸飛彈等，打擊我指揮體系、政經重

心、關鍵節點及形象目標等，並採逐步升級、遞增強度方式，藉以瓦解我作

戰意志，迫我屈服，並支援其後續軍事攻擊行動。

（四）不對稱作戰

配合其損小、效高、快打、速決之戰役行動，運用特戰部隊及先期潛伏

人員遂行斬首行動；併用網路戰與信息戰等手段，對我政、經、軍重要基礎

設施及資訊系統實施破壞，癱瘓我指、管、通、資、情、監、偵體系，使國

軍無法有效實施反擊。

（五）快速登島

統合三軍及第二砲兵部隊，按先期制電、制空、制海、登陸及島上作戰

等階段，以台灣本島為目標展開大規模三棲進犯，力求在外力介入前速戰速

決，造成既定事實，排除後續的國際干預。

就前述中共可能軍事行動方案分析，因共軍目前尚未具備足夠全面進犯

之兩棲登陸能量，近程內若欲對我採取軍事手段以達其政治目的，將以軍事

威懾、局部封鎖（含奪占外島）或關鍵打擊為較大可能選項。而未來共軍具

備奪占台灣本島之能力後，或因特殊情勢有急迫需要時，則可能直接發動大

規模進攻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