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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國軍舉行漢光廿號演習的同一時間，美國在東北亞地區域實施「夏

日脈動」軍事演習、中國也在東山島進行演習，亞太地區頓時成為國際安全

的熱門地區，亞太地區的軍力平衡與安全問題，再度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 

  國軍漢光廿號演習為年度重大演訓，目的在驗收國軍部隊訓練、國軍聯

合作戰指揮機構（制）及三軍部隊防衛作戰戰備整備執行成效外，最為人注

目的則是 7 月 21 日於高速公路仁德戰備道實地驗證戰機起降之可行性，並

區分「聯合作戰計畫作為」、「聯戰電腦兵棋推演」及「聯合作戰戰力評估」

三個階段實施。漢光廿號演習除了例行各項驗證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因應

台海局勢變化，及國軍「精進案」後之高司組織與兵力結構調整，逐一驗證

國軍戰力，使其切合實戰需求。而高速公路戰備道自完工後，至今二十六年

未曾實際演練過戰機起降，今年漢光廿號演習克服萬難，成功讓幻象戰機完

成起降演練，外界雖有「作秀」之議，但此亦為宣示國軍對於戰備整備的重

視與落實。 

  解放軍今年實施的「解放二號」演習將在8 月下旬進入高潮，這是繼

1996年至今已進行的「成功四號」、「成功五號」、「萬箭一號」、「東海四號」、

「東海五號」、「東海六號」、「東海七號」等一系列大規模軍演後，再一次在

東山島實施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演習規模雖較 2001 年東山島「解放一號」

（東海六號）軍演號稱的十萬大軍規模為小，但卻是首次鎖定在資訊戰與爭

奪台海制空權，充分體現了共軍在台海戰爭中亟欲掌握空權的「空權至上」

現代戰爭思想。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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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緣戰略來看，東山距台灣澎湖列島九十八海浬，距離高雄一六六海

浬，共軍大型軍艦從東山出發，可於數小時內抵達澎湖，對於兵力運補、後

勤作業均極便利，地形地貌與台灣亦較相近，所以解放軍已經在東山到大埕

灣的路線上進行多次針對性的登陸演練。但有別於以往演習重點的軍民轉移

能力及兩棲機械化部隊渡海登陸、三軍聯合實戰，今年的東山軍演將秉持「打

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軍事思想，針對未來台海戰爭特性，以資訊

戰和爭奪制空權為主。 

  而美國2004「夏日脈動」軍事演習從 7 月正式展開，美軍總共動員七

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及包含夏威夷地區太平洋指揮部、中東地區的中央指揮

部、歐洲地區的歐洲指揮部、南美地區的南方指揮部以及北美地區的聯合指

揮部等五大戰區進行聯合軍事演練，同時，加拿大、澳洲也都派出了龐大的

艦隊參加，南韓也有二○九級的潛艦和各式艦隊，一同出海進行操演。美軍

除了企圖藉由這次的演練，測試各個戰鬥群的緊急動員能力，達到聯合作戰

的目的，也希望了解美國在上述地區盟邦配合動員的能量；而其演習規模之

大與涉及層面之廣，都受到全球高度關注，而這是美國在歷經九一一恐怖攻

擊事件後，首渡舉行的跨區域的最大規模軍事演習，其內涵與意義自不可小

覷。 

  夏日脈動演習是以「艦隊應變計畫」(FRP)為新作戰概念的大型演訓，

檢驗反恐戰爭時期的動員方案：三十天內動員六艘航艦前往全球任何地區，

後續六十天內再動員兩艘航艦馳援，提供美國總統更充裕的軍事調度空間。

在美軍成功打贏阿富汗及戰爭及美伊戰爭後，根據美國評估，目前世界上局

勢最緊張、最有可能爆發戰爭的二個地區，是位在環太平洋的南北韓以及台

灣海峽，因此「夏日脈動」軍事演習，儘管美軍數度強調並非針對某一特定

國家，但由於台海兩岸關係持續緊繃，美中兩國各自舉行軍演，加上國軍漢

光演習也在此時按照表定時程實施操演，在在都顯示海峽兩岸情勢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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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的戰爭」狀態。 

  亞太地區是世界上面積最廣大、人口最眾多的一個地理實體，也是世界

上最多樣性、最複雜的地區之一。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持續加溫，

在經濟力量上大幅成長，整體國力不斷上升，軍事上亦積極部署，企圖取代

前蘇聯成為亞洲地區的區域霸權，從中國海軍的兵力運用規劃由「近岸防禦」

改變為「近海防禦」，擴張海洋縱深，強化艦隊編組與遠航能力，並組建中

遠洋及水下戰力，朝遠洋海軍規劃即可一窺端倪；而在前蘇聯解體，印緬邊

境獲得改善後，中共秉持一貫不放棄以武力犯台的宣示，將共軍主要戰力轉

移到東南沿海，除了部署超過五百枚導彈，將目標對準台灣之外，並針對台

灣地形地物，舉行多次搶灘登陸演習，派出海測船及漁船持續針對台灣海域

進行水文探測，利用偷渡、觀光、結婚等方式，派人潛入台灣各階層，蒐集

我政、軍、經、心各項情報，並結合外交的孤立、經濟的磁吸，對台灣進行

「文攻武嚇」及「文攻武備」，而台灣 2004年總統大選結果，由民進黨候選

人陳水扁連任總統，不免使對台統戰部門惱羞成怒，北京官方不僅刻意誇大

對台灣獨立的疑慮與抨擊，因此也有意無意地形塑台海的緊張局勢。這次的

「解放二號」演習，將重點置於制空權與資訊戰，除了著眼於展現解放台灣

軍事恫嚇與攻心為上的優勢外，也代表了其在「軍事事務革命」上取得一定

程度的成就。 

  美國對於亞太地區一向扮演區域平衡者的戰略角色，並將其戰略方針由

傳統的「以歐洲為中心」逐漸轉移成以亞太為焦點，對於從波斯灣延伸到東

北亞的地帶負起更多承諾，而中共將逐漸成為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假想敵。過

去對於台海兩岸的關係，一向採取「戰略模糊」，但在布希政府上台，經歷

阿富汗戰爭與美伊戰爭，及台灣總統大選造成局勢緊張後，美國已改變其兩

岸政策，並以聯合軍演宣示其對台海局勢的關切立場，也讓中國進一步體認

美國維護亞太和平的基本態度。另方面，美方人員是否參與國軍漢光演習的

 3



訊息一直是各界臆測的焦點，實質上，台海安全是美、日、台在亞太區域的

共同利益，換言之，美日台在台海局勢的一致立場或某種程度的合作，不但

符合亞太地區安全平衡的需求，亦符合美日等亞太國家利益。不可否認，中

共當局對台灣問題的態度，確實直接影響台海的穩定，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

斯女士上月訪問北京時，中共領導人指稱美國的對台政策正在增加美中衝突

的機會，而萊斯也充分表達美國對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及台海和平的堅定

立場，雙方可說各自表述、互不相讓，但也間接達到了預防外交、預防性國

防的目的。 

  國軍漢光廿號演習、美軍「夏日脈動」演習及共軍東山島「解放二號」

演習雖然都只是例行性演習，但在同時舉行之下，卻透露出台海的確存在某

種緊張局勢的不尋常訊息。這次國軍漢光廿號演習及共軍東山島「解放二號」

演習，經由媒體的報導，表面上已經達到軍事互信機制中最起碼的相互知會

的效果，但是在兩岸軍演越來越講求接近實戰效果、演練課目越來越先進、

演習距離越來越近，且雙方缺乏正式溝通管道狀況下，演習是否擦槍走火的

疑慮，卻又徒增彼此的猜忌，從辨證觀點言，為了台海穩定與亞太地區安全，

確為台海兩岸雙方應共同努力的目標之一。 

  在兩岸各有堅持的狀況下，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有助於降低軍事衝突

的發生，避免造成更大的傷害或甚至引發大規模戰爭，而信心建立的措施，

包含溝通性措施、限制性措施、透明化措施、查證性措施四項，由中國對於

我國政府的不信任，片面斷絕與我既有的各項接觸之際，目前較可行的方式

是藉由海上救援及共同打擊犯罪、防杜走私等非政治性議題進行合作，並於

軍事演習前，實施事前告知及縮小規模、降低針對性等限制性措施，實施方

式可透過美日等第三國轉知或由雙方代表會談告知，或邀請雙方媒體採訪等

方式，達到軍事透明化之效果，為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奠定堅實基礎。 

  就中共而言，胡溫體制近來所提出的「和平崛起」或「新安全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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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各國應以協商、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

序，胡錦濤也指出，新安全觀涵括平等、對話、信任與合作等原則。中共官

方也多次引用新安全觀的論述，對周邊國家釋出善意，而中國國台辦也在五

一七的聲明中，首度提起期待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政策，足證中共對於

互信機制雖非熱衷，但表面上至少亦不排斥。雖然我國對於兩岸軍事互信機

制的建立，一直保持正面的態度，但在未獲得中國善意回應前，亦只能低調

以對。 

  在中共國防預算大幅提升，兩岸軍力漸漸傾斜之際，為了維持台海安全

與亞太地區的穩定，台灣有必要強化足以自衛的國防戰力，另方面，也必須

對如何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有所籌措，以使雙方軍備發展及軍演的訊息能

作限制性與透明化處理，避免擦槍走火的可能，如此才能保障台海與亞太區

域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