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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武力犯台」就是恐怖主

義 
 

■蘇進強／南華大學戰略中心主任、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集人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提出後，迄今

已逾一月，然而，不論是「特殊的」或

「兩國論」，中國北京政府卻不管我國政

府說破嘴，不管如何解釋，反正就是「不

滿意」，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面面俱

到，既有妥協又兼顧雙方立場的「說

明」，都被北京蠻橫的予以退回，中華人

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國與國」關

係儼然已形同水火，而有關中國人民解放

軍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演習、備戰恫嚇台灣

及資訊戰、電子戰、超限戰等等的訊息，

也在香港媒體一波波，有計劃的「據

說」、「傳聞」、「消息人士」、「可靠

消息來源」等子虛烏有，全然未經北京官

方或新華社證實的「製造」新聞下，十分

聳動的在台海上空、台灣股市引爆開，再

加上最近以來共軍、國軍的戰機在台灣中

線的架數較以往忙碌，中國的駭客相繼入

侵我國政府、民間的網站，並假借中央社

發布兩岸已發生空戰的不實謠言，台北的

電腦業更在這時推出簡體字版的「解放軍

之怒」軟體，掀起市場的搶購與民意另一

波的驚慌。  

北京當局 拉弓不射箭 

 不可否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兩岸

定位論，的確對台海兩岸目前的關係造成

倒退的效應，台海局勢因之而瀰漫一股不

安的氛圍，更是明顯的事實，否則，美國

也大可不必煞費周章，分別派遣特使到台

海兩岸傳達要求雙方自制的訊息。而美軍

情報單位對台海週邊的軍事動態，也採取

較平日嚴謹的監控，美軍太平洋總部的戰

鬥機、艦更對共軍的演習傳聞嚴加戒備。

但就長期戰略言，「兩國論」不僅在確保

我國的國家主權、地位，也更防止中國利

用汪道涵來訪，國際上對「一個中國」的

傾斜，所可能對台灣產生的傷害。  

 事實上，中國北京對「兩國論」所採取

的策略，可以「拉弓不射箭」喻之，姿態

很高、拳頭也虎虎生風，批判的聲調尤其

不下於1995年6月李總統的康乃爾大學之

行 ，但相 較於 1996 年 3月 的「箭 在弦

上」，對台海發射三枚M9導彈，招來美

國兩艘航母戰鬥群，使台海戰爭有一觸即

發，險些釀成美、台、中三邊災難的經

驗，中國這次對「兩國論」的反應，可就

高明不少，除了立即換來柯林頓總統低聲

下氣的熱線電話，使因內政、經濟、洪災

連連及美軍誤炸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而焦

頭爛額的江澤民，即時得到不少安慰，美

中關係也因而潤滑了不少，「江朱體制」

的地位更不再風雨飄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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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體扮心戰炮口 

 另方面，中國除有計劃的升高文攻的姿

態與調性外，又以香港媒體做為對台心理

戰的「炮口」，台灣媒體、股市不僅照本

宣科且火上加油，自己把自己嚇得半死，

僅一個月的股市市值即有新台幣二兆的損

失，雖然香港、深圳、上海的股市也好不

到哪裡去，但「講政治」的老共，對股市

是「不見棺材不掉淚」，若非影響到經濟

秩序，北京又豈會為股市而收縮對台灣的

棒子？相對的，台北股市的風聲鶴唳，草

木皆「共匪」，往往使政府當局承受莫大

的危機壓力，國與國之間的巨大差異，證

諸於政府對股市，人民的態度，誰又能否

認台海兩岸兩國的「特殊」不同呢？  

 中國北京對台的神經戰、心理戰，既已

達到較諸實際武嚇毫不遜色的效果，北京

自不必甘冒國際大不韙，再興兵台海，或

重兵佈署東南沿海，而使好不容易才起色

的美中關係又再倒退。須知，一向反美的

北京，其實對美國有極大的顧忌，北京當

局可對兩岸關係動輒下手、動輒欲加諸罪

何患無詞的冷處理，但對華府卻不敢、不

敢恣意而為，也是國際社會所週知的事

實，甚而，北京為了改善與華府的關係也

不能不在兩岸關係故示友好，美國有時在

表面上蓄意向北京傾斜，實質上又不吝向

台北保證台海安全；華府此次對「兩國

論」所採取的雙邊平行策略，雖讓台北感

受某些壓力，但美國的「平行」預防外

交、預防國防的模式來看，美國所為不是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又是什麼？  

 從國際政治的經驗理則言，國家戰略、

國家危機的處理可以是「軍事肌肉」的相

互展示與戰力遏止，也可是兵戎相見，也

可以是「創造性的模糊」，但國家定位、

國家名稱迄今並無任何國家「創造性模

糊」的，在北京強大壓力下，台灣又豈有

模糊的空間可言？「一個中國」已讓台灣

的生存空間，讓「中華民國」的國名、台

灣人民的尊嚴被「一個中國」侵蝕殆盡。

有人以為，兩岸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固是存在之事實，卻不必於此時此際提

出，以免激怒中國，殊不知「時機」之恰

當與否，容可再商榷，但以中國北京亟欲

以「一個中國」消滅、併吞台灣的大一統

「中央」心態言，根本沒有所謂的「時

機」可言，少數政客、學者對「時機」的

論述與批判，其實是對中國北京的一廂情

願。  

不必「一個影生三個囝」 

 故而，吾人必須指出，台海安全固不

能、不需寄託在中國是否武力犯台之上，

但依現代戰爭的準備，動員乃至實兵出

戰，所需的必要時程與龐大的能量而言，

任何國家要發動戰爭既無「神出鬼沒」的

功夫，也沒有所謂「閃電戰、外科手術」

的能力，國人對中國動武的「想像空

間」，已因港媒及網路駭客的「另類戰

爭」，及中國慶祝建政、建軍儀式性軍事

操演而陷入神秘的「恐怖主義」的陷阱之

中，這種「患中國患動武」的危機恐怖，

正足以顯示台灣社會心防的薄弱。實質

上，南京軍區、廣州軍區的主力部隊目前

均忙於抗洪救災，若中國有意對台動武，

也不會僅增加台海中線的戰機架次而已，

其地面、海上的兵力調動自有跡可循，國

人固不必以為中國不敢對台動武，但也不

必「一個影生三個囝」，動輒自亂陣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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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應該借力使力 

 最後，筆者以為，有關台海軍情的安與

不安，國人應信任由國防部適時發布的正

確消息，而非人云亦云，成為散佈謠言、

中國對台心戰的幫兇而不自知；須知，台

海上空的軍事情報衛星、電戰偵蒐系統，

除國軍外尚有美、日等多國的網絡，若果

真台海「週邊有事」，美、日等國豈會裝

聾作啞？務實言之，台海安全除我國軍應

自立自強外，政府尤應「借力使力」，而

民眾更不能不對中國北京利用「對台動武

恐怖主義」以及兩岸關係不確定性的神秘

主義，有更清楚的認知，才不會自我分

化，讓北京有「不戰而屈」的可趁之機。  

（本文刊於1999年8月11日台灣日報，經

作者同意後刊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