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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漢級核子潛艇侵入日本領海的事

件，雖然各方的爭執已經落幕，但它彰顯

中國有意突破美國圍堵的第一島鏈，向第

二島鏈邁進的野心正在擴大。中國的這些

大動作目的為何？是否會影響亞太區域或

台海安全呢？這恐怕是各方所最為關切的

事。  

中國推向遠洋 日本大為緊張 

 中國的海洋活動，從2002年10月中國的

一艘海軍飛彈驅逐艦從青島出發，首度成

功穿越琉球與台灣間的海域，就已經顯示

中國的海軍已經有突破太平洋第一島鏈的

能力，這件事引起日本的緊張，曾經展開

對周邊事態反應能力的檢討，還因此強化

與台灣的軍事情報合作，日方並認為日本

政府有義務掌握各種狀況，並且強化日、

台的安保對話。而2003年11月，日本首度

發現中國「明級」潛艦浮出九州南端的大

隅海峽水面航行，進一步證實中國東出太

平洋的意圖，日本的「防衛白皮書」據此

提醒，應該注意未來中國將海軍作戰能力

從沿岸外推至一千五百公里的遠洋，建立

遠洋海軍的可能性。  

 2004年11月間中國潛艦再次入侵日本領

海，日本海上自衛隊這次就主動追蹤這艘

潛艦，一路航行到美國駐太平洋軍事基地

關島外海，然後折返中國。根據追蹤這艘

潛艦的海上自衛隊 P-3C反潛機取得的紀

錄，這艘中國漢級核子動力潛艦10月中旬

從中國海軍北海艦隊潛艦基地青島姜哥莊

出發，從東海南下後，10月下旬穿過琉球

島和宮古島之間的海域，朝關島方向繼續

航行，沿途不斷演練上浮和下潛動作。潛

艦在 11月初抵達關島外海一百五十公里

處，並繞行關島一周後返航。  

 該艘潛艦折返時，於11月9日出現在石

垣島附近潛航，日本自衛隊投下聲納浮標

確認潛艦位置，持續追蹤，11月10日清晨

五時五十分左右，潛艦在石垣島和宮古島

之間侵入日本領海，時間達二個小時。然

後潛艦從東海北上，於11月16日返回姜哥

莊基地。  

 針對中國潛艦入侵日本領海一事，日本

政府隨即提出嚴正抗議。日本內閣官房長

官田博之表示，日本海上自衛隊會持續追

蹤大陸海軍「漢級」核子潛艦，事實上，

雖然侵犯日本「先島諸島」附近領海的潛

艦已經進入公海，仍有可能在釣魚台群島

附近，再度回頭入侵。另一方面，日本外

務大臣町村信孝也表示，他已經召見大陸

駐日公使程永華，表達嚴正抗議，同時要

求中方說明，謝罪，同時承諾不再有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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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重演。  

擴展海洋野心 中國軍費驟增 

 中國的艦艇、潛艇不斷的侵入日本領海

事件，在2004年版的「日本防衛白皮書」

中就曾指出，中國近年來已經展現出擴大

海洋活動範圍的動向與野心。而中國為了

支持向海洋擴展的戰略目的，依據中國國

家信息中心所完成的預測報告，2005年中

國將繼續加大國防開支，預估將首度突破

兩千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一

點六，較2003年的百分之九點六增幅有較

大的增長。這項大舉增長的國防預算，明

顯的是要用以擴展海洋活動的經費，特別

是在核子潛艦的發展方面。  

 中國之所以不斷的把它的戰略擴展向海

洋延伸，主要是在1993年中國軍委會副主

席劉華清提出「遠洋戰略構想」之後，中

國即積極的改變海洋戰略的假定，並且不

斷的從事由近海防禦跨向遠洋防禦的戰略

部署。這之中包括從第一島鏈跨越到第二

島鏈，而且還從事海洋調查活動。  

 當然，過去被認為的第一島鏈是指由日

本、台灣、菲律賓、印尼這一條沿著中國

沿海所環繞而成的弧形島嶼，它是冷戰時

期美國圍堵戰線的最前沿的防衛線。第二

島鏈則是指中途島、關島、南太平洋諸

島、馬里亞納群島、帛琉群島等，這是守

衛美國本土的第二條戰線。中國把戰略擴

張跨出第一島鏈之後，第二島鏈的戰略地

位也變得更加重要。  

 同樣的，也因中國海洋戰略的改變，中

國近年來擴大海洋活動的範圍也變得更為

積極。在日本近海從事海洋調查的中國調

查船，據日本2004年版的「防衛白皮書」

統計， 1999年有十二次， 2000年有十八

次，2001年降為七次，2002年增加為十七

次，2003年再降為八次，但2004年卻突然

大舉增加活動，截至五月底即達十七次之

多，其中十四次中國的船艦突破第一島

鏈，漸漸往第二島鏈進逼，威脅到美日同

盟的範圍。  

中國潛艦東出 目標指向台海 

 中國海洋調查船之所以不斷擴大其活動

範圍，一般軍事分析家認為是為了調查潛

艦作戰所需的海流與水溫的分佈，並利用

聲納蒐集海底地形等資訊，目的是純為軍

事做準備，最終希望達到箝制太平洋的美

國航空母艦介入台海危機的目標。中國軍

事科學院的軍事戰略專家彭光謙教授就指

出，現代局部戰爭，將主要在空中、海上

展開，制空權、制海權當然首當其衝。它

不是爭奪不爭奪的問題，而是必須要得

到。因此，一般軍事專家均把中國潛艦向

遠洋擴展的目的，就是為了爭奪太平洋周

邊的制海權。  

 中國之所以加快爭奪太平洋周邊的制海

權，主要是考慮到美國既使在太平洋上擁

有多艘航空母艦，但並未見到美國如何設

定把航空母艦用到台海危機上的戰術與戰

略，這個問題前美軍太平洋總司令普理赫

2004年 11月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

中，雖然宣稱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時，是

由他派出「獨立號」航母戰鬥群到台灣東

部，但他也強調當時他並不明瞭到底要做

什麼，在開始行動以後，他才想到調動艦

隊是實踐對台承諾。針對這項承諾，雖然

他也宣稱派出艦隊是從軍事角度出發，但

若中國持續對台試射飛彈，美國就近監視

的兩艘航母該如何做軍事行動上的應對，

卻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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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看出美國航母作戰的弱點，於是在

美伊戰爭以後所啟動的新一波軍事革新之

中，除了強化潛艦「鯊群理論」的作戰模

式，也就是發現一艘潛艦，當地至少就存

在二十艘潛艦的傳統論點之外，更結合其

他軍種形成「聯合作戰」的能力，讓美國

以航母戰鬥群為單位的作戰模式，無法突

破解放軍的聯合獵殺。  

 為此，解放軍就假定因應台海危機的作

戰方式，首要就分成海中與空中的兩種模

式進行聯合作戰。海中除了水面的艦隊之

外，水面下就不斷強化潛艦的作戰能力，

這也是他們持續性的進行海洋探測之故。

而空中作戰方面，則以「斬首戰略」作為

主要的作戰模式。  

 而當前中國對台採取「斬首戰略」的實

際作為，其中部署在中國湖北孝感的空軍

第十五空降軍成為重點單位，台北關渡平

原與松山機場可能成為解放軍的首選目

標，將小股精銳部隊直接深入台灣的政軍

指揮中樞，配合彈道飛彈與巡戈飛彈打擊

台北關鍵點造成癱瘓是它的首要目標。  

 面對解放軍「獵殺」美國航母戰鬥群的

假定戰法，美軍也開始進行反制的軍

演，從2004年7月中旬開始美軍所進行的

「夏日脈動」航空母艦軍事演習，就是

為因應中國解放軍的作戰想定而施行的

軍演。  

 當時，美軍的七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齊聚

西太平洋水域，進行水面聯合作戰、反潛

戰與潛艦戰、海空聯合作戰、港口訪問等

為內容的共同演訓，都是指向解放軍的潛

艦所進行的反制行動。那次的大規模軍事

演習從6月5日開始，美國首次動員了十二

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中的七個，並同時在全

球五個海域展開。其範圍擴及大西洋、太

平洋、印度洋、波斯灣、紅海和地中海等

多處水域。而且那次演習美軍投入五十多

艘戰艦、六百多架戰機和來自陸海空三軍

及海軍陸戰隊的十五萬官兵，堪稱是美國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軍演。這次美軍

的軍事演習，對中國帶來極大的衝擊，使

他們加快對太平洋周邊的海洋調查活動。  

台灣國防安全 必須自助人助 

 美軍在面對解放軍的海洋擴展，都極力

的以軍事演習因應，但台灣在軍購的議題

上卻吵得不可開交。事實上，美國副國務

卿阿米塔吉，2004年12月20日接受美國公

共電視台（PBS）訪問時就明白的指出，

台灣是中國崛起過程中最大的地雷，也是

美中關係發展的一個大地雷。阿米塔吉甚

至強調，台灣關係法並未規定美國必須要

協防台灣，如果中國攻打台灣，美國是否

會跳出來向北京宣戰，也必須要經由美國

國會同意。  

 台海安全的情勢，顯然美國都比我們憂

心，台灣若完全依靠美軍的防衛力量，恐

怕是不切實際的。特別是台灣四面環海，

海洋既是我方防禦的天然屏障，也是進攻

者的跳板。台灣周邊的海洋雖然可以作為

國防上的屏障，掩護我們具有戰略意義的

城市和地區。但海洋也不是不可逾越的

「護城河」，假如不重視海洋，又沒有一

支強大海軍和穩固的海防，海洋相反地會

給入侵者提供一個從海上入侵的坦途。  

 尤其是中國的解放軍不斷的強化潛艦做

戰的能力，積極的擴展海洋活動的範圍，

我國如果在反潛作戰上不予加強，海洋將

變成我國最大的漏洞。畢竟，長久以來中

國在潛艦數量上的優勢與我國海上交通線

的脆弱性，構成台灣在防禦上的難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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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水文與科技條件上，使得我海軍即使

大幅強化反潛作戰能力，也只能局部解決

此一難題。  

 在六千一百零八億元軍購預算中，我國

在購置八艘潛艦後，固然不能直接削弱中

國的潛艦威脅，卻能將「對付潛艦」的難

題同樣加諸於中國海軍的身上，以增加中

國使用武力或威脅時的成本風險與不確定

性，加大嚇阻的效能。所以，面對解放軍

的海洋擴展活動，潛艦兵力是我國防衛作

戰中較佳的利器，考量未來我戰略環境與

敵情威脅，潛艦兵力無論在戰略或戰術上

的運用，都是我國防衛台海安全不可或缺

的軍事要項，我國必須能夠自助人助，建

立自主性的國防，才能在台海防衛作戰中

立於不敗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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