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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單刀直入地說，如果台灣海峽會發生戰事的話，那應該是唯有國民黨贏得

下屆台灣總統大選、北京奧運結束之後的三年之內才有可能發生。 

  我並不是指現行的中國政府有那樣（發動戰事）的意圖，也不是說會引發戰事的可

能性極高，更無意藉著這樣的發言對台灣的選舉進行內政干涉。 

  只是，如果冷靜客觀地分析目前台灣的政治軍事情勢的話可知，除了在那樣的情況

下，台灣海峽幾乎不存在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我認為，沒有必要去考慮會引發戰爭的政治動機。中國對於統一台灣可說是念茲在

茲，也毫不掩飾此心願，因此可想而知地，只要是中國有機會奪取台灣的話，隨時都會

下手奪取。中國現在也仍然強調，絕對不放棄對台動武。 

  中國對美國表示，只要台灣想稍微改變現狀，就不惜對台灣動武。（在亞太經合會

（APEC）的領袖高峰會上，中國也甚至說出，只要台灣想申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就會祭出反分裂國家法來對付。）但是，從現在的軍事均衡的角度來看，這些話純粹是

作為威脅的語言。 

  如果問研究中國的學者專家，台灣實施入聯公投的話，中國是否會對台動武的問

題，大家的答案都會說，動武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何況，在中國舉辦北京奧運之前，

更不可能對台動武。即使是極端親中的學者專家，也都持這樣的看法。 

  那麼，為何中國要堅持那樣的說法呢？主要是，只要美國、日本反對台灣舉辦公

投，在選舉時就會對國民黨有利、對民進黨造成不利。因此可以說，說出「不排除動

武」一語僅是一種言語威脅，但真正的本意在於干涉台灣的選舉。 

  這正好與四年前的情況一樣。當時，到日本訪問的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就一臉暗沈地

對我說：「民進黨如果會輸掉總統大選，那都要歸咎美國和日本的干涉。」當時，日本

也隨美國起舞，對台灣的總統大選進行干涉。 

  不過，儘管中國表示反對台灣改變現狀，但那是中國反對台灣朝著獨立的方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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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他並沒說只要台灣不改變現狀，就會放棄對台動武。換句話說，「只要台灣不

獨，中國就不武」這樣的條件，在目前的時點上，根本是不存在的。反倒是，如果台灣

朝著統一的方向前進，中國一定會歡迎那樣的改變現狀。 

  因為，有關這個問題的所有政治情勢判斷的基礎就在於中國究竟能否以武力併吞台

灣。我們必須先做這樣的軍事情勢判斷才可。 

  首先，中國也有自知之明，了解到現在如果與美國正面衝突，根本贏不過美國。中

國應該很清楚，現在他根本沒有能力對台灣進行軍事佔領，因為他尚無能力排除台灣的

軍力及美國第七艦隊加上駐日美軍的加乘力量。 

  再者，中國如果企圖對台灣進行軍事佔領，就必須先考慮到此舉將演變成與美日兩

國為敵一事。 

  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日本政府是否會允許駐日美軍派出部隊，日本是會允許

的。 

  在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的時候，日本政府在聯合聲明中承認「對日本的安全而言，

台灣的安全是重要的要素。」 

  1969年時，美國為了與蘇聯及中國相抗衡，考慮到只要能靈活地運用琉球的基地，

就能在遠東地區掌握充分的遏止力。 

  但是，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之後，琉球作為日本的一部分，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

如此一來，由於條約原本的目的在於守護日本的安全，因此美國如果要遂行防衛日本本

土以外的目的，要從包括琉球在內的日本的基地直接出擊的話，就必須事先與日本政府

進行協議。如果日本政府說「No」，那美國就無法派兵出擊，如果日本政府說出

「Yes」之前要等上一段時間，那也很可能緩不濟急。 

  因此，如果說出「守護台灣等於守護日本」的話，等於是美國先獲得日本的首肯，

事實上等於是美國已獲得日本政府的承諾，日本會在事前協議時點頭答應美方的要求。

當時美國的駐日大使常說：「對美國而言，日本的安全是很重要的，為了守護日本的安

全，有必要確保台灣的安全。因此，守護台灣，等於是守護日本。」 

  所以說，日本會同意美軍從琉球基地派兵，之後再去考慮包括後勤支援在內，日本

支援美軍作戰的範疇究竟為何。這點則由當時的日本政府審時度勢做出決定。 

  在那樣的情況下，「台灣的安全對日本的安全而言是極其重要的要素」這個東亞地

緣學上的條件也不至於改變。中國要從正面對台灣進行登陸作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

若要運送登陸台灣的兵力，就必須先獲得制空權及制海權，即使中國有辦法以奇襲的方

式暫時獲得海空優勢，要維持這項優勢極其困難。中國大陸的基地到台灣的領空，距離

約有兩百公里，雷達的能力將受到很大的考驗。此外，一旦戰爭開打，中國多處雷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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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遭受美軍的飛彈攻擊而摧毀。台灣方面則可利用台灣本身的雷達站及美國的第七艦隊

的雷達。如此一來，空中戰鬥時，中方將蒙受極大的不利。於此，若喪失海空優勢、無

法進行補給的話，中國的登陸部隊將孤立無援。 

  雖說中國有八百枚飛彈對準台灣，但這些只要過一段時間，受到美軍攻擊，中國的

飛彈基地將被擊潰。此外，飛彈的通常彈頭威力也有極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的軍隊在對科索沃戰爭中，在七十八天之內，一共發射了兩萬三千枚炸彈及

三百一十枚飛彈，射中了南斯拉夫的重要目標。炸彈的命中準確度高於飛彈，其彈藥量

總計多達一萬一千五百公噸，但南斯拉夫仍頑抗到底，不肯投降。 

  中國針對台海部署的飛彈的全部彈藥量約五百公噸。其中，部分的飛彈基地如果遭

到美軍攻擊的話，能發射的飛彈彈藥量將更為減少吧，這與近年襲擊台灣的大地震、大

水災的危害相較，危害的程度算是比較小的。只要抵抗的一方沒有投降的意願的話，應

該是可以抵擋得住的數字。 

  中國如果要以潛艦等進行海上封鎖的話，也不會收到太大的成效。因為，在這樣的

國際航路上做出海上封鎖等動作的話，將是與世界為敵。即使中國動用潛艦，台灣方面

也具備反潛能力，只要美軍的反潛機（P3C）出動，中國的潛艦將立刻遭殲滅。如果中

國要佈放水雷，實施起來相當困難。加上，現在打開通路的掃雷作業並非難事。 

  就軍事上而言，將是上述的情況，但是所有的作戰仍有可能成功。那就是，台灣的

政府在美軍來救援之前就投降的話，中國就能贏戰。 

  這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國民黨陣營的一名將軍曾告訴我說：「要防衛台灣根

本是做不到的，台灣的商船只要被擊沈一艘，台灣股價立刻暴跌，經濟就會陷入恐慌狀

態，光是那樣，就無法繼續抗戰了。」冷戰時期的日本，那樣的事也曾被拿出來議論

過。「只要有幾處發電廠遭破壞，東京就停電了。這麼一來，根本不用說打仗。日本想

以武力對抗蘇聯，那簡直是在做夢。」 

  我不便在此公開說出這番話的政治學者的姓名，他是一位曾經當過防衛大學校長的

學者。其實日本常面臨大地震或颱風等會導致停電的情況，會說出那樣的論調，只是單

純的投降主義者的藉口。 

  東京停電幾日與要幾十年的嚴苛的外國統治、甚至是接受共產主義統治相較孰重孰

輕，冷靜思考的話，那根本是無法比較的問題，但竟然仍有人持那樣的論調。 

  這是一名台灣的軍人或一名政治學者的思維，但若是一名國家領導人的思維就事關

重大。 

  最簡單的劇情是，中國方面對台北市中心發射兩、三枚飛彈，揚言台灣如果不接受

「一國兩制」，將再陸續發射八百枚飛彈。對此，台灣方面的領導人說：「台灣無法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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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認為只要接受對方的要求就能息事。 

  實際上，僅是那樣就投降的話，台灣人民一定不會同意，總統周邊的人也無法追隨

這名總統，可能會引起某種形式的政變。因此，問題在於領導人，至少在對外的態度

上，要讓人覺得能撐到最後關頭的人。 

  譬如說，在電子戰中，外界要進來的情報一時遭到阻絕。此時，事先就已潛入的中

國特殊部隊佔據總統府或媒體，同時，中國派來的空降部隊也佔領台北的重要場所。此

時，中國軍隊投入全部的航空軍力，即使只是很短的時間，也掌握了制空權。在美國前

來台灣救援之前，總統被下最後通牒的情況。 

  實際上，如果美軍會馳援的話，這樣的狀態也絕非最後的局面。美軍發動攻擊的

話，中國大陸方面的基地的功能將遭破壞，而且在無法維持航空優勢的情況下，根本無

法控制住包括台灣中、南部在內的全境。中國的登陸部隊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勢必無以

為繼。亦即，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在美日同盟對中國的軍事均衡上，台灣領導人只要不

失抵抗到底的意願，中國想用武力控制台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說到這裡，相信各位

應該聽懂我所要表達的。唯有堅持守護台灣人的台灣這種信念的人來當領導者，才能叫

人安心。有人會說，「一國兩制」似乎也不錯，但是台灣一旦對此妥協，接受「一國兩

制」的話，那就是台灣自由的結束。 

  綜觀香港的「一國兩制」，中國承諾給港人的普選，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歷經十年

的現在仍無法兌現。此事反倒是被視為枝節末微似的。最重要的事，香港人勉勉強強獲

得承諾五十年的自由時間，已過了五分之一。香港完全失去自由的時鐘正以年的刻度在

運轉著。 

  此事，隨著歲月的流逝，大家都心知肚明。不久之後，香港的例子映在世人的眼中

將只是一個恐怖的例子而已。 

  基於時光的經過這一觀點來思考的話，從中國方面來看，最重要的是，具有認同台

灣意識的台灣人的比例年年增加一事。 

  這麼一來，就中國而言，這幾年應該是最後的機會。雖然不見得所有的國民黨的人

都希望與中國統一，但是民進黨的人很明顯的是希望建立一個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灣。 

  國民黨籍的總統一旦出現，換句話說，一個不見得希望建立一個台灣人當家作主的

台灣的人當上總統，或者是說，乍看之下是不可抗力的情勢下，就會附合中國的人當上

總統，這對中國而言，才是僅存的最後的機會。國民黨籍的總統出現、北京奧運結束之

後的三年多，才是中國的最後的機會。 

  如果未來四年，能由希望打造一個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灣的人當上總統，中國恐怕

永無機會統一台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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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之後，台灣的朝野兩黨，也大概變成都是具有台灣本土意識的人吧。屆時，或許

會形成維持現狀的政黨與主張台獨的政黨這兩大政黨的對峙局面，在那樣的情況下，不

論哪一邊獲勝，現在台灣人所享有的自由也不會喪失，所以台灣人對於未來不需感到恐

懼，也能實施民主政治。 

  政權輪替時，不需擔憂國家、民族存亡及自由會被剝奪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

真正的民主制度才會產生。 

  另外，針對民進黨籍的總統出線的話，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增高這個說法，我想在此

說出我的看法。 

  中國方面已多次公開表示，台灣一旦宣佈獨立的話，中國就會動武。如果對此說法

信以為真的話，就會有戰爭的可能性，但如果對此說法深入分析，就會對此說法的可能

性產生疑慮。 

  首先，我們先來探討民進黨究竟為何要宣布台灣獨立一事。李登輝先生等人經常說

台灣事實上已經獨立，沒有必要再宣布獨立。乍看之下，這樣的說法會讓人以為這只是

想把問題延後處理的一種強詞奪理的說法，但是仔細思考的話，確實有它的真實性。 

  一般國際法上所謂的國家獨立的要件，亦即是否有一定面積的地區、人口及統治這

個地區有效的行政機關。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台灣毫無疑問地具備這樣的條件。不僅如

此，從台灣的經濟規模、教育水準等的人民素質之高，在世界上，可堂堂列入中級、或

者是中級以上的國家之列。 

  台灣所缺乏的是包括加入聯合國在內的國際上的承認，沒有這項承認的話，在國際

間就無法稱得上是完全獨立的國家。目前，科索沃還沒有獲得聯合國的承認及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NATO）各國的承認，所以在國際上還稱不上是個獨立國。 

  確實，台灣目前擁有二十幾個國家的承認，但那在目前的國際社會中並非多數。若

以符合現實的情況來說，台灣若要說在國際間已經獨立，必須先獲得美國及日本的承認

才行。 

  就現狀來說，即使台灣宣佈獨立，但是重視與中國交往關係的美國承認這項宣言的

可能性大概是零吧。而日本還沒有實力足以單獨承認台灣獨立。 

  這麼一來，假如民進黨籍的總統即使宣布台灣獨立，因為美國、日本都不承認，所

以環繞台灣的國際環境可說是與現狀毫無改變。 

  如果這麼想的話，民進黨的總統要去宣布美、日肯定會反對的台灣獨立，會有什麼

好處呢？倒不如，像現在一樣，說台灣事實上已經獨立，這樣比較有好處。因此，原

本，民進黨政權是否會宣佈獨立這點甚至也是令人質疑的。就目前來看，民進黨的領導

人不也是未言及獨立宣言嗎？ 



 2008台灣國際關係的新展望（上）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1期／2008.03.30 18   

  另一方面，只要是在現狀完全未變的情況下，照理說，中國也沒有必要對台動武。

只是，或許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堅持「台灣宣佈獨立，中國就動武」，為顧及面子，不會

做出退讓。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再度做軍事情勢的分析來看整體情勢發展的可能性。

前面已提及，中國的軍事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奇襲作戰是否能成功。一般認為，中國沒

有能力在台灣宣佈獨立、世界各國注視中國的反應之際，能堂而皇之地準備侵略攻擊作

戰。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台灣宣佈獨立的時候，美國以這是台灣在挑釁為由，宣布不介

入。的確，這樣的想法有時會被提及。1998年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之前，美

國的學者及國務院當中有人建議給中國一個承諾，如果是台灣方面的挑釁的話，美國就

不介入。 

  當時，我基於以下的理由，反對這樣的看法。我認為，美國的政治，在這種重大的

事情上，不能僅由國務院單獨做出決定，應該經由國會、輿論，然後由總統做出最後的

決定。尤其，國會的反應是無法事先預測的。 

  舉例說明，韓戰之前，美國公開表示不介入，這反而讓共產主義國家方面執意作

戰。如果美國公開說出那樣的宣言，結果就可能變成誘使中國發動戰爭。 

  結果，柯林頓的態度有所退讓，在訪問中國的時候，他只在舉行官方會談後，在上

海的電台廣播時以非正式的方面說出「三不」政策。但這項發言在他返回美國之後，國

會幾乎全體一致做出決議，認為該項發言無效。 

  因此，可想而知，中國無法事先從美方獲得不介入的承諾。這麼一來，中國對台動

武等於是要與美國戰爭，這將是把中國的命運拿來當賭注的一場豪賭。 

  現在很難預測美國國會屆時會採取何種態度，但是民主國家台灣在遭受武力攻擊的

情況下，支持動用「台灣關係法」的可能性會比較大。當然，在美國國會做出反應之前

會有一段時間，中國可擬定利用這段時間的戰略。 

  再度基於軍事情勢的分析來思考的話可知，美國國會審議、總統做出最後決定之

前，中國若要巧妙運用這樣的兩、三天的空檔展開奇襲的話，恐怕很難成功。即使成功

了，之後美國一旦做出要介入的決定，那麼中國登陸台灣的陸軍將面臨無法獲得補給的

孤立情況，這情況是可以預見的。 

  如果這麼想的話，中國所說的「台灣宣佈獨立，中國就動武」的原則，實際上空洞

不實之物，最後只是個政治上的宣傳效果而已。 

  基於上述的分析所做出的客觀的情勢判斷就是，如果國民黨在下屆總統大選獲勝，

北京奧運結束之後的三年多的時間，台灣和國際社會都必須準備因應台海有戰事的危



2008台灣國際關係的新展望（上）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1期／2008.03.30  19 

機。如果民進黨獲勝的話，未來台灣人民可以不用擔心兩大黨的政黨輪替，可確立真正

的民主主義。 

  不久前的中國共產黨大會上，胡錦濤提案表示有意締結兩岸和平協定，國民黨總統

候選人馬英九對此也表示支持。 

  實際上，我也認為胡錦濤的這項提案非常重要。締結國際協定一事就是跳脫台灣問

題純粹是中國的國內問題這個立場，坦率地承認台灣海峽的現實，這讓外界感受到中國

領導高層展現了新的柔軟姿態。 

  中國提出的唯一的條件就是要台灣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這點端視因應的方式

不同，是很有融通性的。 

  1992年，兩岸對話的條件也和這次幾乎是一樣的，在「一個中國」的解釋曖昧不明

的情況下，兩岸舉行對話。至今，中國方面說台灣已承認「一個中國」，台灣方面說

「並未承認『一個中國』」，或者說「一個中國的內涵，兩岸各自表述」。 

  我認為，如果民進黨的總統誕生的話，不妨與中國進行簽署和平協定的交涉。反

之，在「一中」的解釋上呈現微妙落差的現況下，國民黨的總統與中國交涉的話，很可

能會被中國牽著鼻子走，這樣的情況相當危險，教人不安。 

  如果是民進黨的候選人當上總統，不致於會對中國做出損及台灣本土意識的讓步，

所以可以安心託此政權去與中國交涉。 

  另外作為一項認同，台灣不妨以加入聯合國作為條件承認「一個中國」。就拿台灣

所使用的漢字來說，台灣屬於中華文明圈一事並非沒有根據的。就如阿拉伯的憲法明文

記載著「阿拉伯只有一個」，然後每個成員彼此都是加入聯合國的主權獨立國家。 

  如此一來，美國、日本或聯合國的成員也都會承認台灣這個國家。此外，如果國民

黨的總統候選人公開表示，在進行兩岸和平交涉時，將以加入聯合國是絕對必要的條件

的話，那也能讓台灣人安心。如果國民黨連這樣程度的認同也拒不表態的話，將會被懷

疑他骨子裡具有與中國統一的志向。 

  如果台灣能加入聯合國，就能在主權平等、內政不干涉、不動武等聯合國憲章所揭

櫫的大原則下，解決一切的問題。這也成了中國是否能真正追求亞洲永久和平的試金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