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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入聯公投」看中國對台灣

安全的威脅 
 

●王崑義／台灣戰略學會秘書長、台灣海洋大學通識中心兼任教授 

 
 
 

  自從蔣介石代表在1971年被聯合國驅離之後，多年來我國一直透過各種策略向聯合

國叩關，試圖重回聯合國。雖然過去的行動一再遭到挫折，但台灣入聯的意志並未因此

消弭，2007年以後我國政府採取和以往不同的入聯策略，首度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

入聯合國，這和過去都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申請「重返」聯合國的作法並不一樣。 

  然而，聯合國秘書處在中國的壓力下，兩度以違反《聯合國2758號決議》為由退回

我國以「台灣」名義申請入聯的提案。為了反制中國處處打壓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我

國政府於是提出「入聯公投」的行動以抗衡中國在國際間對我進行的法律戰。 

  在我國政府拋出「入聯公投」的議題以後，立即引起美中台之間的一陣波瀾，許多

人擔心因而觸碰到《反分裂國家法》的底線，不過這次中國的反應並未像1996年3月一

樣，對台灣進行大規模武力恫嚇的舉動。只是，表面上台海關係看似風平浪靜，但中國

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並沒有減緩，反而隨著解放軍的急速現代化與資訊化，對台灣的軍事

威脅正與日劇增。本文將從中國對台灣國家安全威脅的角度來分析未來兩岸關係的演

變。 

壹、胡錦濤時期的中國對台戰略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掌權以後的對台戰略，一般都認定是採取「軟更軟、硬更硬」

的手段。「軟更軟」指的是對台灣民間交往上逐步釋出利多，希望透過拉攏台灣民眾降

低對中國的戒心，藉以模糊台灣民眾的「敵我意識」。 

  「硬更硬」指的是中國面對一些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對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構

成的軍事或非軍事威脅，包括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義等勢力的威脅等，必要時將

採取強硬的態度進行處理。中國在2003年3月所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授予解放軍在必

要時刻以「非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國家分裂的問題，就是「硬更硬」原則的表現。 

  由於中國把台灣的「入聯公投」界定在涉及「法理台獨」的範疇，所以對部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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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派份子來說，台灣「入聯公投」的舉動等於是踩在《反分裂國家法》底線的邊緣，因

此他們認為有必要採取更強烈的手段逼迫台灣打消「入聯公投」的意圖。但中國官方卻

只是在許多公開場合嚴厲警告與批評台灣「入聯公投」的作為，最多也只是透過美國不

斷的對我進行施壓，並沒有採取類似1996年3月的飛彈試射模式對台灣進行大規模軍事恫

嚇，讓中、台之間得以持續維持一種冷和的關係。 

  中國之所以在「入聯公投」議題上採取維持冷和的態度，一方面是試圖建立「負責

任大國」的形象，這幾年來中國因為蘇丹達富爾及緬甸問題，讓中國飽受國際批評，國

際社會更是不時傳出抵制北京奧運的聲浪。而台灣的安全問題向來也是為備受國際關

注，中國在北京奧運舉辦之前更必須保持冷靜、維持良好的國際形象，以免如同1980年

莫斯科奧運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而遭到國際社會抵制的惡例。 

  二方面，中國改革開放後社會貧富差距過大，使得社會不和諧的事件層出不窮，這

已經導致中國民眾質疑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為了解決社會不和諧的狀態，中國在十六

大時就已確立2020年以前要達到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屆時中

國經濟發展必須翻兩番，如果這時貿然對台動武將導致沿海經濟受損，因此在鄧小平所

指示「發展是硬道理」的原則下，中國必須暫時先將台灣問題擱置一旁。 

  三方面，中國在1996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期間舉行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希望藉由嚇

阻台灣民眾來影響選情，反而產生了反效果。明年初台灣的大選在即，為了避免重蹈覆

轍，使得中國不敢繼續「鋌而走險」。 

  雖然如此，中國並沒有因此減緩對台的各項軍事準備，胡錦濤在2007年8月的中央內

部會議上就強調，解放軍的工作只有一項，就是對台作戰，他也不斷的要求解放軍必須

「加強對台軍事鬥爭的準備」。1 特別是2007年10月份所召開的中共十七大會議，多位

曾經服役於南京軍區的將領獲得提升擔任中共軍委會委員，南京軍區是中國負責對台作

戰的主要軍區，南京軍區的將領多半對於對台作戰擁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由此不難看出

中共新的中央軍事委員會體制形成的最大的特徵，就是為了應付台灣緊急狀況發生而加

強部署。2 

貳、中國對台軍事威脅 

  以往兩岸軍力對比重質不重量，雖然中國解放軍在軍備數量上具有壓倒性優勢，但

先進武器不足、缺乏兩棲作戰能力，讓台灣在武器質量方面仍佔有優勢。過去我方能屢

次遏阻中國方面的武力犯台，海空軍質量上的優勢是一大主因。 

  但是過去十餘年來，解放軍的銳意現代化與資訊化，近年來諸多國內外的相關研究

報告都指出，兩岸的軍力平衡已經逐漸向中國方面傾斜，中國終將取得台海軍事優勢，

這勢必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面對中國對台軍事威脅的加劇，大致可以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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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面向來進行觀察： 

一、中國對台「三戰」不停歇 

  中國當局並沒有因為近年來兩岸經貿的密切交流，而減緩對台統戰的腳步。2003年

12月，中共中央軍委會更正式將「三戰」，列入修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

例》之中，並開始在解放軍各級單位中積極進行研究、宣傳及教育，讓兩岸的戰爭模式

從此進入軟戰爭的「三戰時代」。 

  所謂的「三戰」是指「輿論戰」、「心理戰」及「法律戰」所總和而成的戰爭法

則。「輿論戰」主要是「面對大眾」，通過造勢、震懾、離間等策略，為心理戰、法律

戰提供有利於己方的輿論環境。「心理戰」則是「面向敵軍」，側重於影響敵方情感和

意志。法律戰主要是「面向世界」，它對戰爭的性質、戰爭的合法性等的判定具有重要

作用，也是為輿論戰、心理戰提供法理基礎。 

  中國對台灣「入聯公投」所採取的「三戰」策略，一方面是在外國領導人訪問北京

時，要求發表反對「入聯公投」的聲明，另一方面又要求美國不斷提高層級對台進行施

壓，試圖利用外交輿論戰與心理戰手段逼迫台灣妥協；其次是，中國將台商視為政治操作

工具，在「入聯公投」的議題拋出之後，開始對重點台商施壓，要求公開表態反對台灣

「入聯公投」活動。3 這個目的就是希望藉由「以商逼政、以民逼官」的心理戰手段，控制

台灣政治發展。 

二、中國應急作戰能力的加強 

  中國近來對台的軍事威脅，也表現在強化應急作戰的能力上。「應急作戰」指的是

為應付各種緊急或意外情況而進行的作戰。「應急作戰」的特點在於面對戰場上充滿諸

多不確定性所做的因應之策，如作戰對手、作戰時間、作戰地點、作戰手段等各方面的

不確定性。 

  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伊拉克進行的兩場戰爭令中國相當震撼，中國戰略決策者體會

到毛澤東時期的「人民戰爭」戰略，已經難以在現代的時空背景中表現，為了維護國家

安全與統一，江澤民遂在1990年12月舉行的全軍軍事工作會議上，確定了加快組建應急

機動作戰部隊的戰略方針。 

  目前解放軍應急作戰戰力主要包括：南京、廣州兩個對台作戰軍區，可立即投入對

台應急機動作戰部隊約十八萬人、二個陸戰旅及各型艦艇一百四十餘艘，共約兩萬八千

多人、各型作戰飛機約八百餘架，兵力約四萬人、以及二炮部隊的一千枚對台導彈。 

  近年來，解放軍也積極的進行對台應急作戰準備為主軸的演訓，2005年共計二十餘

次、2006年增加為三十餘次，2007年更加強電子反制演練，目的為累積快速登島的作戰

經驗，為日後武力犯台預作準備。而中國也正在建造兩艘航空母艦，預估2015年左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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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2020年左右解放軍將擁有第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屆時可增加中國對台應急作戰能

力。根據我國國防部的研判，共軍將於2007年完成對台應急作戰能力整備，2010年完成

對台大規模作戰準備，2015年完成具備決戰能力。  

三、中國對台與日遽增的軍事威脅 

  當前中國對台灣最大的威脅，首先莫過於在對岸部署有針對性的飛彈。目前中國在

台灣對岸部署約一千枚彈道飛彈，並以每年一百枚的速度增加，同時為了增加台灣飛彈

攔截的困難度，中國目前更積極進行巡弋飛彈的相關研發工作。雖然中國彈道飛彈的準

確度、妥善率未如想像中高，但是如果能以七成的飛彈進行攻擊，依舊能對台灣的民心

士氣造成嚴重打擊。 

  其次是，中國不斷發展的潛艇部隊，對台海周邊可以構築包圍的戰術，依照2007年

12月「詹氏防衛週刊」的報導，十年來中國潛艇部隊的規模有所减少，但是質量得到了

提高。報導還說，1996年時，中國的潛艇部隊最大的特點就是龐大，它具有當時世界上

最大規模的常規動力潛艇部隊以及少量的核動力潛艇，但是技術相對落後。在後來的十

多年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接收了三十三艘常規動力潛艇，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潛艇將維持

在四十到五十艘的水平，這對台海軍力的平衡將造成巨大的改變。 

  第三是，中國在海洋戰略上的擴張，依照解放軍長遠的戰略構想，未來中國有意把

東海艦隊改成「太平洋艦隊」，把南海艦隊改成「印度洋艦隊」，而「太平洋艦隊」將

與「印度洋艦隊」對台灣進行南北夾擊，並在西太平洋上構成廣闊的戰略合圍態勢，以

對台灣造成強大的軍事壓力。 

  這項戰略構想似乎已經逐步在測試與推動中，2007年11月中國的南海與東海艦隊曾

舉行聯合演習，演習地點有的說是在東沙和西沙海域之間，有的則說是在台灣島以東、

菲律賓群島以北的海域，其目的就是想從海上包抄夾擊台灣。不管目的與地點在何處，

中國兩大艦隊進行對抗性質的演練，以實現未來在海上包圍台灣的戰略構想，卻是一項

不爭的事實。 

參、反介入戰略的實行 

  中國對台作戰能否成功，除了取決於對台軍事上的優勢外，能否降低美國介入的意

願更是至為關鍵，因此「反介入」戰略，變成也是中國威脅台灣安全的重要戰略思考。 

一、「反介入戰略」的意含 

  所謂的「反介入戰略」指的是透過攻擊美軍的指揮中心、切斷美軍的通訊能力、切

斷美軍海上補給線、實施重點打擊等手段，提高美國的作戰代價，藉此降低美軍進入台

海戰區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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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戰略是由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2007年9月發表一份名為《深入龍潭：中國反介入

戰略及其對美國的意義》的研究報告所提出，報告中指出解放軍十分清楚自身在傳統武

力上的劣勢和美軍的優勢，如果採取硬碰硬方式與美軍對決，目前解放軍幾乎沒有勝

算，要成功對付美軍必須改採較為迂迴的「不對稱戰略」。因此解放軍不會選擇與美軍

正面交鋒，而是採取「反介入戰略」來阻止美軍介入台海戰事。 

  「反介入」戰略能否成功，前提是必須洞悉敵人的弱點。在中國的各大軍事月刊與

軍事教科書當中，不難發現中國對於美軍弱點的廣泛研究。主要包括兩大關鍵，一是美

國無法承受大量人員傷亡的脆弱性，依據美軍過去在越南與索馬利亞的經驗顯示，美國

民眾對於前線軍人的傷亡數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一旦美軍的傷亡超過這個容忍度時，美

國行政部門在媒體、民意與國會的龐大壓力下，往往會被迫從前線撤軍。 

  二是降低美國盟邦對戰爭的支援意願。在美軍抵達戰區前後都必須仰賴盟邦的支

援。中國可以透過外交活動，改善中國與美國亞太盟邦的關係，化解這些國家對中國的

敵意，讓美軍的軍事行動無法獲得盟邦的支持，或是透過武力威脅，對美國在東亞地區

的盟友，尤其是日本進行施壓，降低盟邦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意願。4 

二、「反介入戰略」的具體作為 

  中國「反介入戰略」的具體作為，可從2007年1月獵殺衛星與跟蹤美軍航空母艦小鷹

號中嗅出端倪。 

  目前太空中約略有八百多顆人造衛星，有半數是美國所發射，目前美軍軍事通信、

導航定位、氣象資訊，以及軍事情報資訊，主要來自於這些部署於太空中的人造衛星提

供。甚至是建構中的飛彈防禦系統，以及發展中的無人戰機計畫，也都高度仰賴人造衛

星所提供的即時資訊。 

  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海珊的部隊曾試圖干擾美軍的衛星導航系統，不過因為伊拉克

軍事技術有限，所以成效不彰。中國在2007年1月成功獵殺一枚運行於低軌道的氣象衛

星，美國多數的間諜衛星和此次被摧毀的氣象衛星在差不多的高度運行，中國很顯然是

發現了美軍這方面的罩門。 

  雖然中國目前並沒有摧毀美國所有衛星的能力，但是一旦中國對台海上空的美軍衛

星進行獵殺，偵察與通信能力的衰退意味介入戰爭的風險提高，勢必會降低美軍作戰的

意願。 

  另外，航空母艦除了是美國國力的象徵，更是美國海軍主要打擊平台，因此擊沈航

空母艦就能夠有效限制美國在海上發動空中打擊的能力。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得知，對抗航空母艦，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發展航空母

艦相抗衡，不過目前中共的航空母艦還在規劃階段，預計2020年才能成軍服役，況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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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並保持與美軍相當的航母力量，對目前的解放軍海軍可謂沈重的負擔。 

  二是利用潛艇來獵殺航母，與其強大的防空能力相比，航空母艦的反潛能力相對薄

弱，很難全天候、全方位對活動海域進行警戒。根據美國國防部的作戰模擬評估報告指

出，潛艇與航母交換率為5：l，也就是損失五艘潛艇即可擊沈一艘航空母艦。中共潛艦

近來屢次在太平洋上與小鷹號「不期而遇」，極有可能是在試探美軍航母戰鬥群的反潛

能力。另外，中國近年來以「擴大海洋研究」為由，派遣海洋探測船在台灣與日本周邊

海域密集活動，其實主要目的是利用聲納蒐集海底的地形資訊，以供日後潛艦作戰之

用。5 

結論 

  雖然中國在發展經濟的前提下，暫時將台灣問題擱置一旁，使得台海之間並沒有立

即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過隨著兩岸軍力的逐漸失衡、中國「反介入戰略」能力的

大幅提升，一旦中國認為對台動武擁有極大勝算，極有可能不顧國際反對，貿然對台動

武。 

  若中國成功控制台灣之後，為了搜刮能源勢必會加速向西太平洋擴張的腳步，2007

年在美軍太平洋司令吉廷訪問中國，外傳中國方面曾要求跟美國在太平洋上「劃洋而

治」，希望美國把西太平洋「割讓」給中國來治理的傳聞，或許也是反映中國一直不願

意放棄台灣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國對台灣與西太平洋越來越具有野心，此舉將對亞太

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更為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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