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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日聯合軍演看台灣戰略地位

的轉變—解析變動中的亞太新局勢 
 

●蔡明憲／前國防部長 

 
 
 

壹、最新系列軍演背景與動機 

（1） 2010年3月24日，南韓「天安艦」被北韓水雷擊沉，艦上官兵四十多人遇難

死亡。中國在事後不願配合美、日、南韓及歐美國家在聯合國共同譴責及制

裁北韓，迫使美韓先後於今年7月25日及11月底在日本海及黃海舉行聯合軍

演，其中包括三萬美軍及五萬六千名南韓軍人參與。中國為表抗議，也先後

在黃海舉行軍演，這形成了美國與南韓對抗中國與北韓的對峙局面。 

（2） 2010年6月下旬，中國海軍艦隊逕行在「沖之鳥島」海域舉行軍演，並對日

本主張該島主權表示異議，以達其宣示跨入第二島鏈的決心與能力。中國除

企圖跨越台灣海峽，突破亞太第一島鏈外，更試圖設法跨越現由日本控制的

「與那國島」到「南鳥島」及沖之鳥島之間這一片廣大的海域。 

（3） 2010年8月19日，國際媒體（日本讀賣新聞）報導：日本與美國計劃將在今

年12月中在釣魚台鄰近海域，舉行大規模的「離島奪回」聯合軍演。軍演設

定是日本從敵國（意指中國解放軍）手中收復被佔領的小島。 

（4） 2010年9月16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公開表示，釣魚台是由日本統轄，因

此，《美日安保條約》的防衛領域包括釣魚台列島及其鄰近海域。這也讓美

國介入中日對釣魚台主權之爭議，及美日與中國在東海對峙的局面。 

（5） 2010年9月中，一艘台灣漁船闖進釣魚台海域捕魚，遭日本巡邏船扣留。中

國漁船於日後又進入該海域也遭日本扣留，導致台灣海巡署的船艦，中國的

漁政船先後齊聚釣魚台周邊海域，與日本巡邏船對峙。之後，日本沖繩法院

釋放中國漁船船長，中國政府派專機接回。這事件形成中國與台灣對抗日本

的局面。 

（6） 2010年12月，日本計劃在東海舉行「離島奪回」軍演，美軍第七艦隊將支援

參與演習。日本防衛廳高層幹部指出，這表示日本防衛西南群島主權的決心

與阻嚇外力介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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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全球軍力的重新部署及其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改變 

 一、 2004年，美國布希總統為因應「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及美國出兵伊拉克之政

策決定，令由五角大廈進行「全球美軍軍力重新部署檢討」。面對恐怖分子的

攻擊及中國軍力的快速崛起，美國在這份檢討報告中，確定了全球美軍軍力的

重新調整的計畫，其中包括： 

（1） 軍事「重歐輕亞」政策的改變。美國將減少駐歐美軍七萬人，並將大西洋艦

隊的二艘航母移防至亞太地區的第七艦隊。 

（2） 與中國交往及避險中國軍事威脅的戰略考慮。 

（A） 美國除加強與日、韓的軍事聯防外，並將試圖與澳、紐、新、越、印

尼及印度等國建立雙邊軍事合作，以共同防堵中國的軍力擴張及威

脅。 

（B） 從南北韓分界地區（板門店）撤出美軍並移防至漢城以南基地，並逐

年撤離南韓，最終僅留守約一萬五千名駐軍。 

（C） 逐年從日本本土撤軍（由當時四萬五千名駐日美軍逐年減少至二萬兵

力）。其中並移防八千美軍陸戰隊至琉球列島，並將機動主力戰備及

軍力移駐關島。使亞太地區美軍部署更分散、更機動，以達避險之戰

略考慮。 

  （3） 強化美軍在亞太地區迅速機動派遣兵力及投射的能量，並有效因應反恐及區

域軍力衝突的危機處理。此項機動兵力，包括美軍陸戰隊及其投射戰備必能

在二十四小時內抵達衝突地區，以平息戰亂。 

 二、 2010年2月，美國國防部出版的最新一期「四年國防評估報告」（QDR）指出，

五角大廈視中國為美國國家安全真正的長遠威脅，其威脅程度會遠超過伊拉

克、阿富汗、伊朗和北韓。該報告又指出，美軍未來在西太平洋的軍力部署將

更著重機動性和快速反應的能力，並將聯合亞太地區盟友，共同遏制或擊敗潛

在的區域性對手。（意指中國解放軍） 

今年7月底的美韓軍事在日本海聯合演習中，美軍出動三萬兵力及F-22戰機群與

航母「華盛頓號」，也首次邀請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四名上校級軍官以觀察員身

分登艦，以體驗美軍「海空聯合作戰」的作戰思維。這也顯示美國向中國及北

韓表達美、韓、日共同捍衛亞太安全的意志與能量。 

 三、 2010年7月27日，美國國防部負責亞太地區的助理部長格雷森，在美國參院軍事

委員會聽證會上指出，北京當局對北韓攻擊南韓「天安艦事件」的包庇及中國

不斷擴張的軍事勢力，更讓亞太鄰國心生警惕，並促使其周邊國家更趨與美國

結盟。如今美日韓在安全領域之合作力度是史無前例的。在此背景下，今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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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美國將派遣第七艦隊群支援日本自衛隊首次在東海舉行的「離島奪回」軍

演，除強化美、日安保同盟關係外，也遏制北韓與中國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 

參、日本面臨的危機及其國防戰略的重新調整 

  日本正面臨北韓的核武及飛彈威脅；另因中國軍力的迅速擴張及其解放軍潛艦與其

艦隊不時侵入日本領海及其周邊海域，促使日本必須深固《美日安保條約》，強化美、

日雙方的安全聯防。另外，因應中國已突破第一島鏈的海洋戰略及其中長程導彈的威

脅，日本也正調整其過去較被動的軍事防衛戰略，轉變為機動「防衛」及「嚇阻」的積

極防衛戰略。 

（1） 日本首相菅直人於今年 10 月 24 日，向日本陸上自衛隊官兵公開表示，「日

本周邊有北韓核武的威脅，以及有中國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及擴張海洋勢

力，使得日本國境周邊安全保障倍受威脅」。因此，他表示：「日本自衛隊

有必要面對多變的情勢，機動地做出因應對策」，「今年是美日安保條約修

訂五十週年，希望此同盟關係能夠迎合二十一世紀的時代需求，更加鞏固深

造」。 

（2） 據統計，日本目前約有一百零三架 P3-C 的定翼反潛機，其空中持續飛行時

間可達十五小時以上，飛行距離可達一千五百海浬，並具有空中投射及水中

爆破的能量。日本防衛省正加速擴展其反潛及水中作戰的能力，以牽制中國

海洋勢力的擴大。 

（3） 據 2010 年 10 月 29 日美國之音（VOA）報導，美日共同測試反飛彈攔截，

由日本驅逐艦在其外海發射攔截飛彈，成功地射下在夏威夷由美軍發射的假

敵飛彈。此顯示美日正加速擴展反飛彈的共同防衛系統，以因應北韓及中國

的中長程飛彈的攻擊。 

肆、建立中的中國軍事霸權及其軍事戰略的轉換 

（1） 據2010年美國國防白皮書的估計，中國解放軍總人數約二百二十萬，其中陸

軍約一百二十萬，海空軍各約四十萬，二砲（飛彈）及航天（衛星發射）等

其他特種部隊總計則約二十萬人次，是全世界軍人最多的國家。 

（2） 過去十年的中國國防軍事預算，每年幾乎皆以超過預算總額的10％逐年增

加。2010年公開的國防預算超過美金七百五十億，如再加上隱藏性的國防科

技研發及退伍薪俸，則可能會超過一千五百億美金（台灣2010年的國防預算

是新台幣二千七百八十一億，不到九十億美金）。 

（3） 中國解放軍目前對台灣最大的軍事威脅來自中國自製的東海型巡弋飛彈及其

海軍的潛艦作戰能量（約有六十二艘潛艦）。據台灣國安局蔡得勝局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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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1日在立法院表示，當前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從政黨輪替（2008

年）的一千三百二十八枚，增加至一千四百一十枚（2010年10月）其中包括

東海十號巡弋飛彈（其有效射程可達一千八百公里）。 

（4） 中國解放軍為遂行其「奪台阻美」、「速戰速決」、「首戰決勝」的戰略目

標，近幾年來加速擴大衛星導航的巡弋飛彈準確度及C4ISR的情資監偵通訊

指揮的聯戰系統，企圖一舉摧毀台灣軍事及關鍵的公共設施，以癱瘓台灣政

府及軍事的持續運作。 

（5） 中國解放軍近年來，亦由過去的近海防禦戰略，轉換成「海洋的防衛戰

略」。其戰略目標不僅要跨越台海中線，更要跨越亞太第一島鏈，終極要突

破亞太第二島鏈，以達其亞太軍事霸權的目標。 

2005年，中國第一艘宋級潛水艇，潛經日本琉球海域及基隆外海，突破第一

島鏈，甚至潛航接近美軍關島海域的第二島鏈。過去數年，中國的海軍軍艦

及海測船，更經常穿越台灣海峽至花東外海數十海浬，對台灣的安全，造成

威脅。 

（6） 中國政府為遂行其海洋防衛戰略，自2010年初開始，多次透過其國務院發表

人對外宣稱「黃海、東海及南海是中國領土完整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對這

些海域具有核心的國家利益，絕不退讓。」因故，今年9月中，中國政府藉

中國漁船航入日本釣魚台海域被日本扣留，而首次派中共解放軍艦艇護衛中

國漁船，而與日本發生衝突。 

（7） 中國為達「跨越台灣及第一島鏈」的戰略目標，不斷企圖透過「國共論壇」

及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及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達到分化統戰台灣

人民，瓦解國軍士氣及「兩岸和平統一」的最終目標。2009年，中國領導人

胡錦濤於元旦發表的「胡六點」，就是中國企圖統戰台灣人民最典型的例

子，台灣人民及執政者不可不三思而後行。 

（8） 中國為達軍事作戰上「奪台阻美」之目的，中國解放軍二砲部隊部署瞄準對

台灣的短中程導彈，隨時可轉變角度，透過衛星導航，攻擊美、日的機艦，

以阻止其馳援介入台海戰爭的可能性。中國解放軍海軍潛艇配備水下發射飛

彈系統，隨時可在水域中對美、日馳援的戰艦造成極大的威脅。因故，2010

年美國會出版的「對中國軍力的評估報告」中，說明了中國軍力的急速擴

張，台灣海峽的安全是美國海空軍防衛的漏洞。 

伍、變遷中的亞太新局勢 

（1） 如前解析，面對北韓核武挑釁，及中國軍事霸權的崛起及其解放軍在短中程

導彈及潛艦的投射能量，已對美、日在亞太地區的聯合防衛的優勢感受到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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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與威脅。美日政府及其軍事當局因而調整了其軍事防衛的戰略，深固《美

日安保條約》，強化對共同區域防衛的能量，並決定計劃在2010年12月中，

共同在琉球海域舉行「離島奪回」的聯合軍演，已如前述。 

（2） 中國亦企圖遂行其亞太軍事霸權及併吞台灣的戰略目標，逐年擴張國防預算

及高科技尖端戰備。另今年起對外宣稱其在黃海、東海、南海為其「國家核

心利益」、「中國領土完整的一部分」，並在東海及南海舉行大規模機艦軍

演，以顯示貫徹其「海洋防衛戰略的決心及能力」。 

（3） 中國軍艦及潛艦已跨越台海中線及亞太第一島鏈，對台灣本身的安全及戰略

地位造成一定的衝擊。中國政府變本加厲，最近更暗中企圖與傾中的馬英九

政府在釣魚台的爭權上，聯合共同對抗日本（因台灣宣稱對釣魚台有主

權）；在南海主權的爭議上，中台聯合共同對抗越、菲等東南亞國協及美國

（因台灣控有南海最大島「太平島」）。面對中國企圖併吞台灣的危機，台

灣人民應堅持最大的台灣國家利益，拒絕中國霸權侵台企圖，及其違反國際

海洋法的行徑。 

（4） 2010年7月下旬，美國希拉蕊國務卿在越南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表示，

南海攸關美國的利益，南海主權的爭議應由相關國家依國際法共同協商解

決，反對中國用武力來解決。中國則宣稱南海係其國家主權及核心利益之一

部分，絕不退讓，南海爭議應由中國與爭議國雙方協商解決，中國的霸權態

度可見一斑。 

（5） 因故，2010年9月中，由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出版的「2010戰略調查」

報告，說明中國力量的崛起促使越南、印尼、澳洲、日本、韓國等國家積極

加強軍備並串聯對抗中國，甚至部分國家爭取印度介入，以平衡對抗中國的

勢力。今年10月中在河內舉行「東協十加六」高峰會，即包括了東協十國及

澳、印、美、中、日、韓等國家領導人，以平衡中國勢力的崛起及其帶來對

亞太地區的威脅與不安全感。 

陸、我們的選擇及建議：如何在變遷的亞太情勢中調整台灣未來的戰

略思維 

（1） 由台灣人民透過內部民主、充分宣導及公投程序，同意台灣制定新憲法，成

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獨立民主國家─—台灣國。 

對外宣示新台灣國家願遵守聯合國憲章，成為聯合國的新會員；並願意與世

界愛好和平與正義的所有國家，共同合作促進世界和平、人類尊嚴、社會公

義與經濟繁榮。 

（2） 新台灣要透過國防改造，建造一個以「全民防衛」、「文人領軍」、「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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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及「軍隊國家化」為理念的國防政策，並建立一支精而強之敏銳有效

能的「聯合作戰」國軍部隊。同時加速研發量產阻嚇性的防衛投射武器，達

到防衛台灣安全的戰略目的。對外宣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反

恐制變」及「維持和平」的決心及能量。 

（3） 為促進亞太區域和平安全，台灣宣示願意加入「亞太區域安全聯防」機制，

例如在APEC的架構上，建立具有如《北大西洋公約》集體保護區域和平安

全的功能。在能確保「台灣安全」的前提原則下，可考慮與亞太國家共同倡

議「台海中立化」或「台海非軍事化」，確保公海自由航行及無害通過的國

際法原則，及台海和平的長程戰略目標。 

（4） 台灣可對外宣示願意參與或協助參與台海或鄰近海域的海難及人道救助、反

恐、反海盜的共同安全防衛作為，以確保亞太海域的自由通航及無害通過。 

（5） 在確保「台灣主權」、「台灣安全」及「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可考慮與中

國做合理的交流互動。但在馬英九政府「傾中」、「一中」及「終極統一」

的政策及意識形態下，對中國要求與台灣簽訂「軍事互信機制」與「兩岸和

平協定」，我們是有疑慮的，而且要堅決保留，因為中國會強迫要求台灣馬

英九政府承認或默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喪失了台灣的主權及尊嚴。 

（6） 在當前中國「一中原則」的國際外交打壓下，台灣可努力強化與美日的務實

雙邊的經貿合作（如簽訂FTA），及軍事交流合作（如情資交換、聯合軍演

或軍事觀摩）。又對外軍購可附帶要求外商的「工業合作計畫」，以增強美

國廠商及企業群對台灣安全的支援與合作。另，台灣可加強與新加坡、越

南、印度、印尼等南亞國家發展雙邊經貿與軍事及安全事務交流與合作。這

些國家對中國有戒心，又有意願與台灣發展雙邊經貿與安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