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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的戰場，需要堅強的統帥 
 

●陳文政／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國防軍事既象徵著國家的主權，也守護著國家主權。台灣國家主權在當今馬英九政

府任內的逐漸流失，指標之一就反映在馬政府對國防軍事的輕忽。 

  兩年前，在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一場座談會中，個人提出三項論點來說

明馬政府執政後「國防，向後轉」的現象，這三點分別是：「刻意忽視中國對台軍事威

脅」、「放鬆台美準軍事同盟關係」與「清算將領、整肅國軍」。我的結論是「馬政府

下的國防，變得很亂。」在那場座談會後三個月，莫拉克颱風襲擊台灣，國軍雖然努力

救災，但在無能的統帥領導下，毫無章法，民怨四起。國軍聲望大跌，馬政府開除了國

防部長陳肇敏以向國人謝罪。在那場座談會後一年，國防部清查了九百一十位將級軍

官，也經過四千一百餘人次的約詢，但除了把國軍高階將領糟蹋一頓外，還是只有一開

始的袁肖龍個人的買官案，並無其他的買官賣官情事。在那場座談會後一年半，國安局

長公開表示：中國的領導階層都是鷹派。即便有馬政府大幅傾中的政策，中國對台的軍

事準備並無絲毫放鬆，瞄準台灣的飛彈數目不減反增。而馬英九不虛心檢討，一番「永

遠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的魯莽言論，更是打趴了六十餘年苦心經營的台美軍事關

係。 

  兩年了，再加上最近的防空飛彈試射大脫靶事件、參謀總長人選的人事鬥爭與羅賢

哲少將間諜案等等，馬政府下的國防，越來越亂。國軍在社會的形象大幅滑落，我們的

軍隊失去了社會對它的信任，這是自1949年以來台灣在國防軍事上所未曾見過的危機。

而危機還沒有結束，在馬政府無能的國防治理下，以後難保不會有未爆彈再讓國軍的形

象、再讓社會對國軍的信任繼續探底。 

  幾個月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試飛新式戰機J-20，J-20是解放軍奪取台海制空權的關鍵

性裝備，合理的用途就是用來對台灣發動奇襲，在雷達匿蹤的優勢下，打擊台灣空防重

要設施，以一舉癱瘓台灣的空軍。換言之，估計在十年內服役的J-20，它的立即性用途

就是對台發動第一擊。 

  J-20的試飛固然吸引了眾人的注意力，但它不過是中國對台軍事準備的冰山一角而

已，在地對地導彈的數量增加、新式水面艦與潛艦的成軍、太空偵監衛星的部署與資訊

作戰的進行等等針對台灣而來的威脅，將使得過去六十餘年保障台灣安全的國軍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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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十年被大幅超越。 

  面對這樣的威脅，三軍統帥的治軍能力變得至為重要，但是經過三年的時間，馬英

九的軟弱無方，加深了問題。遠的不講，難的也不講，單單是簡單的參謀總長任用，竟

然可以搞到軍內高階將領的鬥爭上了報，而馬英九不知所措，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國防

部長被傳說要去職，高華柱在立法院公開說，傳話的人有陰謀，而這件事要問「國安高

層」，軍文矛盾枱面化，同樣也看不到馬英九有何積極作為。如果連用人任免就可以困

倒馬英九，那我們如何能夠期待他能扮演好統率三軍的使命呢？ 

  更重要的是，馬英九的戰略方向錯誤，使得國軍縱使如何努力，台灣的國防軍事還

是持續脫靶。台灣是民主國家，過去六十年間站在民主國家陣營裡。台灣不反中，但堅

持反共。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往來，什麼都可以交易，唯獨主權與安全不能。但這樣

的前提，在馬英九時期，卻很難令人相信。馬政府的親中政策，混淆了敵我意識，也放

鬆的憂患準備。在馬英九時期，當國民黨政客們趕著向北京朝貢的時候，我們的軍人不

會感到困惑嗎？當國民黨政客們無視中國對台軍事準備的時候，我們的軍人不會覺得任

何的建軍備戰都是枉然嗎？在馬英九假性和平下所謂的紅利，就是犧牲台灣的國防軍

事。 

  未來十年，面對中國軍事威脅的驟增與馬英九無能治軍下的殘局，台灣國防軍事所

面臨到的挑戰將是十分險峻。更廣的說，在中國崛起的現實下，如何抓緊台灣的民主陣

營立場，如何在混沌的戰局中堅持住台灣主權、守護好台灣主權，台灣人民需要一位新

的、堅定的統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