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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因中共整體國力大幅度的躍昇，資料顯

示於2003年時中共的GDP僅為美國的八分之一，

發展至2009年時已成為美國的三分之一，並於

2010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在今年初

(2015年)就「購買力平價法」的計算，中共已

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2除了經濟實

力受注目外，中共近期的軍事成長亦已遭世界

各國關注，其近二十幾年來國防預算均是以二

位數百分比攀升，這些數據都是已知的，而未

見諸於書面或公佈投注於國防上之預算數目仍

無法計算。32013年公佈的國防支出為1,122億美

元，已居全球第二，42014年已達到1,363億美

元，5但實際上估計可能達1,700億美元之譜，

預計2023年中共的國防預算即能趕上美國。6

對於中共崛起的言論，由崛起中的強權轉變為

已經崛起的世界強權，這是不爭的事實。然中

共在堅持「一中原則、反對臺獨」方針下，未

承諾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持續部署對臺

軍力，顯現其並未放棄武力犯臺的決心，7使

我國在國防建軍備戰上仍以其為假想敵。雖政

府努力推動前瞻務實的大陸政策，致力於改善

兩岸關係、推動交流合作，臺海情勢已經較以

往和緩，但和平必須建立在堅強的自我防衛能

力上，而不能寄託於他人的施捨或善意。 8古

書武經七書中《司馬法》有云：「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面對如此強大且善變的敵人，我

仍應積極整備，以因應未來詭譎多變的局勢。

本文研究之目的即是了解中共近期之軍事發展

方向，如欲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我無勝算可

言，故應以不對稱作戰之思維，作為建軍備戰

主軸及方向，期在有限的國防資源下，建造一

支可峙的戰力。

本研究以軍事面向為主並以海軍作戰為研

究之主體，運用文獻分析法，將相關文獻歸納

整理，其中有關政治、經濟、外交、心理等諸

面向或各種雙邊、多邊國際關係均不予研究探

討。首先須了解不對稱作戰概念及思維，再者

我軍之「不對稱」思維應相對於共軍而言，故

須掌握共軍(對臺)軍力發展方向(以海軍各類型

作戰為主)，最後再以不對稱作法來推論我海軍

未來發展之方向，此即為本研究之思考脈絡。

貳、不對稱作戰思維概述

「不對稱作戰」的觀念是美國國防部於

《1997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首先提

出，9「不對稱戰爭」或「不對稱作戰」之緣

起，主要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之後，失去一個的

「對稱性」的敵人－前蘇聯，轉而面對的是不

知如何掌握的威脅，因此「不對稱」的相關概

念才會趁勢興起一時間蔚為學術與政策探討主

流。10然經過數十年的探討，不對稱作戰已奠定

相當之理論基礎。

一、不對稱作戰理論

相關不對稱作戰論述及理論不計其數，在美

軍及學界的相關論述中可知，對於不對稱作戰

有相當多元的觀點。這可以從不同的論述中獲

知：有部分學者認為，與美國存在顯著能力差

距的對手，以非傳統的、非美國依循的戰爭規

則方式，來攻擊美國，就是所謂的「不對稱」

意義；另有些學者則認為，美國以超越的領先

科技能力，去打擊此一能力領域存在顯著差異

的對手，才是「不對稱」的精義所指；第三種

觀點，則將前述兩者均視為軍事上「不對稱」

的涵義，而專注於理論上之探討。上述三種觀

點，吾人以為以第三種觀點較能全面探就出不

對稱作戰之實質意涵。第三種觀點的代表人物

為西方學者卡西迪(Robert M. Cassidy)，在其

所著之《俄羅斯於阿富汗與車臣：戰略文化與

不對稱衝突》中從戰略文化11角度來分析不對稱

作戰矛盾較為具體，在不對稱作戰形態下的六

種敵我間矛盾情勢分析，分別在戰略目標、戰

略手段、武器與科技、意志力與內部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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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使中共海軍質與量上不斷提昇，對我防衛作戰形成嚴峻挑戰，由此我海軍在臺澎防衛作

戰中之職責更形艱鉅。然我無法與共軍作軍備競賽的同時，採取不對稱作戰思維來建軍，是最

明智的抉擇。

不對稱作戰就其基本涵義，即針對敵方，避開敵人的優勢，並發揮自己的優勢，攻擊敵方的

弱勢面而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故須了解中共近期之軍事發展方向，採不對稱作戰之思維，作為

建軍備戰主軸及方向，期在有限的國防資源下，建造一支可峙的戰力。

本研究從軍事方面著手，先了解不對稱作戰概念及思維，再者我軍之「不對稱」思維應相對

於共軍而言，故須掌握共軍對臺軍力發展方向(以海軍各類型作戰為主)，最後再以不對稱作法

來推論我海軍未來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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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文化，以及在時間與空間等概念上提出具

體觀點(如附表)。12

而我國傳統的兵學思想孫子兵法中亦指出

相關概念，在「始計篇」中有云「兵者詭道

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

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

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使

而勞之，親而離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此種出敵人意料之外，從其毫無防備或軍事弱

點處進攻，避實而擊虛，即是不對稱作戰的運

用。13

二、不對稱作戰思維

不對稱作戰就其基本涵義，即指涉敵對的一

方，避開敵人的優勢，並發揮自己的優勢，以

攻擊敵方的弱勢面而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不管

是「以弱擊強」或是「以強擊弱」都屬於不對

稱作戰的實踐，關鍵重點在於如何發揮及運用

自己的所長，靈活運用，創造優勢，以取得最

後的勝利。14故綜合西方學者卡西迪六種敵我間

矛盾情勢分析及武聖孫子「避實而擊虛」的觀

點，歸納對於「不對稱作戰」定義－係指避開

敵人的優點所遂行的作戰，即以我方相對的優

勢來對付敵人之相對弱點。15

參、中共軍事擴張

中共「解放軍報」於1999年4月27日刊出「非

對稱作戰與知識化戰爭」專文，指出早年毛澤

東初創中共軍隊與國軍對抗時，處於不利之內

線作戰，就反對與國軍打「堂堂之陣」，而以

不對稱作戰避實擊虛，以弱戰強，在毛澤東運

作下採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

敵退我追」，將堅實而完整處於有利之外線作

戰的國軍漸次轉化為不利之內線，而中共乘勢

結合地方武力及俄共的支援，全面包圍殲滅國

軍主力部隊取得政權。16由此知，共軍非常善用

不對稱作戰的技巧，我應以敵為師，將不對稱

作戰思維，運用於反制共軍上。

中共將21世紀初20年左右時間視為發展的重

要戰略機預期。17所以在此經濟跳躍式成長的關

鍵點，大力投注資金於發展軍備上，期能在世

界的舞臺上站穩，中共認為臺灣問題關係到國

家的主權、領土是否完整，也關係到國家最終

能否實現統一，遏制「臺獨」、實現兩岸和平

統一屬於國家核心安全利益的範疇。18故研判其

軍力發展除因應美軍介入外，絕大部份則是投

注在對臺軍事上。

解放軍軍事科學研究員陳舟在2010年3月31日

表示，中共在海空實力上發展壯大是「不可否

認的事實」，「中共政府也從來沒有隱瞞過要

建設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19。從美國國防部公

布的2015年《中共軍力報告》中指出：解放軍

對臺軍事態勢未有顯著變化，20當前中共軍事發

展主要著重於二砲部隊之各型彈道、巡弋飛彈

研發部署；海、空軍事現代化與海、空兵力投

射能力的提升；資電戰力及聯合作戰能力之籌

建等。另積極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與

相關戰術戰法，企圖嚇阻或拒止他國軍力介入

臺海局勢。

綜合國內、外智庫的分析，顯示共軍可能於

2020年前完成自製航母並逐步部署，加上其新

一代匿蹤戰機之研發與航太/航空戰力之整合發

展，業已漸次改變亞太軍力平衡，並引發新的

軍備競賽。21而共軍近幾年軍事發展概述如後：

一、思想上-臺海必有一戰

中共要求解放軍部隊按階段完成作戰整備的

基調迄今未變，並律定「爭取談、準備打、不

怕拖」的對臺工作原則，顯示謀我之心，並未

因兩岸關係和緩而有鬆懈現象，22而祖國統一為

歷代中共領導人急欲達成之使命，所以在思想

建設上要確立作戰的決心，使可在未來因應臺

海局勢可能之突變，對臺發動應急作戰。

二、裝備上-海、空軍整備

 (一)遼寧號航空母艦

遼寧號原服役於蘇聯海軍的庫茲涅佐夫元帥

級航空母艦2號艦，1988年11月25日下水，1998

年中共透過拍賣獲得，23於2002年拖回大連造

船廠研建，是中共海軍第一艘航空母艦，目的

是用於海軍科研、實驗及訓練，但亦具戰備能

力。於2012年9月25日正式交付中共海軍、11月

殲15型戰機成功執行起降作業。242013年11月已

進行航母戰鬥群巡航任務，被認為是決心捍衛

海洋主權的象徵。25遼寧號可搭載36架的艦儎

飛行器，其中包括4架直-18J預警直升機、6架

直-18F反潛直升機、2架直-9C搜救直升機和24

架殲15戰機。26遽聞中共正在研製電磁彈射器，

這是美國最新「福特」號航母所裝置最新的艦

儎機彈射裝置，電磁彈射具有容積小、對艦上

輔助系統要求低、效率高、重量輕、運行和維

護費用低等好處，是未來建造航母的核心技

術。如中共成功研發出電磁彈射器，並應用於

遼寧號和後續自製航母上，則中共的航母都將

具備彈射器技術，27加大艦儎機運用彈性，在未

來將對我海軍水面作戰艦艇及空軍戰機造成嚴

重威脅。

本質 優勢對手 劣勢對手

戰略目
標

有限度的戰爭
(戰事的進行對於己方
生存無直接或重大威
脅、政治上無全面軍
事動員的必要性)

總體戰
(戰爭的結果為生死
存亡的關鍵、動員所
有資源)

戰略手
段

無限

有限
(避其鋒、不冒直接
戰鬥之風險、打帶跑
之拖延持久戰術、刺
探性軍事行動以消耗
對手之耐心)

武器與
科技

優勢

劣勢
(但運用其他條件抵
銷對手於科技上之優
勢)

意志力
與
內部向
心力

有條件
(領導者與民意對於死
傷的敏感度高、戰場
受挫的承受力薄弱)

無條件
(願意以任何代價換
取勝利、社會內部對
於戰場死傷的忍耐程
度高)

軍事文
化

克勞塞維玆式/直接
(著重於正規與直接作
戰、戰事開始後將政
治與軍事領域區隔)

毛澤東式/間接
(注重游擊戰、重機
動性、奇襲於彈性、
政治與軍事合一、將
戰力隱藏於社會之
中、敵人無法區分我
方平民與戰鬥員)

時間與
空間

集中
(任何時間於戰場上重
視全面性數量優勢以
發動進攻、但因維護
自身後勤補給線而受
制於集中與分散的兩
難)

分散
(以空間換取時間、
拉長戰線、重視局部
優勢的形成、分散與
孤立對手、各自擊
破)

資料來源：蔡昌言、李大中，〈不對稱戰爭相關理論及其應

用於中國對臺戰略之研析〉，《遠景基金會季刊》，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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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崑崙山(071)型船塢登陸艦

此型艦是中共海軍萬噸級以上大型兩棲作戰

艦艇的試驗之作，其艦體設計亦將匿蹤概念融

入。首艘艦於2007年底服役，預劃建造6艘，

現已服役3艘，均編入南海艦隊，研判其目的

為因應南海爭端所採之佈局，後續3艘遽聞預編

入東海艦隊，應以解決釣魚台爭端及臺灣問題

為主。滿載排水量約18,500噸，可裝載4艘726

型氣墊登陸艇，28將可運載近50輛各類裝甲作

戰車輛，包括兩棲裝甲車、輪式和履帶式步兵

戰車、各類反裝甲車輛、輕型自行火砲、主戰

坦克等；飛行甲板可搭載4架「直8」直升機，

或是搭載具有對地攻擊能力的武裝運輸型直升

機，以及大約一個加強營的步兵作戰人員及其

所需武器裝備(約500-800人)。29崑崙山(071)型

船塢登陸艦，較傳統型登陸艦擁有更大更均衡

的裝載能力和空中運輸能力，讓中共海軍兩棲

作戰的投送效能有了大幅提升，在兩棲登陸戰

術革新上與美軍學習的意味濃厚，使其兩棲作

戰的能力達到了世界先進之列。

 (三)旅洋Ⅱ(052C)、Ⅲ(052D)型飛彈驅逐

艦

為中共海軍首次配備相位陣列雷達和垂直發

射系統的驅逐艦，因與美國神盾艦系統類似故

亦稱「中華神盾」。旅洋Ⅱ(052C)型參考旅海

級(051B)及旅滬級(052)研製經驗，於2001年

研建，2005年首艘服役，至2015年2月止已服

役6艘，艦體採取綜合匿蹤設計，各項匿蹤效

果已達先進水準，主要武器為海紅旗9(HHQ-9)

防空飛彈48枚(8組6聯裝轉輪式圓形垂直發射

單元)、鷹擊62攻船飛彈8枚、改良型「白頭」

魚雷、艦艏100公厘砲及1架俄製卡28反潛機；

旅洋Ⅲ(052D)型，於2012年開始建造，首艘於

2014年服役，現已服役2艘，並持續建造中，為

旅洋Ⅱ(052C)型之改良型，配備新型相位陣列

雷達，具有更大之搜索面積，武器方面改為130

公厘砲，另垂直發射系統，改為64個飛彈通用

垂直發射單元(前甲板設置32單元，直升機機庫

之前設置32單元)，可依任務特性裝載海紅旗

9(HHQ-9)及鷹擊18(YJ-18)攻船飛彈，另一特點

為配備了最新的全軍綜合數據鏈系統(「聯合網

絡作戰系統」)，此系統類似美軍的Link 16戰

術鏈路系統。30此二型艦服役使中共海軍首次擁

有遠程區域防空能力，可單獨或協同海軍其他

兵力攻擊水面艦艇、潛艦，具有較強的遠程警

戒探測和區域防空作戰能力。

(四)潛艦

1.核動力潛艦

中共現有新型現代化核動力攻擊潛艦「商

級」093型及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晉級」094

型。「商級」093型潛艦除了配備先進的魚六型

線導魚雷外，亦配有潛射鷹擊82攻船飛彈，另

據美軍研判共軍於2016年將在商級潛艦上配備

東海2000型(DH-2000)潛射巡弋飛彈，31目前已

有2艘服役。「晉級」094型潛艦，除配備鷹擊

82攻船飛彈、魚六型線導魚雷外，另配備射程

達8,000公里，具多彈頭分導攻擊能力的「巨浪

Ⅱ型」洲際彈道飛彈(ICBM)，極具戰略打擊及

嚇阻能力，研判已有2艘服役。另於2008年4-5

月英國「詹氏防衛雜誌」披露的衛星圖片，顯

示中共在海南島三亞市興建大型海軍核潛艦基

地，32隨後在2010年8月16日美國國防部發表的

中共軍力報告中，證實中共在海南島三亞市亞

龍灣完成建立地下潛艦基地，除有多座大型碼

頭，33還有隧道化的地下潛艦基地，將可做為核

動力潛艦基地；這個潛艦基地有11條隧道，每

個通道口可供飛彈運送及後勤維保車輛進出，

估計可容納20艘核動力潛艦。34基此中共海軍可

以直接通往國際海上航線，隱密地向第二島鏈

海域內部署核潛艦。

2.柴電潛艦

中共現有新型柴電潛艦計有「宋級」(039

型)潛艦、「基洛級」(Kilo)潛艦(自俄羅斯採

購)及「元級」(041型)潛艦。「宋級」潛艦為

中共自製潛艦，現有13艘部署於北、東及南海

各艦隊，除具發射魚六型線導魚雷與布雷能力

外，亦具備發射潛射C-801攻船飛彈能力，為

彌補戰力空隙所研發，目前宋級潛艦已停止建

造。「基洛級」潛艦，其靜音效果被稱為「深

海黑洞」，具有發射攻船飛彈能力及配有先進

線導魚雷(TEST-71)；首採購4艘為「877型」及

「636型」各2艘，為彌補當時現代化潛艦兵力

不足不符作戰所需之空隙，後再採購8艘「636M

型」，此型配備射程約300公里的「Klub」（俱

樂部）潛射攻船飛彈。「元級」潛艦，為中

共仿俄羅斯阿穆爾級潛艦設計，配有魚六型線

導魚雷、潛射飛彈攻擊及水雷布放能力，根據

消息指出，中共已建造4艘元級潛艦，且配有

「AIP絕氣推進系統(史特靈引擎)」潛航時間

大增，為次代自製潛艦之主力。另外引人關注

的是在2013年3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訪俄期

間，與俄羅斯簽訂了軍購協議，35準備引進4艘

的「拉達」級中型柴電攻擊潛艦，俄羅斯「拉

達」級潛艦是KILO級潛艦的升級版，後者以潛

航噪音極低而聞名。前二艘在俄羅斯生產，後

二艘在中共國內建造，36據報導稱，中共最新

型的元級(041型)潛艦在靜音和戰鬥系統性能上

未臻完善，仍與拉達級潛艦整體性能上存在較

大差距。因此，中共海軍希望能夠聯合研製或

基於拉達級的技術改進及提升現役潛艦。換言

之，中共感興趣的應是獲取拉達級潛艦的科技

及靜音技術，37或許未來中共海軍可研製出戰力

更強的自製潛艦。

(五)022型導彈艇

北約代號：紅稗級，英文：Houbei class，

是2004年上海江南造船廠所建造的新一代飛彈

快艇，採用高速穿浪式艇設計，噸位約在250

噸，至2014年中已有60艘服役或下水。是以攻

船飛彈為主要武器的快艇，以低廉的價格獲得

護衛艦甚至驅逐艦才有的攻船飛彈火力密度，

對敵艦進行近海突擊。其特點就是具有隱形的

設計，整體外型和塗裝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匿蹤

化。武器部份艇艏一門AK630快砲、艇艉裝備有

8枚鷹擊83(YJ83)攻船飛彈。38裝配有HN-900資

料鏈路系統及OFC-3光電跟蹤儀，使得資料鏈傳

及搜索能力更加提升。另022艇既可以單艇出

擊，也可以集群出擊，在空警2000指揮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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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巡邏機資料鏈傳引導下打擊敵大型艦隊。39

 (六)攻船飛彈

1.鷹擊62攻船飛彈

新型的鷹擊62攻船飛彈配屬於中共海軍新型

岸艦導彈部隊，導引方式採慣性+衛星導引，

據聞可能採用俄羅斯Glonass或中共自製北斗

衛星定位系統，目前還裝配在中共海軍旅洋

Ⅱ(052C)型飛彈驅逐艦(中華神盾)上，據稱射

程約280公里，為體型重達300公斤的穿甲爆

破彈，穿甲爆破彈係針對萬噸以上的船艦所設

計，可對我基隆級艦發動飽和攻擊，亦可由岸

基攻船飛彈和艦上的攻船飛彈配合攻擊。40

2.鷹擊83攻船飛彈

美國「軍事評論雜誌」曾經發表文章稱：

中共發展的「鷹擊83」攻船飛彈，非常令人感

到不安，這是中共新一代的攻船飛彈。「鷹

擊83」射程約180公里、裝置160公斤的高爆彈

頭、最大飛行速度0.9馬赫、飛行高度30公尺、

攻擊時飛行高度下降至7公尺、可於飛行中接收

目標數據，航行艦船很難進行有效防護，是中

共發展遠程攻擊武器之一；另一項值得注意的

是「鷹擊83」裝置於022型導彈艇及海航部隊的

殲轟7戰機及空軍的轟6戰機，研判現正進行適

用於潛艦的潛射型，最後形成空中、水面、水

下三位一體的攻擊平臺，除增加超視遠距攻擊

能力，更能增加敵艦防禦難度，41以達到奇襲的

目的。

 (七)殲20隱形戰機

 相關共軍殲20戰機各項戰術諸元及性能，外

界均無所知悉，而俄羅斯compulenta網站於101

年2月1日宣稱，中共可與美國F-22戰機相抗衡

的殲20隱形戰機研製順利，將在幾年內開始正

式生產。殲20隱形戰機讓中共成為美、俄之後

第三個擁有第五代戰機的國家，預計該機可能

會有奪取制空權及攻擊地面目標、反艦等多種

用途。42自2011年11月首度試飛至今已建有9架

原型機，最新一架為編號2016於2015年9月11日

開始在成都飛機製造廠開始了地面滑行測試。

有軍事專家分析，如編號2016原型機能於今年

投入試飛，則殲-20戰機有可能於2017年開始小

批量交付解放軍空軍試用。43上述網站之報導如

為正確，未來在臺澎防衛作戰中制空權及制海

權之爭奪，將更形困難。

三、作為上-加強資電戰力及長航作戰能力

(一)加強資電戰力

中共稱為「信息戰」，定義為：「對立雙方

為爭奪對資訊得取得權、控制權及使用權，而

展開的一種戰爭形勢，其目的在於利用這些資

訊優勢使對方屈服，或是使對方喪失這些優勢

而達到干擾對方之作用」44。中共2011年3月31

日發表的《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指出，

共軍緊緊圍繞建設資訊化軍隊、打贏資訊化戰

爭的戰略目標，整體設計，分步實施，努力解

決制約體系作戰能力形成和提高的突出問題，

部隊資訊化條件下作戰能力明顯提升。45有關中

共在資訊戰上之準備，共軍正積極的結合包括

華為集團、中芯集團、聯想集團、方正集團，

以及巨龍集團等公司，共同合作發展各項執行

新國防戰略所需要的「網電一體戰」能量。在

這些軍工企業的合作方案中，共軍已逐步建立

自主性的軍事通訊網路，並且能夠運用光纖技

術、衛星無線通訊技術、微波技術、長距離高

頻收音系統。以及全球性電腦網路系統等，作

為執行「信息化作戰平台」、「導彈與巡弋飛

彈奇襲」、「網電一體戰」，發揮系統化和數

位化作戰效能。46

(二)長航作戰能力

中共解放軍海軍自2008年12月底首批執行亞

丁灣護航，至今已執行21批次(2015年8月)，納

編過的兵力計有051B型驅逐艦(167)、052型驅

逐艦(112、113)、052B型驅逐艦(168、169)、

052C型驅逐艦(150、152、170、171)、053H3型

護衛艦(527、528)、054型護衛艦(525、526)、

054A型護衛艦(529、530、538、546、547、

548、550、558、549、568、569、570、571、

572、573、574)、908型遠洋補給艦(885)、

903型(886、887)、903A型綜合補給艦(889、

890)、071型綜合登陸艦(989、998、999)等63

艘次。47經分析均由三大艦隊輪流執行此任務，

其中護衛艦、驅逐艦、補給艦及登陸艦均納

入訓練，不乏有剛成軍的艦艇隨即執行任務。

由此趨勢看來解放軍海軍各艦艇已具備長航能

力，在未來作戰中更易適應長期於海上航行，

增加兵力彈性運籌碼。

肆、我海軍發展方向

在共軍軍力持擴張的壓力及我國國防預算的

逐年緊縮下，我海軍仍應持續戮力精進，在建

軍整備方面賡續依「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軍

事戰略構想的指導，並在掌握共軍軍力發展方

向下運用不對稱作戰思維，來研擬海軍未來之

發展方向。

一、研究新式不對稱戰力

現階段不對稱戰力建置已達一階段，應持續

依中共軍事發展研擬因應對策。應建立及提高

自我在戰場上之的相對優勢，積極在現有不對

稱戰力基礎上尋找共軍最薄弱環節，在共軍軍

力持續增長之時，研究我軍新式之不對稱作戰

戰力，在重要時刻發揮以弱擊強、避實擊虛，

以打擊共軍要害，剋制共軍作戰能力及行動，

達成以小博大、以寡擊眾之目標。

二、堅持國艦國造政策

(一)國艦國造政策

此概念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厚植國力」，反

觀中共造艦能力近年來可說是一日千里，從旅

海級、旅洋Ⅰ級、旅洋Ⅱ級(中華神盾)、旅洲

級等驅逐艦，另有60艘的022導彈艇、4艘071型

船塢登陸艦(1艘建造中)，48其陸續有自行研發

的作戰艦艇(052C、052D飛彈驅逐艦、054A飛彈

護衛艦及潛艦)服勤。而我國近年完成自製新型

飛彈快艇(FACG)30艘成軍，今年(2015年)已有

沱江飛彈巡邏艦及磐石油彈補給艦成軍服役，

終於將我國軍備獲得從軍售為主要管道改以國

造為主，使我國軍備獲得不受制於美國(我國大

部分軍購均是採購美軍汰除裝備)，此項國造政

策之延續除可建立自主國防，扶植軍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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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培植國內造艦能力，提升經濟發展、增加

就業機會，利國又利民。49未來我國軍備發展才

可以依「要什麼、建什麼」的方向邁進，不會

受制國際政治、外交等因素及僅可採購國外汰

除裝備，或是補給料件供補窒礙等問題產生。

(二)預防軍工貪腐

以南韓為例，在2014年4月發生「世越號」

客輪沉沒事件，此時正需要南韓海軍救難艦協

助現場搜救，但新型掃雷救援艦「統營號」完

工2年後仍被滯留在大宇造船廠碼頭上，南韓海

軍拒絕接收的原因是該艦核心裝備規格未達標

準。經南韓國會國防委員會議員安圭伯指出，

「統營號」所使用的聲納是靈敏度極差的漁業

聲納，其市價僅2億韓元(約18萬美元)，但南

韓海軍竟然以41億韓元(約420萬美元)採購，

因此才掀出南韓軍工體系貪腐嚴重的情況。後

續調查由於軍購腐敗，致使大量劣質零件進入

南韓海軍，其中可發射飛彈的60餘艘作戰艦艇

中有36艘因此原因至今未發射過飛彈。安圭伯

又稱：「我國軍工腐敗由來已久，積弊難除，

從單兵武器到裝甲車、火砲、潛艦、大型登陸

艦、戰鬥機等專案，在設計、管理、維護等諸

多環節皆存在腐敗行為，可謂無案不腐」。50基

此我國海軍後續仍有許多建案(沱江後續艦、弘

運計畫、海星計畫等)，應以南韓海軍為借鏡，

積極防弊禁貪才不致辜負國人殷切期望。

三、部署無人飛行儎具

遽聞中科院已成功研發各型式之無人飛行

載具，研判中科院已掌握無人飛行載具相關核

心技術，我海軍應向中科院提出符合海軍作戰

需求之無人飛行載具，例如可掛儎一至二枚攻

船飛彈或魚雷、具情監偵功能及留空時間長等

功能，可於作戰時先行運用對敵艦採取攻勢作

為，而在平時可減少艦艇偵巡次數，易可隨時

掌握海域目標動態，不易遭敵偵知，減少油料

消耗成本。

四、關鍵基礎設施維護

關鍵基礎設施概念源自美方，自1990年代

中期因國際恐怖主義日益猖獗，所以美國開始

關注於關鍵基礎設施防護，雖我國亦有軍事設

施防護的觀念，但相較於美方我國作法仍嫌不

足，美國將關鍵基礎設施列為國家戰略關鍵資

產，並將其定義為實體或非實體之資產，或潛

在系統遭受損毀及失效時，會使國家安全、經

濟安全、國民健康或任何形式的安全保護受到

重大衝擊，最後在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後

制定了「國土安全法」，讓關鍵基礎設施有了

法源依據。我亦可參考此一作法，將攸關海軍

作戰、後勤、補給、通信或基地之重要設施立

法保障，使海軍的作戰中心、雷達站、補給廠

庫、通信岸台、港滬設施等受到國家層級完整

的防護，並且在作戰時亦能正常運作，達成海

軍保衛海疆之使命。51

五、強化通資電防護力

規劃籌建整合艦上威脅預警系統、自動反制

系統、海軍重要指管中心脈衝防護等，結合科

技發展，依整體化與資訊規劃原則，建構資訊

電子安全防護與資訊網路基礎設施，確保資訊

安全、傳輸順暢及資訊電子戰作為，並配合國

軍政策指導，發展必要之資電反制戰力。期望

於共軍發動攻勢時，我方已於第一時間完成反

制、情傳及後續因應作為之處置，此亦非常符

合不對稱作戰思維。

六、建立反潛監偵體系

孫子曰：「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

分」，重點在於使敵人曝露行跡而我不漏行

跡，使我軍可集中兵力而攻擊分散的敵人。面

對中共龐大且新式的潛艦部隊，而近年來性能

快速提升，已具備配有絕氣推進系統(AIP)的

潛艦，而臺灣四面環海，我反潛兵力目前數量

不足，且須兼顧其他任務，負荷吃重，為有效

節約兵力，確保戰力完整，應即建立完整的反

潛監偵體系，此體系須包含空中偵巡兵力(P-

3C)、水面艦船、水下兵力及軍事衛星等，並

結合水下聽音器、聲納浮標、敵後情報單位及

岸防部隊等構成依完整之監偵體系。52另一方

面P-3C獵戶座反潛機是東亞地區使用最頻繁，

且最活躍的空中反潛機種，可與東亞各國(使用

國計有美國、澳洲、紐西蘭、南韓、日本、泰

國，後續還有越南加入)協同組成反潛巡邏防

線，53如此可更綿密監控中共潛艦動態。

七、持續鼓勵進修教育

為何要鼓勵進修教育，國內學者淡江大學林

中斌教授在其著作《以智取勝》中有談到，共

軍持續提升解放軍教育品質。共軍在2003年9

月頒布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提出

未來20年共軍人才培養軍事知識需求目標，計

畫在2020年前達成「加快整體發展，實現人才

建設大進步」目標，全面提升戰力，以適應打

贏信息化戰爭需要，期能全面提升共軍人員素

質，54由此知，積極鼓勵軍士官幹部參加進修，

提高戰略素養與國際觀，才能與社會或及國際

接軌，不致於閉門造車無法與時俱進。

八、評估海軍兵力東遷

據日本「產經新聞」消息指出，在2010年2月

3日包含護衛艦在內的中共海軍4艘軍艦上午通

過沖繩-宮古之間水道，向太平洋方向行駛。55

在當時是很震驚的新聞，然時至今日此類新聞

已不足為奇。而近幾年規模最大是在2013年11

月26日中共海軍首艘航母「遼寧艦」自青島港

啟航與伴航艦艇飛彈驅逐艦瀋陽艦(051C型、舷

號115)、石家莊艦(051C型、舷號116)和飛彈護

衛艦煙台艦(054A型、舷號538)、濰坊艦(054A

型、舷號550)11月28日清晨通過臺灣海峽進入

南海，並在南海與海南三亞港的宋級潛艦(039

型)、晉級潛艦(094型)舉行大規模航行訓練，

針對此次訓練行動我們可以推估中共航母戰鬥

群之水面及水下戰力已在建置中。56中共海軍已

數度穿越臺灣海峽或繞至我東部海域，雖離我

距離甚遠，但這類長航行動應給我方政軍當局

一個省思，敵人已有能力從西部臺灣海峽長驅

直入或至我東部太平洋海域對我攻擊。而全球

防衛雜誌採訪主任施孝瑋指出，臺灣海峽寬度

不足，一但兩岸發生戰事，中共運用航母進行

作戰，必然會選在距臺灣二百海浬以上的海域

指揮對臺作戰。57然我海軍主力仍建置於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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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東部地區經營有限，戰時如遭敵人東、

西部兩面夾擊，我海軍連疏泊待命的機會都沒

有。所以評估我海軍主、輔戰兵力東遷部署之

可行性刻不容緩，並應將評估層級由軍種戰略

層級提升為國家安全戰略層級，才可因應共軍

由東岸攻擊的防禦作為。

伍、結論

目前中共國防建設正朝陸軍「內縮」、海軍

「外張」的方向發展，海軍以提高綜合作戰能

力為首務，58隨著中共經濟持續成長，使中共

海軍質與量上不斷提昇，對我防衛作戰形成嚴

峻挑戰，由此知我海軍在臺澎防衛作戰中之職

責更形艱鉅。然我無法與共軍作軍備競賽的同

時，採取不對稱作戰思維來建軍，是最明智的

抉擇。國軍建軍備戰不能停，武器研發需持續

進行，並運用「不對稱」原則，用最少的投入

發揮最大的效果，建構足以嚇阻敵人侵略的國

防力量，59使人民有安定的保障。

臺海和平穩定是我海軍最重要的使命，在

兩岸關係逐漸轉好趨勢下，我更應積極整備，

讓國人在兩岸經濟互助的氛圍下，不懼中共威

脅，積極發展經濟。然而，中共《反分裂國

家法》中對臺灣問題卻仍明確訂有「得採取非

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之條款，及未排除

對臺動武的選項，兩岸仍有發生武裝衝突的可

能，60且對我國的軍事部署，也沒有調整的跡

象，61近年更宣布在東海與釣魚台附近空域設立

「東海防空識別區」，62及大規模於南海進行

填海造陸行動。馬總統因而提醒「國人絕不能

因此而忘記對岸仍是我國防安全最大的威脅」

63。因此，全體國人應具備「毋恃敵之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的正確觀念與警覺，積極建立

「精、巧、強」的國防武力，並強化「全民國

防」的準備，才能夠在臺海兩岸和緩良性互動

的環境中，確保國家安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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