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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外，最重要的目的在維護海上能源生命線

的安全。本文主要探討中共推動「一帶一路」戰

略與海軍戰略佈局的相互脈絡及發展與影響，以

作為我國未來總體戰略應對之參考。 

貳、「一帶一路」的歷程與戰略

構想

一、發展緣起與規劃

隨著中共發展策略的調整，經濟體制的改變，

中共近幾年來已成為全球經濟上最具威脅的競

爭力量； 5但最近中共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及

海外投資收益所遭到的障礙與挫折，迫使中共

重新調整戰略步伐。6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2014

年11月於北京舉辦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

議」(簡稱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上所宣示，將投入400億美金

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計畫，確定「一帶一路」的新國家戰略。前

者是指通過中亞到歐洲循著傳統絲路的經濟帶，

後者是指通過東南亞、印度、中東到歐洲的現代

海上絲路。

「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是

在陸路，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

撐，著重在經貿產業園區作為合作平臺。它有三

個走向，一是從中國大陸出發，一是經中亞、俄

羅斯到達歐洲(波羅的海)；二是從新疆出發經中

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島；

三是從中國大陸到東南亞、南亞、印度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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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期，中共推動「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的戰略構想受到全球各國眾所矚目的

焦點，比較明確的政策輪廓起緣於2013年9至10

月份期間，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出訪中亞與東南亞

時，向各國提出以中國古代絲綢的陸上古道與水

路貿易路線為架構，鏈結周邊區域貿易整合與交

通網路的計畫。「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

「一帶一路」作為中共一項重要的中長期國

家發展戰略，其要解決問題之一是油氣資源的獲

取問題。近年來由於中共的經濟增長，除海上船

舶航運流量頻繁外，其石油的消耗量與用油量占

全球的比例也同時快速增加。1中共自2015年4月

起原油進口量首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原

油進口國。中共高度仰賴石油進口，進口石油占

總需求40%，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60%，2其中80%

將經由印度洋運抵中國大陸。3如果斷絕石油資

源的供應；或是一旦發生衝突，美國意圖封鎖海

上通道，則中共經濟將受到嚴重的創擊。因此積

極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也就是確保能源供給安

全，基於海上航路的確保，必須有賴海軍力量作

為後盾，以保護過度依賴海上貿易的弱點。中共

對能源與貿易安全的關切，正耗費巨資打造海軍

艦艇，並提供中共海軍實施現代化所需資源。

近年來，中共海軍積極建造各型艦艇，逐步

建立遠洋戰力之意圖。除了積極武器載具的建造

外，中共海軍近年也加強艦隊的遠洋訓練，藉著

參與維和行動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編組護航艦

隊，經南海進入印度洋活動。此外，中共在南海

島礁填海造陸，興建軍事基地；同時運用「一帶

一路」戰略在孟加拉的吉大港、緬甸的實兌港和

可可島、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的瓜

達爾港等取得經營或使用權，4串聯瀕臨印度洋

各港口以維護海上生命線暢通，達成「珍珠鏈」

(String of Pearls)戰略構想，作為未來海軍發

展遠洋兵力投射時的中繼站。上述種種部署顯示

出中共海軍戰略積極轉型之企圖，除因應經濟發

中共推動「一帶一路」
 對海軍戰略發展之影響

濟帶」(Silk Road Economic Belt)和「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構想的簡稱，主要是在建立中國大陸與區

域間各國的合作平臺，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

邊進入歐洲經濟圈，藉以加快中共的經濟增長

與轉型。「一帶一路」戰略將是中共推動經濟發

展的首要戰略，而「一路」的重點是藉由海洋來

發展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然而經濟發展又首重能

源，就地理路線觀察，印度洋將是中共海上經濟

安全之首重，而這又與「麻六甲困境」不謀而合。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確立「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並在2014年北京APEC會議上倡

推「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一帶」是指通過中亞到歐洲循著傳統絲路的經濟帶，「一路」

是指通過東南亞、印度、中東到歐洲的現代海上絲路。中共希望透過「一帶一路」在經濟、外

交、軍事的戰略佈局，企圖解決能源運輸之安全，也就是說中共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佈局

其主要的目的之一是確保能源供給安全。

中共體認出海洋經濟資源與海上能源生命線的重要，為了確保國家領土安全和經濟利益，更

加重視海軍戰略的規劃，積極發展海權以維護海洋利益及海上交通線之安全，海軍戰略的轉型

逐漸邁向遠海作戰的戰略目標，更致力於海軍現代化的建設。隨著中共海軍現代化腳步的日益

加快，為實現「海洋強國」戰略目標，未來必將建立遠洋艦隊且具備兵力投射之能力，以維護

海上能源生命線的暢通。

著者／蔡志銓 
國防大學海學院指參班103年班
現為海軍陸戰隊學校小部隊兵器組少校戰術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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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指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在海

路，以重點港口為節點，著重在海上運輸通道的

暢通與安全。重點方向有兩條，一是從中國大陸

沿海港口經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

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通往南海到南太平洋；7其

「一帶一路」涵蓋版圖如圖1所示。

二、「一帶一路」戰略促進海權發展

「一帶一路」是鑿穿歐亞、聯通東西的戰略

藍圖，已被喻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中共

希望能夠借以進一步擴大在亞洲的影響力。依據

中共解釋，「一帶一路」的構想是依據中共與其

他國家進行雙邊、多邊合作，借助現有的區域合

作機制，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

打造亞洲命運共同體。8「一帶一路」也是將軍

事、經濟、外交三位一體的整合性戰略，而「一

路」戰略的基礎，主來自於「海權」思想家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的觀點，其主要的目的

就是對交通線的掌握。

中共在戰略空間上實現向西拓展，即在海上擴

展至印度洋，以便對海權強國的美國形成挑戰，

這也更加驗證了中共對海洋四大屬性的經歷，如

圖2所示。由於中共經濟多依賴海上貿易，近年

更為東海、南海島礁爭奪作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與海洋資源利益為目的，以及近期大力建造各式

作戰船艦，未來將逐步挑戰美國的海上霸權。上

述的作為也代表著中共作為陸權大國，也逐步走

向海權國家的發展。

三、「一帶一路」結合海軍戰略的佈局

海權思想中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一個國家對於

海上貿易運輸線和能源供給線的依賴程度，正是

2015年5月26日，中共發表《中國的軍事戰

略》國防白皮書也指出：「積極防禦戰略思想是

中共軍事戰略思想的基本點。作好海上軍事鬥爭

和軍事鬥爭準備，堅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統一

和安全。海軍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

求，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

型結合轉變，構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

戰力量體系，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

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

力」。11因此，加強海上通道的防護，海軍將處

於絕對的主導地位，12因而致力發展海軍現代化

策略。

中共海軍現有的海上載臺與武器大多能支援

以臺灣及南海地區為主的「反介入/區域拒止」

(anti-access/areadenial,A2/AD)戰略，因此中

共海軍可能藉助「保護中共水域以外的海上交通

線、人道救援/救災，以及拓展海上外交等全新

且有限度的需求」為由，扮演輔助該戰略的角

色。13中共試圖在2020年前建立一支「區域(遠

洋)攻守兼備型」海軍，此類型的海軍可在區域

內有效取得制海，同時亦如英國海軍於福克蘭戰

爭期間所為，具備武力投射至區域外，並在其

他大洋海域可有效取得制海與遂行海上拒止的能

力。14此一部隊除有能力在整個中國大陸周邊

以及進出中國大陸要道(向外抵達並超出第二島

鏈，以及整個南海海域)，藉由制遏敵對部隊，

致令其陷於困境，阻止敵人進入；另在必要時該

部隊可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進行海上攔截行動，

以及高層級之非戰鬥人員後送作業。15

參、中共海軍戰略發展現況

一、中共海軍艦艇現代化的進展

中共海軍主要編成北海、東海及南海三個艦

隊，約870艘各式船舶(其中包括約60艘潛艇)，

約147萬噸，16主要負責海上安全、領海主權及

海洋權益的維護。區分為五大兵種：海軍水面艦

艇部隊、海軍潛艇部隊、海軍航空兵、海軍陸戰

隊及海軍岸防部隊。近期重點放在建造大型水面

艦、核動力戰略導彈及攻擊潛艦，以增強遠海兵

力投射及區域拒止能力，如表1所示。未來，中

共為維護海上交通線及遠洋戰略發展，將致力建

立一個具現代化且具備攻擊性的特種混編艦隊，

以航母為核心，驅逐艦(或護衛艦)和核動力潛艦

為骨幹。17

二、中共近期造艦規劃

(一)航母與兩棲艦隊

繼中共成功改建其海軍歷史上第一艘航空母艦

「遼寧」號之後，外界一直關注中共海軍下一階

段的航母計畫。第一步即是建造排水量達到大型

圖1 中共一帶一路涵蓋版圖示意圖

資料來源：

1.劉賢、韓璐，〈張高麗：中國規劃一帶一路6大經濟走廊〉，《鳳凰網》，

2015年5月27日，〈http://news.ifeng.com/a/20150527/43848783_0.

shtml〉(檢索日期：2017年1月7日)。

2.作者自繪。

圖2 海洋四大屬性循環圖

資料來源：傑佛瑞‧提爾著，李永悌譯，《21世紀海權》，

(臺北：史政編譯室，2012年11月)，頁63。

與該國海上力量增長程度成因果

關係，越依賴就越脆弱，因此所

需要的海權力量就越大，因此中

共認為必須發展強大海軍以捍衛

經濟持續增長。9觀察中共近年

國防預算顯示出在2015年中共軍

費比起2014年增長10%的幅度；

2016年比起2015年更是微幅增長

7%至8%的幅度，如圖3所示。這

也凸顯出在中共經濟放緩的情況

下，軍費預算的微幅增長顯然體

現出中共穩步進行國防建設的堅

定決心，更表明中共對未來軍事

力量為國家和平崛起寄予厚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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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級別的常規動力航母，第二步發展大型核動

力航母，數量各為兩艘。中共國產首艘航母預於

2018年成軍，據中共學者分析，按照「遼寧」號

的命名模式，中共首艘國產航母將以「山東」號

命名的機會最高，並與「遼寧」號同駐青島航艦

基地。第二艘可能稱作「廣東」號，駐守南海三

亞，以紀念1839年林則徐在虎門銷煙三甲子。18

國產第一代傳統動力航母主要艦載機為試驗近尾

聲的殲-15，在採用核動力第二代航母出現前，

不排除搭載已能批量生產試飛的殲-31。

中共當前有兩個航空母艦基地，一個位於青島

膠南市古鎮口，一個位在海南三亞榆林港，19從

戰略戰術以及分散風險的角度來看，南北各擁有

一個航母基地最為適中。未來將規劃四處航母基

地，其增加大連與舟山航母基地，分屬於三大艦

隊，以分別應對朝鮮爭端、東海之爭、臺海局勢

與南海問題。20以目前周邊形勢和區域安全的需

求考量，中共計畫擁有四艘航母需求。21依據中

共海軍「三步走」的戰略規劃，航母將作為中共

遠海發展最重要之組成。

在兩棲艦艇部分，071型船塢登陸艦(玉統級)

是中共海軍第一款自主設計的船塢登陸艦，首艦

「崑崙山」號於2006年6月開工，2006年12月20

日下水，於2008年服役，可搭載四艘國產氣墊登

陸艇、一輛重型戰車或十輛越野車，搭載人數約

250人，目前已有三艘服役，預計建造六艘，是

中共目前最具現代化之兩棲登陸艦。22中共海軍

正積極發展081型兩棲攻擊艦以實現海空一體兩

棲戰力，靈感可能得自法國的「西北風」級，23

有望於未來幾年部署。近年來中共以跳躍式大規

模建造兩棲艦艇以建構強大的兩棲和海上軍力投

送能力，未來在081型兩棲攻擊艦成軍後，搭配

數艘驅逐艦、護衛艦與潛艦，以及一至兩艘補給

艦組成兩棲作戰艦隊，將足以威懾我國及任何一

個東南亞國家或日韓的水面艦隊。對中共現階段

的遠洋發展或是長期海軍戰略，都具有極為關鍵

的意義。

(二)水面及水下兵力建造

自2008年以來，中共海軍大力建造各種水面作

戰船舶，包括飛彈驅逐艦和飛彈護衛艦，並強化

艦隊防空、反艦攻擊及反潛作戰能力，未來將擔

負多樣性的任務。24現代級(杭州級)驅逐艦將作

為對付美國航母或神盾艦之殺手武器，25未來中

共遠海作戰主力將由052C型及052D型驅逐艦擔任

並賦予保駕護航及航母編隊護衛任務。中共海軍

將持續大量建造052D型導彈驅逐艦且下水服役，

數量將可能超過十艘。據西方媒體聲稱，中共如

果能夠保持現有艦艇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再部署

十至十五艘先進驅逐艦，中共海軍將成為亞太地

區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水面艦隊。26

中共海軍自1985年起相繼投入建造主力護衛

艦，目前中共近海防禦主力仍由053型護衛艦擔

任，擔負海上巡邏警戒、護漁護航或協同執行反

潛等任務；唯缺點是不適合擔任遠海反潛及遠洋

編隊護航反潛任務；遠海反潛的任務主要由054A

型導彈護衛艦承擔，並賦予遠洋作戰及航母編隊

護衛任務。根據美國國防部在2007年對中共海軍

水面兵力配置評估中，64%的驅逐艦隸屬於東海

艦隊；85%的護衛艦隸屬於南海艦隊。27這樣的部

署顯示出中共海軍為了奪取區域(緣海)內之制海

權所採取的攻勢態勢(東海艦隊作為對臺作戰主

力；南海艦隊則作為應付南海爭端主力)。28

另外在水下兵力部分，中共海軍自80年代起相

繼建造(含採購)各類型潛艦，並搭配攻擊性水雷

與導彈，29是現今中共水下作戰主力。中共海軍

潛艦完成組織變革，將擔任打擊、航母護衛與遠

洋護航等任務。值得注意的是039A型柴油攻擊潛

艦為中共海軍最新型常規潛艦，外觀上有些與基

洛級潛艦類似，所有外界有些觀點認為039A型潛

資料來源：

1.Ronald O’Rourke,“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 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to Congress No.RL33153,June 17,2016,p.50. 

2.作者繪製整理。

            年份

艦艇類型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柴油攻擊潛艦 60艘 51艘 54艘 57-62艘 59-64艘

核動力攻擊潛艦 5艘 6艘 6艘 6-8艘 6-9艘

彈道導彈潛艦 1艘 2艘 3艘 3-5艘 4-5艘

航空母艦 0艘 0艘 0艘 1艘 1-2艘

驅逐艦 21艘 21艘 25艘 28-32艘 30-34艘

護衛艦(遠海) 37艘 43艘 49艘 52-56艘 54-58艘

護衛艦(近海) 0艘 0艘 0艘 20-25艘 24-30艘

兩棲艦艇 60艘 43艘 55艘 53-55艘 50-55艘

飛彈快艇 100艘 51艘 85艘 85艘 85艘

艦艇現代化佔全體之百分比

柴油攻擊潛艦 7% 40% 50% 70% 75%

核動力攻擊潛艦 0% 33% 33% 70% 100%

驅逐艦 20% 40% 50% 70% 85%

巡防艦 25% 35% 45% 70% 85%

圖3　2014年至2016年中共國防預算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辰，〈世界軍費排名：2016年中國軍費增

幅降低〉，《中國新聞網》，2016年3月4日，〈ht t p://

www.chinanews.com/mil/hd2011/2016/03-04/614670.

shtml#nextpage〉(檢索日期：2017年1月7日)。

表1 中共海軍主戰艦艇建造總量統計表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048   049  中共推動「一帶一路」 對海軍戰略發展之影響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4
Vol.36

艦是由基洛級潛艦演化而來；另一觀點認為是從

俄羅斯阿穆爾潛艦的改良版。30在90年代中共積

極建造第二代攻擊型(093型，商級)與彈道導彈

(094型，晉級)核動力潛艦，31現正積極發展與建

造第三代攻擊型(095型，隋級)與彈道導彈(096

型，唐級)核動力潛艦，有望於近期部署。

三、海軍戰略結合「一帶一路」戰略的實踐

中共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在1989-1997年擔任

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時，在他的宣導下，中共開始

重視對「馬漢海權論」的研究。32馬漢是海權理

論的先驅者，基於英國與其他幾個歐洲國家海軍

發展的歷史，他提出影響海權的基本因素區分先

天與後天條件：33先天條件為地理形勢、自然結

構、領土延伸、人口數量、民族性質、政府政策

等六項；後天條件為生產、船舶數量、海外據點

及海軍實力等四項條件。本研究依據馬漢所提出

的「海權」觀念，作為中共現行海軍戰略結合

「一帶一路」戰略的執行驗證。

(一)建造海外據點

進人21世紀後，隨著中共的迅速崛起，中共

在全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安全利益日

益增多，印度洋在中共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也日益

凸顯。未來數十年，印度洋區域仍將是中共全球

能源和自然資源的主要供應地，以及投資和商品

市場的主要地區，也代表著麻六甲至印度洋地區

的海上安全與中共的國家安全的關係將越來越緊

密。隨著經濟的發展，能源與資源安全、貿易安

全、西南邊疆地區安全、海上戰略通道安全也將

更加依賴於印度洋地區的安全。所以，中共的印

度洋海上安全困境不僅僅只有「麻六甲困境」而

已。

能源需求開始顯著影響中共的戰略思維和軍事

規劃，中共希望掌控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關鍵

海上航線，唯一的辦法是藉助一連串港口設施與

軍事關係，也因此引發了西方各界對「珍珠鏈」

戰略的疑慮。近年來，中共積極與印度洋國家維

持良好政治和經貿關係，因此在經濟和政治領域

上積極主動幫助巴基斯坦、緬甸、斯里蘭卡、孟

加拉等國。中共是可以說是巴基斯坦最可靠的盟

友，也幫助斯里蘭卡打贏內戰，還援助過孟加

拉。

珍珠鏈的範圍從中國大陸沿海延伸到海南島，

經由南海到麻六甲海峽，直至印度洋及波斯灣沿

岸，遠到非洲；34其中包括位於孟加拉國的吉大

港、緬甸實兌港及位於巴基斯坦瓜達爾的海軍基

地。而「珍珠鏈」戰略又與「一帶一路」戰略之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異曲同工之妙。因

此，確保海上航線安全成為中共能源政策的一

環，這也是中共極力打造遠洋海軍及建造海外基

地為主要出發點。未來隨著「珍珠鏈」戰略擴大

發展的情況下，這將讓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越

來越感到擔憂，如圖4所示。

 (二)航母與核動力潛艦優先35

科技的創新與應用，加上軍事準則與作戰構

想的變革，使作戰本質產生變化，也改變作戰特

性與遂行方式。36以英阿福島戰爭為例，科技在

空戰與海戰扮演重要角色。37雖然科技不是戰勝

的主要因素，但在衝突中可提供優勢，這對海軍

執行任務的能力有重大影響，也改變海權發展。

海軍的組成、功能及戰略均受科技的變革影響甚

鉅，概分為載臺、武器與資訊。38

以載臺為例，中共積極發展海洋戰略，要在

2020年前能在西太平洋第二島鏈海域內發揮決定

性影響力，並建構遠程兵力投射能力及實施「反

介入/區域拒止」的能力。39此後，中共海軍常

穿越日本進入第一島鏈的活動逐漸頻繁，在擴

展海、空軍力之際，組建航母戰鬥群成為現階

段中共優先發展的目標。一旦中共擁有航母戰鬥

群，其在國家安全與戰略、戰術的意義將會有所

不同。在國家安全的意義上，中共將藉此鞏固其

近海防禦，擴大到遠海疆界，維護印度洋區域的

能源運輸線。在戰略的意義上，中共可以藉此嚇

阻第三國介入衝突區域的可能，如臺海、東海與

南海；或者採取「攻勢」作為。而在戰術的意義

上，將擴展中共海軍的打擊範圍，可以從遠距離

達成制海和對地進行武力投射之目的。

其次是建造核動力潛艦，中共認為唯一能有效

因應美國航艦的武器就是核動力潛艦。對中共海

軍來說，潛艦攜帶反艦導彈來對付美國航母戰鬥

群以達到「反介入/區域拒止」是最佳的選擇之

一；40如攜帶核彈頭，可產生極強的嚇阻戰力。

未來數年內中共將建造094型和096型彈道導彈核

潛艦，這將迫使美國或印度在介入印度洋區域封

鎖時會更加謹慎。近期中共海軍不時在印度洋上

佈屬潛艦，例如在2014年以反海盜之名，派遣核

動力潛艦到亞丁灣執行巡航任務，並多次停靠於

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與巴基斯坦境內港口，41這

也意味著中共潛艦逐漸強化在該區域的影響力。

(三)建造島嶼防衛力量

馬漢認為，評估任何據點的戰略價值必須具備

位置、強度與資源等三項原則，42例如英國掌控

直布羅陀作為戰略據點，該島擁有天然強度與優

越位置，扼要地中海進出。雖然該島資源缺乏，

物資補給困難，由於英國掌握制海權，以後天條

件彌補先天因素不足。美國掌握的夏威夷群島均

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上，由於日

本過度重視島嶼本身的戰略價值，認為僅佈署必

要航空兵力及海上與陸上警備兵力即可確保島

嶼。反觀美國自從反攻瓜島以來乃瞭解島嶼本身

極為脆弱，為確保各島嶼，強化島上防務，整建

航空基地，43以利實施「跳島攻勢」，選擇爭奪

日本戰略據點，控制重要航道使日本海上交通線

受阻。

南海東接太平洋，西臨印度洋，也是全球海

運的重要咽喉航道，這也意味著是中共能源與經

圖4 中共海軍未來十年海外基地港口佈局推測示意圖

資料來源：

1.張曼竹、李躍，〈深度：淺談印度洋對中國的戰略

意義助海軍東控麻六甲〉，《新浪網》，2015年3月

31日，〈ht t p://m i l.n e w s.s i n a.c o m.c n/2015-03-

31/1807826422.html〉(檢索日期：2017年1月7日)。

2.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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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的生命線，特別是維護南海交通線的安全以克

服「麻六甲困境」。近期南海緊張加劇，中共以

「九段線」視南海為「內水」，冀能控制南海水

域島嶼、漁業、礦產等資源，更欲奪取區域主導

權以掌控海、空交通樞紐，目前雖已掌控西沙

群島、中沙黃岩島，且占有南沙永暑礁等七個島

礁，惟對占有南海大半面積之南沙群島仍難以施

展拳腳，主要原因是在南沙島礁缺乏海、空基

地，無法在該地區進行空中與海上巡航，故精心

策劃南沙填海造陸工程，建成人工島礁，建造機

場，44派駐軍隊、部署海、空軍武力，將南海島

嶼作為不沉的航母，進而強化對南沙群島的控制

權。中共積極在南海島礁填海造陸與部署軍事設

施，以作為海空前進基地，創造在南海的戰略樞

紐，以便掌控印度洋到南海的海上通道—麻六甲

海峽，45如圖5所示。

肆、中共海軍執行「一帶一路」

戰略的侷限與挑戰

一、缺乏相當規模後勤補給船艦

中共海軍實力雖逐步成長，但仍缺乏因應戰

略衝突所引發的後勤保障之各型船艦，以中共海

軍現階規模來看，迄今尚未大量建造該類型新

艦，特別是新型「福池」級(903型)遠洋綜合補

給艦。中共海軍當前擁有兩代3型共五艘遠洋綜

合補給艦(包括兩艘「福清」級、一艘「南倉」

級、兩艘較新的「福池」級），為現行護衛艦、

驅逐艦、兩棲艦及航空母艦在內主力艦艇提供後

勤保障支持。相較之下，美國現役補給艦超過

三十艘，為大約一百三十艘大型主戰水面艦艇提

供後勤保障。46經由上述的比較就可以得出，中

共海軍的補給艦種類不僅沒有美國的多，而且噸

位也沒有美國的大，這就限制了補給艦對其他艦

船的持續補給能力，這樣種種因素也就限制了中

共海軍遠洋戰鬥力的提升。

補給艦主要作用，是向航母戰鬥編隊、艦船

供應正常執勤所需的燃油、航空燃油、彈藥、食

品、料件等補給品，是專門用來在戰鬥中提供友

艦後勤支援，因此被廣泛地在任務中使用。尤其

在2014年3月8日，馬來西亞航空由吉隆坡前往北

京的MH370號班機失蹤事件更加暴露中共海軍遠

洋補給的缺點。中共發現自身沒有足夠的補給

艦，就無法維持大量軍艦在遠離中國大陸的海域

活動。47

二、反潛能力仍有缺陷

中共海軍尚缺乏專業的反潛能力，大多數潛

艦主要是設計用來海岸防衛，且過於吵雜而不能

在水下快速航行。多數潛艦至今仍未克服噪音問

題，48如圖6所示。噪音太大對潛艦來說是致命的

缺點，因為會失去隱匿與奇襲性，讓它們更易於

被偵測和攻擊。49相較之下095型核潛艦與039型

常規潛艦相對比較寧靜，儘管這還有待觀察。50

也因為噪音大的缺點，會使各類型核潛艦橫跨太

平洋時極容易被敵發現，因而活動範圍也就只能

局限在中國大陸沿海區域。

在水面艦艇方面，早期服役的驅逐艦和護衛艦

基本不具備反潛能力，近年發展新型驅逐艦和護

衛艦設計上更偏重防空和反艦，缺乏探測靜音型

潛艦所需的高性能聲納和大型艦載反潛直升機。

此外，亞洲普遍裝備美制P-3系列反潛巡邏機，

印度還引進更先進的P-8I反潛巡邏機，在對付潛

艦更有效的定翼反潛機領域中，中共海軍的差距

更為明顯。

三、缺乏遠洋實戰經驗

現代戰艦提高作戰效能的唯一方法，就是比

對手在海上花費更多的時間訓練。中共潛艦部隊

缺乏遠洋經驗與經歷，只能在靠近基地的海域穿

梭。至2005年前，中共潛艦的遠洋巡邏次數是

零；到2008年提升到12次，甚至還有092型(夏

級)彈道導彈核潛艦自服役以來從未參加過遠洋

巡邏任務；而美國每艘潛艦每年至少遠洋巡邏1

次。51

在水面艦艇方面，近幾年遠洋主要都是執行反

海盜與護航任務，每次都派出由一至二艘驅逐艦

或護衛艦、一至二艘補給艦所組成的護航編隊，

在亞丁灣執行為期四個月的巡邏任務。雖在上萬

公里之外的海域執行長時間巡航，可以讓護航編

隊接受最密集和廣泛的訓練。但很難有機會與敵

人(海盜)真正交火、以及作戰行動缺乏實戰經驗

且中共海軍訓練強度不如西方等。中共急需一支

藍水海軍，這不僅包括具備遠洋航行能力的作戰

艦艇、經驗豐富的水手，還意味著需要大批油料

艦、補給艦和後勤維修船所組成的支援艦隊以便

圖5 中共所屬南海人工島礁圖

資料來源：

1.亞歷山大．內爾（Alexander Neill），〈觀點：南海島

礁上的「飛機庫」說明了什麼？〉，《BBC中文網》2016

年8月11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

china/2016/08/160811_viewpoint_south_china_se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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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中俄潛艦寧靜度比較圖

資料來源：1.Anthony H. Cordesman,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Power in 2014：Chinese,Japanese,Korean,Taiw

anese,and US Perspectives,(Washington,DC: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4),p.245.

2.作者繪製整理。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052   053  中共推動「一帶一路」 對海軍戰略發展之影響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4
Vol.36

於後勤整補，以利維持遠洋艦隊的作戰能力。

四、C4ISR系統複雜且整合不足

中共海軍現有許多水面艦艇所使用的武器和

裝備大多從國外進口，所以後勤維修始終是一個

困難解決的問題。例如船艦推進系統除了自製以

外，還有來自俄羅斯、法國和德國的設計，在透

過仿造、改良以試著將不同系統整合在一起運作

時，系統整合和相容性的問題必然浮現；且現行

多數水面艦艇缺乏戰損控制系統，在戰場上難以

生存。52 

C4ISR系統的整合一直是中共海軍現代化的努

力方向，因為只有C4ISR系統的有效整合才能讓

載臺不只是單獨作戰單位，也才能遂行所謂的

「網絡戰」。以海軍而言，目前的C4ISR系統存

有不少缺點，包括：

(一)隨著船艦載臺的數量越來越多，中共海軍

C4ISR系統整合卻趕不上   其更新速度。

(二)受到軍備禁止進口影響，海軍無法自國外

獲得最先進的相關技術與裝備。

(三)艦隊中新式與老舊船艦都有，新舊系統的

共存增加了整合難度。

(四)缺乏C4ISR專業人才，在薪資待遇落差

下，優秀人才寧可投身民間企業而非軍旅。

(五)缺乏實戰經驗。中共海軍自1979年後就沒

有實戰經驗，大型海戰經   驗更是缺乏。只有

藉由真正的實戰，而非一般演訓，才能真正發現

C4ISR的問題在哪裡。53

五、現階段缺乏足夠的海外基地

根據中共的海軍戰略與海運線安全的需要，中

共可能需要更多的海外基地，但目前為止離中共

海運線最近，而又比較能成為中共所利用的海軍

基地在緬甸。但緬甸自己沒有強大的海軍，無法

在中共與外國發生衝突時保衛這些基地。同時，

一些可能成為中共海外基地的所在國，如斯里蘭

卡與孟加拉等，由於政治都存在著不穩定性，也

代表中共可能會在戰時失去使用基地的許可。

中共試圖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海上霸主地位

積極建造海外據點，以便保護自己在印度洋和中

東地區的戰略利益；但美國已在全球建立一套完

整的基地網絡，包括日本、關島和印度洋的迪戈

加西亞島等，除此之外，美國隨時可得到盟友所

提供的協助，如印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

六、新型艦載機發展仍需相當時日

無論美國隱形戰機F-35A服役與否，F-18E/F

至少還會服役20年，因此中共當初所研製殲-15

艦載機，不是要對付F-35A，而是先解決有無的

問題，並逐步改良成能夠對付F-18E的水準。在

論證、試飛階段，殲-31已進行各種航艦實驗的

研究，且把它定位為海空通用型戰鬥機，一旦完

成試飛，下階段將考慮進行短距、滑跳起飛的測

試。

迄今為止，除殲-31外，看不出中共其它下一

代戰鬥機具備上艦潛力。即使現在開始研製，至

少需要10年時間，而殲-31已是試飛3年的飛機。

據西方報導指出，發動機仍是殲-31的缺點，目

前試飛的殲-31採用俄製AL-31F發動機，但不能

滿足生產需要。最終殲-31只能等待渦扇13發動

機的研製，但也不排除選用俄製RD-33發動機。54

綜合上述分析顯示，中共極力發展藍水海軍以

結合「一帶一路」戰略(尤其是海上交通線的維

護)仍有待時日，研究推測中共未來遠洋艦隊的

編隊，就航母戰鬥群的編組可能包含數艘052C型

及052D型驅逐艦負責區域防空，反潛的任務將由

054A型導彈護衛艦承擔，再加上數艘核動力潛艦

來協力反潛。基本上，航母戰鬥群的編組尚可成

型，亦對我國家安全造成極大威脅。但缺乏配備

性能先進的反潛能力，且現有核動力潛艦的噪音

水準仍低於美、俄兩國，容易被敵方鎖定而加以

摧毀。另外在電磁干擾環境下電子對抗的能力，

「區域反潛」的作戰能力及航母戰鬥群戰術、戰

法的熟稔、實際經驗的累積仍有待加強。55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中共自1980年開始實施經濟改革導致中共整體

國力增加，特別展現在沿海地區。國內經濟成長

讓中共需要更多的能源，近年中共的海外石油主

要來自中東和非洲。作為世界頭號貿易大國，中

共無可避免需要更多的資源以支應其經濟命脈，

這讓中共充分瞭解到海上交通線的重要性。

中共建立貿易網絡的基礎是海上運輸通道的構

建與暢通，特別是中共進口石油與對外貿易通道

主要集中於印度洋地區。印度洋海上通道是中共

經濟的命脈，中國大陸貨物進出口量多數必須通

過麻六甲海峽經印度洋進入中東、非洲、歐洲及

美洲，所以能源通道的掌控成為中共國家戰略的

主要課題，因此產生所謂的「麻六甲困境」。

由於美國油頁岩壓裂採油技術逐漸成熟，對進

口石油的需求正逐漸下降，中共將會取代美國成

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中共能源進口主要

經由海上運輸，依賴進口的程度還不斷擴大，一

旦中美之間爆發軍事衝突，美國將封鎖中共的海

上運輸，屆時中共的「海上能源生命線」將會受

到致命的打擊。

中共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就是為了維護國

家利益和需求，但也是對軍隊改革的一個巨大牽

引。中共正式通過「一帶一路」的戰略設計，確

立了對海權的戰略需求。中共必須建立一支強大

的國防武力，以及一支能夠跨出國門，在千里萬

里之外的海軍力量，才能確保「一帶一路」在安

全上獲得保障，繼而確保戰略目標的實現。

另一方面，中共藉由快速發展的經濟作為後

盾，逐步實現海軍現代化的發展，希望透過「海

洋控制」及「兵力投射」為手段，以維護海洋權

益及建立對歐亞非地區的戰略影響力，然而在諸

多現實條件下，在2040年前是否能建立遠洋海軍

的戰略目標，仍有待觀察。但值得注意的是，中

共遠洋海軍戰略才剛起步不久，但以中共積極的

投入與全力的發展，勢必將成為東亞地區主要的

海上力量，也將受到全球所關注，尤以美國為

最。

二、建議

中共軍事現代化的速度，顯示出中共和我國的

軍事實力差距將會更加嚴重。中共現今已經消彌

某些軍事能力的差距，包括防空和長程海上攻擊

能力，這已可以用來支援多項對臺的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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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能在印度洋封鎖我能源生命線。未來兩岸情

勢若趨於緊張，中共海軍勢必藉由軍力優勢阻擾

我國在印度洋的能源運輸，將對我國安影響產生

重大威脅。因此我國必須藉由外交的手段參與美

國為首的情報交流合作，就海上運輸安全的實際

需要，我國海軍必須與他國部隊情報共享、密切

聯繫、協力監控，以維護我國海上生命線的安

全。

世界上，沒有廉價的國防。若考量民族尊嚴、

國家安全、人民生命財產相比較，則國防經費必

須用在刀口上。當今世界各國對海洋的控制爭奪

日趨白熱化之時，如何積極運用海軍來維護我國

的海洋權益，如何打造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來捍

衛主權是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國應以

海洋導向之國家戰略目標的建軍理念，建構相當

規模的海軍，才能擁有海權，嚇阻對方；唯有確

保海權才能維護國家安全，更能藉由海軍武力為

憑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雖然在國防資源的限

制下，我國的確無法建立一支能與中共匹敵的海

軍，但必須建立一支能拒止他國的海軍，發展嚇

阻他國進犯的不對稱作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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