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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民國103年(2014-05)的《海軍軍

官》季刊第33卷第2期上，發表了一篇

〈海軍名詞尋源〉的小文章，審視上文之

餘，覺得還有些地方說得不夠清楚，茲特

作-「續篇」以補之，尚請笑納!

壹、海軍岸防兵

這是擔負海岸防禦作戰任務的海軍兵

種。包括海岸炮兵與海岸導彈部隊。主

要任務是保衛基地、港口，封鎖航道，

攻擊敵方艦船，掩護近岸海上交通線，

支援瀕陸海區艦艇的戰鬥活動，協同陸

軍堅守島嶼、要塞。

貳、海軍航空兵

其主要是在海岸上空遂行作戰任務的

海軍兵種。通常由岸基航空兵及艦載航

空兵組成。主要任務是獨立地或協同其

他兵種，攻擊敵方艦船，掩護艦艇戰鬥

活動，襲擊敵人沿岸重要設施，進行偵

察、巡邏、反潛、掃雷、布雷、救護與

保衛海軍基地。

參、海軍陸戰隊

它是主要擔負登陸作戰任務的海軍兵

種。通常編有步兵、炮兵、裝甲兵、工兵

部隊和特別任務分隊，有的國家還編有航

空兵部隊。配有登陸工具同適於登陸作戰

的武器、器材。主要任務是獨立地或協同

陸軍實施渡海登陸作戰，奪取並鞏固登陸

場，保障後續梯隊登陸。也可參加基地及

海岸的防禦作戰。

肆、海軍轟炸機

為主要用於轟炸海上目標的海軍飛機。

裝有適合於海上飛行的儀器儀表。可攜帶

炸彈、魚雷、水雷、空艦導彈或核子武

器。能單獨或協同其他兵力攻擊敵方船艦

及基地，布設水雷。次魚雷或水雷為主要

武器的海軍轟炸機，又稱水魚雷機。

伍、海軍基地

一、擔負所轄海區防禦作戰任務，並為轄

區內活動的海兵力提供各種保障的海

軍建制單位。建有港口、駐泊點與機

場，設有供應、修理、醫療、通信以

及各種防禦設施。

二、海軍軍港習慣上也稱為海軍基地。

陸、海軍衙門

即「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之簡稱，請政

府管理全國海軍的機構。1885年(光緒11

年)10月設立，由醇親王奕譞為總理，慶

邵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會辦，曾紀

澤(國藩子)和善慶為幫辦，實由李鴻章掌

握。提出整頓海軍，購置艦船，擴充北洋

海軍。又用「以利海防」名義，管理開辦

鐵路事務。1888年編成北洋海軍，制定

《北洋海軍章程》，設置提督、總兵等

海軍官職。1895年2月北洋海軍覆滅後裁

撤。

上文提及之奕譞(1840-1891)，清末貴

族。滿族。愛新覺羅氏。道光皇帝第7

子，1851年(咸豊元年)封為醇郡王。1861

年參與祺祥政變，得慈禧太后信任，選授

都統、御前大臣等職。1872年(同治11年)

晉封醇親王。1875年初，其子載湉被慈禧

海軍名詞尋源(續篇)
宏后選立為帝(即光緒帝)。1875年(光緒

10年)，與慈禧密商，罷撤恭親王奕訢(音

義通「熹」，蒸也)一切職務及其他全部

軍機大臣，操縱新軍機處。1885年受命總

理海軍衙門事務，主持洋務活動。因是光

緒帝生父，也遭慈禧的猜忌。譞，音旋，

多言也。

至於奕劻(音義同「匡」，輔助也，

1836-1918)，亦清宗室。滿族。愛新覺羅

氏。1884年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1894

年封慶親王。1900年與李鴻章同任全權大

臣，與八國聯軍議和，於1901年簽訂《辛

丑條約》。旋任外務部總理大臣，後又任

軍機大臣，兼管陸軍部。1911年(宣統3

年)改任內閣總理大臣。賣官納賄，貪污

腐敗。武昌起義後，主張起用袁世凱。清

帝退位後避居天津、病死。

衙門:一、舊時官吏辦事的地方。《北

齊書•宋世良傳》:「每日衙門虛寂，無

復訴訟者。」後亦比喻官僚機關。張石

山《鐝柄韓寶山》五：「媽!咱走!這衙

門不是給咱老百姓開的!」二、唐代官殿

的大門。《舊唐書•張仲方傳》:「閤門

使馬元贄斜開宣政門傳宣曰:『有敕召左

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贄宣

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

著者／王輔羊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退休老師
現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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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本文取第一義。

《孫子•謀攻》:「知彼知己者，百戰

不殆。」孟氏註:「審知彼己強弱利害之

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也。」對敵我雙方的

優劣短長均能透徹了解，自然能百戰而不

危險。後人為求對仗工整，常把這句話改

成:「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道理是一樣

的。以上數條且大部分得自中共資料(大

陸出版的書籍)，對我海軍多少有些參考

價值，語不云乎:「開卷有益。」截人之

長以補己之短也。

柒、柁與舵

柁，音惰，是個形聲兼會意字，楷書

柁:從木，它聲，本義作「正船木」解(見

《玉篇》)，乃安在船尾，使船保持正確

方向者，以其為木製器，故從木。又以它

與拖音近，柁為拖於船尾者，故從它聲。

名詞，一、正船之具。例:轉柁:又《晉

書•夏統傳》:「操柁正擄。」清曹雪芹

《紅樓夢》第六回:「乃木居士掌柁。」

二、以柁喻舟。宋陸游《雙頭蓮》詞:

「縱有楚柁吳檣(音牆，帆船上掛風帆的

桅杆)，知何時東逝。」

舵，音同上，《篆典•舟部》的小篆寫

成 ，蟄道人之隸書作 ，莫如忠的草

書則是 。同樣是個形聲兼會字，甲骨

文與金文中舵字闕。小篆的寫法實為柁

字，蓋舵柁一字。隸書從舟、它聲，本義

同上，乃置於船尾用以正船方向之工具，

故從舟。又以它為蛇字初文（本來的寫

法），象蛇昂首曳尾之形，亦有蛇尾善擺

動以進意；舵為擺動以進船者，故從它

聲。名詞，正船工具名；置船尾或飛行器

上以正船或飛機方向者。徐鳳木《蠻溪夜

泛》詩：「水淺擱舟沙怒語，山灣轉舵月

回眸。」《警世通言•十一卷》：「沈鬍

子守舵。」請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五一

回》：「火艙裏，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

人，在裏邊掌舵。」又作 或柂。

捌、水師學堂與提督

這是我國清末的海軍學校。1881年(光

緒7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分駕駛與管輪

兩科，5年畢業，前4年在堂習英文(因海

軍乃國際軍種，五湖四海，七洲三洋皆

可到，故特重之)、數學、力學(今物理之

一)、化學、格致、天文、地輿測量及讀

經、國文等課程，後1年在船上實習海軍

技藝，有海道、駕駛、帆纜、槍炮、列陣

迎敵等課。畢業後授以水師官職。後清政

府又於廣州、威海衛和南京等地設立水師

學堂。

水師提督相當於今天的海軍總司令。提

督是官名，明代駐防京師的京營設有提

督，南京置操江提督。中葉後，巡撫多兼

提督軍務銜，亦間有總兵加提督的。萬曆

時始專設提督，但不常置。清制設提督軍

務總兵官，簡稱提督，一般為一省的高級

武官，但仍受總督或巡撫節制。所屬有

鎮、協、營、汎各級，所直接統轄的綠營

兵，稱為提標。沿江沿海則專設水師提督。

玖、帆與帆船(Sail，sailer)、帆

布(sailcloth)

帆亦稱「篷」，船桅上的布篷。由帆布

或其他紡織品製成。用時張掛在桅上，

能承受風力推船前進。英名sail。唐李

白《行路難》詩:「長風破浪會有時，直

掛雲帆濟滄海。」常見之詞有:片帆、布

帆、升帆、揚帆、落帆。木華《海賦》:

「維長綃(通梢)挫帆席。」注:「綃，今

之帆綱也，以長木為之，所以挂帆。」

朱駿聲氏增注:「假借綃為梢。」請劉鶚

《老殘遊記•第一章》:「又有兩枝新

桅，掛著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

帆。」

一、篷，舟上蔽風雨，日光之棚;往時多

編竹夾箸為之。李絢《南鄉子》詞:

「春酒香熟鱸魚美，誰同醉?纜卻扁

舟，篷底睡。」陳傅良《舟說》:

「其篷以卻雨，欲其縝密而厚也。」

二、舟上之帆。《警世通言•第十一卷》:

「拽起滿篷，倒使轉向黃天蕩去。」

三、稱舟曰篷。皮日休《寄懷南陽潤卿》詩:

「何事對君猶有媿(愧)，一篷衝雪返華

陽。胡宿詩:「碧葉田田擁釣篷。」

帆布(sailcloth)，織物名。次多股線

採用單層或多層平紋組織織成。堅牢耐曲

摺，具有一定的防水性能。按所用股線特

(支)數和織物重量，有粗帆布和細帆布之

分。

帆布(sailer)係依靠作用在帆具上的風

力來推進的船。按帆的位置及桅之數量不

同有橫帆船、縱帆船、單桅船與多桅船

等。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廣泛用於漁

業、交通等方面。著名的有沙船、大捕

船、大對船、大圍繒船、七艕等船型。

拾、結語

臺灣四面環海，左有臺灣海峽，右為太

平洋，北臨東海，南濱巴士海峽，島國靠

進出口貿易創造出奇蹟，胥賴我中華民國

的海軍保衛海疆，在此代表全民敬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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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之父—約翰‧保羅‧瓊斯

美國海軍之父
 —約翰‧保羅‧瓊斯

約翰．保羅．瓊斯（John Paul Jones）

係美國海軍締建初期的英雄人物，在美國獨

立戰爭期間，瓊斯曾率領戰艦襲擊英國海岸

並曾在兩次激烈海戰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使

當時勢如中天的英國海軍不得不向美國海軍

俯首稱臣。瓊斯除了在戰場上的卓越表現

外，其亦對美國海軍未來的建軍、訓練、

人事與教育提出了具體的建言。瓊斯是美

國最早的海戰英雄，並被譽為美國海軍之

父，他的名言：「我寧可沉船而絕不罷手」

（I may sink, but I’ll be damned if I 

strike.）、「我不願與任何慢速艦船發生

關聯，我意欲以冒險方式行事」（I wish to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any ship that 

does not sail fast for I intend to go 

in harm’s way.）與「我還沒有開打呢！」

（I have not yet begun to fight！），

至今仍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美國海軍軍官為

著者／翟文中 
海軍官校74年班【美國能源部桑蒂亞Sandia國家實驗訪問學者(2002年)】
歷任海軍總部情報署、國防部情報次長室、戰略規劃室與整合評估室服務
現為海軍備役上校

確保與鞏固美國的海權而殫精竭慮。縱觀瓊

斯短暫但輝煌的一生，我們可用其墓碑的銘

文做為總結：「其人將早期的英雄氣概與勝

利奏凱等傳統賦予美國海軍」。

17 4 7年7月6日，約翰‧保羅（Pa u l 

John）於蘇格蘭（Scotland）一個寒微之家

誕生，其係一園工的第五個兒子，由於在家

鄉殊少有發展的機會，瓊斯遂在13歲時離開

家鄉前往懷特哈芬（Whitehaven）。他選擇

在當地一個船主處當學徒，為其日後輝煌的

海上事業揭開了序幕，瓊斯在21歲時就成為

60噸雙桅帆船「約翰號」（John）的船長。

其後，瓊斯在英國及其北美洲各殖民地與加

勒比海間從事三角貿易。1773年，他的部份

船員因為工資問題密謀造反，瓊斯在盛怒之

下處死了兵變主謀，結果他遭到英國政府通

緝。為了逃避英國政府追捕，瓊斯接受了友

人的提議，他逃往英國的北美殖民地並改姓

瓊斯（Jones），這就是約翰‧保羅‧瓊斯

名字的由來。

美國革命戰爭爆發時，瓊斯時在費城

（Philadelphia）旅遊並在友人引介下加入

新成立的大陸海軍（Continental Navy）。

1775年12月，瓊斯獲得任命成為新大陸海

軍的尉官，最初他被派至快速戰艦「阿爾佛

烈德號」（Alfred）擔任艦職，其後則於

「普羅維登斯號」（Providence）服務。

1777年7月，瓊斯被任命為單桅船「遊騎

兵號」（Ranger）的船長。就在當天，美

國國會決定將星條旗做為國旗，「遊騎兵

號」係首艘懸掛星條旗的美國海軍艦船。瓊

斯的首個任務係航行至法國，將薩拉托加

（Saratoga）戰役的勝利消息告訴當時的美

國駐法國大使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停留法國期間，法國國王路易

十六對瓊斯相當地賞識，這位國王特別撥了

兩艘法國軍艦歸其指揮。當時，由於美國海

軍實力不及英國海軍，瓊斯遂決定效仿當時

私掠船的作法，此即在英國海岸附近航行並

找尋適當的目標進行攻擊。

1778年4月，瓊斯對英格蘭北部的懷特

哈文港與蘇格蘭的聖瑪麗島（St. Mary’s 

Isle）發動了襲擊，前項行動在軍事上並未

產生任何實質效應，卻引發了英國輿論對

皇家海軍的極度不滿，英國民眾認為皇家

海軍無法保護本國港口而大肆地對其進行抨

擊。後項行動則在綁架當地一名貴族—塞爾

寇克伯爵（Earl of Selkirk），目的係用

來交換遭到英軍扣留的美國戰俘。襲擊行動

期間，由於伯爵根本不在家中，瓊斯祇好

無奈地率「遊騎兵號」離開聖瑪麗島。4月

24日，當該艦穿越愛爾蘭北部水域時，「遊

騎兵號」與英國海軍「德雷克號」（HMS 

Drake）遭遇並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歷經一

個小時激戰，在英國軍艦艦長陣亡後，瓊

斯取得了勝利並帶著「德雷克號」和133名

英軍俘虜返回法國布勒斯特（Brest）。其

後，美國以此等戰俘成功地換回被囚於英格

蘭佛敦（Forton）與老密爾（Oldmill）兩

監獄中的美國人。在這場戰鬥後，瓊斯成了

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這場戰鬥係美國在革

命戰爭期間的少數重大軍事勝利，其顯示的

意義係英國海軍並非是無法打敗的，「遊騎

兵號」的勝利亦成為美國海軍精神的一個重

要象徵。

瓊斯取得的第二次重大海戰勝利發生

於1779年。當年8月，瓊斯指揮以「親善

理察號」（Bonhomme Richard）為旗艦的

一支小艦隊，這支艦隊下轄艦船尚包括了

「聯盟號」（Alliance）、「巴拉斯號」

（Pallas）、「復仇號」（Vengeance）、

「勒爾福號」（Le Cerf）以及兩艘私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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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紳士號」（Monsieur）與「格蘭維爾

號」（Granville）。這支艦隊由法國洛

楊（Lórient）啟航，此行主要任務首在

攔截來自印度的商船，接著將對愛丁堡

（Edinburg）的港口城市利斯（Leith）

發起襲擊，最後則是對裝有英國海軍物資

的波羅的海船團進行攔截。1779年9月23

日傍晚，瓊斯率領的艦隊在佛蘭伯勒角

（Flamborough Head）與一支由41艘帆船

組成的運輸船隊遭遇，後者當時係由兩艘

英國海軍軍艦「斯卡巴勒女伯爵號」（HMS 

Countess of Scarborough）與「塞拉比斯

號」（HMS Serapis）護航。這場戰鬥主要

由「親善理察號」與「塞拉比斯號」以及

「巴拉斯號」與「斯卡巴勒女伯爵號」接

戰，「巴拉斯號」很快地就俘虜了對手。因

此，這場戰鬥的最後勝負就由瓊斯和理察．

皮爾遜（Richard Pearson）兩位艦長來決

定了。當戰鬥激烈進行且「塞拉比斯號」處

於有利位置時，皮爾遜艦長得意地向瓊斯高

聲喊道：「你的船投降了吧！」瓊斯則以其

不朽之名言應道：「我還沒有開打呢！」

其後，雙方展開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激

烈戰鬥，「親善理察號」與「塞拉比斯號」

均有75至80名船員陣亡，此外亦各有大約百

餘人負傷。當「塞拉比斯號」的主桅被炸成

碎片時，皮爾遜艦長認為獲勝無望後遂宣布

投降。即令瓊斯贏得了這場海戰的勝利，

「親善理查號」由於遭到嚴重的戰損，在歷

經兩天搶修無效後最後還是沉入北海海底。

戰鬥結束後不久，瓊斯率領艦隊及俘獲的英

艦「塞拉比斯號」與「斯卡巴勒女伯爵號」

駛入荷蘭的特希爾港（Texel）。瓊斯在荷

蘭受到相當的禮遇，停留該國期間英國政府

不斷要求荷蘭政府強迫瓊斯離境，對此要求

荷蘭政府並未照辦祇是將瓊斯俘獲的兩艘英

國戰艦交還。接著，瓊斯離開荷蘭來到法國

並對遭到戰損的軍艦進行修理。瓊斯在與英

國海軍戰鬥中表現的英雄氣概受到法國人民

激賞，其所到之處皆受到法國民眾的鼓掌歡

迎，法王路易十六授予其榮譽軍功勛章並贈

給瓊斯一把金柄寶劍。諷刺的是，在英國國

內瓊斯即令戰功彪炳卻被歸類為海盜之流。

1782年6月，美國國會為嘉勉瓊斯在海上

服役期間的英勇行為，遂一致決議指派其出

任新造帆船戰鬥艦「美國號」（America）

的艦長。由於海軍無法獲得足夠預算，促使

國會決議將這艘新造戰艦贈予法國海軍，瓊

斯企望獲得指揮職務的希望至此宣告破滅。

當時，由於美國海軍已無任何軍艦可供瓊斯

擔任艦長，在經上級允許後其加入了法國海

軍，瓊斯曾多次隨法國軍艦至加勒比海水域

執行巡弋任務。1787年4月，瓊斯為了能真

正指揮一支艦隊選擇加入了帝俄海軍，俄國

女皇凱薩琳（Empress Catherine）授予其

少將軍銜，外界對瓊斯的這項舉動貶多於

褒。影響所及，其在美國革命期間為爭取自

由而戰的激亢言論，就經常成為人們茶餘飯

後的嘲弄話題。

加入帝俄海軍後，瓊斯在黑海艦隊擔

任指揮職務，在與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海軍交手時，瓊斯展現了他卓越的

軍事天份與領導才能，成功地將入侵俄國的

鄂圖曼帝國艦隊逐出，他再次地獲得了戰鬥

的勝利，但是此一功勛並未歸於其身。1789

年4月，瓊斯因為涉及一樁醜聞遭到警方逮

捕，這起事件經過調查證明子虛烏有。然而

受此事件影響，瓊斯再無機會擔任帝俄海

軍任何指揮職務，於是他不得不選擇離開俄

國。由於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加上沒有財產

亦無正職工作，瓊斯日後的生活情況相當地

淒慘。在歐洲多國輾轉遷徒後，瓊斯於1790

年5月留在法國巴黎開始租屋定居。

1792年7月18日，瓊斯因腎炎與黃疸病死

於租賃公寓，得年僅45歲。這位被富蘭克林

認為係「美國部隊在歐洲的主要武器」，亦

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口中「美國

人爭取獨立之主要希望」的傳奇英雄，就在

遠離家國的大西洋彼岸與世長辭。諷刺的

是，華盛頓總統任命瓊斯出任美國駐阿爾

及爾總領事的委任狀，卻在他身亡數天後

才送達。18世紀中業，將瓊斯遺骸運回美

國安葬的想法多次被人提出，最初由於瓊斯

的親屬反對此提案，加上其確切的埋葬地

點無從獲得，瓊斯的遺骸祇好繼續流落他

鄉。1899年，美國駐法大使波特（Horace 

Porter）開始有系統進行搜尋，1905年4月

他找到了瓊斯的骨骸與埋葬地點。其後，瓊

斯的遺體由美國海軍「布魯克林號」（USS 

Brooklyn）巡洋艦運載，在其他三艘軍艦的

伴護下由巴黎運回美國。最後，瓊斯的遺骸

安置於馬里蘭州安納波里斯的美國海軍官校

教堂地下室中，對這位於海上屢建奇功的英

雄而言，這應該是最適合其長眠的所在。截

至目前為止，美國海軍先後以約翰‧保羅‧

瓊斯為其四艘軍艦命名，瓊斯在其海上生涯

中展現的勇猛頑強與不屈不撓戰鬥精神，將

如往常般地持續引領美國海軍走向未來！

Anthony Bruce, and William Cogar, An Encyclopedia of Naval 

History（New York: Checkmark Books, 1999）.

James C. Bradford ed., Command under Sail: Makers of the 

American Naval Tradition, 1775-1850（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John Paul Jones,”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Paul_

Jones.

“John Paul Jones: A founder of the U.S. Navy,”

http://www.navy.mil/navydata/traditions/html/jpj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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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之海氣象環境分析

壹、前言

南海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國際爭端，爭端

的部分包括了南海海域諸島的主權爭議、南

海豐富資源的開採權及南海航路的控制權等

等。而產生爭端的除了其周邊國家如中共、

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及中華民國

等國外，還包含了區域外美、日、澳等國際

勢力(莊，民102)。

中共是亞洲新興的強權勢力，在南海的問

題上認為南海無論是歷史上或國際海洋公約

的海域劃界規範中，其主權都應歸為中國，

並以強權之姿介入南海爭端中，引起南海情

勢的緊張。

而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其他東南

亞國家因自身實力不足，故希望藉由東協區

域組織發揮集體的力量，來共同抗衡中共對

南海資源的強力介入，並寄望透過東協區域

論壇來建構多邊合作的和平方式來解決南海

問題，唯東協各國其對南海爭端的意見及步

調並不一致，其育達成的成效其實有待觀察

(Lis 2011)。

美國自其國務卿希拉蕊於2010年7月東協

論壇的場合公開宣示美國在南海航行自由是

其國家利益(Fu 2011)，正式表態介入南海

爭端之後，即接連採取一系列外交和軍事動

作，深化美越關係，強化美菲軍事合作內

涵，並與相關國家(如日本、澳洲)在區域內

進行軍事演習，同時美國為了加強在東亞

的實力投射，在外交上，也積極家化與東

協國家合作關係，簽屬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建

構東協加美國高峰會(東協加一)機制，並

加入東亞高峰會。美國為因應全球地緣戰略

的變化(主要是中東形式與中國大陸勢力壯

大)，歐巴馬政府提出修正，提出的軍事戰

著者／謝振錫 
海軍官校正期85年班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事資訊組碩士
現為海軍官校戰術組少校教官

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 
  之海氣象環境分析

略加強亞洲的戰略意義及利益，為美國在東

亞戰略下的聚焦點，美國積極在軍事和外交

部署下，勢將形成美「中」戰略競爭之勢。

亞太地區除了南海主權爭議外，東北亞地

區同樣的不平靜。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左正東先生於2014年1月17日於亞太和平研

究基金會中針對2014年東北亞局勢展望｣中

研究指出(左2014)：2013年2月，北韓進行

核子試爆，聯合國安理會通過2094號決議案

制裁北韓，北韓隨即宣布將對南韓發射飛彈

攻擊，東北亞局勢進入戰爭邊緣的高度緊張

狀態；2013年11月，中國大陸宣布設置東海

防空識別區，與日本防空識別區重疊，並將

釣魚臺列嶼上空納入範圍。引起美日強烈回

應；2013年12月在就職滿一周年之際，日本

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中共與南韓強烈回

應，多個爭端事件讓東北亞2013一整年情勢

緊張。

當然，東北亞的角力之中，美國還是

關鍵角色。2013年10月3日，美國國務卿

凱瑞(John Kerry)、國防部長黑格(Chuck 

Hagel)、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及防衛大臣小野

寺五典等美、日外交、國防部長，在日本東

京舉行安全保障諮商會談（2＋2會談），會

後發表共同聲明，宣佈將修訂過去16年從未

修改的「美日防衛合作方針(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進

南中國海因豐富的海底資源及位於東南亞航線重要戰略位置而成為亞太衝突區域所

在，更成為美、中雙方對太平洋霸權爭奪的戰略重心。觀察美軍亞太軍力部署，其最

大海空軍基地為日本及夏威夷、關島基地群。而當南中國海爭議產生時，因美軍日本

基地群的兵力可能因東北亞動盪而動彈不得之際，美軍艦隊將可能由其夏威夷、關島

基地群派遣兵力，由熱帶太平洋海域，經台灣巴士海峽駛往南中國海爭議海域。

本研究透過JASON-2衛星觀測資料，分析美軍艦隊進入相關海域的風、浪狀況，由逐

月海象概況進一步分析各海域季節特性，依CFSR氣候場將各海域分成：西南季風時期

(6-8月)、東北季風時期(10-4月)與其間之二個過渡時期(5月、9月)，並探討個季節時

期的風浪特性對美軍艦隊航行安全及作戰效能之影響，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1.熱帶太平洋航路:本航路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影響，氣象條件穩定，除偶而颱風產

生大浪外，洋面呈風平浪靜，因此對美軍艦隊航行安全及作戰無顯著影響。

2.台灣巴士海峽及南中國海海域:本航路受熱帶季風影響，西南季風季節時期風浪平

穩，年平均風浪強度皆為3-4級，東北季風時期，海象轉趨惡劣與危險，風力強度

增強為5-6級，波浪強度亦由3-4級浪增強至5-7級浪，對美軍艦隊而言無論是航行

安全或類型作戰效能形成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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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強化美日同盟關係，並預定在2014年底

前完成。美日此舉的主要目的，在於因應中

共在東亞地區日益擴增的海洋活動與北韓核

武發展所構成的區域安全威脅(胡2013)。

每年7、8月間，一直都是東北亞各國進

行海上軍演的「旺季」，2013年的情況也

不例外，中共與俄國在2013年7月5日至12

日，於日本海彼得大帝灣附近的海空域，

舉行了「海上聯合2013」軍事演習。中興

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彥先生於2013

年8月19日於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針對｣

俄「中」「海上聯合2013」軍演觀察｣研究

指出(蔡2013)：「這次的演習引發了外界高

度關注，其在軍事戰略上的意涵，被稱為是

「中共海軍一次性向國外派出兵力最多的中

外聯合演習」，顯示俄「中」欲利用軍演對

外展現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而從國際政治

的角度來看，俄「中」舉行海上聯合軍演的

背景，發生在美國在亞洲推動「再平衡」政

策，加上中共因釣魚台與南海主權爭端，和

日本及部分東南亞國家出現緊張關係｣。換

言之，中共與俄國在東亞地區面臨的海洋戰

略環境，正出現高度的不確定性。此一發展

勢必引發美國與日本的反制，未來東北亞地

區的大國海上軍事角力恐怕將越演越烈(蔡

2013)。

在整個美軍國防體系架構下，負責亞太地

區事務的是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其軍事兵力

部署主要由日本、韓國、關島、夏威夷及阿

拉斯加等五個基地群組成，如圖1。其中以

日本橫須賀基地群與關島基地群直接影響東

亞地區，擔負控制戰略要點，扼守海上咽喉

要道的任務，並為在南海周邊地區美軍的部

署及活動提供支援。

而當南海爭議提升為軍事衝突之時，可預

見美國將由日本橫須賀基地群與關島基地群

的海空基地檢派兵力來支援其東南亞盟國，

並維護美國在南海的戰略利益及航行自由

權。但是東北亞地區因為其緊張情勢：北韓

軍事挑釁、日、｣中｣釣魚台問題及東海防空

識別區的海上軍事角力，使得美軍於駐紮於

日本、南韓的軍事力量因關注於東北亞的動

盪情勢而動彈不得。因此若南中國海主權爭

議問題提升至軍事衝突之際，美軍太平洋司

令部應會選擇由夏威夷、關島的基地群派遣

其海、空兵力支援其東南亞的盟國。

了解作戰海域的天氣與氣象，對於海軍艦

隊的運動及作戰是非常重要的。各型艦艇的

受風力及浪高的限制不同，影響也就不同，

強風使艦艇於海上難以航行，大浪會破壞艦

艇結構，對海上艦艇影響甚鉅。因此，研究

美軍艦隊由夏威夷、關島的基地群啟航，循

熱帶太平洋海域經台灣巴士海峽至南中國海

海域去解決南海紛爭問題之航路海象風浪特

性，探討其對美軍艦隊運動及作戰效能的影

響，是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貳、研究方法及研究範圍

一、研究方法

採用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以下簡稱NCEP）之氣候預報系統再分析

（Climate Forecast System Reanalysis，

以下簡稱CFSR）的氣候觀測資料，其資料從

2001年至2010年，共計10年時間，依照月份

利用Matlab程式運算後繪製平均風向、風速

之氣候平均圖。

針對美軍艦隊由夏威夷、關島的基地群

進入南中國海海域之航路，利用Fortran程

式解析Jason-2衛星數據，擷取有風有浪的

資料，讀取其風速及浪高數據。其所分析之

衛星資料從2009年6月至2012年6月，共計3

年時間，依照月份及季節利用Excel程式運

算後建立衛星之風速－浪高資料庫，繪製

關係圖探討其分布情形，並與蒲伏風級表

（Beaufort wind scale）作比較，製作出

風速－浪高的迴歸方程式，以利研判該海域

風速－浪高之正確性，提供船舶航行安全之

參考。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統計熱帶太平洋海域、台灣巴士

海峽海域及南中國海海域等三個區域內衛星

觀測資料為主，其海域範圍如圖2。

參、資料來源

本研究觀測資料引用美國國家環境預報

中心(NCEP)提供的氣候預報系統在分析資料

(CFSR)及JASON-2測高衛星觀測資料。

一、氣候預報系統再分析資料(CFSR)

氣候預報系統再分析(Climate Forecast 

圖1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軍事兵力部署分布圖

(資料來源：city.mirrorbooks.com)
圖2 本研究分析熱帶太平洋海域、台灣巴士海峽海域及南中

國海海域等三個區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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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Reanalysis，以下簡稱CFSR)是由

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以下簡稱

NCEP)統計1979年到2010年共計31年間的大

氣觀測資料數據，為全球性海洋與地球的氣

候預報分析，資料來源包括衛星觀測資料，

船舶觀測資料，浮標測站與航空觀測資料

等，為研究大氣天氣與氣候之重要依據。

CFSR經由常規觀測與衛星觀測，推出具全

球性、高解析度、分析氣候預報數值模式估

算，提供更精準之數據資料經由數據同化輸

出數據資料以0.5度X0.5度到0.3度X0.3度的

網格點分布數據資料，以每6小時的時間分

布提供海洋和陸地的大氣資料。(Hodges et 

al，2011)。

二、Jason-2測高衛星(TOPEX/POSEIDON)

衛星測高技術是利用衛星測高儀來測量

海水面的高度變化。經由海水面高度的變化

再配合地球自轉時所產生的柯氏力，來計算

表面海水的運動狀況。配有測高儀之氣象衛

星，運用發射脈衝到海面後反射再折回，利

用此往返海面時間差來推算水面與衛星之高

度，由水面之高度變化推算海洋波浪，並測

量海面粗糙程度推算海面上風場（Frappart 

et al., 2006）。

Jason-2測高衛星(TOPEX/POSEIDON)於

2008 年06 月20 號正式發射升空，目的

是為了接續T/P與JASON-1衛星之觀測任

務(Tranet al., 2011) ， Jason-2 人

造衛星為現階段最新的測高衛星(AVISO, 

2009)，該衛星每天繞地球12.7圈，提供

全球90%不結冰海洋之測量數據 (AVISO，

2009)。Jason-2衛星之觀測資料，是由美國

GODAE(Global Ocean Data Assimilation 

Experiment)計畫所彙整(US Navy, 2012)，

觀測頻率為每10天繞極全球軌道一次，每一

個海域，在一個月之中約有三次衛星觀測結

果，選取此衛星資料之主要原因，為可同時

提供風速與浪高觀測資料，可進行驗證風浪

之對應關係。

肆、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海域氣

候場分析

孫子兵法指出「道、天、第、將、法」

為兵事五要。「天」包括今之天文與氣象。

他認為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時制就是

知所行止，也就是用兵前應充分掌握戰區內

氣候與天氣。所以可見善用兵者，不可不知

天氣瞬息萬變之機，亦應善用氣候特徵。

(劉，2003)

影響船舶航行主要天氣因素為風場、風

力、波浪大小、洋流等。船舶航行因應海

象、氣象因素影響使得船舶航線規劃之改

變，深遠影響船舶安全及船舶航行效率之

增長(陳，2001)。另依海軍大氣海洋局對

海軍作戰環境及海域氣象相關性的研究指出

(毛，2012)：作戰區域之各項海氣象因素及

狀況會影響艦隊指揮官決策的下達，而其中

的風力強度及波浪高度更會對艦隊作戰效能

產生影響：如飛行甲板起落艦作業、偵測器

對目標掌握狀況、精密武器射擊精準度等。

因此，海氣象因素中的風(風向、風速)、波

浪、洋流除了為影響船舶航行安全的三大主

因外，也影響到海軍艦隊於海上作戰時無論

是戰術運用及火力的發揚。本文就是以這三

大主因中的風、波浪為主軸來探討美軍艦隊

進入南中國海海域時其季節特性之變化及其

對美軍艦隊於作戰時之影響為何。

一、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海域航路之風場

分析

航海可以或的順風的便利，也可能因狂

風而受到損害。對船舶航行影響巨大的海浪

和海流也是風直接引起的。在大風大浪中航

行，船舶會發生劇烈的橫搖及縱傾，而使船

舶難以保持航向，降低舵效，失速嚴重；而

且還會對產生對船體結構有害的中垂及中拱

現象，造成船舶的損壞，甚至有發生傾覆的

危險(戚，2003)。綜合上述所說，風是一種

對航海有重大影響的氣象因素。因此，本章

將針對海氣象中風場(風向、風速)對於這三

個海域之季節特性變化，進行探討。

(一)熱帶太平洋海域之風場分析

依大氣科學(戚，2008)一書說明，太平洋

副熱帶高壓是控制熱帶太平洋海域地區的穩

定大型天氣系統之一。對西太平洋及亞洲東

部地區的天氣、氣候有很大的影響。分布於

北緯30左右，是一股經常存在但位置不固定

的溫暖氣團。它的位置以及內部氣流的流向

可以影響到熱帶氣旋的生成和走向。

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一年四季都存在於西太

平洋低緯度和熱帶洋面，因此該海面全年之

風力不強，除夏季時熱帶洋面會有熱帶氣旋

生成，偶有大風大浪之情況發生外，其餘季

節幾乎都是風平浪靜之情況。

(二)台灣巴士海峽之風場分析

巴士海峽位於台灣與菲律賓巴丹群島之

間，其不僅是為南海 和太平洋的分界線，

且是溝通南海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

巴士海峽受季風影響，大風大浪頻率終

年較高， 是西北太平洋的大浪區之一，屬

熱帶海洋性氣候，受大洋和大陸間季風的影

響，海洋氣象特徵為高溫多雨，季風盛行，

雷暴較多，熱帶氣旋影響頻繁，也是西太平

洋生成的熱帶氣旋進入亞洲的路徑之一。

巴士海峽的熱帶氣旋中心的極低氣壓和雲

牆區的暴風，會使海面產生巨大的風浪和湧

浪。在熱帶氣旋的大風區中，浪高都在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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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以上，強熱帶氣旋甚至可達10公尺以上，

強烈的波浪給海上船舶航行造成極大的影響

和危害。

(三)南中國海海域之風場分析

南中國海海域為連接東南亞與東北亞之主

要海域，其中麻六甲海峽為連接中東地區和

歐洲地區之主要航道，為亞洲地區航行最頻

繁之航路。

南中國海位於亞洲季風氣候帶，故此區之

海域受季風氣候之影響(蕭，民100)。西南

季風時期(6-8月)於南印度洋上形成西南季

風；東北季風時期(10-4月)，由大陸西伯利

亞高壓順時針環流和太平洋海面上阿留申低

壓逆時針風場環流，相互作用下形成東北季

風。此海域波浪強弱亦因季風季節時期而消長。

二、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海域季節性風場

變化

本節引用NCEP-CFSR資料，將美軍艦隊進

入南中國海海域航路之2001年至2010年氣候

資料統整分析，繪製平均風力氣候場圖，並

由逐月分析其風場環流與風力強度分布，探

討其於季節性變化特性，如右圖所示：

圖示箭頭為風場環流方向，長短表示風力

強弱。網格點色階部分代表該海域風力強度

之強弱，強弱分別由藍至紅，藍色為風速較

弱之海域，紅色為風力較強之海域。

根據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海域航路 

1月-12月逐月的氣候場分析圖顯示，得知該

三個海域之風場主要分為兩個季節，6-8月

為西南季風季節，10-4月為東北季風季節，

5月及9月則為過渡時期，本文僅就西南季風

及東北季風兩個時期作探討。

伍、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航路海

氣象變化特性

本章節藉由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域航

路之Jason-2測高衛星觀測資料，分析其中

的風速與浪高觀測資料，由分析內容得知該

海域的風力及波浪的強度，並將觀測資料與

蒲伏風浪級迴歸方程式比對，取得觀測資料

迴歸係數。再以各相關海域季節特性區分，

探討各海域於不同時期：西南季風時期(6-8

月)、東北季風時期(10-4月)、過渡時期(5

月、9月)的風浪強度呈現，提供美軍艦隊進

入南中國海域航路之完善風、浪資訊，以究

其對美軍艦隊不論是航行安全或是作戰效能

之影響為何。如圖2至圖3所示，其圖表說明

如下：

●風-浪迴歸分析圖：

方程式所顯現之數值（黑色實線），並與

蒲伏風標值的分析結果（紅色虛線）呈現之

風-浪對應關係互為比較。迴歸方程式與方

程式對應R值均標示於圖左上方。方程式對

應R數值愈大，代表實際觀測資料分布與迴

歸方程式吻合度愈高，反應風-浪間之線性

對應關係愈高(陳等，2012)。

●風速分布圖：

該圖縱座標為百分比，橫座標為蒲伏風級。

●浪高分佈圖：

該圖縱座標為百分比，橫座標為蒲伏風級。

一、熱帶太平洋航路季節特性觀測資料分析

如上述表2及表3觀測資料得知：熱帶太

平洋海域四個季節中其的風浪比例差異不大

(風力為3-5級，浪高為5級)。而迴歸方程式

圖2 熱帶太平洋海域西南季風時期及東北季風風速-浪高之

分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季節 西南季風 東北季風

月份 6-8月 10-4月

R2值 0.33 0.28

交點 5級 6級

表3 熱帶太平洋海域四個季節R值與交點分析表

表2 熱帶太平洋海域季節風浪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海域 熱帶太平洋海域

對應季節
西南季風時期

(6-8月)

東北季風時期

(10-4月)

機率近50％ 62％ 51%

風級範圍 3-4 3-4

機率近75％ 89％ 83％

風級範圍 3-5 3-5

機率近50％ 63％ 52％

浪級範圍 5 5

機率近75％ 87％ 90％

浪級範圍 4-5 5-6

中各R值，同樣偏弱，線性對應性不高，說

明該區波浪生成原因並非直接風力強度之影

響。

二、台灣巴士海峽航路季節特性觀測資料分析

圖3台灣巴士海峽海域西南季風及東北季

風時期份風速-浪高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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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級，東北季風時期則風力強度增強為5-6

級，波浪強度亦由3-4級浪增強至5-7級浪。

如上述表5觀測資料得知：台灣巴士海峽

在不同時期之風浪等級與風向資料，經由迴

歸方程式得知各季節之回歸R值。西南季風

時期(6-8月)時迴歸R值為0.457，東北季風

時期(10-4月)時迴歸R值為0.50，顯示東北

季風時期與西南季風時期風力與波浪生成的

對應因素相當。

三、南中國海海域季節特性觀測資料分析

本圖5南中國海海域西南季風及東北季風

時期風速-浪高之分析

由表6觀測資料分析得知南中國海海域的

風浪資料，從分布的比例趨勢可以得知該海

域受季風影響顯著，6-8月風力為3-4級，東

圖3 台灣巴士海峽海域風速-浪高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 台灣巴士海峽海域季節風浪分析表

海域 台灣巴士海峽海域

對應季節
西南季風時期

(6-8月)

東北季風時期

(10-4月)

機率近50％ 57％ 64%

風級範圍 3-4 5-6

機率近75％ 76％ 78％

風級範圍 3-5 5-7

機率近50％ 60％ 55％

浪級範圍 4-5 4-5

機率近75％ 88％ 77％

浪級範圍 3-5 5-6

由表4觀測資料分析得知台灣巴士海峽

海域的風浪資料，從分布的比例趨勢可以

得知該海域受季風影響顯著，6-8月風力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5 台灣巴士海峽四個季節R²值與交叉點分析

區域 西南季風 東北季風

月份 6-8月 10-4月

R2值 0.45 0.50

交點 5級 6級

圖5 南中國海海域風速-浪高分布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6 南中國海海域季節風浪分析表

海域 南中國海海域

對應季節
西南季風時期

(6-8月)

東北季風時期

(10-4月)

機率近50％ 64％ 65%

風級範圍 4-5 4-5

機率近75％ 86％ 70％

風級範圍 3-5 4-6

機率近50％ 63％ 59％

浪級範圍 3-4 5-6

機率近75％ 90％ 80％

浪級範圍 3-5 4-6

區域 西南季風 東北季風

月份 6-8月 10-4月

R2值 0.51 0.59

交點 5級 6級

表7 熱南中國海海域四個季節R²值與交點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北季風時期為4-6級，波浪強度亦由3-4級浪

增強至4-5級浪。

如上述表7觀測資料得知：南中國海海域

(一)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海域之氣象特性

與對其航行及作戰效能之影響

本研究透過JASON-2衛星觀測資料，分析

美軍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海域航路風、浪狀

況，分析各海域季節特性，再依本CFSR氣候

場平均圖所示特性將各海域分成：西南季風

時期(6-8月)、東北季風時期(10-4月)與其

間之二個過渡時期(5月、9月)，並探討個季

節時期的風浪特性對美軍艦隊航行安全及作

戰效能之影響。

●熱帶太平洋海域氣象特性對美軍艦隊之影響

熱帶太平洋航路主要位於太平洋副熱帶

高壓所影響之海域，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可四

季都存在於低緯度和熱帶洋面，因此本海域

全年之風力強度不強，除了夏季時，熱帶洋

面會有熱帶氣旋(颱風)產生，偶有大風浪情

況發生外，其餘季節幾乎都是風平浪靜之強

況，所以航行於該海域不會受到大風大浪襲

擊，因此美軍艦隊於本海域航行及執行各項

戰術作為時，除颱風外，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台灣巴士海峽海域氣象特性對美軍艦隊之 

  影響

從台灣巴士海峽海域季節性風、浪特性之

分析得知，本海域受到季風影響：西南季風

時期風力為3-4級，東北季風時期則增強為

5-6級，波浪強度亦由3-4級浪增強至5-7級

浪；巴士海峽東北季風時期的大風大浪發生

在不同時期之風浪等級與風向資料，經由迴

歸方程式得知各季節之回歸R值。西南季風

時期(6-8月)時迴歸R值為0.51，東北季風時

期(10-4月)時迴歸R值為0.59，顯示東北季

風時期與西南季風時期風力與波浪生成的對

應因素相當。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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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頻繁，亦為西太平洋的大浪區，因此美

軍艦隊於航行本海域時將會受到東北季風大

風大浪的襲擊而使其航行安全及戰術行動執

行皆受到阻礙。

●南中國海海域氣象特性對美軍艦隊之影響

南中國海海域位於亞洲季風氣候帶，於南

印度洋上形成西南季風，陸地上之西伯利亞

高壓順時針封場環流和海面上阿留申低壓逆

時針風場環流，相互作用下形成東北季風。

本海域波浪強弱因季風季節時期而消長。

西南季風在南中國海海域風力較小且鄰近

陸地，不利於高浪生成條件，故相對向風浪

亦較小，因此美軍艦隊於本時期不會受到太

大的影響。

南中國海海域之東北季風於9月時開始形

成波浪，其中11月至2月逐漸發展成熟為最

大浪時期，此時期常有因東北季風風力強盛

影響造成船舶航行困難及受到其強烈波浪衝

擊而造成船舶搖晃程度較劇烈的情況發生，

由此也對美軍艦隊於航行安全、戰術行動執

行及精準武器運用皆會產生阻礙。

綜上研究得知：台灣巴士海峽及南中國海

海域，於東北季風時期，風力及波浪強度平

均最高為5-7級，甚有8級風浪產生。依照蒲

伏風浪級表顯示，5-7級風浪為大浪等級，

海面上大浪形成，海面突湧，波峰冒白沫，

船舶於航行時船體搖晃程度變大，此情況除

對航行安全產生威脅外，船體搖晃劇烈，對

軍艦上戰鬥系統負責穩定的陀螺儀運轉作業

負擔變大，戰鬥系統對目標解算更為困難，

因而造成艦用各項武器精準度降低，而艦體

的的橫搖傾斜也易使艦用火炮進入禁射安全

區域內，使艦上指揮官對艦隊武器的運用及

火力發揚都形成困擾。另海面上大浪也易使

雷達回跡雜訊變多而難以掌握敵艦真正位置。      

另依照美海軍反水面及反潛作戰教範

中規定：海象超過6級(含)風浪時停止艦

儎直升機起降作業。而艦儎直升機為美海

軍反潛及反水面作戰時的重要搜索、攻擊

單位，缺少艦｣直升機的支援也使得美軍

艦隊於反制中國潛艦的威脅中更加困難。

因此，在東北季風增強時期，美軍艦隊於

台灣巴士海峽海域及南中國海海域作戰時將

會對無論是航行安全或類型作戰效能形成嚴

峻的考驗。

(二)建議

海洋作戰環境攸關海軍作戰成效甚鉅，

完整的海洋作戰環境資訊包括了海洋週邊環

境的地形與底質、海水水文資料、海象狀況

及空中天候與氣流的變化等。海洋作戰環境

不僅影響各類型作戰方式與作戰時的兵力派

遣；小如海象、陣風會影響艦艇武器發射的

精準度與人員士氣；大如水文參數、地形與

底質會影響作戰時戰術運用，甚至作戰計畫

的設計導向等。

而了解海洋作戰環境，需要長時間的監

測。以呂宋海峽以西、台灣海峽以南的這塊

海域為例，該海域洋流變化複雜，進而影響

水文環境，也使得反潛環境變化複雜。此海

域還有季節變化，因為大範圍的風場旋度變

化，進而引發時而順時鐘、時而逆時鐘方向

旋轉的渦旋流場變化，其周期約為十數天。

這種海洋環境意謂著，要獲得更為精確海域

戰場資訊，則需要大範圍、長期的海域環境

調查與研究(高，2005)。

若台海發生軍事衝突，台灣週邊海域自然

成為主要的作戰海域，而對作戰海域的環境

瞭解的愈透徹，誰就能主導戰局的演變。因

此，瞭解與探索「台灣週邊海域戰場環境」

的特性，建構起台灣版本的「戰場環境即時

預報系統」，是為本研究可延伸討論的方向

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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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東亞戰略操作與決策兩難

壹、前言

「中國崛起」這個名詞已經從上個世紀

的「判斷」發展成存在的事實，而這個「實

存」的國際政治議題卻一直存在著不同面向

的解讀，客觀來說，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當

經濟繁榮、生活改善的事實，竟能成為國際

政治研究的焦點，顯然並不符合「國家發

展」理論的認知，於是對這樣的「崛起」所

帶來的疑慮就成為學術討論的焦點。中國是

否「和平崛起」﹖至今爭議不斷，其中，在

權力結構上的事實係當前霸權穩定機制的逐

漸弱化，致使區域安全的不穩定因素愈見明

顯，而當跨國經貿往來與安全合作機會在東

亞各國的經濟快速成長狀態下愈來愈重要之

時，區域內各國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相對也

逐漸提升，然而大國之間的戰略競合關係持

續存在，亦導致區域「經濟發展」與「戰略

競爭」的態式並存1。而就「中國崛起」的疑

慮來看，則似乎是一種國際現實的建構與氛

圍，然而，這樣的認知又存在多少或多強的

理由，使其持續造成影響，則是國際關係理

論認知的基礎爭議。對於此等問題，基本上

我們可以由理論、地緣結構、當事國之間的

認知等幾個方面來探討。

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在面對「中國崛起」

這個議題上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但也有著

與事實發展相互矛盾的質疑，由現實主義理

論群，諸如霸權穩定、威脅平衡等理論來觀

察，「崛起」與「體系穩定」之間，當然有

一定的必然性，然而實質的發展情形卻未見

如此的理論推演。若就地緣結構所約制的權

力競逐狀態來觀察，理論上，處於歐亞大陸

「邊緣地帶」的大國崛起，對周邊國家的安

全威脅是否必然存在，鄰國強大的地理威脅

感係歷史經驗的建構，能否解構或重構？同

樣也有著理論的必然邏輯與當下實務上的判

斷落差。就當事國而言，中國強調的「和平

崛起」是真、是假，戰略選擇上，中國崛起

必須有和平環境，但為何周邊國家的疑慮依

舊；同樣的，北京在睦鄰政策實施多年來，

卻經常疑問著：為何成效未見明顯或本質性

的改變？基本上，大國崛起的國際認同，某

部分來自於負責任大國形象的確立，中國崛

起對周邊國家必然形成壓力，於是就威脅平

衡的角度來說，中國必然逐步將面臨國際間

以「不滿足現狀」國家的角度來認知「中國

崛起」。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崛起

的中國必然不滿於現狀，於是挑戰國家的威

脅，將招來現狀霸權的「圍堵」或「和平轉

變」，而中國的因應只能也必須從「睦鄰」

建構，企圖「建構」一個穩定、安全、和平

的崛起環境，然而就建構的立場而言，睦鄰

政策的實踐，相當程度上就是一種國際氛圍

的建構，然而，建構不會立即見效，而且需

要由制度到實踐各方面進行。但若由實務的

角度看，「睦鄰政策」十餘年來，成效其實

是有限的，尤其1997、2007兩次金融危機，

中國的善意，包括開放市場、穩定人民幣、

對外援助等作為，並未能積極建構「和平崛

起」的形象。而這些交錯的理論與實務矛

中國的東亞戰略操作
  與決策兩難
著者／何燿光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社會科學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社會科學碩士
海軍官校正期73年班
海軍軍史館館長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現為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中國崛起」基本上已經不是一種判斷，而是正在進行中的事實，當霸權國家影響

在全球範圍中逐步下滑之際，國際權力結構與東亞政經秩序的結構性轉變，似乎已成

為一種不可逆的趨勢。然而崛起中國帶來的是憂是喜，卻一直還在未定之天，也成為

東亞國家戰略的不確定因素；相對北京而言，中國真的崛起了嗎?這樣的疑問，也一直

是其戰略設計與規劃過程中潛藏的迷失。

對中國而言，崛起是否能成功的關鍵在於持續穩定、安全的周邊態勢，然而，大國

崛起必定引發週邊鄰國的不安，於是，透過睦鄰外交的運作、消弭疑慮、建構信賴，

成為北京方面重要的戰略選項，而經貿與政治上的讓利行為與操作，就成為關鍵性的

政策工具。然而，讓利行為的成效，是否能讓周邊國家因滿足而改換對抗認知，又是

否將因過度讓利而戕害中國崛起的規劃進程。

本文研究之目的即在於探討這樣的戰略環境，以及相互缺乏信任與自信的主觀與客

觀因素的交錯縱橫之中，北京方面的戰略選項會呈現出哪種樣態、而不同的戰略選項

所呈現的優缺點與決策過程中可能會遭遇的兩難處境。以期透過對中國東亞戰略的理

解，提供相應的戰略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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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則是本文所關切的核心。

時至今日，國際政治的現實是，北京在21

世紀國際政治與事務上的角色係不容忽視的

議題，中國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與相對日漸削

弱的美國成為顯著的對比。當霸權國家影響

在全球範圍中逐步下滑之際，國際權力結構

與東亞政經秩序的結構性轉變，似乎已成為

一種不可逆的趨勢2。然而，事實果真如此？

抑或只是假像？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東亞

周邊與西方國家的焦慮核心，在於「是否中

國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是否中國

將遵守國際規範、實踐國際間的基本價值？

3」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本質上係在於：

一個更加強大與自信的中國將會如何對待鄰

國，而鄰國對中國在東亞影響的增強會有如

何的反應4。故本文將以中國的東亞戰略安排

與環境限制作為研究的標的，討論其戰略操

作與限制，進而探討在如此戰略環境下，北

京可能的戰略選項，以及如此選擇將呈現出

如何的反應，同時，在地緣限制、戰略選擇

等因素影響下，戰略困境的本質與區域安全

戰略的前景。

貳、中國崛起的憂慮與反應

對於中國崛起的憂慮與威脅感，就地緣

政治的觀點來說，這幾乎是一種必然性的發

展，由於力量相近的國家隔得越遠，則安全

感越大；隔得越近愈沒有安全感5。中國崛

起對於周邊國家而言，本質上就是一種實質

存在的威脅。首先，傳統上中國是一個陸權

國家，在其國力增強，海、空軍投射能力得

以向外延伸之後，目前已逐漸形成美國在東

亞地區海洋支配地位的挑戰，而美中之間的

海、陸權競爭，亦將衝擊東亞地區戰略環境

的未來發展6。事實上，早在1990年8月，日

本防衛大學村井龍秀副教授即在《諸君》月

刊發表「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專文，探

討中國在國力發展後成為潛在敵人的可能7。

到了1992年以後，西方國家媒體、專家、

政治領袖亦多對此表示憂慮，英國《經濟學

家》的「當中國醒來時」、美國傳統基金會

《政策研究》的「覺醒的巨龍」等等專文，

逐步使「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關注的焦

點議題，而1997年，Richard Bernstein與

Ross H. Munro更以專書指出中國將在21世

紀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成為美國的長期敵

人8。

至於後冷戰時期成形的「中國威脅論」，

其主要憂慮來自於中國在軍事、經濟、生

態、意識形態與文明等各個範疇的威脅認

知。其中在直接的軍事威脅當中，軍費與軍

備的高速增長、透明度欠缺、軍備競賽的

憂慮、權力真空的填補、周邊海域領土爭

議、核子技術的發展與擴散等等均形成嚴重

的憂慮。至於經濟威脅方面的估算則包括對

中國經濟將成為世界第一的憂慮、對中華

經濟圈的形成與擴張的預估、對國際市場與

國際資金的爭奪、低價傾銷的產品與因此

導致的失業危機。對生態威脅方面則有，諸

如隨著經濟高度發展，對世界資源、能源消

耗而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溫室氣體排放對

全球暖化、氣候反常的影響；因人口增加導

致的糧食危機等等。另外則是「非民主」國

家的必然威脅邏輯，以及儒家與伊斯蘭文明

擴張形成的「文明衝突」9。當然，中國崛

起係不爭的事實，在龐大人口、快速經濟發

展、高度能源需求、軍事力量強化、國際影

響力日增的狀況下，很難不被視為一種「威

脅」，但如此的威脅是一種「真實」，抑或

是一種建構的「假象」呢？即便最傾向現實

主義觀點的人來看，中國雖有崛起的現實，

但依然面對著諸如政治穩定、經濟增長、區

域合作、能源生態問題、周邊國家信賴等

等嚴重的問題難以解決10。然而就霸權競逐

的角度來看，權力競逐的對手之間，事實

上是難以持平的看待對方，而經常會出現

「過度反應」的結果，相對也增加互信建

構的困難。尤其當2001年7月江澤民與普丁

(Vladimir Putin)簽訂「新友好條約」(new 

Friendship Treaty)之後，一般相信，在中

俄邊境爭議大致獲得解決，戰略伙伴關係的

形成，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兩面作戰的缺陷已

獲致相當程度的改善，北京得以在「固本安

邊」的策略基礎上，進行其大國外交與多邊

外交的運作11，進而能更加積極而自信的發

展其國家戰略目標。而在操作上，「積極參

與的戰略」表現在軍事革命的推展，積極的

融入世界市場，加強對其他文明精髓的吸收

等方面之上12。而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加

速區域經濟一體化應成為優先策略13。以如

此情勢發展，加上對中國而言，若要維持兩

位數的經濟成長率，必須仰賴於取道東南亞

以進口天然資源與出口所生產的貨物14。也

因此，國際間對於中國必將挑戰當前的秩序

設定，一直無法釋懷，而中國威脅論也將持

續發燒。

相當程度上，美國對亞太權力平衡穩

定性的重新思考，係反映出華盛頓方面對

中國崛起的憂慮，分別表現在：對美中競

爭、地區不確定性、潛在戰略對手等面向

之上。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核心關切，

逐漸轉移到對中國挑戰的因應，於是「交

往」(engagement)與「圍堵」(contain)就

成為戰略選項中的兩個極端，而「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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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agement)則是兩者之外的第三條路

線。當然，樂觀者認為藉由「全面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可使國際體

制與規範約制崛起中國的擴張意圖，進而採

取合作態度而不致威脅區域的穩定與和平。

然而，悲觀者則認為強大的中國，在經濟發

展需求與資源競逐驅使的國際權力結構下，

進行擴張係為必然，故而終將威脅美國安

全。折衷看法則認為中國崛起是無法改變的

「事實」，因此，必須藉由經濟事務的合

作，尋求中國在裁軍、限武、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擴散等議題的協助；並以維繫日、韓等

軍事同盟的方式，作為防範與因應挑戰霸權

的手段15。約自2003年開始，當北京倡導東

亞地區主義，影響東亞新興政治機制的建

構，欲將美國排斥在東亞共同體之外，而此

般作為立即引發美國的戰略警覺，擔心東亞

可能出現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國家集團16。

理論上，這種透過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積極的

外交活動之作為，確實有可能將使其權力與

影響，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增強到難以處理的

地步17。對於美國來說，縱然中國的軍力短

期內無法與美國抗衡，但若透過地理位置與

先進科技設備的組合，依然可以形成美國的

重大困擾，並對東亞安全形成嚴重的挑戰

18。2008年12月，中國編組海軍艦隊赴亞丁

灣打擊海盜，意味著中國海軍信心與能力的

大幅提升，以及對美國與盟邦的威脅，而此

舉也在傳統安全領域中，使軍事競爭思考

成為美中關係發展的重要關鍵變項19。事實

上，就華盛頓的理解，中國崛起可能引發強

權競逐的認知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

歷史歷驗，將使其對復興過去輝煌歷史、再

創「華夏世界秩序」支配的欲望與企圖持續

提升。另一方面則是由國際政治的「霍布斯

恐懼」(Hobbesian fear)與權力轉移理論認

為：新興強國會以一切手段競逐權力、增加

國力，以保證安全、避免遭受他國迫害20。

於是就防範、制約中國的發展而言，具體作

為包括：1.對中國的戰略包圍；2.惡化中國

周邊安全環境；3.阻止中國邁向海洋；4.增

加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難度；5.轉換戰略情

勢，對中國形成實質壓力等等，而在海域爭

議問題上，則需以「避免軍事衝突、確保海

上航道安全」為首要，掌握「航行自由」，

強化擴大美日安保體系，維繫美國與東協國

家的聯盟關係。並鼓勵日本、印度持續擴大

其影響力，爭取東亞戰略利益，以同時形成

對中國的戰略遏制21。

參、東亞地緣戰略競逐的本質與

形式發展

冷戰結束之後，東亞區域安全情勢逐漸呈

現出複雜面貌，霸權穩定機制的逐漸弱化，

使得區域安全的不穩定因素愈見明顯。就本

質而言，東亞的權力競逐是一個經濟利益與

資源分配的爭奪，強權之間的戰略競合與操

作，係使問題複雜性提升的關鍵，無論是東

海或南海，其地緣位置所形構的海空航運線

要衝特質，使其成為諸如能源輸送、海洋貿

易安全與否的關鍵，對於依賴海上航線建構

國家海外資源市場「生命線」的各方強權而

言，由於其積極參與東亞事務的必要性，也

使得區域問題的複雜化加深22。而理論上，

國家之間的衝突經常發生在國家對領土的不

滿足、社會內聚力缺乏與社會穩定性不足的

時機點上23。這也進一步使國際關切更加深

化，危機感更加嚴重。若以海陸權衝突來理

解，由於大陸與海洋國家在性質上的差距，

至使衝突並不能簡單的以戰略合作或其他互

動來降低。陸權國家崛起勢必將爭取出海，

以擴大權勢影響範圍，然此以大陸為核心的

體系，一旦開始向海外擴展，立即將導致海

洋強權的抵制與抗衡，屆時大陸與海洋國家

的衝突就無法避免24。

對於將「中國崛起」視為威脅的觀察而

言，能源需求的無可替代性、各國經濟發展

的相互競合，建構了現今東亞權力競逐的核

心。隨著經貿力量的擴大，海洋在整體國民

經濟的重要性日漸提高，南海地區無論在經

濟、漁業、石油、天然氣、礦產、海上交通

等方面，無疑已成為北京的戰略核心之一，

而在軍事價值方面則因應經濟利益而衍生出

包括：海軍發展、戰時海上運輸、反制海上

封鎖以及防範海上入侵等更為嚴肅的安全關

切25。因此，北京方面認為：爭取南海利益

有其正當性，但在作法上為建構和平崛起的

趨勢，故必須與鄰國和睦相處、全面交往，

更進一步釋放友善訊息與作為，但中國崛起

的事實始終是周邊國家無法抹滅的憂慮26。

至於日本先天上就是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國

家，經濟發展更取決於對資源依賴度的可靠

性，由於安全威脅來自於四面八方，在北方

與俄羅斯有北方四島爭議；西邊與韓國有難

以解決的歷史仇怨與領土爭議；與中國則有

東海地緣戰略利益與台灣問題的衝突，向

南則有對南中國海航運「生命線」的無法替

代之依賴27。而在諸多限制之中，可能成為

使日本重新掌握能源與戰略物資的契機，

則是在東海資源蘊藏28。也因此，使日本的

介入，成為戰略選擇的必須。尤其在釣漁臺

列嶼問題上，當聯合國《大陸礁層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以及《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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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等海

洋資源運用的規範性公約的簽訂與陸續生效

實施，資源開發的特許權力與其所伴隨的利

益，更使問題成為難解的關鍵。釣漁臺列嶼

問題的本質是資源運用的爭議，但複雜因數

則在於歷史的糾葛、對抗戰略的設計，以及

國內政治爭議的擴張，也因此，儘管中、日

兩國曾於2008年6月達成共識，先進行小範

圍的共同開發29，但這種以油氣資源開發為

基礎的經濟協議，相對於歷史情結與現實利

益糾結，加上問題的複雜性與敏感性，欲再

比照「東海共識」模式，在釣漁臺問題上簽

訂更具主權意義的協議，其難度極高且目前

並無可能突破的跡象。當中國崛起、日本右

翼政治勢力抬頭等等因素加入之後，爭議的

爆發性也因實力相近，而使潛在危險性提

高。然而就華盛頓的海洋秩序戰略安排而

言，卻是不容許日本單方面在釣漁臺問題上

有太多的操作與轉換，故而在2013年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Abe Shinz )訪美過程中，其強

硬言論明顯改變，轉而表示談判大門永遠敞

開30，研判也與美方的壓力明顯有關，更顯

示美國在操作其秩序維護戰略議題上，其危

機管理的手段與工具運用的空間。就目前情

勢來判斷，各方的自我約制，雖然還算積極

有效，但緊張狀況持續不斷，中國與日本之

間的海岸巡護單位船隻持續發生近距離接

觸，2012-2013年間中國海監船駛進釣漁臺

海域多達61次，208艘31。而安倍政府新派任

非文人背景的佐藤雄二為海上保安廳長官，

即被日本廣泛視為安倍對中國海監船隻多次

進入日本主張領海的不滿32。

肆、中國崛起的強權認知與戰略

態勢

崛起的中國因著改革開放的經濟利益，

在實質上與感知上牽動著國際的關切，然而

崛起的事實卻一直相伴著一種必將形成對

抗的陰影33。而如此的理解卻是源自於美國

國力的逐漸衰退，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權力平

衡與區域秩序的轉換可能，尤其現實主義論

者，基本上相信中美雙方構成兩極平衡的可

能性正逐漸降低，美國已無法以單一力量掌

控戰略全局，甚至僅能發揮「離岸平衡者」

的制衡作用34。就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崛

起國家具有擴張的本性，而「崛起大國挑戰

現有霸權」的企圖，即為造成國際體系動盪

的主因，新興大國挑戰既有霸權的結果，將

導致週期性全球戰爭的爆發35。相對於美國

勢力的消退，在中國周邊的國家普遍面臨著

如何在美中之間維持戰略平衡的問題，選擇

繼續依賴美國者（如日本）多數選擇疏遠中

國，而其他國家的典型態度是，對中國釋出

善意，發展睦鄰關係；另外同時保持與美國

的友好關係36。但也因此，使美國對中國崛

起採取更加警覺的態度，畢竟，對美國而言

戰略布局的困難點，主要在於距離、資源與

介入正當性，尤其在面對東亞各國都存在著

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對豐富天然資源的迫切

性，以及發展能源短缺的形勢時，現有的

戰略工具的選擇性，並不足以應付立即性突

發狀況37。就「權力梯度之耗損」(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的概念來看，霸權影響

力的強度係因距離而呈現衰減的狀態38。當

然，在這樣的條件下，權力轉移的疑慮，也

左右著霸權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與態度。

對中國而言，當前國家戰略的最高目標

是「和平崛起」，然而在戰略途徑與戰略工

具的選擇上，卻遭遇難解的困境。中國在周

邊議題上，尤其是海洋安全問題中，最嚴重

的問題是領土爭端的難解，而維持現狀目前

雖然是較佳的選項，但維持現狀需的前提則

建立在：爭議各方的意圖與各自的國內輿論

以及政治勢力的支持願意。然而，一方面，

爭議各國不斷試圖以造就「既成事實」的作

為來挑戰；另一方面，媒體炒作效應引發的

民族主義情緒等問題，亦對「中南海」的決

策造成壓力與羈絆。至於，另一個潛在的問

題則是有關的能源的開發與支配，尤其在缺

乏制度性約束狀況下，爭奪的情勢難以遏止

39。對當前海洋議題所約制的中國涉外關係

而言，南海問題最大的顧忌是國際化的趨

勢，除將使談判複雜性倍增之外，更可能為

域外大國的介入提供機會與平臺，因此，北

京方面一直堅持「雙邊談判」，然而，如此

的堅持，一方面坐失協商機會，一方面亦無

法約制越、菲等國持續的「侵權」行為。中

國希望以強調「和平崛起」的無害性來降低

敵意，然而中國的快速崛起與領導東亞的意

圖，迫使東協、日本更加依賴美國的聯盟

或甚保護關係。樂觀的說，由於當前中國在

相當程度上已經融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

系，並提供充分的商機與經濟利益。故而，

在各方勢力的競合狀況下，是可以透過策略

操作，提高談判籌碼，在亞太地區內形成美

國、中國、東協、日本相互依靠又相互對抗

的特殊關係，然而，南海與東海局勢也就因

之更加複雜多變而難解40。就中國對海權問

題的理解而言，基本上雖以「和平發展」作

為基調，認為以「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

同開發」為原則，在睦鄰友好關係框架下進

行協商係為戰略首選，但海洋爭端的國際化

趨勢，主要在於爭議國家企圖聯合以對抗中

國，因此，建設一支強大軍事威懾力量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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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則已逐漸在中國內部被認為是在「和平

發展」戰略下，維護海洋權益的堅強後盾，

而且以實力促進和平，係屬務實而必須的正

當性選擇41。然而這樣的認知，卻更加深了

周邊國家的疑慮與戒心，對解決周邊海洋問

題，投下更多變數。

如上述所言，加上對中國海洋戰略發展

與權力關係變化的長久觀察，則可發現中國

海洋戰略的實踐，已由過去消極的「誘敵深

入」轉換成積極性的「中、遠海防禦」，而

其戰略目的則在於：1.在政治上含擴其主權

主張之島嶼，2.經濟上確保海洋之運用，

3.外交上擴大國際影響，4.軍事上擴大國防

縱深42。若依據劉華清規劃的中國海權發展

進程：第一階段，以海軍的投射能力跨越日

本、台灣與菲律賓等第一島鏈為目標；第二

階段則以2025年為時限，欲將海軍力量擴及

塞班島、關島與印尼等第二島鏈的位置；

第三階段，則希望在2050年，建立一支可

投射全球各地的海上武力。在這種「積極防

禦」的國防戰略下，空軍由「國土防空」轉

為「攻防兼備」；海軍由「近岸防禦」逐步

轉為「近海防禦」，海上活動範圍也已實

質向外延伸43。如此，當然觸動海權國家最

敏感的神經，也難怪在2010年3月，當北京

首次對美國傳達南海問題關係到中國領土完

京方面在對外關係處理上，漸趨開始採取強

硬的手段。「遼寧號」航空母艦2011年的試

航，意味著中國欲將制海權擴大到第二島

鏈，也促使周邊國家積極加強軍備，亞太地

區的軍事平衡亦因此出現微妙的變化，更意

味著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能力與可能性已大

幅提升47。

伍、中國的戰略選項、操作與強

權的可能應對

中國的國際戰略認知約於1982年開始有

明顯的調整，由原先長期關注的政治、軍事

安全，逐漸向經濟安全議題轉向，政治、軍

事的地位雖然相對下降，但核心安全領域依

然是中國安全觀的重心48。自1980年代以來

「經濟建設」的迫切性一直是中國對外政策

的核心，「尋求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

化49」係最高指導原則，因此，中國極力主

張其國力與國際地位的提升，會承擔負責任

大國的使命50。就「負責任大國」形象的確

立而言，北京方面確知其必須在經濟、政治

等各方面在國際間扮演關鍵性角色，提供有

效公共財。而在實踐上，尤其在兩次的金融

危機中，北京在援助或對抗升值等等問題

上，確實表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態度與作為。

另外，在朝鮮半島核子危機問題上，中國透

過「六方會談」機制，以及北韓對中國的依

賴等機會，確曾在東北亞區域穩定問題上，

成為重要的關鍵與美國必須尋求合作的對象

51。另外自2001年加入WTO起，無論是雙邊貿

易談判、參與多邊組織、在東亞地區進行直

接投資（FDI）、官方開發援助（ODA）、人

道救援與援助等，均顯示其改善周邊環境的

重要意圖52。

雖然說中國崛起在北京以睦鄰為核心的

涉外原則操作下，至今並未顛覆東亞安全秩

序的運作，透過雙邊同盟、多邊對話與特殊

外交的混合，既沒出現軍事競爭對抗，也沒

挑戰、撼動美國的權力平衡安排53。然而，

當既存的權力結構安排與核心利益相衝突

時，合作與維持現狀的自制將會受挫54，而

在核心議題上，北京相信「在防止東南亞地

區為敵對勢力所左右的基礎上，謀求更廣泛

的合作」係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議題55。就

戰略情勢而言，全球反恐戰爭已使美國在阿

富汗、中亞、巴基斯坦、俄羅斯重新建構戰

略合作關係，也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的態勢

(strategic encirclement)，更使美國在

亞洲的地緣政治優勢更加穩固。相對中國則

在周邊海域問題上面臨嚴重的戰略困境，

其中包括：1.國家主權、海洋權益維護與東

整的「核心利益」的立場之後，美國輿論對

於中美之間，諸如人民幣匯率、對台軍售、

天安艦事件、黃海軍演、南海海上航行等問

題所引發的矛盾，持續要求美國政府在對華

政策上展現強勢作為44。2010年以來，美國

在黃海、東海、南海大規模的幾次聯合軍事

演習，其目的一般相信是在遏止中共在海洋

戰略上的擴張，而美、中在東亞海域上的權

力碰撞與摩擦，幾乎已經是可以預測的趨勢

45。就北京的戰略決策困境來說，欲持續經

濟發展，和平的環境必須積極建構，然睦鄰

政策執行二十年下來，卻依然難以建構「負

責任大國」的形象，「和平崛起」的概念依

然只是北京的論述而非國際共識；其次，隨

著經濟發展牽動的國民自信、民族主義發

展，形成內部穩定的隱憂與涉外事務處理空

間的限縮；另外，能源需求的急迫性日益嚴

重，海洋通道、海域資源的掌握，也使協商

與讓步可能愈來愈少。以軍事議題為例，近

年來解放軍在涉外問題的態度上，一改過去

的低調作風而逐漸有愈發強硬的言論46，隨

著中國在軍事實力的提升，除為世界前五

大核武國家之外，亦在武器進口（世界最

大）、國防預算（亞洲第一、世界第三）佔

有重要分量，而且在通訊、衛星偵照、飛彈

導航定位等技術上大有所突破，這也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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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關係發展的兩難；2.中日海洋爭端日趨

嚴重，東、南兩線同時面對惡化中的環境；

3.經濟、社會發展，急需保持周邊的穩定，

亦使得戰略選項被壓縮56。就中國的理解而

言，南海周邊國家聯合對付中國的意圖與問

題的國際化趨勢已愈來愈加明顯57。另外，

在台灣問題的認知上，對北京而言，對台問

題的退讓所造成的傷害，將遠超過與美國的

衝突58。更重要的是自1993年中國成為淨能

源進口國之後，能源安全成為當務之急，無

論打擊分裂、極端與恐怖主義，東北振興，

東協加一，中非、中阿合作論壇等等，均為

北京方面以能源安全為核心戰略邏輯下的安

排與嘗試。畢竟對中國而言，天然資源的進

口與生產貨物的出口，係維持兩位數經濟成

長的必須，對於南海航道的依賴也因此無可

替代59。因此更完全不能接受由美國或日本

主導的東南亞安全機制60。事實上，隨著經

濟不斷發展與對外聯繫日益密切，北京的利

益範圍也逐漸向外擴展，中國軍方的地緣認

知亦發生變化，強調有必要確戰略邊疆，以

維護利益與安全，將國力、影響力的延伸超

越國界範圍，並將其戰略邊疆作為國家戰略

思維、地緣戰略觀念與國家實力之結合與體

現，於是擴大安全防範外徑，處理境外危及

安全事態的能力就成為必須，相對的，左右

世界局勢的能力即成為近來解放軍重要的戰

略認知61。

若由後冷戰時期以來，中國處理領土與

領海爭議的主要途徑來觀察，基本上可以包

括：消除衝突根源與防止衝突發生兩種模

式，其一是透過尋求與周邊國家進行全面性

重新劃界的可能性，藉以消除造成雙邊關係

出現緊張與衝突的根源。另一方面是暫時

是尋求維持疆界的「現狀」，穩定邊界地區

的情勢，並和相關國家針對邊界問題進行

雙邊協商62。例如，2002年中國與東協簽署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South China 

Sea）協議就被視為一種善意的呈現63。但

善意呈現顯然終究未獲致在南海島礁爭議中

的相對效果，而北京與東協在2011年7月20

日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執行指南》(The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以及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第10屆「中國－

東盟博覽會」中，強調南海爭議不應影響雙

邊合作等言論，均在於中國方面急於顯示其

正逐步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意圖與

善意64，並藉以暫時緩和南方的壓力，以處

理釣漁臺問題。

研判美國方面，將依然維持一種不挑戰、

不對立、不置身事外的原則來涉入東南亞區

域安全事務，將是一種可預見的操作，這種

合作與衝突、妥協與對話的互動模式，將本

著互賴的利益共用、善意與妥協的交互使

用，依循美國在歷史上善用的複式安全模

式，持續發展，一方面在操作上，持續以維

護航行自由等宣示性論述與檯面下不同程度

的放任與鼓勵，讓爭議與矛盾保持在相當水

準上，作為向東協各國、中國甚至日本方面

獲取利益的兩手策略；另一方面，則藉由實

質性的作法，諸如軍事演習、軍事基地的協

商、區域組織的參與和主導等等，重構海洋

秩序的建構環節。到目前為止，美國海軍

依然規畫在全球範圍內採取預防戰爭的前緣

部屬，主導的戰略構思則是「全球分佈，

區域集中」，亞太區域的前進基地則包括諸

如關島、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65。相對

日本，在此次釣漁臺衝突的檢證下，其對

美國的依賴，確實不因其經濟實力的提升而

有所減低，日本被迫將尋求更緊密的美日同

盟。2010年9月閩晉漁5179號與日本海上保

安廳船隻發生碰撞事件之後，菅直人(Naoto 

Kan)政府即調整過去對美國消極的政策，積

極配合華盛頓的亞洲政策66。2011年11月12

日，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 首相更進

一步表態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

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的談判，其外交政策重

回以美國為中心的思考，強調日本擔任美國

之「責任承擔者」的角色，以解決經濟合作

與區域紛爭的戰略為考量，重新界定美中之

間存在的「價值觀」差異與「攻勢現實主

義」的戰略思維架構67。就地緣戰略態勢與

國際情勢發展而言，釣漁臺問題在可見未來

之中，依然將會被中美日三方以相當謹慎的

方式來進行衝突邊緣的戰略操作。

陸、結論

若以地緣政治理論觀點來觀察東亞安全

戰略則可以發現，國際危機多半源於對手間

的利益衝突，雙方對各自利益的認識程度，

決定雙方的決心與意志，以及可能的結果。

危機事件中的一方是否採取堅決行動的決心

與意志，相對於該方利益受到威脅的重要程

度呈現出正相關，受到威脅的利益越重大，

捍衛該利益的決心與意志就越堅決，妥協餘

地越小，相對受威脅的利益的重要性愈低，

妥協餘地就愈大68。若以當前東亞危機的發

展過程來觀察，事實上，衝突背後的妥協空

間甚大。因為表像上來看，能源爭奪為爭議

的重心，東亞各國的能源需求與能源弱點均

相同，而南海、東海議題的複雜與難解，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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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來69，但若由地緣政治結構與自然資

源的差別來看，一方面，可能造成大國對抗

從而加劇地區緊張，另一方面，透過合作亦

可能化解各國之間的衝突。另就本質而言，

2010年以來的西太平洋沿海島嶼爭議，基本

上就在於霸權的地緣政治競逐，而這種競逐

的本身，在操作與發展的過程中，係處於

一種特殊的「平衡」操作狀態，歷史經驗顯

示，這種狀態也是一種秩序控制的操作。爭

議的再啟相當程度上與爭議國內政操作的相

關性甚高，越南、菲律賓如此，石原慎太郎

挑起的釣漁臺爭端亦如此，中國在「18大」

之前的強硬回應也相去不遠。由地緣戰略操

作取向來觀察，當前的戰略情勢演變，基本

上傾向於以下幾種面向，就東京的操作而

言，安倍政府的運作主軸似乎係以涉外事件

轉移國內長期經濟低迷所引發的政治危機，

在國際問題上配合美國的戰略設計、分擔同

盟的責任，進而逐漸促進自衛隊的軍隊化

目標，以及再武裝的正當性，使日本的國際

政治地位與影響力，正常對應其經貿實力，

進而鞏固日本在亞太區域的強權地位。整體

而言，表面上保持對中國的強硬姿態，爭取

其他各方的和平與利基70，將持續成為安倍

政府的戰略主軸。至於北京方面，為因應來

自於美日的壓力，維繫和平崛起環境與負責

任大國形象，成為戰略操作之最高原則，因

此，在沿海島嶼爭議問題上面，將採取不同

方式對待，在南海方面，相對對手的贏弱與

集團內部的不協調，因此將持續採取表象和

緩的態度，釋出協商的可能性，以避免兩面

作戰；相對在東海方面，則將持續並嚴格控

管目前的對抗強度，一方面在內部有利於操

作反日民族情緒，二方面對外以防範美國的

進一步干預，並對東南亞爭議諸國形成威攝

效應。另外在華盛頓方面，明顯的對於南海

問題的關注要超越東海問題，這一方面是因

為釣漁臺當前的爭議，導因於日本內部的政

治鬥爭，且爭議的發展以促使日本更傾向於

美國，而相對日本的國力與軍力又明顯高於

東協各國，也有更多的國家期待甚至主動要

求美國能「遏制」中國的崛起71，因此，就

有限資源的最佳運用策略來看，多關注於南

海問題更有利於美國的戰略安排，然而，美

國的重返亞洲，需要日本全力支援與美日安

保同盟的堅實基礎，但是美國也不願意因重

返亞洲而破壞到中美關係的基石72。

東亞國家有不同的安全追求，美國追求

單邊霸權，中國、俄羅斯、日本則或明或暗

的追求多極化的實踐以及擠身多極之一的政

治企圖，而東協國家則期望建立多邊安全協

調機制，於是各種區域安全的相關安排紛亂

雜陳，以各種安全理論架構起來的安權選擇

與機制相互交織，論述與主張也多有爭議

73。就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戰爭狀態

是國與國之間的自然狀態，戰爭隨時可能會

因各國的決策而發生；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

現實中，「自助原則」是行動者必然的準則

74。而當前亞太安全的演變，基本上受到權

力、制度與文化等變項同時而交互的影響

75。樂觀的看法認為，中國崛起的事實但並

不能就此認定中國意欲於成為挑戰性軍事大

國。相反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多數集

中在其國內經濟建設的部分76。而且由歷史

經驗的另一面向顯示，中國的衰弱將導致亞

洲的混亂，相對富有、強大的中國係地區穩

定的因素，有助於和平、穩定的秩序再現，

即使古代的華夷秩序也是「仁慈霸權」，中

國與鄰邦之間維持表像的層級關係，實質上

卻是平等的內涵，而在實證的觀點下，也不

認為目前多數亞洲國家存在制衡中國崛起的

作為77。但就美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勢力的

存在是一種霸權穩定的狀態，對亞太地區霸

權穩定的安全利益在於：能有效約制區域強

國間可能的衝突（尤其中日衝突）；可以防

止侵略行為，為弱國提供安全保障；能夠提

供危機管理，防止衝突升高至戰爭；能控制

武器擴散與區域局勢惡化78。然而，美國秩

序在21世紀的東亞也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其

中，區域外霸權形成的合理性疑慮，致使美

國必須尋求日本、中國、俄羅斯或甚印度的

支持，另外，地緣戰略的結構性限制亦約制

美國在東亞戰略上的自由度，為防止區域大

國的崛起必須維持美日、美澳等雙邊同盟關

係，而另一方面又必須有限度的鼓勵多邊合

作。然而，美日同盟必定引發中國的憂慮，

也因此，美國霸權的存在雖有助於區域安全

秩序的維持，但只能防範情勢惡化，卻無法

解決根本上的區域安全核心問題(例如中日

問題)。也因此，美國在戰略目標上係以維

護其霸權地位為核心，維持並控制區域的矛

盾與衝突，相對來說是避免出現挑戰國家或

國家聯盟的有效方式79。

整體而言，雖然在國力消長狀態下，東亞

權力競逐態勢有明顯的變化，但美國自二戰

以來的海洋秩序運作基礎卻尚未崩壞，東亞

當前的國際政治與地緣戰略支配地位爭奪，

係分別顯現在：1.美國方面為因應實力的下

滑，而在同盟關係的鞏固、與戰略對手國的

協調、以及危機管理與次要權力競逐者的爭

取等方面，積極佈署與操作；2.中國方面則

因應實力的逐漸提升，而在海洋利益維護、

區分主次要戰略對手、強調崛起的和平特質

等方面，進行謹慎而漸趨堅定的運作；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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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面，則試圖在美國的戰略需求與中國的

擴張困局中，緩步進行其邁向正常大國的階

段性目標。然而，局勢的發展，受限於大國

之間相互依賴與相互制衡的地緣困境，於

是，在表像上，爭議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

因此要爆發強權之間的對決，基本上是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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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建構主義文化概念探討兩岸關係發展

壹、前言

兩岸歷史情結，在主權及意識形態之

爭，總是無法進行官方的政治談判，結束

敵對狀態。這兩條關係路線，時而交錯重

疊、時而分裂併行。以「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vism）來詮釋兩岸關

係及因意識形態不同，可適度解釋兩岸在

非官方狀態下，在軍事武力對立，但民間

交流卻十分熱絡現象。

自1991年冷戰結束後國際環境的變

遷，兩極世界「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轉

變為一超多強（一超為美國、多強為歐

盟、日本、中國大陸、俄羅斯等國），

「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新

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主流理

論，已無法妥適地解釋與預測國際政治。

繼之而起的社會建構主義，亦接受新現實

主義的主要假設，擺脫「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哲學層面來解釋「國

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謀求一套從經驗上可解釋冷戰結束後國際

政治變化的理論。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際

體系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是由

觀念構成，文化認同是由不同國家經過互

動形成國際共享知識，亦是國際體系中行

動者互動的結果，更是制度與規範和預期

慣例之總合1。社會建構主義所要強調的主

體概念，也是新現實主義所忽視及不足之

處，且能適用於詮釋兩岸關係發展的複雜

現象。

「文化」（culture）是一個社會的規

範、價值與信念，包含知識、人文、工藝

與語言，文化也是一個社會共享、轉化

知識系統是既存規範性的物與事，經由人

文創設一種表微2。兩岸文化中以節慶為

例：由於同為中華文化的民族所重視節慶

都一樣，包含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及中

秋節。這四大節慶就是兩岸共同的文化交

集，而且証明了中華文化為兩岸和平發展

的重要角色。透過兩岸人民對彼此共同文

化的認知以及文化的價值觀相同產生凝聚

力；彼此一定能夠設身處地互相體諒，也

才能理解兩岸華人的根本利益和願望。

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中華民國仍需吸取

更多中華文化的精髓，相對中國大陸的人

民亦可學習中華民國文化特色。畢竟幾

千年中華文化是兩岸人們共有共享的，

在互動交流中彼此不會相互排斥。就「溫

特」（Alexander Wendt）推演出的三種

國際體系言，兩岸是否能順利由「洛克」

（Lockean）式文化體系轉變為「康德」

（Kantian）式文化結構的國際體系，互

為朋友，就要看海峽兩岸未來的努力與發

展。

貳、理論探討

一、社會建構主義概念

「 社 會 建 構 主 義 」 （ S o c i a l 

constructionism）起於1980年代末

因東歐與南歐國家紛紛走向了「資本

主義」（Capitalism），後來擴展到

「東德」（East Germany）、「捷克

斯洛伐克」（Cze c h o s l o v a k i a）、

「匈牙利」（Hun g a r y）、「保加利

亞」（B u l g a r i a）、「羅馬尼亞」

（Rom a n i a）等前「華沙公約組織」

國家，共產體制的瓦解，最後以蘇聯

以社會建構主義文化概念
探討兩岸關係發展

著者／葉莉亭 
空軍通校女士官83年班
開南大學空運管理所碩士
現為空軍戰術管制中心士官長

兩岸歷史情結，在主權及意識形態之爭，總是無法進行官方的政治談判，結束敵

對狀態。這兩條關係路線，時而交錯重疊、時而分裂併行。如何經由社會建構主義理

念，從文化認同之內涵，建構兩岸發展之新局，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本研究僅就

社會建構主義文化的概念，來探討兩岸關係的發展，期能由此研究獲得兩岸發展在文

化上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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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iet Union）解體告終，產生的「認

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引

起大眾對該主義的探討，促使建構主義逐

漸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因

此，也不可能產生共同結構；雙方一但開

始交往，初始行為透過互應機制使互動中

雙方產生加強一些觀念，並開始擁有相互

主體的共同觀念。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際

社會無政府狀態正式透過機制互動觀念產

生「認同」（identity），是一種體系結

構3。

二、社會建構主義定義

依照溫特社會建構主義定義：「第一，

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分析單位；第

二，國家體系的關鍵結構是相互主體性

的，而不是物質性的；第三，國家認同與

利益是由這些社會結構所構成重要部份，

而不是由人性或國內政治對國家體系的特

定外在因素所構成」4。社會建構主義認

為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主要分析單位是國

家，國與國之間相互主體構成國際體系，

亦決定國家認同與利益，國家與國際體系

是相互建構而成5。因此，從檢視社會建構

主義學者有關的論著將可增進我們對社會

建構主義理論的了解，以下將對五位建構

主義學者著作加以檢視。

（一）無政府狀態

「溫特」（Alexander Wendt）在其著作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文章中，藉由對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Waltz）之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有

關無政府及自救的概念，提出一全面有

關認同與規範的爭論。雖然國際體系都是

「無政府狀態」（Anarchy），但並不是

所有國家間的體系都是一致。

（二）了解國際政治之改變

克羅威斯基（Kolowiski）及克雷多奇

威爾 （Kratochwil）在「了解國際政治

之改變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中，陳述

新現實主義無法解釋冷戰結束、蘇聯解體

及兩德統一等。

1 . 新 現 實 主 義 之 「 唯 物 主 義 」

（m a t e r i a l i s m）及「理性主義」

（rationalism）無法提出冷戰結束之解

釋，因為1989至1991年間，蘇聯及「華沙

公約組織」成員並沒有改變。

2.新現實主義亦無法解釋，美國為何不

趁蘇聯弱化，採取有利於己之態勢。

3.新現實主義也無法解釋，為何法國拒

絕組成聯盟來對抗新德國，而德國本身在

統一後也未追求「霸權」（hegemony）。

當國內行為體之信仰（belief）及 認同

（identity）改變，國際政治亦隨之產生

基本改變。因此，也改變組成政治策略之

規則及規範。

（三）國家安全文化

卡特仁斯坦在其著作 「國家安全文化」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中，強調兩項不為國家安全政策注意的因

素，為政策的文化制度脈絡及國家、政

府、政治行為體認同的建構。他爭論歷史

證據迫使我們在毫無任何疑問的認同及規

範下放棄國家概念，國家對於自我利益及

理性行為者而言，利益必須被界定更勝於

發現。規範、認同、文化影響行為者安全

政策的重要性，已經由社會建構主義研究

途徑獲得證明。

（四）規範構成利益

克羅茲（Klotz）在其著作「規範再

構成利益」（Norm Reconstituting 

Interests）中，藉由檢視美國制裁南非

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博塔（Botha）政權「種族隔離主義」

（Apartheid government）案例，博塔

（Botha）拒絕對黑人多數人群做出任何

讓步，拒絕釋放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辯稱規範改變行為體之認

同、影響行為體之利益然後改變政策6。

新現實主義因缺乏物質結構之改變，無法

解釋1985至1986年間，反種族隔離制裁政

策之轉變。這樣的改變，是因規範的形式

重視種族平等，迫使美國改變其認同與利

益。

（五）建構世界政體

魯 奇 在 其 著 作 「 建 構 世 界 政 體 」

（Constructing World Polity）中，

提出國際政治的兩個法則，管制法

則（regulative rules）及制定法則

（constitutive rules），前者意指國際

機制及制度之建立以約束行為者的行為，

而後者代表規範建構行為者的認同及利

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t）

所提國際機制及制度的概念僅為管制法則

並不是制定法則，只有社會建構主義、唯

心及唯物因素，建構行為者認同及利益的

問題。

三、規範（Norm）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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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屬於一種社會約定，包括規則、標

準、法律、習慣、習俗等。建構主義者把

規範概念定義為「意指對某個特定國家本

體作出適當行為的集體期望」7。建構主義

認為，通過建構而產生出來的行為規範、

原則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僅影響和規

定著國際政治中國家行為體的具體行為、

利益、優先選擇以及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

工具，而且可以幫助行為體理解什麼是重

要的或有價值的，以及如何運用合法手段

去獲取它們。因此，「社會規範的一個重

要特徵是它們創造出行為模式」。在對國

際體系變化的認識方面，建構主義不是根

據在行為體背後起作用的實力分配和權力

結構來看待國際體系，而是認為這個體系

是由與規範有關聯的機構所組成。建構主

義認為，這些機構使國際社會不斷確立各

種規範，並以此調節著各機構的活動和習

慣，「國際體系是諸機構的集合體，而且

諸機構是由諸規範所組成的實踐活動，當

其構成的規範的一部分（或全部）發生改

變時，國際體系的基本變化隨之出現」8。

四、文化

（一）文化結構

建構主義者認為，「文化」（culture）

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也影響國

家的基本特質及國家的身份。在國家所處

的全球或國內環境中，所具有的文化或制

度的形成國家的身份；文化結構建構是塑

造「國家地位」（statehood）或國家身

份的來源9。

（二）溫特文化分類

1 .國際體系隨文化演變：主張建構

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溫特進一步把文

化分類為，霍布斯（Hobbesian）、洛

克（Lockean）、康德（Kantian）三

種文化分為敵人（enemy）、競爭對手

（rival）、與朋友（friend）的觀念10。

行為體可以建構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分解

霍布斯文化，並建立洛克文化。由於無政

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如果行為體的互動

實踐發生了變化，觀念隨之變化，國際體

系結構也就會發生變化。以肯尼斯·華爾

茲（Kenneth Waltz）的「物質力量分配」

（distribution of capbilities）的變

化，而是「觀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的變化，構成是行為體的共有觀

念。從一種無政府文化轉變為另一種無政

府文化的關鍵在於哪一種無政府文化佔據

國際政治運作的優勢11。

2.國家客觀利益：國家有四種客觀利

益，包括生存、獨立、經濟財富與集體自

尊，這四種客觀利益在不同的文化結構下

有不同的結果。而隨越來越多體系的成員

相互認知為敵人、競爭對手或朋友時，體

系結構就會傾斜（tipping）到集體的霍

布斯、洛克，或是康德結構12。由表2得

知，例如，冷戰時的美蘇可以算是「霍

布斯式體系」，美國與日本可以視為「洛

克」（Lockean）式體系，美國與歐盟間

可以歸納為「康德」（Kantian）式體

系。

（三）文化國家地位

國家所處的全球或國內環境中，文化

結構建構或塑造了基本的國家身份，而

這些正是「國家地位」（statehood）或

國家身份的特徵。某些建構主義學者，

如「阿米塔夫·阿查里亞」（Amitav 

Acharya），特別提出文化與歷史因素在

就東南亞國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這些學

者認為應理解文化因素對東南亞國家對外

行為的影響。例如對主權的概念，也因為

如此，強調主權與不干涉內政原則也就逐

漸在東協的架構下逐漸制度化；所謂的

「東協模式」（ASEAN Mode）：「不干涉

內政、不使用武力、一致決、面對面磋商

解決爭議，等原則，其背後都與其國內既

有的政治文化相關，因而內化成為東協國

家彼此交往的依據」13。

參、社會建構主義「文化」之探討

一、文化意義

文化是一個社會的規範、價值、信念，

而且含涉知識、人文、工藝與語言，文化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揚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

表1 文化的特徵

特 徵 內 容

普 遍 性 無論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類團體是沒有文化的。

持 續 性 古人所創造的文化，或多或少總被後人保留起來，且代代相傳，毫無被消滅的跡象。

累 積 性
古人所創造的文化依舊存在，有的則經過後人加以改造，或利用以發明新的，文化的內容於是

一代一代的增加。

變 異 性
各時代、各社會的文化在其發展程度和內容各有不同，就同一工具或制度，其功能亦可能因時

間和空間之差異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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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社會共享的、轉化的知識系統是

既存的規範性的物與事，經由人文創設的

一種表微14。社會建構主義認為，文化環

境不單是影響了不同類型國家行為為動

機，而且還影響國家的基本特徵，即所謂

國家的認同15。

二、文化對國家的認同

社會建構主義認為，觀念影響國家的認

同，由不同的認同出發，造成不同國家界

定不同的國家利益與安全取向，這些考量

形成國家安全政策，但這些過程並非單向

的，文化環境與社會體系中的成員，其關

係是互動的，成員間的行為相互影響，更

改變了文化環境。同時，文化環境更是對

國際社會結構的所有成員產生影響。所

以，社會建構主義並不認為無政府狀態必

然帶來國家間以暴力方式來取得生存的最

低需求。相反的，國家可以透過不同的互

動建構作用，建立不同的國際共享知識，

以不同的規範或文化為區別特徵的國際社

會，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國家安全利益，約

制國家安全政策選項，造成不同的政策互

動16。

（一）國家做為一個實體，文化環境

影響了國家的生存展望（prospect for 

survival）。

（二）文化環境會隨著時間，改變體系

中國家的樣式特徵（modal character of 

statehood）。

（三）在一個特定的國際關係體系中，

文化環境可能造成國家特徵的的改變17。

三、社會構主義國家認同

建構主義基本上是一個身份政治的研

究，而身份形成的兩種邏輯包括自然選

擇跟文化選擇，所以建構主義者會強調強

調社會互動過程中，文化選擇的重要性，

而文化選擇是要靠社會習得跟模仿來進

行身份的建構。「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是指行為者能夠適應環境中

的競爭，且自我再造，否則就被其他更能

適應環境的行為體所取代，「文化選擇」

（culture selection），意指經由社會學

習、模仿或是其他類似的過程將決定行為

的因素從個體傳至其他個體，這點意味過

程對國際社會的建構有重大意義，文化選

擇有模仿及社會學習等兩種機制18。

當行為體自我意識到他們認為是成功的

行為體時，就會模仿這種成功的行為體，

並透過模仿獲得認同及利益，但成功的標

準是被共同理解所建構的，而共同理解是

依文化環境而發生變化。例如殖民時代認

為征服他國即進行海外殖民是光榮與道德

的行為。不過，今日相同的行為會被視為

不道德且違反國際法，模仿而得的國家認

同最好的例證是自由民主及市場經濟制度

符合普世價值，所以中華民國走向民主開

放而自豪，並由此得到自我認同及正面評

價19。 

肆、兩岸關係文化發展

1987年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以

來，兩岸直航2008年7月週末包機啟動以

來，從每週370班增加至每週558班，搭載

超過730萬人次直接往來兩岸20。兩岸民間

交流如此熱絡之際，交流涉及的範圍十分

廣泛，幾乎遍及所有類別，交流的形式、

管道和層次也不斷地擴增及提升，對兩岸

關係的影響逐漸從量變到質變。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影響力的崛起，文化

力的影響也相對發生。世界各國開始重視

表2 建構主義國際體系三模式表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揚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

區 分 霍 布 斯 式 洛 克 式 康 德 式

對 其 他 國 家

角 色 認 定
敵  人 對  手 朋  友

角 色

對 外 交 認

同 的 影 響

1.用攻佔他國等改變現狀方法

來回應敵人。

2.基於最壞考慮決策。

3.相對實力至關重要。

4.無限使用暴力。

1.衝突發生與否，國家都要

尊重他國主權。

2.絕對利益。

3.有限使用暴力。

1.不能用戰爭或戰爭威脅來

解決體系內分岐。

2.集體團結反抗體系外國家

的入侵。

體 系

邏 輯

戰爭狀態導致安全至上→每

個國家動用一切手段自保→

安全是零和關係。

無政府狀態→國家體系如市

場運作→安全相對重要→主

權制度形成→均勢體系。

多元安全共同體內，彼此確

信，不以武力手段解決爭

端，軍事力量含義變化，依

靠談判與仲裁來鞏固安全，

對外奉行集體安全，團結反

對入侵者。

武 力 使 用 追求強大軍事力量
沒有使用限制有限使 用武力

建立聯盟關係

武力是為了對抗安全社群的

共同威脅

對 應 的 理 論 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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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其它諸如好萊塢開始重視中國

大陸電影，進行多項合作。為了向世界推

廣漢語，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的了

解，中國大陸設立孔子學院；都是一種文

化力上升的跡象。換言之，伴隨經濟力上

升的後續影響，即是文化力。

兩岸人民同文同種，有相同的文字、語

言，在思想內容與生活表現上都有所傳承

與交集，這是兩岸共同的基礎也是共同

的財產。兩岸文化具有悠久及豐富的意

涵，因而展現出強大的包容力與滲透力，

是不容任何政黨用政治手段改變與破壞

的。當然，文化領域的合作，得受到兩岸

當地法令的限制，但這種種侷限，卻因

兩岸同時都重視「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而有了全新的可能性。

一、兩岸文化議題的崛起

兩岸歷史文化一脈相承，在當前較為成

熟的市場條件下，兩岸可以整合文化資

源，以提昇華人文藝市場競爭力。2008年

12月31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提出了

「胡六點」的主張，其中「第三點」提到

「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並認

題」著手來促進彼此的交流，那麼勢必可

以化解交往過程中的各種阻力22。

二、兩岸文化發展中的角色

（一）兩岸音樂發展

在中國大陸1979年，被中國大陸視為

「敵台」的「中央廣播電台」開辦「鄧

麗君時間」的節目，透過電台廣播向中國

大陸聽眾介紹鄧麗君歌曲。此時正值中國

大陸的「解凍」時期，官方默許鄧麗君

在民間的私下流行。而在公開管道，鄧麗

君則被列入絕對禁止的範圍。在中華民

國，校園吹起民歌運動前，中華民國年輕

人有時間就唱美國歌；逐漸地人們開始

反省，展開「唱自己的歌」風潮，希望承

繼中國大陸傳統而非完全美國化。隨著兩

岸音樂交流日趨緊密，兩岸各層面音樂往

來絡繹於途。例如2013年大國大陸的音樂

選秀成為近來最叫座的電視節目，由「中

國好聲音」到「我是歌手」，都投下巨額

的製作，精善了節目的舞台效果，讓觀眾

瘋狂，中華民國民眾先透過網站觀看，引

起轟動後，媒體跟進報道，電視台也轉播

之，收視率屢創新高。不但發掘或翻紅許

多明星、帶動周邊商機，更促使中華民國

對中國大陸的娛樂文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與認識。中華民國擁有厚實的文化底蘊，

具備帶動全球華語流行音樂新風潮的動

力。中國大陸有廣大流行音樂消費市場，

海峽兩岸基於同文同種淵源，具有再創華

語流行音樂的新高峰的絕對優勢。

（二）兩岸華人節慶

中華文化中的節慶日，包括過年、清明

節、端午節、中秋節仍然是兩岸共同的文

化交集，這就充分証明了中華文化做為兩

岸和平發展的重要角色。只有透過兩岸人

民對彼此共同文化的認同，才能夠相互理

解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畢竟兩岸

之間僅限非官方（非政府組織）下交流，

中華文化所以能夠源遠流長，除了因為其

博大精深之外，也在於中華文化能「與時

俱進」在融合中展現其「創新發展」。

（三）兩岸文化精髓

兩岸文教交流已由初步試探性、局部性

的接觸，發展到現階段實質性、多元性的

交流，不論深度或廣度都有相當的提升，

中華民國文化固然是來自中華文化的傳

承，但在中華民國落地深根之後也發展出

為中華民國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另提到兩岸可以協商簽訂「建立具有兩

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外，已於2010

年完成簽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2010年3月5日第11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

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拓

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

化」21。

事實上，兩岸的文化根基都是中華文

化，中華民國文化與中國大陸文化都有相

同的歷史淵源，兩岸這樣的「相互依存」

（control mutuality）度與互賴增加，成

了當前兩岸民間經濟文化交往日趨密切的

堅厚基石。

中華民國在傳統文化的保存、多元文化

的展現、創新能力、文化產業商品化等方

面具有優勢，大陸腹地廣大、資源豐沛，

文化政策及文藝整合能力較強。以中華民

國的觀點來看未來兩岸交流關係，內部對

於目前兩岸之間的交流過於密切也產生了

許多不同的聲音，尤其是當前兩岸關係的

進展，因此若能從兩岸共通的「文化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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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內涵與特色。這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代表中華民國多元、開放與民主。兩岸

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中華民國需要更多的

再次吸取中華文化的精髓，而中國大陸也

有必要來欣賞甚至學習中華民國文化中的

這些特色。這樣兩岸的文化交流將替中華

文化的再發展開創更美好的明天；另兩岸

關係的契機，需要雙方共同的努力灌溉，

以「務實、對等、開放、雙贏」的原則步

步為營，現階段除了兩岸共同需要的經貿

關係正常化之外，更要加強文化之間的交

流，畢竟中華文化是兩岸所共有共享的，

而當兩岸在互動交流中共蒙其利，情感友

誼有所增進，彼此不再相互排斥，兩岸關

係就能提昇到更高層次的領域，替未來的

和平穩定建立起紮實基礎。

伍、結論

建構主義強調體系文化演進的動力

是成員與結構間之互動，對國際政治

的「綜合性安全觀」（comprehensive 

s e c u r i t y ） ， 除 了 「 傳 統 安 全 」

（traditional security）與「非傳統安

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安

全威脅外，應是含括任何一種安全的內

涵，且都是對應當前國際社會的脈絡，並

受到能動者與結構互動所形塑的。此外，

共同合作面對與解決第三方的威脅，顯見

體系文化已能夠接受由利己轉為互利共

生。

文化與認同等意識的綜合審視，並與他

者及結構不斷的產生互動，使得安全的內

涵也不斷的演變。也就是說，每一種安全

都有其特定的結構，它不是既定的概念，

而是一種互動的成果。兩岸藉由充分與國

際規範接軌，定義了這個文化體系的特

質，以建構主義之國家思維，建立兩岸在

文化上的認同，化解歧見，消弭衝突，促

成合作，共創雙贏，確實是值得期待及努

力。

隨著兩岸關係逐漸解凍，民間交流如此

熱絡，交流涉及的範圍廣泛，中華民國與

中國大陸進入新的互動階段。就無政府狀

態而言，在前一時期兩岸關係仍處於霍布

斯文化，但在2008年至2010年間則轉換成

洛克式文化體系；另馬總統上任後，積極

恢復與中國大陸中斷10年的協商，以和平

為兩岸政策訴求軸心，兩岸交流常態化已

有具體的成果，形同逐步邁向「朋友」關

係之路，符合溫特推演出的三種國際體

系，但是否能順利由洛克式文化體系轉換

為康德式文化結構的國際體系，就要看海

峽兩岸未來的努力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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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屆「亞洲安全會議」的觀察與評析

壹、前言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隨時都在找尋跟自己

有共同認知、相同目標的人，然而這樣的人

或許少之又少，而當找不到志同道合的追尋

者時，對話往往就無法順利開啟。所以人們

則若要傳達己意需建立溝通平台開啟對話機

制，透過溝通理解彼此意圖，然溝通不是為

了改變對方，而是找到彼此都能理解的共通

點，求同存異，而「亞洲安全會議」正是提

供這樣的一個對話與溝通的平臺。

第12屆「亞洲安全會議」（又稱「香格

里拉對話」）1，於5月31至6月2日在新加坡

舉行，今年參加國出席踴躍，計有31國國防

事務官員及學者約350人與會，美國則由國

防部長哈格爾（Cuck Hagel）領隊，這是哈

格爾自今年2月接任國防部長以來首次訪問

亞洲，也是他第一次身為國防部長參加「香

格里拉對話」；中共由副總參謀長戚建國中

將率團，這也是在習近平體制下首次參加該

會議的中國，時隔兩年再派軍隊高官出席；

除日、韓、越、菲亞太國家及英、法、德三

國國防部長出席外，瑞典、歐盟、北約亦派

出外交、軍事代表出席本次「香格里拉對

話」。

為期三天的「亞洲安全會議」於6月2日落

幕，這個被視為亞洲地區的最重要防務磋商

機制，它不是一般的雙軌對話，也不是政府

官員之間的單軌對話，而是「1.5軌」的對

話2，因為這裡官員與專家、專家與專家、

官員與官員的意見交流融合在一起，複合交

叉。在此會議中，他們有機會在合適的場合

重申或進一步闡明，對一些問題的立場和態

度，也可以借機展開雙邊、三邊甚至多邊的

會談和交流。

近年來由於亞太地區新興國家經濟持續成

長，全球經濟重心逐漸向該地區位移，亞太

地區的戰略形勢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

可以說越來越錯綜複雜，其中一個重大的因

素就是中國的崛起。擁有龐大人口規模的大

陸，正快速崛起成為新的全球性強權3。上

海2020年甚至可望取代紐約，對成為國際金

融中心深具信心4。根據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Robert Fogel 預測，到了2040年，大陸經

濟體將達123兆美元，或者說接近2000年全

球經濟產出的3倍。30年後大陸所占的全球

GDP比例為40%，相較之下，美國14%、歐盟

為5%5。在經濟高速成長下，政治影響力與

軍事能力亦隨之擴張，對於現存強權與國際

秩序均形成某種程度的衝擊。所以，在這個

過程當中帶來對亞太地區的這個戰略中心那

種關注點也會加深。而亞太地區的海洋和領

土爭端也日益成為亞太和平與安全的最大威

脅，儘管圍繞在東海、南海的爭端不可能通

過「香格里拉對話」得到解決方案，但這一

論壇的確為爭端國家提供意見交流，進而建

構一個對話與溝通的平台。

貳、會議論點觀察

一、新國際形勢已形成，利用對話防止誤判

據《環球時報》報導，與以往不同，這次

對話圍繞在釣魚島爭端和南海爭端突起、朝

鮮半島南北緊張對峙以及大量常規武器流入

亞太地區國家的新形勢下召開，亞太地區的

軍方高層與戰略界高層人士都想利用這次對

話會議交換看法，加強溝通，防止誤判6，進

而也使得這次會議有了更多看點。那麼，是

什麼原因讓「香格里拉對話」的影響力越來

越大呢？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認為中

國的崛起是一個重要的因素7。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rack Obama）與前

國防部部長潘尼塔（Leon Panetta）於2012

年1月5日發表「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的戰略規劃報告

8，內容強調要將戰略重心置於亞太與中東

地區，並著重在防制中共與伊朗對國家安全

與全球秩序穩定的危害。因此，儘管美國

在未來5年內將大幅削減國防預算近五千億

美元，但亞太地區的預算仍將維持現有的水

準，同時也將透過兵力轉移此區域、鞏固既

有盟邦，以及尋求新的合作對象，來達到美

國國家安全目標9。對此，北京官媒幾乎認

定主要重點在於亞太地區，甚至對美在亞洲

舉行提出批評其中，大陸海軍少將楊毅就指

責，美國在軍事上介入亞太，是亞太地區安

全的「麻煩製造者」10，且大陸具有明顯民

族主義傾向的報刊，也立刻展開強烈的批

判。

第12屆「亞洲安全會議」
  的觀察與評析
著者／孟繁宇 
政戰學校82年班
政戰學校新聞研究所碩士
現就服務艦指部公共事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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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逐漸開展權力轉移之際，美

國新戰略是否有助於確保其國家安全與利益

同時，亦能有效穩住區域與全球體系秩序，

殊值關注。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本屆「香

格里拉對話」會上表示，美國承認亞太地區

一些崛起大國在該地區和平和安全上有著重

大利益的說法，相較於去年對話會的基調，

今年美國多次強調與中國「能夠對話」，這

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也表達希望與中國建立

起一種實質信任機制的願望。

二、歐洲國家積極參與，深入力道強度擴大

由於亞太地區新興國家經濟持續成長，未

來全球經濟重心向該地區位移逐漸成為必然

趨勢。在此情況下，美國的戰略重心，以亞

太、中東與北非等動盪地區為主要著眼，以

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以及對全球的領導權

11。而歐洲在面臨著債務危機、重重經濟困

難的情況下，在本屆「香格里拉對話」中，

歐洲三駕馬車－「英、法、德」三國防長也

悉數到會，瑞典外交大臣、歐盟「外長」阿

什頓、歐盟軍事委員會主席、北約軍事委

員會主席也首次參與對話會 。因為他們深

知，要解決歐洲的經濟危機與失業問題，解

決之道就在亞洲，所以，歐盟派出強大陣容

參與對話，體現了歐盟利益正日益向亞太傾

斜（歷屆「香格里拉對話」議題及與會情形

如附表）。

三、凸顯國際安全議，建構區域合作機構

從對話會的議程表顯示，本次會議基調均

以亞太安全為主要議題，主要題題講演焦點

為12：美國亞太區域安全政策、避免國家利

益衝突、軍事現代化與戰略透明、亞太安全

的新趨勢、亞太防務合作。

論壇主題為：避免海上衝突、阿富汗與

地區安全、亞太地區導彈防禦、新軍事技術

和理念、國防政策與衝突管控、亞洲網路安

全，與會國透過議題表達對國際安全及合作

理念進而化作具體行動，捍衛國際安全。

參、參與國家之立場與焦點議題

一、美國 

  (一)保證落實「亞太再平衡」戰略，安撫

國際盟友

近年來，由於美國金融危機、經濟衰退，

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

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讓美

國捉襟見肘13。面對著財政赤字嚴重，美國

必須大幅削減持續大幅增加的國防經費14，

以利維持經濟發展15。因此，世界各國也都

在關注美國是否有能力與決心落實其「再平

衡」戰略。

為了安撫亞太地區的美國盟友，在本屆

會議中，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重申美國將繼

續「亞太再平衡」戰略，採取更多「看得

見的」行動實現戰略重心的轉移16。據美國

國防部網站消息，這些「看得見的」行動包

括，到2020年前將60％的海軍軍艦部署到

太平洋地區、把其本土以外60％的空軍力

量17、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第三遠征軍、

陸軍第二十五步兵師、以及美國陸軍第一軍

部署到太平洋地區；海軍方面則包括在該

地區部署6艘航母、大部分的巡洋艦、驅逐

艦、瀕海戰鬥艦以及潛艇。此外，美國未來

將「優先部署」最先進武器系統至太平洋，

包括向日本部署F-22「猛禽」隱形戰機、

F-35匿蹤戰機、向關島部署維吉尼亞級快

速攻擊潛艦，以及明年在龐賽號航艦（USS 

Ponce）部署定向能雷射武器18，以落實在亞

太地區的「戰略再平衡」部署。

(二)強調「中」、美關係是戰略核心，打消

中國疑慮

繼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 再平衡 」戰略

後，北京認定「中國威脅論」是美國與西方

冷戰思維的結果，美國需要一個敵人來維持

其軍事支出，並且給予美國帝國的意義19。

「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報告的戰略規

劃，顯示美國在精簡軍費開支、削減10%-

15%的地面作戰部隊同時，放棄長期堅持的

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目標20，代之以「1+」

戰略21。因此，在戰略規劃上，美國以針對

性軍力為基礎、鞏固盟邦並擴大圍堵圈以制

衡大陸，同時將南海主權爭端議題作為戰略

切入點22防杜南海爭議擴大。復旦大學美國

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強也表示，該戰略執行半

年以來，產生了較強的負面效應，尤其是導

致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意圖產生了很強的疑

慮，並激起中國採取了一些反制措施23。

鑒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美國必須

安撫中國以期打消中國威脅的疑慮，故部長

哈格爾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並未做出激

烈的表態，並表達：「與中國打造正面、建

設性的關係，是美國對亞洲再平衡政策的重

要一環」24。另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繆

爾‧洛克利爾在新加坡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副

總參謀長戚建國舉行首次會談後接受了媒體

採訪表示，亞洲的“再平衡”戰略並非旨在

排斥中國，戰略的目標在於協調與合作，中

國是其中重要的夥伴，「中」、美關係是奧

巴馬政府新亞洲戰略的核心25，對中美軍方

的高層次交流顯示出了積極姿態。

(三)憂心網路安全，加強共管合作

網路安全的議題備受重視，哈格爾憂心網

路被非法入侵，表示網絡攻擊的來源不像傳

統戰爭中艦船或軍隊身份那樣容易識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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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屆 「 香 格 里 拉 對 話 」 議 題 及 與 會 情 形 一 覽 表

年 度 議 題 參 與 國 家 我 國 與 會 人 員

2002

美亞太地區戰略

中共軍事準則及安全政策

歐亞戰略關係

東南亞反恐作為

亞太非擴散挑戰

亞太區域安全組織之未來

計有美、英、澳、印度等11國派代

表與會，中共係由國防部外事處主

任詹懋海少將擔任領隊

國安會副秘書長江春男、

高等政策會秘書長楊念祖

教授及國防部2名上校軍官

2003

美國的亞洲國防安全政策對區域

安全環境之影響

東北亞危機與武器擴散問題

東南亞安全與反恐問題

安全挑戰與軍事準則的調整

共有20國派團與會，中共派國際戰

略學會副秘書長陳之崖等與會

楊念祖教授、另國安會副

秘書長江春男及國家安全

局蔡朝明局長均以學者身

分與會

2004

美國亞太戰略

區域武力現代化的挑戰

國防與情報部門的反恐戰爭

亞太地區反武器擴散

計有美、日、韓、澳、印度等國派

團與會，其中美國係首次由國防部

長倫斯斐領銜，中共則因抗議前一

屆台灣官員與會，拒絕派代表參加

對話

楊念祖教授

2005

美國與亞太安全

維和與人道干預之亞洲經驗

對亞太大規模武器挑戰之因應

亞太軍方與反恐

國防透明度與信心建立

亞太軍方新角色

亞太軍事工業發展

計有包括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等20

於國代表約250人參加，中共係由

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崔天凱擔任領隊

楊念祖教授、中研院林正

義教授、國關中心劉復國

研究員、台大楊永明教授

2006

美國與亞洲安全架構

崛起中的印度

針對國際安全的軍事部署

設定國家安全優先議題

建設區域安全共同體

促進海事安全合作

軍隊現代化的挑戰

21世紀之鎮暴行動

計有美等23國與會，中共係由中國

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馬振崗擔任領

隊

楊念祖教授、遠景基金會

副執行長吳瑞國、國關中

心劉復國研究員、台大楊

永明教授

2007

美國與亞太安全

印度與中共－構建國際穩定

核子挑戰

區域海事安全的進度

亞太安全合作

對脆弱國家的干預

安全領域改革的挑戰

反恐的進展

計有26國派代表團與會，中共首次

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擔任領

隊

楊念祖、劉復國2位教授

2008

亞太地區穩定的挑戰

東亞安全的未來

不穩定環境下國防政策的制定

亞太能源安全

在緊急事態中恢復和平

安全合作模式的探討氣候變遷與

亞太安全

亞太的軍備競賽

亞太反恐成效

反擴散的挑戰與解決的策略

逐漸浮現的區域安全架構

亞太的海事糾紛

計有27國派代表團與會，中共由解

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率團，另北

約亦派代表簡報阿富汗情勢

楊念祖、楊永明（於報名

後獲聘為國安會諮詢委

員）及劉復國3位教授

2009

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角色

區域強權與亞太安全

建構亞太區域安全機制

新式軍事科技效用

東北亞戰略安全對話

計有27國派團與會，共342人與

會，較上屆增加約50人，中共仍由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率團與會

楊念祖、劉復國、林碧

炤、丁樹範4位教授

2009

強化海事合作及信心建立

支持和平救援行動

快速進行軍事現代化

強化能源及食品安全

軍事透明度與亞太安全合作

因應國內動亂問題

強化亞太軍事外交

2010

強化亞太地區之策略夥伴關係

安全議題之新面向

加強治理及反叛亂及更新地區之

安全架構

亞太地區之人道救援合作

加強治理及反叛亂活動

更新區域現有安全架構

計有28國派團與會，共299人與

會，較上屆減少約43人，中共仍由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率團與會

劉復國、丁樹範2位教授

2011

亞太地區的安全挑戰

亞太地區新軍事主義及能力

亞洲新的權力分配及影響

中共國際安全利益

因應新海事安全威脅

建立策略信心

計有28國派團與會，共330人與

會，較上屆增加約31人，中共由防

長梁光烈率團與會

劉復國、丁樹範、王高

成、唐欣偉等4位教授

2012

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平衡

保護海洋自由

威嚇與區域穩定

新型態的戰爭

全球及亞太安全的新風險

計有27國派團與會，共347人與

會，較上屆增加約17人，中共由軍

事科學院副院長任海泉率團與會

劉復國、丁樹範、王高

成、唐欣偉等4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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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話題，這一做法「很不尋常」，引發小野

寺的發言似有意消除亞洲國家對日本政府的

疑慮。

(二)支持《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避免誤解

引發衝突

小野寺五典通篇演講中他對釣魚島隻字未

提，只在問答時間被問及時重覆日本一貫的

立場，表示日本向來管理該島，未來也不會

有改變36；他並引用「瓜田李下」成語，要

求中國為防止海上衝突對可能引發誤解的行

動保持克制。鑒於東南亞各國與中國之間的

南海問題，他主張「需要合作構建海上聯絡

機制等危機管理機制」，並明確表示為了維

護航行自由的大原則，日本將盡可能地發揮

作用37。然而在中國提出釣魚島問題留給後

人解決的態度後，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稱釣

魚島問題「原本就不存在領土爭議」，“根

本不存在擱置爭議的問題”38。他再次強

調：「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這點不管從

歷史還是《國際法》上都毋庸置疑，並且目

前由日本有效控制」。

五、菲律賓

菲律賓5月初派遣軍艦駛向仁愛礁，意欲

打樁加固自1999年起就在仁愛礁坐灘的破舊

登陸艦，並伺機擴大在仁愛礁的軍事存在，

中國就派出海軍艦艇、海監船和漁船出現在

意味著容易出現誤判，他更直指有一部分似

乎和中國大陸政府和軍方有關26，表示美國

決心和大陸合作，建立負責任的網路行為規

範。

二、中共

(一)強調和平發展，消弭崛起疑慮

「中」、美之間無論在經濟發展、朝鮮

半島、防核擴散、打擊海盜、能源安全、應

對自然災害等問題上有共同利益和挑戰27。

因此，「中」、美若發生衝突，其危害程度

不僅是雙方都難以承受的，也將波及到亞太

地區乃至全球。為安撫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

所產生的疑慮與不安28，中共一再表示會與

美國成為現行國際秩序「負責任的利害關係

者」。中共副總參謀長戚建國在演講時更以

「海納百川」闡明中共樂意與各國合作，追

求和平發展、互利共榮。他並說唯獨中國已

經近30年沒有使用武裝力量挑起戰爭或者挑

起軍事衝突，完全可以證明要走和平發展道

路的決心。

(二)呼籲擱置爭議，解決主權爭端

中國對東海和南海一些有領土爭議的島嶼

2013

美區域安全策略

亞太安全新趨勢

軍事現代化及戰略透明度

亞洲網路安全

避免海事衝突

計有31國派團與會，共350人與

會，中共由副總參謀長戚建國率團

與會

劉復國、丁樹範、王高成

等3位教授

擁有主權，中國聲稱派軍艦巡邏是完全合法

和無可爭議29。與中國之間有斯卡伯勒淺灘

（中國稱黃岩島）主權爭議的菲律賓，中國

致力於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爭議，為了維護

南海的穩定，促進區域的合作，與東盟各國

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30，其中有一

個重要條款，就是由直接有關主權國家通過

談判解決有關爭議，所以沒有必要通過國際

法庭，可以通過平等對話來協商解決這個問

題。

三、韓國

(一)成立「聯合戰區司令部」，落實作戰指

揮權轉移

韓國國防部表示，韓美軍方商定美國在

2015年12月將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給韓方，

聯合司令部被廢除之後，韓美成立「聯合戰

區司令部」31，繼續維持目前的聯合指揮結

構。聯合戰區司令部司令將由韓軍聯合參謀

本部議長(大將)擔任，副司令由駐韓美軍司

令(大將)擔任。

(二)呼籲重視朝鮮威脅，深化友盟國防合作

韓、美、日國防部長三方就朝鮮「威脅」

的共同應對方案進行商議32。南韓期待透過

參加此次安全會議，能提高國際社會對朝鮮

半島安全環境的理解，擴大並深化與亞太地

區主要國家的國防合作關係。

南韓國防部長官金寬鎮與美、日發表聯合

聲明，認定北韓去年12月發射衛星和今年3

月進行第三次地下核子試驗，對東北亞地區

以至世界構成「嚴重威脅」33。三國防長要

求北韓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銷毀核武，

放棄核項目。

四、日本

(一)駁斥右傾化之指控，消除日本威脅疑慮

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發表演講時表示，

安倍內閣國防經費增加、研議以變更憲法解

釋的方式承認集團自衛權的行使等，被解讀

為日本右傾化、想挑戰國際秩序，這完全是

誤解，其目的都在於能積極地、具有創造性

地貢獻區域穩定34。此外，安倍晉三政府在

歷史問題上「繼承了表明沉痛反省和衷心道

歉的歷屆內閣的立場」。小野寺還提及因慰

安婦問題發言而引起軒然大波的日本維新會

共同黨首、大阪市長橋下徹，會中強調橋下

的主張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安倍政府

著眼於建設強大的日本，向東南亞國家認真

解釋其含義很重要」35。一般認為，日本防

衛相在討論安全問題的國際會議上提及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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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礁海域巡航39，並提出“外交抗議”。

對此，菲律賓國防部長加斯明希望中國尊重

菲律賓的主權，不要採取非法行動破壞菲律

賓領土的完整，將菲中雙邊黃岩島主權問題

提交國際仲裁，才能確定海洋的歸屬40。不

過戚建國堅持不提交國際仲裁，表示中國在

東海、南海的主權是正當的，有歷史和法律

依據。他也指出中國與菲律賓的交流渠道是

開放的，雙方可以直接進行談判。

六、越南

(一)南海衝突影響穩定，海事安全受到威脅

南海爭端從衝突的角度觀之， 南海一方

面是其周邊主張主權國家競逐礁嶼、海洋區

域、和資源的地區，另一方面則是沿海國家

與世界主要船運國、海軍強權、和東北亞依

賴海上通道輸送原油及其他貨品之國家間潛

在衝突地區41，因此南海衝突並非僅限於主

權爭端國間的衝突利益，尚涉及超級海權的

美國、經濟強權的日本、及印度、俄羅斯、

韓國等區域強權間的利害關係。目前計有我

國、中共、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汶萊

等6國主張南海諸島主權42，其中，我與中

共主張在歷史Ｕ型線水域內擁有南海所有島

嶼之主權；越南主張西沙（越南稱黃沙）與

南沙（長沙）主權；菲律賓佔有南沙11個島

嶼（稱卡拉揚群島）；馬來西亞佔有南沙6

個島嶼；汶萊對南沙1個島礁擁有主權。在

今年在南海上發生了中國槍擊越南漁船的事

件後，越南總理阮晉勇也在亞洲安全會議上

發表了類似暗指中國違反航行自由的說法，

應根據中國國內的法律處罰相關人員。他同

時建議亞洲各國可考慮簽署「不率先動武協

議」，以鞏固成員國之間的互信，並避免在

南海緊張局勢升級時擦槍走火43。

(二)強調戰略互信機制，支持美中角色地位 

儘管亞太地區一些國家之間還存在分歧，

但就地區整體而言，合作是主流，通過相互

尊重、平等友好的溝通，這些國家可以逐漸

克服分歧達到互利共贏。如果地區軍事因素

升級，勢必牽制發展精力。有學者認為，東

協最不願意面對的就是在「中」、美兩國之

間「二選一」，抗衡任何一方對其來說都不

符合它們的利益44。

越南總理阮晉勇在演講中強調了構建戰

略互信對於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意義，他

還特別提到美國和中國應在地區和世界未來

局勢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45。美國防長哈格

爾也表示，同中國構建積極的、具有建設性

的關係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必要內

容，美國歡迎和支持繁榮的中國，並認為中

國的成功有助於地區和全球問題的解決，凸

顯了中美關係對於地區和全球和平與穩定的

重要性。

七、歐盟

首次參會的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阿什頓表示，歐盟希望加強與亞太區域各國

和地區的互動，尤其在反恐、反海盜等非傳

統安全領域加強合作46。分析歐洲日漸關心

亞太事務原因或有3點：

(一)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值的中

心，很多世界重要事務不談亞洲沒辦法

談，因此他必須參加，從中找到自己的

作用和地位。

(二)歐洲必須跟上美國在亞太的步伐，美 

國進行戰略東移，歐洲地位必然下降，

因此他必須跟上，以免被美國及亞洲邊

緣化。

(三)亞洲國家因為安全形勢的變化都非常 

注重加強自己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大力

更新自己的武器裝備，而歐洲國家如

英、法、德國，他們都有比較先進的防

務體系。加上最近幾年歐洲經濟的不景

氣，如果能夠向亞洲國家進行大規模武

器的輸出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

的工作。

肆、重要議題及論調研析

一、透過會議機制對話，凸顯亞太國際議題

會議主辦方議題設置具有一定的導向作

用。 本屆會議聚焦於探討海事、網路安全

及朝鮮半島情勢，且高度關注中共在亞太安

全扮演之角色；美、日、越與會代表演說內

容雖多提及中共，惟在會場上並未出現激烈

言詞交鋒（具體事例包括中共對美直指「大

陸駭客危害網路安全」並未提出嚴正抗議；

日、粵與會代表雖暗批中共對亞太海事安全

造成威脅，但各國代表在會場上亦未爆發言

語衝突），判係因各國將「香格里拉對話」

定調為闡述防務政策之「論壇」及進行雙邊

交流之場合，議題主要圍繞較為寬泛的亞太

安全展開，沒有明確將海洋問題設為議題，

這使得敏感問題不太容易成為焦點，即使被

談及，也會在寬泛的亞太安全背景下得以稀

釋，故多能保持低調及冷靜姿態。

當前國際秩序正經歷深刻變革，規則博弈

將是「中」、美競爭的新領域。美國由於財

力限制與在全球安全上「備多力分」，加上

區域國家也不願意在經濟依賴大陸情況下，

被迫選邊站。所以，中共採取更主動、更前

瞻性地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和議題的設置，

運用規則來維護自身利益，增強自身的國際

話語權，並進一步提升在塑造國際規則方面

的競爭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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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中會議召開在即，對話謹慎態度和緩

中共今年恢復往昔由副總參謀長層級出

席會議之慣例（2011年由防長梁光烈出席，

2012年降為軍科院副院長任海泉出席），不

排除係考量與會者針對中共提出敏感尖銳問

題，若中共派出國防部長發言，恐被過度解

讀而引起更多爭議。另美、「中」代表此次

互動深受矚目，儘管太平洋兩端存在相當大

的不信任感，大陸倡議和平發展，以及美國

以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回應，可說是兩個

猜忌強權之間史無前例的善意互換48；惟雙

方均僅止於政策性陳述，而未提出創新見解

或相互辯駁，判係因「歐習會」舉行在即，

美方似乎希望為此營造良好氛圍，故與會雙

方在會議上發言均甚謹慎。

三、對話深具發展前景，機制建構穩定強化

過去以來，亞太已有比較成熟的多種地

區機制，如亞太經合組織、東協地區論壇、

東協與「中」、日韓機制、東亞峰會以及多

邊自貿區、雙邊機制，都在發揮作用。然而

「香格里拉對話」係亞太地區探討防務安全

之重要論壇，儘管近年來東協成立「東協＋

8」防長對話機制，印尼亦仿效發起「雅加

達國際防務對話」欲與之爭鋒，但「香格里

拉對話」提供與會國闡述安全政策及進行防

務交流之功能性短期內難被取代，尤其歐盟

國家擴大參與本會，且主辦單位（英國智庫

IISS）亦有意邀請金磚五國防長明年與會，

反映本會議仍具發展前景。

四、亞洲議題躍居重要，中共地位不容忽視

此次會議中亞洲地區引發問題，導致參與

國關愛眼神，其中爭議論調為中國崛起、朝

鮮安全及南海問題等，均衝擊亞洲地區之安

全，種種行舉將引動美國隨之回應，也促使

亞洲地區勢力重新劃分，因此亞洲地區安定

與否及中共角色地位，也將引動國際角力較勁。

五、中共未來發展動向，成為國際角力競逐

中共近來經濟及軍力持續增長，近年更躍

居主要地位，引發國際恐慌，甚至引發中國

崛起威脅論調，儘管其一再強調和平崛起，

但其行動卻不然，尤其在主權及利益上均凸

顯強硬態度，透過嚴厲論調駁斥其崛起，背

後則運用軍力互相制衡，甚至發表言論駁斥國

際反中言論。

伍、結語

「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一方面它是一個

重要多邊平臺，這麼多國家的代表開誠佈公

進行討論，有利促進各國了解；此外，該機

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某些亞洲國家牽制中

國、平衡該地區力量對比的工具。

儘管與東盟地區論壇和亞太地區其他多

邊安全合作機制相比，「香格里拉對話」會

仍很年輕，也並不那麼成熟，但這些年由於

英、美等西方國家和眾多亞太國家的高度重

視，其規模和影響日益擴大。但是，如此高

規格的會議不是由官方機構或國家舉辦，而

是由民間智庫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主辦，這

是亞洲國家安全對話應該再思考與努力的方向。

近來或由於中共領導人換屆的內部政治

考量，解放軍在東海、南海等事件上，都展

現高度自制，但我們絕不能解讀為大陸軍方

示弱或懼戰，藏鋒背後，固有令人提防的謀

略。此外，“孫子兵法”提到「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鑑於近

期台菲漁權衝突事件，個人認為政府應有更

高的戰略格局，思考透過外交、談判或第2

軌道等方式，爭取台灣更多國際籌碼與話語

權，使台灣能在各種議題上發聲。

現今台海戰力明顯不對稱，處於第一島鏈

中間位置的臺灣，是牽動美、「中」和戰的

關鍵之一49。因此，如何在兩強戰略較勁過

程中，基於自身利益推動「親美、和中」外

交策略，尋求在經濟依存度不斷升高的情況

下，仍能夠維持國家主權、安全與利益的戰

略，並達成兩岸和平交往制度化，以避免因

兩岸關係破裂引爆北京與華盛頓均不樂見的

「香格里拉對話」由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主辦，新加坡

國防部協辦，2002年首次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故稱「香格里

拉對話」，目前該對話已成為亞太地區安全對話機制中規模最大、

規格最高的多邊會議之一，具備有連接第一軌與第二軌對話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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