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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3年 11月 24日中共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後，
整起事件並未因時間延伸而降溫，反而因為中共強勢海空巡

弋，展現不惜一戰的態度，加以日本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

社、在教科書中納入釣魚台為固有領土的主張，反而引起更

多的爭議，使議題有越演越烈之勢。最近日本媒體宣稱，中

共將繼東海防空識別區後，劃定南海防空識別區，引起美國

的警告，中共亦否認有此規劃。儘管美日之間有安保同盟之

關係，日本在釣魚台主權問題的持續突進，已經牽動了美日

中三國的戰略互動關係。中共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是諸多

確保與宣示釣魚台主權的手段之一，表面上在宣稱確保領土

主權，然其實質目的在藉爭議主權問題，擴大延伸對東海的

制海權，如此也將對台灣戰略利益造成影響。

台灣對中共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反應

中共在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後，我國國防部發言

人羅紹和立即反應「對此『表示遺憾』」。在國安會召開緊急

會議後，隨後在同日下午 3點發表四項聲明：1.堅定捍衛釣
魚台主權；2.和平方式解決爭端；3.兩岸防空識別區重疊區
域採適切處置，維持空域安全；4.與各方密切溝通，確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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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與穩定。從上述聲明內容來看，由於台灣地位敏感與尷

尬，但必須有所反應下，遂延續如東海和平倡議的觀點，主

張擁有釣魚台主權，但希望各方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但是對於關鍵而且影響台灣實際空防戰略利益的防空識

別區重疊問題，聲明中僅強調國軍將遵循『東海和平倡議』

的原則，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採取適切之處置，以確保

我空域的安全。但由於缺乏公開具體事例，何謂適切之處置

與如何確保空域安全，本文無法加以印證。但是在雷達監偵

與辨識的活動方面則會更加的頻繁。

馬英九總統在 2013年 11月 26日在國民黨「中山會報」
時主動脫稿提及中共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一事，強調中共此

舉不涉及主權和領土、領空，而且與台灣公佈的防空識別區

重疊區域很小，不影響「國軍」演訓。同時表示，仍會就此事

向中共與周邊地區表達嚴正關切立場，呼籲依照「東海和平

倡議」架構，以自我克制、不升高對立及擱置爭議、尋求和

平解決爭端原則來解決問題。

接著，馬英九總統在 2013年 12月 1日出席《開羅宣言》
70周年紀念特展暨國際研討會時，針對東海防空識別區，首
度正式回應呼籲，相關各方避免在東海採取會升高緊張情勢

的行動，儘速展開與中共的雙邊對話，恢復東海是「和平與

合作」之海的本來面貌。儘管有不同觀點認為以《開羅宣言》

當作擁有釣魚台主權的國際法依據，並不適切，但是根據馬

英九總統的看法，《開羅宣言》是我國主張擁有釣魚台主權

的重要文獻，因而選擇在此場合正式回應東海防空識別區問

題，有其特定的深度意涵。

由於我國政府初期反應中，並沒有明確表達反對中共設

立防空識別區，與週邊國家立場有所差異，使日本極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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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馬英九總統遂在接受日本《共同社》專訪時指出，中共此

舉對兩岸關係正面發展沒有幫助，並且已經透過管道向中共

表達嚴正立場，未來也將向中共反映，不要在南海設立類似

的「防空識別區」。這樣的受訪內容等於在向日本對話與表達

立場，後來總統府在 12月 6日發表聲明更指出，台灣於中共
宣佈設立當日就發表聲明，重申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且不

僅將全力捍衛主權，也將維護漁權。根據台灣於 1953年公布
的防空識別區範圍，台灣與中共重疊面積是 6萬 7,000平方
公里，但是實際執行偵巡、強制識別的範圍，則是 2萬 3,000
平方公里。因此國防部認為在台灣防空識別區重疊區，台灣

軍機未來在該區域的演訓不會受影響。

基本上，從台灣的反應來看，整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處

理態度有些轉折，而且與美國、日本、韓國的步調不太一

致。等到美國派遣轟炸機穿越東海防空識別區、韓國重劃防

空識別區、日本強化西南區域的海空巡弋之後，立場才逐漸

靠攏。然而，事先台灣也許和其他國家一樣，已從媒體得知

相關類似訊息，可能也會有準備。但不太可能透過既有兩岸

管道預先備中共告知，因為如果美日得知台灣早已先一步獲

得訊息，卻未強烈表達反對，必會遭質疑兩岸間是否有任何

秘密協議存在。而且越遮蓋，越容易破綻百出。嚴重者會危

及美日台之互信，台灣不會輕率為之。

然而，當台灣面對日中都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時，呼籲

各方擱置爭議，和平解決爭端，可算是平衡與各相關主權爭

議大國的權宜之計。如日中之間未發生進一步衝突，應可確

保和平穩定。但若衝突加劇，各國開始加碼各項軍事部署及

巡弋作為時，反而突顯台灣提出《東海和平倡議》獨白的尷

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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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後來在 2014年 2月 26日外交部舉辦之「東亞
和平與安全」國際研討會中提出「東海空域安全聲明」共包含

三項主張：希望各國基於「東海和平倡議」的精神，遵照現行

國際法的原則，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爭議，以確保東海空域

安全。對於直接影響空域安全的防空識別區重疊問題，應展開

雙邊協商。最後，則應共同協商制訂的「東海行為準則」，建

立區域多邊協商機制，促進東海和平。這些主張延續東海和平

倡議的精神，希望能夠建構出各方在東海的具體約制行為。

對台灣的影響

一、《東海和平倡議》的實質效益遞減

在台灣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後，若日中兩國仍然因為

強勢主張而引發緊張與衝突，代表其實質性所發揮的功能有

限。中共同理應支持馬英九總統有關東海和平主張，但是在

釣魚台問題攸關中共國家安全利益情況下，中共不會考量

《東海和平倡議》，而去約制本身的外交政策與軍事部署。但

是當日中兩國衝突減緩，主要影響因素還是因為美中爆發衝

突後果難料，以及日中關係仍有共同利益所致，絕非第三方

所提主張的影響。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日中互動因素捲進

釣魚台問題，這導致《東海和平倡議》的實質效益遞減，最

後逐漸以內部政策說帖為主要功用。

二、我國演習空域的限縮

雖然我國政府聲明強調中共與台灣公佈的防空識別區重

疊區域很小，不影響國軍演訓，但就實質地理範圍來說，我

國所劃定的 R8空軍訓練空域，已經被劃進中共識別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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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爭的事實。一般而言，防空識別區重疊的位置會成為敏

感地區，也是兩方或多方雷達鎖定重要區域。根據國防部嚴

明部長在立法院的說法，若中共軍機進入台灣海峽中線以東

的重疊區，我國空軍除了派遣戰鬥機起飛攔截外，地面的防

空飛彈也會進行攔截鎖定。為了避免引起爭端，雙方飛行員

會盡量避免靠近重疊的敏感地區。這也使得 R8空軍訓練空
域，可能因為政治爭端而少用，最後不用，成為禁航區，當

然會限縮演習空域。

三、日中強化軍力部署對台灣的影響

中共為了執行反介入作戰概念，近十年來研發部署大量

海空、二砲等高科技武器系統，讓美國介入亞太的壓力遞

增。尤其是釣魚台問題升高後，以釣魚台衝突為設想的作戰

準備更為明顯。日本在國家安保戰略中載明中共劃設防空識

別區「已違反國際秩序的主張，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美日

韓等國非常擔心中共以強勢態度及武力改變東海現狀，引起

亞太情勢的緊張。因此，在新的「防衛大綱」中提到，包括強

化海陸兩棲作戰能力，以及當西南地區島嶼遭到攻占時，以

最快的速度奪回，增加部隊的統合機動防衛力等重點。

除了設立新部隊及部署高科技武力外，在島嶼作戰方面，

陸上自衛隊將調整編制，設立新的「陸上總隊」，並新設「機

動師團、旅團」提高西南群島的機動部署能力。另外，為強化

奪島作戰能力，日本成立海陸兩棲部隊、部署沿岸監視部隊

等提高島嶼防衛能力。當然在海空武力方面，為因應北韓核

武試爆及遠程彈道飛彈試射，日本神盾艦從 6艘增為 8艘，
以強化反飛彈能力，且引進美國最新的垂直起降運輸機等。

反觀台灣的國防準備，仍以兩岸衝突為主要想定，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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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武器採購雖無需與日中兩國等量齊觀，但要有一定的

抗衡實力。尤其當日中兩國海空軍力逐漸加強，反會突顯台

灣在作戰概念與軍備發展的落差，即使完成作戰計畫的擬

定，也不容易在正規戰爭中取得優勢。

政策建議

一、建構中共在東海防空識別區攔截模式、電偵參數與能力的資

料庫

為維護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權威性，中共必須派遣先進戰

機進行攔截盤查，也形成我國蒐集中共空軍相關參數的機

會。例如，在何種情況下派遣、由何機場、何種機型、攔截

程序、電偵雷達參數及其飛行起降位置與能力等，應該加強

偵蒐並且與美日韓等國交換相關情資，並建立資料庫，以供

未來我國空軍訓練作戰之參考。

二、以實質作為破解中共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合理化

台灣面對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問題其實並不孤單，美日韓

等國與台灣在此議題上有合作空間，以實質作為破解東海防

空識別區。如軍用飛機航行訓練任務、人道救援等。例如，

根據韓國《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指出，南韓「黑鷹」（Black 
Eagles）特技飛行隊的 9架超音速教練機 T-50B因為要參加新
加坡航空展，於 2014年 2月 1日從濟州機場起飛，中途飛
越台灣高雄、菲律賓宿霧和汶萊，於 4日抵達新加坡樟宜機
場，飛行距離達 5,389公里。從航向與距離來看，可能採取
穿越中共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航線，如果韓國事先沒有照會中

共，中共也沒有派軍機攔截，證明中共對東海防空識別區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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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辯證工作會徒具形式，其存在合理性也會被質疑。

三、強化攔截辨識與空防緊急應變能力

毫無疑問的，在防空識別區劃定之後，美日韓中等國的

軍民航空器與中共攔檢飛機接觸機會更為頻繁，尤其是靠近

釣魚台空域。近期根據中共軍方媒體報導，在 2014年農曆春
節的大年初一，有兩架外國軍機闖入東海防空識別區，中共

空軍派遣兩架蘇愷 30緊急升空，雙方飛機在盤旋三個小時，
外國軍機才飛離。這個消息雖未經證實，但類似場景會不斷

發生。北部空域對台灣國防而言非常重要，空中威脅方向不

僅從西方，也可能來自北方及東方。在既敏感又頻頻接觸情

況下，從戰情雷達偵蒐、敵我識別、空中攔截目識辨別，到

發生突發事件的緊急因應及處理，都必須在既有的標準作業

程序基礎上，加以提升，並強化演練。

四、實質防空識別區的重劃確認

在台海軍事對峙年代，為了確保大陳、金門、馬祖等外

離島的空防安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延伸進入中國領土境

內，過去兩岸屬於內戰狀態延伸，爭議不大。隨著中共空軍

軍力增強，對外投射能力更遠，如依照舊有範圍，等於進入

中共領空。況且現在實質的防空識別區範圍以台海中線為

界，以及向北延伸，但與中共防空識別區重疊。從各國官方

資料可以看出，各國並未將台海中線以西範圍視為台灣防空

識別區，應該認清這個情勢，並在適當機會重新劃定確認。

另外，台灣防空識別區與飛航情報區有落差，且東海防空識

別區未涵蓋釣魚台列嶼，劃分現況等於是讓台灣在釣魚台領

空問題自我邊緣化，未來應考量向東延伸至釣魚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