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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13日，日本政府批准新《防衛計劃大綱》與
《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內容提及隨著中共持續推進軍備建

設，日本政府需要穩步建立防禦設備，以便能夠應對各種緊

急情況，日本海上自衛隊最大的護衛艦「出雲號」，除了當前

配屬直升機外，修訂《防衛計劃大綱》後研擬搭載戰鬥機，將

目前海上自衛隊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升級為准航母；此消

息一公開後，引起包含日本國內、中共、美國甚至臺灣等各

國高度的關注，日本發展航母戰力此事影響甚鉅，有必要對

日本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之戰略意涵進行分析。本文從國

家與區域安全戰略角度，研析出雲號護衛艦改裝為航母之戰

略意涵，並且析論日本出雲號護衛艦之經驗是否值得臺灣借

鏡，提出當前臺灣面對解放軍軍力持續擴張應有之戰略安全

作為。

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的背景與戰略目的

一、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之背景

2018年度《防衛白皮書》稱各種不穩定因素與安全環境問
題使日本國家周邊安全環境越趨嚴峻。北韓停止彈道飛彈試

出雲號護衛艦 「航母化」 的戰略意涵

陳昭羽✽

＊ 作者為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16│第一五四期　中華民國一○八年

射並承諾朝鮮半島非核化，但北韓仍對日本安全構成極度威

脅，另一方面，中共缺乏透明度的軍事力量崛起，在東海、

南海的海空域基於中共利益違背國際秩序從事非軍事建設，

此外，中共在日本周圍海空域的活動越區頻繁，而俄羅斯不

僅面對歐洲方向，亦在日本推進軍事實力，俄羅斯意圖重建

軍事實力，上述北韓、中共與俄羅斯等地緣環境現況，使日

本國家安全長期處於不穩定的潛在威脅中。

中共軍事力量崛起，相形對比美軍實力下降，造成日

本對美國安全保障承諾信心不足，儘管美日雙方於 2015年 
4月 27日公布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使美日在安全保障
上具有官方文件指導應處作為，並且將兩國國防安全合作

的層次提高至多層的安全架構，1然而在日本極力追求國家安

全穩定，《防衛計畫大綱》逐年調整改革下，日本國防從被

動防禦轉變成主動防衛，日本政府於 2018年 12月 13日批
准新《防衛計劃大綱》與《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改造直升

機護衛艦出雲號為航空母艦，推動直升機護衛艦（Helicopter  
Destroyer，簡稱 DDH）載台平臺化，取得短距離垂直起降
（short take-off and vertical landing，簡稱 STOVL）匿蹤戰鬥
機，考量日本偏遠島嶼機場規模較小且軍用機場不足，無法

承受大量戰機起降架次，出雲號可作為海上飛行作戰平台之

轉運中繼站；2另一方面，隨著日本自衛隊所面對之非戰爭軍

事行動越趨多元，諸如：反恐、撤僑、人道救援、海上運輸

1 郭育仁，解構 2015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https://cscaptaiwan.nccu.
edu.tw/taipeiforum/view_pdf/228.pdf

2 中時電子報，不只為了出雲號！環球：日購 F-35B另有目的。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19002806-2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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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救災等任務不斷增加，「出雲號」考量各種需要變換其

職能，在災害發生時作為海上救災指揮據點，抑或是擴充醫

療設施執行人道救援任務。3

二、航母所欲達到之戰略目的

出雲號改裝為航母的戰略目的可區分為軍事、國內政治

與對美關係三個層面探討。首先，在軍事層面的部分，出雲

號護衛艦基礎作戰能力上，標準配置 9架 SH-60K反潛直升
機，具有反潛能力，出雲號擁有「海幕（海幕システム）」衛

星數據傳輸指揮系統，並且兼容美軍通信數據傳輸系統，使

本艦作戰指揮系統完善，另外，出雲號艦艙下甲板最多可乘

載 15架MV-22魚鷹式傾轉旋翼機，可投射兵力遂行兩棲登
陸作戰；4改裝後的出雲號通過配備 F-35B匿蹤戰機，使其具
備原來沒有的奪取作戰海區制空權，對地聯合攻擊能力，提

高其兩棲登陸作戰能力和對海攻擊能力，加強太平洋防空能

力和南西諸島的防衛力，強化監視與防衛中共日趨頻繁的海

軍活動以及整體東北亞區域安全。

出雲號改裝前曾於 2018年 12月 22日聯合美英兩國在太
平洋海域舉行聯合軍演，該演習為日方首次在境內與美國以

外國家進行軍事演習，凸顯一旦出雲號改裝為航母後，日本

與他國多邊軍事合作將可提升為航空母艦之軍事交流，可預

期未來日本將與英國，澳洲和印度多邊軍事合作，以出雲號

3 中時電子報，日媒：「出雲號」航母化 日本專守防衛政策或變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18004929-260408

4 徐依航、嚴東興，「日本出雲號准航母作戰能力解析」，《軍事文摘》 
（北京），2017年 12月，頁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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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母艦編隊航空母艦作戰群，加強遏制中共海軍之軍事行

動擴張；另一方面，日本擁有出雲號航空母艦後，毋須依賴

美軍太平洋第七艦隊，海上自衛隊可自主遂行兵力投射與反

潛任務，以形成拒止性嚇阻力量。

其次，在國內政治的部分，出雲號護衛艦改裝成航母一

事引起日本國內政界的騷動，原因在於是否違反日本憲法第

九條之原則。5日本國防政策在安倍晉三任內改變，2014年
7月 1日安倍政府通過修改憲法解釋，作出解禁集體自衛權
重大修改，之後安倍政府在 2015年 9月 19日通過安全保障
相關法，標誌著日本國防政策從自衛立場朝向軍事正常化發

展；6比較出雲號改裝一案之論述，「航母化」論述係日方對外

因應中共在西太平洋的擴張威脅及嚇阻北韓，而中共將航母

化之論述妖魔化日本自衛隊為軍國主義復興，7企圖使東北亞

區域安全引發不安；而「多功能護衛艦」之官方說法，日本

為使出雲號運用範圍加廣，在憲法第九條與專守防衛的前提

下，使用中性的「多功能」一詞，以爭取日本在野黨與周圍

鄰國的理解， 8基此岩屋毅防衛大臣導入「多用途型航空母艦」 
之論述，以化解當前日本既要遵從憲法規範，亦要建構堅實

5 NHKマガジン，「いずも」改修で“空母化”防衛大綱の骨子案。
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lastweek/12024.html

6 中央通信社，日本政府計劃改造出雲號為航空母艦。https://www.
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2260087.aspx

7 中國軍網，日本“出雲”號加入自衛隊究竟意欲何為？。http://
www.81.cn/big5/bqtd/2015-04/13/content_6440210_15.htm

8 ETtoday新聞雲，日本「出雲號」航母化將列《防衛大綱》 F-35B直
接在起降。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28/13174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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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力量的窘境。9

最後，在對美關係上，2018年 12月 1日，美國總統川普
在 20國集團（G20）峰會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領袖會談
時，對日本承諾購買眾多 F-35B匿蹤戰機表達謝意， 10出雲號

護衛艦改裝規劃採購 F-35B匿蹤戰機將花費 27兆日圓，11此

舉除了實踐美日安保條約合作外，更在經濟層面此抵銷美日

貿易赤字和投資不足，平衡美對日貿易逆差；在軍事合作層

面上，護衛艦改裝為航母後可提供美國軍機油料補給，以美

軍運用改裝後的出雲號為契機，日美共同防衛合作，強化日

本離島及海上自衛隊艦隊的防衛能力，同時，若駐日美軍基

地受到攻擊破壞，改裝後的出雲號能成為美國軍機的替代跑

道。

「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後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儘管日本海上自衛隊出雲號護衛艦改裝一事為日本國防

事務，然而牽涉範圍甚廣，其行動隱含的戰略意義對不同的

國家有不同訊息，其後續影響東北亞區域安全、中共持續擴

張的海空軍影響力與美國印太戰略發展。以下就中共、南韓

與美國三個方面分述出雲號護衛艦改裝的戰略影響。

9 NHKマガジン，「多用途運用母艦」導入望ましい 岩屋防衛相。
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statement/11431.html

10 中央通信社，G20峰會 川普對日購買 F-35表達謝意。https://www.
cna.com.tw/news/aopl/201812010055.aspx

11 Newsweek，中期防、いずも空母化や F35大量購入で過去最大の
27兆円規模に。https://www.newsweekjapan.jp/stories/world/2018/12/
f352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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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方面：

中共認為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違反日本憲法第九條規

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於 2017年 12月 26日敦促日方
堅持「專守防衛」，在軍事安全領域慎重行事。12觀察近期中

共海軍發展，2016年 12月 24日中共第一艘遼寧號航母形成
海上作戰力量，第二艘航母山東號於 2018年 5月於大連造船
廠進行第一次海上測試，預計 2020年實現中共海軍第二個航
母戰鬥群的目標， 13中共海軍更透過實戰化的海上訓練，以及

船艦持續的研發建設， 14擴大對日本週邊海域軍事影響力，進

而測試日本對國家安全環境耐性與底線，實現具備嚇阻之軍

事戰略目的；15出雲號護衛艦改裝一事與中共的譴責反彈時隔

一年時間，日本與中共海軍軍事力量對比，隨著中共海軍戰

力的增強，中共方面已不必運用強烈的手段制止日本海上自

衛隊發展，相反的，以官方譴責的方式帶動輿論宣傳機制，

達到在國際上製造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形象；此外，在中

共第二艘自製航空母艦下水後日本改裝出雲號一案才正式提

出，可謂日本欲消弭與中共在海上作戰力量的差異之作為，

後續仍需觀察日本是否持續出雲級直升機航空母艦的改裝，

12 中央通信社，日擬改出雲號為航艦 北京籲慎重行事。https://www.
cna.com.tw/news/acn/201712260238.aspx

13 新浪軍事，我第二艘國產航母疑似拼裝船體模組或在 2022年入
役。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8-12-14/doc-ihqackac5259217.
shtml

14 中時電子報，中共海軍 2017年交艦總盤點 排水量逾十萬噸。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101003667-260417

15 董慧明，「遼寧號航母編隊遠洋航訓的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
（臺北），2017年 1月，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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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對中共陸續建造的航空母艦， 16進而引發中日雙方在東北

亞地區的軍備競賽；批准新版 2018年《防衛計畫大綱》與《中
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顯示日本國防經費連年增加，總計國

防預算 27兆 4700億日圓（約新台幣 7兆 4,700億）為日本史
上最高， 17對照中共國防預算亦持續增長，2019年中共國防
預算為 11,899億元人民幣（約 1774.9億美元），由中日雙方
國防經費的增長，雙方武力對峙的機率有可能增加。18

二、南韓方面：

南韓海軍通過韓國國防採辦計劃管理局公開招標 F-35B
匿蹤戰機，預定 2020年完成「獨島號」（LPH-6111）兩棲攻
擊艦改裝作業，19引進短距離垂直起降的 F-35B匿蹤戰機，
目前獨島級兩棲攻擊艦僅具備運輸直升機，若南韓海軍成功

改裝獨島號為航空母艦，配置 F-35B匿蹤戰機搭載空對空飛
彈，將可攔截北韓發射之彈道飛彈， 20以因應北韓導彈攻擊之

威脅，另一方面，南韓新建「馬羅島號」（LPH-6112）兩棲攻

16 風傳媒，新華社首次證實「中國第三艘航母正在建造中」但未提及
是否為核動力或蒸氣彈射。https://www.storm.mg/article/654099

17 防衛省・自衛隊，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 （平成 31年度∼平成 35年度）
に つ い て。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
pdf/chuki_seibi31-35.pdf

18 BBC新聞，兩會開幕：中國軍費增速下降，但仍高於 GDP增幅。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7451881

19 Navy Recognition, ROK Navy Considers Adapting Dodko-class LPH 
for F-35B Aircraft.  http://www.navyrecognition.com/index.php/news/
defence-news/2018/august-2018-navy-naval-defense-news/6431-rok-
navy-considers-adapting-dodko-class-lph-for-f-35b-aircraft.html

20 蘋果日報，南韓也學日本？韓聯社：軍方有意引進 F-35B。https://
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227/126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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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艦 2018年 5月 14日舉行下水儀式，預計在 2020年正式服
役，21馬羅島號裝備全新的 3D雷達、紅外傳感器與防空武器
等，使其與獨島號相比在性能上更加提升， 22未來該艦亦可能

透過改裝適應起降 F-35B匿蹤戰機。
儘管金正恩於 2018年 9月 19日簽署《平壤共同宣言》，

朝鮮半島情勢相對和緩，逐步撤離前沿哨所兵力、聯合挖掘

韓戰遺骸與建立互信機制等，然南韓政府尚未停止獨島號與

羅馬島號之航母化進展，決心加強海上防衛與威懾力量，實

際上，日本出雲號航母化，凸顯目前東北亞地區各國對於海

上作戰力量的重視，依照目前南韓海軍規劃，南韓獨島號與

馬羅島號兩棲攻擊艦若投入改裝，於 2020年將完善航空母艦
作戰群的戰力，將有效提升南韓海軍實力。

三、美國方面：

美國川普總統在 2017年 12月 20日宣布《2017國家安全
戰略報告》，內容指出美國國安戰略目標在重建國際社會對美

國的尊重，並正式使用「印太」（Indo-Pacific）區域概念凸顯
其對美國之重要；23美國國防部在 2018年 1月 19日公布《2018
國防戰略報告》， 24落實《2017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重要原 

21 青年日報，南韓兩棲突擊艦「馬羅島號」下水。https://www.ydn.
com.tw/News/289340

22 自由時報，不僅日本！南韓擬打造 F-35B起降兩棲攻擊艦。https://
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41139

23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White House, 2017), pp. 46-47.

24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p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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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此揭示「印太戰略」成為川普政府亞洲戰略的主軸。

隨著中共在東北亞區域的影響力日益擴散，使得美國價

值與利益在亞太地區受到挑戰，前揭「印太戰略」在政治上

並不會排除任何國家，強化既有聯盟與夥伴關係的承諾，並

且促進與新興夥伴在尊重主權、公平與互惠貿易、以及法治

方面的合作，在經濟上將鼓勵多元區域合作以確保自由與開

放的航道、促進透明的基礎建設資金供給、活絡商業、與促

進爭端和平解決，在軍事與安全領域上，美國將強化嚇阻與

擊潰能力，並且深化包含日本、韓國、臺灣、印度、菲律賓、

泰國、新加坡、越南、印尼與馬來西亞等印太盟友與夥伴的

合作。

2018年 3月 5日美軍 F-35B匿蹤戰機首次抵達印太地區，
部署駐守日本沖繩縣的第 31海軍陸戰遠征隊兩棲攻擊艦黃蜂
號，被視為歷史性的一刻，對日益擴張軍備的中共能起到威

懾之作用，並且呼應對印太戰略的安全承諾。25

目前除印度海軍擁有俄羅斯改裝維克拉瑪蒂亞號與國產

維克蘭特號共計兩艘航空母艦，於澳大利亞堪培拉級兩棲攻

擊艦、南韓獨島級兩棲攻擊艦與日本出雲號護衛艦，皆可透

過起降甲板塗上耐熱塗裝、加裝降落操作的燈號指示系統等

改裝，完成 F-35匿蹤戰機之佈署，未來美軍亦可透過改裝
後船艦進行戰機油料補給與遠程兵力的投射的跳板，構成以

F-35B匿蹤戰機為首的印太區域防禦體系。

25 RT, US Navy boasts‘historic first’shipboard deployment of F-35B to  
Pacific.  https://www.rt.com/usa/420559-navy-wasp-f35-deployment.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24│第一五四期　中華民國一○八年

臺灣的國防戰略與政策因應

儘管日本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與臺灣國防戰略兩者之間

未必有一定因果關係，不過從東北亞安全環境的角度觀察，

整體發展的基調以呼應美國印太戰略為主，逐步升級國防軍

事應處能力。

從國防部公開訊息可知，海軍代號「鴻運計畫」的新型

兩棲船塢運輸艦，於 2018年 3月 8日第六度招商後由臺灣
國際造船得標，預於 2021年將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交付海
軍；26「鴻運計畫」的新型兩棲運輸艦主要以具備多元的運輸

機能、完整的防空與對海面自衛能力與能長時間在外海獨立

執行各類作戰任務為主，同時具備支持救災、人道支援任務

的能力，可以在艦上成立野戰醫院並搭載救災、醫療人員，

投入國內外大型天然災害或人道危機等救難與運輸任務，其

主體性質與出雲號護衛艦相仿，基於美國印台戰略的推展，

臺灣除了目前在國防自主政策下強化三軍作戰能力外，效仿

日本、韓國與澳大利亞改裝軍艦適應 F-35匿蹤戰機之佈署，
以建設未來與印太戰略合作的基礎。

基於東北亞區域安全與兩岸關係穩定，臺灣在國防事務

尤其是建軍備戰必須順應趨勢跟進發展，各國評估國內外部

環境因素後作出軍艦改裝的決策，其政策被並適合臺灣國

情，尤須評估解放軍軍力發展變化，創新不對稱作戰戰術，

並呼應印太戰略目標，促進我國在印太戰略下的實質合作。

26 ETtoday軍武，兩棲船塢運輸艦「鴻運計畫」第六度招商台
船 46.3 億 得 標。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310/1127562.
htm#ixzz5ZurK9E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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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觀察重點

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編隊航訓、印太戰略國家陸續改裝

艦艇與頻繁的美軍 F-35B匿蹤戰機在印太地區聯合演訓三大
行動是未來觀察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戰略牽引印太戰略強化

軍事力量構築的重要指標。

2017年 11月 13日美、印、澳、日印太戰略四國在馬尼
拉舉行首次「四方安全對話」，共同主張自由、開放的印度洋

與太平洋，維持海上自由航行權，以促進區域內和平、穩定

與繁榮， 27然而四國中印度擔心與澳洲合作可能會讓中共加強

在印度洋影響力，使得印太戰略四國的共同軍事演習遲滯未

形成共識，這點在 2018年印度拒絕澳洲參與馬拉巴海上軍演
得到驗證， 28若欲使印太戰略四國編隊遂行聯合軍演任務，首

要建立四國間雙邊軍事互信機制，以共同維護海上運輸安全

與打擊海盜為切入點整合各國軍事演習默契，後續待印太戰

略四國之航空母艦打擊群戰力成熟後，由美、印、澳、日輪

流主導年度航空母艦聯合軍演，此舉將可視為印太戰略健全

軍事合作機制。

另外，一旦出雲號改裝為航空母艦後，日本海上自衛隊

將逐步建構航空母艦戰鬥群，藉此鞏固日本領海防禦，並且

聯合空軍與陸軍馳援日本週遭島嶼奪回作戰之戰術運用，同

27 中央社，抗中擴張 美印日澳四國會談促航行自由。https://www.cna.
com.tw/news/aopl/201711130178.aspx

28 THE DIPLOMAT, India Keeps Australia Out of the Malabar Exercise – 
Aga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5/india-keeps-australia-out-of-
the-malabar-exercise-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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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進行自衛隊與美軍戰機的著艦補給，出雲號將為海上自

衛隊在制空權與制海權上的保障，並在日本遭遇重大安全威

脅時可適時介入衝突區域進行海上軍事力量威懾；另一方

面，在日本自衛隊人力資源長期不足的情況下，運用無人機

與無人水下載具技術將可使自衛隊人力資源獲得解放，未來

出雲號布署配置固定翼無人機 RQ-21、旋翼無人機 MQ-8C
以及無人水下載具，  29將可以較低的人力資源更有效率掌握

威脅動向，30甚至以無人載具進行攻擊避免人員耗損。

29 ETtoday新聞雲，出雲號直升機護衛艦將改航艦？ 日防相首度證實：
還在研究。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303/1123177.htm

30 Yahoo！ニュース，自衛隊の計画する長期運用型無人潜水艇 UUV
の役割。https://news.yahoo.co.jp/byline/obiekt/20181207-00106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