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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20） 8月起中共在臺灣海峽及南北兩端連續進行
實戰化演練，以進一步檢驗多軍種聯合作戰能力，並於同

月下旬在南海試射「東風 -26B」和「東風 -21D」中程彈道飛
彈，引起美國及周邊國家的高度關注。這兩款飛彈都是能打

擊大型水上目標的反艦彈道飛彈，也都有「航母殺手」之稱，

因此中共試射飛彈顯然意在對美國釋出訊號，讓美國知道即

使是航空母艦，也無法在西太平洋全面發揮其軍事力量。另

外，同年 9月 1日美國國防部所公佈的《2020中國軍事與安
全發展報告》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以罕見「警鐘式」的開場
白，強調目前中共在造船、陸基常規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

整體防空系統三大領域已超越美國，若中共繼續朝其戰略目

標前進，屆時將嚴重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並破壞以規則為

基礎的國際秩序。1近年來，中共的戰略飛彈部隊日益擴編，

而其陸基飛彈發展無論是在質量或數量上也都大幅成長，對

美國已構成相當程度威脅，不僅影響其在印太地區之利益，

＊ 作者為陸軍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Washington, D.C.: De-
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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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威脅到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美國之因應措施為何至關重

要，值得探討。

中共戰略飛彈部隊及陸基飛彈之發展

中共戰略飛彈部隊經過 50多年的建設發展，概可區分第
二砲兵、火箭軍兩個時期，而陸基飛彈則歷經了核飛彈到常

規飛彈、彈道飛彈到巡弋飛彈之發展。另外，中共也發展出

不同射程之飛彈，區分近程（射程在 1,000公里以內）、中程
（射程 1,000至 3,000公里）、遠程（射程在 3,000至 8,000公
里）、洲際彈道（射程在8,000公里以上）飛彈，並以「東風 -X」
（DF-X）或「長劍 -X」等型式命名。

一、第二砲兵時期

1966年 7月 1日中共成立第二砲兵部隊（簡稱二砲），作
為中央軍委直接掌控的戰略部隊，主要擔負核威懾、核反擊

和常規飛彈精準打擊任務。二砲在指揮體制上區分「第二砲

兵司令部 -基地 -旅 -營」四級，其中基地為軍級單位，共有
8個（6個發射基地、2個訓練基地）；飛彈旅為二砲之基本作
戰單位，下轄 4-6個發射營（基本火力單位）及其他作戰支援
單位。

二砲在成立之初至 1980年代所使用之飛彈，也就是所謂
的「第一代核飛彈」，包括 DF-3 （中程）、DF-4 （遠程）、DF-5 
（洲際）飛彈，主要用來對美、蘇等擁核國家進行核威懾、反

核威懾，這些飛彈的特點在於使用液體燃料推進、彈頭當量

大、機動性不足。隨著現代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需求，

中共積極改良第一代核飛彈，逐漸朝「固體化、小型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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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的「第二代核飛彈」方向發展，包括 DF-21 （中程）、
DF-25 （中程）、DF-31 （洲際）、DF-41 （洲際）等飛彈。
在常規飛彈方面，中共從 1980年初期開始研製中、短程

常規飛彈，如 DF-11 （短程）、DF-15 （短程）、DF-16 （中程）、
DF-21 C （中程）、DF-21 D （中程）等。這些飛彈於 1990年代
陸續服役部隊，都是具有固體燃料推進、機動性強及彈頭、

彈體可分離等特性。除了彈道飛彈外，在 21世紀初中共也發
展出長劍 10、長劍 10A巡弋飛彈，其中長劍 10A具動態化
識別目標、超低空隱蔽突防、多角度連續攻擊等功能。

二、火箭軍時期

2015年 12月習近平啟動國防和軍隊改革（簡稱軍改），
此時第二砲兵更名為火箭軍，地位有所提升，與陸軍、海

軍、空軍、戰略支援部隊並列為共軍 5大軍種。火箭軍被中
共視為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及維護國

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軍改後，火箭軍的任務並無改變，但其

戰略要求從軍改前的「精幹有效、核常兼備」，調整為「核常

兼備、全域懾戰」，顯示其在編裝、能力等方面都有所提升。

在部隊編組方面，由原 8個基地調整為 9個，飛彈旅之數量
也由原 29個擴編至近 40個，增長了 35%，其中基地與飛彈
旅之番號也都做了改變。2

近年來，火箭軍大力強化核反擊與中遠程精準打擊能力

建設，持續增強戰略威懾制衡能力，新型武器裝備不斷列

2 P.W. Singer and Ma Xiu, “China’s missile force is grow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February 25, 2020, https://www.popsci.
com/story/blog-eastern-arsenal/china-missile-force-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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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部隊，並於重要的閱兵場合中展示，具有威懾、警告對

手與敵人的含義。例如，2017年的建軍 90周年閱兵中展示
了 DF-26 （中程）、DF-21D （中程）、DF-16改 （中程）、DF-
31AG （洲際）型飛彈；在 2019年建政 70周年閱兵中展示了
DF-17 （中程）、DF-26 （遠程）、DF-31AG （洲際）、DF-5B （洲
際）、DF -41 （洲際）、長劍 -100 （中程）型飛彈。
至於在飛彈數量方面，根據美國《2020中國軍事與安全

發展報告》披露：中共目前持有核彈頭約 200枚，並計畫於
未來 10年間倍增，且能夠威脅美國本土的陸基洲際彈道飛
彈，預計將在未來 5年內增加到大約 200枚。另外，洲際彈
道飛彈約有 100枚、遠程彈道飛彈超過 200枚、中程彈道飛
彈超過 150枚、短程彈道飛彈超過 600枚、巡弋飛彈超過
300枚。若依此估算，共軍陸基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的總數
應遠超過 1,250枚。相較之下，目前美國僅有彈道飛彈而無
陸基型之巡弋飛彈，對於中共積極發展陸基飛彈引起美國的

不安，可想而知。

對美國的威脅

威脅的產生往往來自於對手的戰略意圖及能力，有威脅

就會產生一定的嚇阻作用。近年來，中共在飛彈的能力上大

幅提升，除了數量的增加外，具體表現在其飛彈的射程、速

度、精度、攜帶彈頭數量、變軌能力及其機動性等性能的提

升。飛彈性能的提升，除了增加嚇阻作用外，也提升了中

共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 / Area Denial, A2 / AD）能
力，當衝突發生時可以非接觸、非線性、不對稱作戰方式對

美國產生由遠至近的多層次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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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次-威脅美國本土

對美國本土之威脅主要來自於火箭軍的核打擊力量，包

括 DF -41、DF-31A、DF-31B、DF-31AG、DF-5B、DF-5C
等洲際飛彈。這些核飛彈之射程均超過 10,000公里，可覆蓋
美國與全球重要之戰略目標，而且大多數可配置「分導式多

彈頭」 （MIRV），可同時對多個目標發動攻擊，對美國飛彈防
禦系統形成挑戰。其中 DF-41是射程最遠，攜帶核彈頭最多
的型號，最大射程 14,000公里，攜帶 10枚分導式多彈頭，
射程覆蓋美國全境，因此對美國的威脅最大。

第二層次-威脅第二島鏈上之核心基地關島

關島位於第二島鏈上，距中國約 2,900公里，其中擁有美
軍在西太平洋中最大的海、空軍基地，主要有阿普拉海軍基

地和安德森空軍基地等。對於關島基地主要的威脅來自於火

箭軍的 DF-26遠程飛彈，其射程可達 5,000公里，也是中共
第一個射程可到達美軍關島基地的常規飛彈，因此 DF-26也
有「關島快遞」或「關島殺手」的稱號。DF-26是中共新一代
遠程固體燃料之彈道飛彈，具「核常兼備」性能，既可遂行核

反擊任務，亦可遂行常規精準打擊任務，已於 2018年 4月列
裝部隊開始服役。

第三層次-威脅航行於西太平洋或南海之美軍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是美國綜合國力、軍力的具體象徵，尤其它的

強大機動力、打擊力更是威懾對手的重要利器，禁不起被擊

沉或癱瘓。但隨中共飛彈之迅速發展，已對美軍航母形成威

脅，主要有 DF-21D、DF-26等反艦飛彈。這兩款反艦飛彈
為中共 A2 / AD的核心戰力，可將美軍航母限制於飛彈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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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區域活動。其中 DF-21D射程超過 1,500公里，是全世
界首款反艦飛彈，它利用終端導引雷達來尋找移動的航母目

標。另外，前述之 DF-26飛彈彈頭亦配備有終端導引雷達及
機動變軌能力，打擊目標陸、海兼備，可對陸上重要目標和

海上大中型艦船進行精準打擊。

第四層次-威脅第一島鏈上之美國軍事基地

長期以來，美國利用第一島鏈封鎖中共的軍事勢力向西

太平洋擴張，尤其島鏈上國家大多為美國之盟友，主要有

日本、韓國、中華民國、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

這些國家內大都有美軍基地進駐，如韓國的龍山、水原及

日本的橫田、橫須賀、沖繩、岩田等，然這些基地均在中共

中、短程飛彈的射程範圍內，如 DF-16、DF-17、長劍 -10、
長劍 -100等。其中 DF-17是中共首款具有高超音速滑翔器 
（Hypersonic Glide Vehicle，簡稱 HGV）的中程飛彈，射程為
1,800∼ 2,500公里。由於 DF-17速度高達 10馬赫，縮短了
對手飛彈防禦系統的反應時間，所以很難加以攔截，該型飛

彈已於 2019年服役。另外，長劍 -100是中共第三代巡弋飛
彈，也是中共首款陸基超音速巡弋飛彈，速度高達 4馬赫，
其打擊精度已到「數公尺」級。

美國之因應

中共飛彈之發展已威脅美國本土、亞洲之軍事基地、航

空母艦及自由航行的安全，也對美國在印太等地區之盟友帶

來威脅。為了因應此一挑戰與實踐對保護盟國的承諾，美國

採取了以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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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出《中程核武條約》

1987年美國與前蘇聯簽定《中程核武條約》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簡稱 INF），主要用以裁撤雙
方之陸基中程飛彈，然美國於 2019年 8月 2日卻宣布退出
INF。美國退出條約固然與俄羅斯違反條約有關，但主要原
因應來自於中共在不受條約約束下，積極發展中程飛彈近 30
餘年，其數量早已在美國之上，引起美國的憂慮與不安。退

出條約後，將帶給美國在戰略部署及武器研製上有更多轉圜

空間，尤其可加速發展中程飛彈以彌補數量不足的劣勢。例

如退出條約後不久，美國就在同月試射了一枚射程超過 500
公里的陸基中程巡弋飛彈，可見其急起直追的決心。

二、提升陸基中段防禦系統能力

「陸基中段防禦系統」 （GMD）是目前專用於保護美國本
土，抵禦遠程、洲際彈道飛彈攻擊的戰略防禦系統，它是一

個經過洲際飛彈攔截驗證的系統。根據美國《2019年飛彈防
禦評估》 （2019 Missile Defense Review）指出 :在本土防禦方
面，美國國防部將藉由改進現有傳感器性能、部署新型傳感

器以增強 GMD系統性能、可靠性和殺傷能力，來因應高超
音速滑翔武器和巡弋飛彈之威脅。另外，該評估亦規劃在阿

拉斯加增加新的飛彈防禦陣地，最早在 2023年將陸基攔截彈
數量從 44枚增加到 64枚。3

三、升級終端高空區域防空系統性能

美國在本土、關島、韓國均有部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空系

3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9 Missile Defense Review (Wash-
ington, D.C. :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9),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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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THAAD），也就是「薩德」系統。這套系統攔截飛彈的
射程達到 300公里，攔截高度為 40至 180公里，可防衛半徑
200公里的區域，主要用於保護較大的戰略性地區和目標。
尤其薩德系統所使用的X波段雷達，掃描半徑達 2,000公里，
可早期偵知敵人飛彈動態。目前，美軍正在繼續升級薩德系

統之性能，並讓它具備能和愛國者三型飛彈（PAC-3）系統的
交互操作能力，藉整合薩德和愛國者三型飛彈，期能有效增

強在印太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效能。

四、研擬在亞洲部署飛彈制衡中共

在退出 INF的第二天（2019年 8月 3日），美國防部長艾
斯柏（Mark Thomas Esper）旋即表示要恢復中程飛彈研發，
並「儘速」在亞洲地區部署中程飛彈，以反制中共飛彈威脅。

美軍會如此急迫恢復中程飛彈的研發並準備在亞洲部署，無

疑是感受到共軍對其在印太駐軍及各盟國的嚴重軍事威脅，

評估必須加速強化印太軍力，才能予以制衡和嚇阻。至於部

署何種型式之飛彈，於何處部署，美國正積極規劃、磋商中。

據研判，美國應會部署射程超過 1,500公里的「戰斧」 Toma-
hawk）巡弋飛彈，以威脅中共在東海、南海的船艦及中國沿
岸軍事基地；而部署地點應會考慮韓國、日本、中華民國、

澳洲、菲律賓、越南等國家境內。

後續觀察重點

美「中」在飛彈領域「矛」與「盾」間攻防競爭是一場永恆

的競賽，而且牽一髮而動全身，攸關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雙

方之飛彈發展都應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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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改後，中共火箭軍飛彈家族擴大了，已形成核常兼備、

型號配套、射程銜接、打擊效能多樣的作戰力量體系。

為了稱霸印太，突破美國及其盟友的圍堵，中共當然不

會以此為滿足，其未來在飛彈的數量與質量，甚至在部

隊的編組與部署上應都會有所精進、調整，值得持續觀

察。

二、美國退出 INF後，不再受條約束縛，目前除了積極提升
本土、區域的飛彈防禦系統功能外，並研發新型的中程

飛彈及研擬在亞洲部署飛彈以制衡中共。尤其美國欲在

亞洲部署飛彈，各國反應不一，最後基地落在何處，中

共都不會袖手旁觀，必定會採取反制措施，美「中」間的

角力是觀察重點。

政策建議

在過去的 20多年來，中共已經建立了一個遠超過 INF約
束範圍的飛彈武器庫，正威脅著美國及其盟友、夥伴，當然

也包括中華民國。長期以來，中共飛彈之不對稱威脅已深切

影響我建軍備戰及防衛作戰，是一個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

一、 退出 INF後，美國刻正尋求整合盟友、夥伴的主動飛
彈防禦能力，我國亦應參與美國在亞洲的飛彈防禦網，

進而獲得美方在新型飛彈軍售、技術和零組件方面的支

持。另外，亦須結合區域內與美國友好國家之力量，彼

此共享情資、早期預警，有效反制中共飛彈威脅。

二、 「攻擊才是最好的防禦」，發展攻擊型且足夠數量的遠程
精準打擊武器，如機動型中長程戰術彈道飛彈、巡弋飛

彈等。一方面嚇阻中共不敢輕易對我動武，達到「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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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阻」目標；另一方面可於遭敵攻擊時給予報復痛擊，

確保主動及爭取不對稱優勢。

三、 中共飛彈的不對稱優勢在於其數量多、型號齊全，更重
要的是中共掌握了戰略主動權，可隨其決策者意志選擇

打擊之時間、地點、數量。因此，「戰力防護」是平、戰

時的首要工作，須投入更多的資源與建設，並於戰備演

訓時模擬各種真實景況，勤加磨練，力求將戰力損失降

至最低，以利爾後戰力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