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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提要 

研究所別：外交學系戰略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論文名稱：當代中共空軍戰略演變及其對臺海地緣政治之影響 

指導教授：黃奎博、蔡明彥 

研 究 生：王長河 

論文提要內容： 

國際政治以地緣為首要，空權對地緣政治具有關鍵性影響，本文依據地緣政

治及空權相關理論推演出國家空權武力平衡線的公式： 
空權武力＝F（空對空武力；面對空武力；面對面武力；空對面武力） 
據此得到中共與臺灣國家空權武力優勢範圍，作為闡釋臺灣地緣政治的理論

基礎。 
臺灣首要威脅來自中共，中共空軍戰略轉變對臺灣具有重要影響，中共受到

國內外、主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空軍戰略由「國土防空」大幅轉變為「攻防兼

備」，並確立中共攻佔臺灣、抵抗美日的作戰目標。 
「攻防兼備」空軍戰略的涵義：對應較強的敵國是採取積極防禦的策略；對

弱勢的敵國卻是以攻擊來要脅。中共空軍戰略的轉變突顯臺灣地緣政治價值，對

臺灣政治與軍事上造成嚴重衝擊，臺灣為求生存，必須尋求與美國、日本等空權

大國的結盟，及爭取更多國家的支持。 
 

關鍵詞：地緣政治、空權、空軍戰略、攻防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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