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攻防兼備」的空軍戰略對臺海地緣戰略的影響 
美國在東亞地區擔任軍力平衡者的角色，太平洋西緣的亞太駐軍是主要的關

鍵性力量。中共「攻防兼備」的空軍戰略，促使中共空中力量從相對固定、短程、

專門承擔要地防空的力量，轉變爲能跨邊界和海洋投送力量的現代化力量，1如

此的演變將危及美國亞太地區前沿駐軍的安全，迫使美國將遠程投射武力的重心

後移至關島地區，而最接近中國大陸前緣的臺灣成為熱點，戰略地位因而提升，

美國為確保東亞區域平衡，維護美國利益，不得不提昇對台軍售的項目。 

第一節 「攻防兼備」的空軍組建

為達到「攻防兼備」的要求，中共著重於 7項軍事領域的發展：21.致力於取

得海洋制空權；2.掌握先進的情報、監視及偵察技術；3.掌握精確的彈道導彈及
巡航導彈技術；4.建立強大的指揮及控制網路；5.掌握先進的無人航空飛行器技

術；6.掌握快速部署軍事力量的能力；7.強化精確瞄準及精確打擊的能力。 
空軍以「看得見、管得著、打得到」為追求目標，致力於組建現代化偵蒐、

指揮管制體系、相對優勢的精確打擊、防衛、機動等能力，以及聯合作戰力量。

但受航空科技影響，自製戰機落後先進國家兩代以上（如附錄二），乃引進先進

空中力量，企圖拉近與先進國家的差距；然受國防經費的制肘，兵力結構形成目

前 3種狀況：1.數量少，但配備較先進的第 3代空中武力，可彈性運用因應區域

性危機的攻防力量；2.數量不多，在國土防空仍具價值的第 2代防空武力，持續

提升其性能，維持與週邊國家相應的防禦力量；3.數量龐大，不具性能提升價值

的落後空中武力，可用於初級訓練、國土防空的預備力量或誘餌。 
壹、情報、監測與偵察： 

情報、監測與偵察能力拓展，中共以自行研發，獲得外國科技及整體進口外

國系統為基礎，包括採購新的太空系統、空中預警機、長程無人飛機和超地平線

雷達等。 
 
一、太空中情報、監測與偵察： 
太空的偵察及監測系統包括：電子光學、雷達影像以及衛星偵察系統等。2002

年 8月 13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理張慶偉透露：中共目前共有 9顆衛星
在天上運行（如表 5-1），其中雷達偵察衛星採用俄羅斯NPO Machinostroyenia的
合成孔徑雷達，解析度小於 1公尺，3差分式全球定位系統精度達 10公尺，4可

提供中共東亞地區作戰需要。第十個五年計劃期間預劃發射 30多顆衛星，未來

                                                 
1 張農科，〈中國空軍由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紫荊雜誌》，1999 年 11月號，頁 3-39。 
2 張卓，〈美國人眼中的中國高科技強軍計劃〉。
http://www.szinfo.com/military/news/0012/M3_1475.htm 
3 〈中國空軍裝備發展趨勢〉，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3/27/20020228/10216453.html 
4 林長盛，〈中共巡弋飛彈的研發與部署〉，《全球防衛雜誌》，212期（2002 年 4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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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發射衛星的數量在 20顆左右，5將大幅提高中共太空情報、監測能力。 
 

表 5-1 中共現行軌道運作衛星 
序 發射日期 名稱 近/遠軌高 類別 備考 
50 1997/5/12 東方紅 3號 地球同步 通信  
60 2000/1/26 烽火 1號 近地軌道 通信 對外稱為中星 22號 
61 2000/6/25 風雲 2號丙 太陽同步 氣象  
62 2000/9/1 尖兵 3號乙 近地軌道 偵察 使用壽限兩年 
63 2000/10/31 北斗 1號甲 太陽同步 導航 使用壽限 8 年 
64 2000/12/21 北斗 1號乙 太陽同步 導航 使用壽限 8 年 
65 2002/5/15 尖兵 3號丙 近地軌道 偵察 對外稱為海洋 1號 
66 2002/5/15 風雲 1號丁 太陽同步 氣象 使用壽限兩年 
資料來源：鍾堅，〈中共航天計畫對我國家安全之影響〉，《尖端科技》，216期（2002

年 8月），頁 76-81。 
 
二、空中情報、監測與偵察： 
(一)預警機： 

為滿足北海、東海、南海艦隊 3個區域全天候作戰攻防兼備的需求，1990
年代初期，中共即積極尋求先進的空中偵蒐及管制飛機，希望 2005 年前獲得

12-16架預警機。6最初與以色列合作，後因以色列受到美國壓力，雙方於於 2001
年取消PHALCON預警機計畫。1999 年中共獲得英國RACAL公司的skymaster雷
達將 6-8架運 8機改裝預警機（運 8-AEW）編入海軍戰鬥序列，始具備同時執

行 2個區域、210公里半徑範圍的預警能力。7

另中共轉向俄羅斯租借A-50桅桿式(Mainstay)空中預警機三年，待性能提升

後再予購入；該機預警範圍：轟炸機 850公里、戰鬥機 300公里、巡弋飛彈 250
公里；可同時偵知 200個空中目標及指揮 30架戰機進行作戰，8將有效提升中共

所望空域管制能力，增強對臺灣及美、日的空中軍事壓力。9

 
(二)偵察機： 

偵察機在未來的作戰風險太高，其功能部份已由衛星及無人飛行載具取代，

解放軍在偵察機方面已逐年汱除殲偵 6 (MiG-19改裝)、轟偵 5 (IL-28改裝)型機，
現正對殲偵 8型機改裝以擔任照相偵察，10提供戰場即時情報時使用。 
                                                 
5 http://www.cnwnc.com/big5/content/2002-08/14/content_1222158.htm 
6 肖雨生，〈中國軍力最新發展〉，《中國武力立體透視》，108期（山西：大視角，1999 年 9月），
頁 56。 
7 《中國時報》，2002 年 7月 15日，版 11。 
8 《2002中共年報》，（臺北：中共研究雜誌社，2002 年），頁 4-52。 
9 《自由電子新聞網》，2002 年 2月 21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feb/21/today-p7.htm 
10 鍾堅，〈共軍制空兵力現代化對我防空作戰之影響〉，《中共軍事研究論文集》（臺北：中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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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人偵察機： 

中共自越戰中擄獲美國的無人偵察機：火蜂式(Firebee)後，即仿製出「空射
式長虹 1型(CH-1)」長程無人駕駛偵察機，由運 8E型機攜掛，可攜帶日光靜態
影像、電視或紅外線攝影機，執行戰場偵察和電子作戰。中共目前擁有 R-4E30、
金蜂 10、W-50等各式偵察載具（詳如表 5-2）。 
另中共陸軍亦有ASN-104及ASN-206等無人飛行載具，提供敵方縱深 60公

里及 150公里以內戰場的空中偵察情報和進行即時監視任務。11

 
表 5-2 中共無人偵察載具性能表 

名稱 
最大載重 

(公斤)
最大速度 

(公里/時) 

飛行高度

(公尺) 

最大航程

(公里)
續航力

(時) 
備考 

無偵 5 32.7 820  2500 3 1978 年研製 
長虹 1號 640 820 17500 150 3 1982 年定型運 8攜掛
R-4E30 63 240 4575 156 9 1987 年美引進 10架 
金蜂 10 25 150 3050 350   

W-50 20 180 100-3000 100 4-6  
ASN-206 50 210 6000 150 6  
資料來源： 
1.〈中共對台部署無人飛機〉，《中國時報》，2002 年 7月 3日，版 13。 
2.〈W-50搖控無人機〉，《南京模擬技術研究所》。http://www.nrist.com/product.asp?id=3 
 
三、陸基式情報、監測與偵察： 
(一)超地平線雷達：. 

1967 年起中共即發展跨地平線雷達，早期的努力集中在「地波雷達」上，

1980 年代建造「天波雷達」，目前中共可能有 3座超地平線天波雷達，1座地波
超地平線雷達，具有探測 3000公里及 250公里目標的能力，可用來追蹤航空母

艦。12

 
(二)陸基雷達： 

中共「空軍雷達兵」擁有 8百餘處雷達陣地，2900餘座雷達（東南沿海 450
餘座），13使用的警戒、引導、測高雷達裝備數十種（詳如表 5-3）；雷達警戒範

圍及搜索空域涵蓋中國大陸領空及領空外域 600公里範圍，對臺灣 1萬呎以上目
標偵測除臺灣南部及東南部受地形影響外，幾可全部涵蓋。14另航太工業總公司

                                                                                                                                            
究雜誌社，2001 年），頁 396。 
11 http://www.china-airforce.org/f9wrj.htm. 
12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military.china.com/zh_cn/news/568/20010910/10100524.html. 
13 鍾堅，〈共軍制空兵力現代化對我防空作戰之影響〉，頁 423。 
14 http://www.yxyl.com/1114/14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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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所及解放軍空軍第 2研究所共同研製 VHF反隱形雷達J-231 Mid-Range 
Surveillance Radar，具有反隱形和抗反幅射飛彈能力，可偵蒐 3000公尺以下的
空中目標。 

 
表 5-3 中共現役防空雷達 

中遠端警戒 低空及對海警戒 引導 
406型中遠端警戒雷達 402低空和對海警戒雷達 440引導雷達 
407型中遠端警戒雷達 571型低空警戒雷達 JLP-40C引導雷達 
408型遠端警戒雷達 572型低空警戒雷達 843測高雷達 
REP-A遠端警戒雷達 581型低空警戒雷達   
HN-503遠端警戒雷達 582型低空測高雷達 YLC-2機動式固態 3D相控陣雷達 

513型中程警戒雷達   YLC-6M機動式全固態低空補盲雷達

514型中程警戒雷達 383型(JY-8)3D 雷達 JL-3D-90A相掃 3D 雷達 
JY-14中遠端 3D 雷達 JY-9低空搜索雷達   
YLC-4遠端警戒雷達  J-231米波中程警戒雷達 
YLC-9遠端警戒雷達   

資料來源：http://www.flowsky.com/zgjs/krd.htm 
 
四、指揮管制： 
中國大陸戰機一旦昇空後均受「防空作戰中心」的管制，防空作戰中心下轄

7個軍區級區域管制中心，各區域管制中心下轄 3個戰術防空指管所，其中東航、
空八軍、漳州、空 35師等指揮所涵蓋臺灣防空識別區。151984 年 7月中共正式
啟用攔管指揮系統自動化作業，對臺灣海峽執勤之臺灣空軍航跡位置均立即標示

及警戒，其所屬每處戰管陣地具有管制 4至 6批（每批 4至 8架）戰機的能力，

同時間共可管制 24批（48至 96架次）戰機的能量；雷達情報由引導警戒傳遞

至指揮所的時間約卅秒，16但能力不及先進國家。 
 
貳、空中武力： 
解放軍的空軍和海軍航空兵現配備約 5000餘架飛機，其中作戰飛機 3400

架戰機，計畫將未來主力戰機維持在 1200架左右，以俄製Su-27、Su-30、以及
中共自製的殲 8改良型、與殲 10戰機構成主體；逐年汰除殲 5、殲 6、殲 7、強
5、殲強 5、轟 5、運 5、運 7、運 12、MI-4、直 5等型機；殲轟 7（FBC-1）為
過度機種。17同時將這些戰機組成對空、對地、對艦混合作戰兵力，由Su-27或
殲 10戰機爭取空優，Su-30與殲轟 7擔負對地與對艦攻擊任務。H-6轟炸機改裝
為空中加油機，Y-8改裝為早期預警機及引進俄製A-50空中預警機，提升遠距作

                                                 
15 鍾堅，〈共軍制空兵力現代化對我防空作戰之影響〉，頁 422-423。 
16 http://home.kimo.com.tw/saycoo90/news10.htm 
17 鍾堅，〈共軍制空兵力現代化對我防空作戰之影響〉，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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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能力。美國國防部預測，到 2020 年，中國空軍和海軍航空兵的戰鬥機總數將

減少至 2200架左右。18（如表 5-4） 
 

表 5-4 中共空軍戰機數量判斷表 
保有數量 

機種 來源 武裝 
1985 1995 2000 2005 2010

戰鬥機 4,130 4,050 2,500 2,000 1,800
 Su-30   40 80
殲 11 Su-27 AA-11 46 48 181 247
殲 10 Lavi PL-7、PL-10  50 165
殲 8  PL-2、PL-7、PL-9 30 100 150 219 213
殲 7 MiG-21 PL-2、PL-7 200 500 700 500 500
殲 6 MiG-19 PL-1、PL-2 3000 3000 1800 958 625
殲 5 MiG-17 PL-1 400 400 400 263 173
殲 4 MiG-15  500   
轟炸機 620 500 320 120 100
轟 9     ???
轟 6 Tu-16 YJ-6 120 120 120 120 ? 100
轟 5 Il-28 YJ-8 500 380 200 ? 0 ? 0
攻擊機 500 500 450 325 300
殲轟 7  YJ-8 + PL-8  26 40
強 5   500 500 450 300 150
直升機 400 400 210 225 250
運輸機 550 485 425 425 400
資料來源： 
1.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cross-strait/PRC-airforce.htm 
2.鍾堅，〈中共推動軍事現代化對我防禦作戰之影響〉，《國防部委託計畫案》，2000
年，頁 229。 

 
一、制空：（戰機及空對空飛彈性能如表 5-5、5-6） 
(一)Su-27SK/UBK戰機： 

Su-27戰機是蘇聯研製的第三代空優戰機，最初設計構想目標在超越F-15及
因應後續機種，19採線傳飛控系統、大功率發動機、具視距外攻擊能力、機載雷

達可同時追蹤 10個目標，攻擊 2個目標，作戰半徑 1500公里，最大航程達 4000
公里。 

1991、1992、2000 年中共陸續採購四批Su-27SK/UBK戰機計 86架（其中 12
                                                 
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nual Report on Military Power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
19 高雄柏，〈改變空優的戰機－Su-27戰機〉，《尖端科技》，186期（2000 年 2月），頁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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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以上可能已受風災及人為損耗20），部署於廣東省遂溪、遼寧省鞍山及河北滄

州等基地。其中雙座佔半數，可提昇共軍換裝訓練進度；另有KnAAPO生產的
20架蘇 27SK零附件在瀋陽飛機製造廠組裝（國產化型號為殲 11），同時取得俄
羅斯同意生產 200架同型機，形成未來空防主力。 
 
(二)殲 10型機： 

殲 10為因應蘇聯第 4代戰鬥機的威脅而研製，1996 年中共以以色列Lavi幼
獅戰機為基礎，裝備俄製AL-31FN系列發動機，設計理念以制空為主，對地攻擊

為輔，作戰半徑 1100公里。2002 年 8月首批 10架先導型已裝備南京戰區，可
能陸續推出兩種以上型號，預計於 2005 年前製造出 50架。21

 
(三)殲 8型機： 

殲 8是中共為了對抗臺灣的F-104等高空高速戰機，以MIG-21為藍本研製

的高空高速攔截機的改良型，約有 150架；目前進行性能提升（殲 8-IIM），裝
備俄製祖克ZHUK8-2脈波杜卜勒雷達22、全球衛星定位、慣性導航系統及數據

鏈，使其具有全天候、多功能的作戰能力，主要執行高空高速攔截任務；另殲

8IID型機具有空中加油能力，目前為海軍航空兵的前緣防空主力。 
 
(四)殲 7型機： 

.殲 7是MIG-21C的改良型，裝備 PL-9型空對空對彈（仿製以色列蟒蛇-3），
可以和頭盔瞄準具交鏈使用，為空軍主力，約有 700架；其中部份執行改良為殲

7E型機，以增加武器酬載，適合低空作戰及對攻擊；俟殲 10正式服役後逐步汱
除。 

 

                                                 
20 鍾堅，〈共軍制空兵力現代化對我防空作戰之影響〉，頁 427-428。 
21 “China Plans Progress While Others Look On”,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29 no. 7 (18 February 
1998), 22.& “First flight for F-10 paves way for production”,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29 No. 21 
(27 May 1998), 17;平可夫，〈中國殲 10A戰機秘密發展成功〉，《亞洲週刊》，16卷 49期（2002 年

12月 2-8日），頁 12-13。 
22 亓樂義，〈提升殲八II空戰能力中共獲俄售百套多功能火控雷達〉，《中國時報》，2001 年 7月
10日，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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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中共空軍主要戰機性能諸元表 
機型 殲 6 殲 7 殲 8II 殲 10 殲 11 FC-1 

機長(公尺) 12.6 12.2 21.6  21.935 14 
機寬(公尺) 9 7.2 5.4  14.7 9 
機高(公尺) 3.9 4.1 9.4  5.93 5 
空重(公斤) 5200 5300 14300 16000-17000 23000 9300 
最大載重(公斤) 3700 2200 3500-4500 6500-6700 6000-8000 3200 
最大速度(公里/小時) 1450 2400 2600 2400 2400-2600 2160 
作戰半徑(公里) 450-685 600 800 1000-1100 1500  
最大航程(公里) 2000 1500 2200  4000 1500-16--
最大 G限 5 7 7  9  
作戰昇限(公尺) 17600 17500 20000 18000 18000  

機砲 3×30mm 2×23mm
1門 23mm
雙管機砲

1Gsh-301 1×30mm 1×23mm

武器掛載 2 4 7 7 10 7 
短程空對空飛彈 2×紅外線 4×紅外線 2或 4枚 2或 4枚 4×AA-11 2或 4枚
中長程空對空

飛彈 
無 無 2或 4枚 2或 4枚

6×AA-10
或 AA-12 

2或 4枚

空對地武器 無 無 各型雷達/電視/雷射導引飛彈  
空對艦飛彈 無 無 各型空對艦飛彈或巡弋飛彈  
射控系統  殲雷 7型  Zhuk/M PLK-27 Pl-10 

雷達搜索範圍(公里)  48 80 140 240 80 
服役時間(年) 1964 1967 1988 2001 1992 2000 
生產數量(架) 3000以上 500-700 150以上 預計 200 預計 200  

備註 
包括偵

察、教練

機 

包括殲 7
乙/殲 7M/
殲教 7型
（在此之

中以 1987
年服役的

殲 7丙型
性能最為

優越） 

   
FC-1是以
外銷為主

資料來源：1.林長盛，〈解放軍的殲擊機與戰鬥機〉，《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香港：
明鏡，1996 年），頁 230-250。 

2.高雄柏，〈改變空中優勢的戰鷹－Su-27戰機〉，《尖端科技》，186
期（2000 年 2月），頁 34。 

3.林宗達，《赤龍之爪》（臺北：黎明文化，2002 年），頁 200-201。 
4. Paul Jackson, Jane's All the World's Aircraft 2002-2003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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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s Information Group Inc, 2002). 
5.彙整上述資料。 

 
表 5-6 中共空軍空對空飛彈性能諸元表 

項次 
最小有

效射程

(公里) 

最大有

效射程

(公里) 

導引方

式 
最大

G限

最大

速度

(馬赫)

電子反反

制／抗紅

外線干擾

能力 

全向位

攻擊

能力

研發

時間

服役

時間 備註 

PL-2 1.3 7.6 紅外線  2.5 無 無 1963 1967 仿俄製
K-13/AA-2

PL-5B 
/C/E 1.3 16 紅外線 40 4.5 有 有 1966 1986  

PL-8 0.5 6 紅外線  3.5 極強 有  1995  

PL-9 0.5 8.5 紅外線和

雷射主動 40 2.0 極強 有 1980
年代末

1989 仿以製

Python-3

PL-11  27 
半主動

雷達  4.4  有 1990
年代初

2000 
源自於防空飛

彈LY-60
PL-12  20 雷達主動     2002   

AA-10 
(R-27
T/R) 

 30-40 
雷達主動/
半主動或

紅外線 
  極強 有 

1970
年代

中期

1985/
1992(
中共) 

可攻擊 8G
運動之飛行

目標 

AA-11 
(R-73) 0.3 20-30 

慣性 
紅外線   極強 有 

1970
年代

末 

1987/
1992(
中共) 

 

AA-12 
(R-77)  75 

雷達主

動  3 極強 有  2001 
中共為

/RVV-AE
飛彈 

資料來源：1.趙雲山，〈中國戰術導彈〉，《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香港：明鏡，1996
年），頁 216-227。 

2.林長盛，〈解放軍機載武器〉，《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香港：明鏡，
1996 年），頁 295-305。 

3.黃河，〈中共戰術飛彈最新狀況：Part1〉，《全球防衛雜誌》，178期
（1999 年 6月），頁 60-61。 

4.遠林，〈中國現役空空導彈〉，《航天》，6期（2000 年 6月），頁 16-17。 
5.劉任，〈青天「蟒蛇」俄羅斯 R-77中距空空導彈〉，《兵器知識》，

159期（2001 年 1月），頁 35-36。 
6. “China: Air-To-Air”, Jane’s Air-Lanched Weapons, (London: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1998), JALW-ISSUE 27. 
7.Duncan Lennox, “China, India close in on Russian ‘Adder’ sale”,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34 No. 10 (6 September 2000), 22. 
 
二、制面：（攻擊／轟炸機及空對面／空射巡弋飛彈性能如表 5-7、5-8、5-9） 
(一)Su-30MKK殲擊攻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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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30MKK戰機是Su-27戰機的衍生型，具有空戰管制及對地攻擊能力，功

能與美國空軍F-15E相似，具有 12個掛點，武器最大酬載 8000公斤，作戰半徑
1600公里。231999 年 12月購買 38架，已於 2001 年底分三批獲得，部署於安徽

省蕪湖；2001 年 7月中共又訂購 40架同型機，預計 2003 年底前履約。24為配合

其戰鬥力，中共引進大批俄制先進攻擊飛彈，包括KH-31P反輻射飛彈、KH-35
中程空對艦飛彈及R- 77空對空飛彈（約 100枚）等，使中共空軍首次具備精確
戰術空襲海洋島鏈的能力。 
 
(二)殲轟 7型機： 

雙引擎的殲轟 7發展源於 70 年代初，以MIG-23為參考，是一種全天候、超

音速的中程戰鬥轟炸機，中共研製始於 1975 年，1997 年後已經小批量生產並裝

備了空軍和海軍航空兵，1998 年珠海航展中命名為FBC-1「飛豹」戰機，目前已
生產 26架左右。外掛武器達 6500公斤，作戰半徑可達 1000公里，主要負責遠

程奔襲對地攻擊及反艦任務。25發動機採用英國斯貝MK202渦扇引擎，2001 年 7
月英國再批准出售該型發動機 80至 90具，並計劃於 2005 年開始合作生產該型

發動機。 
 
(三)強 5型機： 

強 5超音速對地攻擊機，設計取材自MIG-19，於 70 年代大量服役。1986
年中共與義大利航太公司合作將強 5型機進行性能改良為強 5Ｍ型機，1991 年量

產，具有較佳的操作性能、導航設備及武器射控系統，最大載重 3000公斤，可
攜帶 10萬噸級的核子彈，26作戰半徑 600公里，為中共目前的主要攻擊機，約

有 390架。 
 

表 5-7 中共空軍主要攻擊／轟炸機性能諸元表 
機型 強 5 強 5M 殲轟 7 Su-30MK 轟 5 轟 6丁 

機長(公尺) 15.6 15.6 21 21.939 17.5 36.5 
機寬(公尺) 9.68 9.68 12.8 14.7 21.5 34.5 
機高(公尺) 4.33 4.33 6.22 6.357 6.3 10.8 
空重(公斤) 6400 6400 12000 17500 13000 36000 
最大載重(公斤) 2000 3000 6500 8000 3000 9000 
最大速度(公里/小時) 1200 1200 2040-2160 2300 900 1040 
作戰半徑(公里) 600 600 1650 1600 1000 2500 
                                                 
23 “Sukhoi’s formidable Flanker family”, Asia-Pacific Defense Reporter, Vol. XXV No. 3 (April/May 
1999), 68. 
24 Nikolai Novichkov, “China expected to buy third batch of Su-30MKKs”,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38, no 8 (21 August 2002), 13. 
25 《2000中共年報》（臺北：中共研究雜誌社，2000 年），頁 5-130。 
26 沈麗山，〈中共與義大利歷時四年半合作研製A-5M攻擊機開始生產〉，《中國時報》，1991 年 1
月 13日，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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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航程(公里) 2000 2000  5200 2200 5700 
最大 G限  7.5 7 8.5   
作戰昇限(公尺) 16000 16000 15600 17500 12000 13000 

機砲 2×23mm 2×23mm 1門 6管 23mm 1×Gsh-301 2×23mm 7×23mm
武器掛載點 10 10 10 12   
短程空對空 
飛彈 

2枚 2×PL-2 / 
PL-7 

2×AA-11 無 無 

中長程空對空 
飛彈 

  2×AA-10 / 
AA-12 

各式俄製

先進空對

空飛彈   

空對地武器 各型空對
地炸彈、

魚雷 

各型空對

地炸彈、

魚雷和核

彈 

各型導引

飛彈和火

箭或核彈

各型空對

地飛彈和

雷射導引

武器 

3噸炸彈
或核彈 

各式飛彈

和核彈或

氫彈 

空對艦飛彈 2×C-801 2×C-801 4×C-801 / 
802 / 803

各型空射

反艦飛彈

無 C-601 

射控系統   I/J band Zhuk-27   
雷達搜索範圍(公里)   104 240   
電子反制  主動式雷

達干擾器

電子干擾

設備 
   

重要光電裝備  紅外線夜視器

雷射測距儀

抬頭顯示器

頭盔瞄準器

 紅外線搜索

/ 追蹤儀
雷射測距儀

抬頭顯示器

頭盔瞄準器

  

服役時間(年) 1970 1991 1992(推測) 2000 1967 1985 
生產數量(架) 1000以上 400  200 600以上  
備註 強 5型攻

擊機系列

共有：

甲、乙、

1、2、3等
多種型式 

 未來殲轟 7
可能攜帶中

共正在發展

射程達 3000
公里的紅鳥

3型空射巡
弋飛彈、另

外裝備地形

匹配系統，

以利低空突

防 

  轟 6於
1965 年服

役、1985
年轟 6丁
型成為可

以發射反

艦飛彈的

轟炸機 
資料來源：1.林長盛，〈解放軍的轟炸機和強擊機〉，《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香港：

明鏡，1996 年），頁 254-268。 
2.蕭雨生，〈雄鷹利爪－Su-30MK-2向量推力戰鬥機〉，《全球防衛雜

誌》，152期（1997 年 4月），頁 65-68。 
3.羅志成，〈人民解放軍的新鷹爪-Su-30戰機〉，《尖端科技》，210期
（2002 年 2月），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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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林宗達，《赤龍之爪》（臺北：黎明文化，2002 年），頁 206-207。 
5. Paul Jackson, Jane's All the World's Aircraft 2002-2003 (Virginia: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Inc, 2002). 
6.彙整上述資料。 

 
表 5-8 中共空軍空對面飛彈性能諸元表 

項次 用途 導引方式 射程 
(公里)

最大速度

(馬赫)
彈頭重

(公斤) 推進器 巡航 
高度 

服役 
時間 

YJ-61 
(C-601) 反艦 慣性導航 

雷達主動 25-110 0.9 510 液體衝壓 50-100 1986 

YJ-62  
慣性導航 
雷達主動 200      

YJ-63  INS/GPS/光學 150-350      
HY-4 反艦 主動雷達 135 0.8 513 渦輪噴射 70-200 1985 
C-701  光學 15  15-30    
YJ-8K 

(C-801K) 反艦 慣性導航 
雷達主動 18.5-46 0.9 165 固體火箭 20-30 1987 

YJ-81K 
(C-802) 反艦 慣性導航 

雷達主動 120 4.5 165 渦輪噴射 20-30 1994 

C-803 反艦 雷達主動 
紅外線熱成像 

25 0.9 165 固體火箭
5-7 
50  

KD-88     220   2000 

YJ-91 
反輻

射 
慣性導航 
雷達被動    衝壓   

STAR1 反輻射 雷達被動 50 0.9 30  0-12000 以色列引進

Kh-31A 
(AS-17A) 反艦 慣性+雷達

主動 70/100 3.0 95/110 固體衝壓   

Kh-31P 
(AS-17P) 

反輻

射 
慣性+雷達
被動 

10-150
10-200 3.0 87 固體衝壓   

Kh-29L/T 
(AS-14) 

對地

攻擊 
電視與雷

射 12  317 固體推進  1991 

Kh-35 
(AS-20)  

慣性+雷達
主動 5-130 0.9 145  10-15  

Kh-41 
(3M80) 反艦 慣性、雷達

主動和被動 150-250 2.1 300 固體衝壓 7-20 1997 

Kh-59M 
(AS-18) 

對地

攻擊 
慣性 
電視導引 115 0.85 320 渦輪噴射   

資料來源：1.趙雲山，〈中國戰術導彈〉，《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香港：明鏡，1996
年），頁 243-274。 

2.張立德，〈中共自製反艦飛彈大觀〉，《尖端科技》，150期（1997 年

2月），頁 27。 
3.羅志成，〈Su-30MKK對中共空中戰力之提升〉，《尖端科技》，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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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02 年 3月，頁 28。 
4.盧德允，〈殲轟 7戰機的矛比紀德艦的盾長〉，《聯合報》，2002 年

11月 21日，版 13。 
5.“China: Air-To-Surface Missile”, Jane’s Air-Lanched Weapons (London: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1998), JALW-ISSUE 29. 
 

表 5-9 中共現役及發展中的空射中、長程巡弋飛彈性能諸元表 

項次 導引 
系統 

射程 
(公里) 

彈頭重

(公斤)
最大速

度(馬赫)
巡航高

度(公尺)
命中圓周

誤差(公尺)
服役 
時間 備註 

HN-1B 
中途慣性導引、

GPS & INS 650 300- 
400 0.70 40-150 20 1992 俄羅斯

Kh-65SE 
慣性導引與

地形匹配 580 410 0.70 40-110 20-30 1995 俄羅斯

KH-55(R
KV-500) 

慣性導引＋

地形匹配 
2400- 
3000 

200 
核彈頭

0.78  150  
計劃採

購中 

Deliah 慣性導引＋GPS 
358- 
400 450    1995 以色列

HN-3 GPS & INS 2000- 
3000 1800 0.9 10-20  1998  

HN-2000 GPS & INS 4000  超音速    研製中

資料來源：1.趙雲山，〈中共之戰術導彈〉，《中共研究》，30卷 12期（1996 年 12
月），頁 111。 

2.張立德，〈中共彈道/巡弋飛彈暨二砲部隊〉，《尖端科技》，174期
（1999 年 2月），頁 35。 

3.梅林，〈中共巡弋飛彈的研發與部署(下)〉，《中共研究》，34卷 10
期（2000 年 10月），頁 80-89。 

4.林宗達，《赤龍之爪》（臺北：黎明文化，2002 年），頁 217。 
5.“Russia Federation: Offensive Weapons”, Jane’s Strategic Weapons 

System (London: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1997), JALW-ISSUE 25. 
6.Duncan Lennox, “China’s new cruise missile programme ‘racing 

ahead’”,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33 No.2 (12 January 2000), 12. 
7.Duncan Lennox, “More detail on Chinese cruise missile programme”,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34 No.10 (6 September 2000), 19. 
8.彙整上述資料。 

 
三、空降及空運戰力： 
中共空降 15軍（43、44、45師）與空軍第 13空運師、第 13空降獨立團共

90餘架飛機（運 8、運 7H-500、安 26、IL-76）及部份陸軍航空兵所屬的獨立直

昇機團，組成共軍戰略預備隊及快速反應部隊。目前空降兵由步兵、砲兵、通信

兵、工兵、防化兵、偵察、運輸、引導等 8個兵種、36個專業組成，總兵力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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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餘人，為中共的一支主要武裝力量。27

解放軍於 1991 年及 2000 年自烏茲別克分別購入 14架 IL-76MD後，使中共
可不經空中加油，一次將 970噸物資或傘兵 1375人投送至南沙一線或中國大陸

任何地點。另外在特別時期，解放軍也計畫使用中國民航，充作軍事運輸用途，

依據中國統計年鑑 2000 年統計中共現有民航機 301架計算，可一次載運人員
65174人，投入戰鬥地區。（如表 5-10、5-11） 

 
表 5-10 中共現有空運機空降運載能力及架數表（2000 年） 

機型 最大速度 
(浬/時) 

航程/ 
作戰半徑 

(浬) 

載重 
(磅) 

載人 
人/傘兵 現有架數 

波音 737-300 0.8 2982 13850 141 7 
波音 767-300 461 6075  269 1 
圖 154 513 2808 35700/49800 180 15 

CRJ-200 423 985 11930 50 5 
雅克 42 437 2105 12400/88185 104-120 2 
IL-76 460 3617 88185 140/125 11 

運 5(AN-2) 142 790/162 2400/4012 13/10 300 
運 7 292 1622/635 10340 52/36 25 
運 8 369 3242/1297 26000/44100 90/60 25 
運 11  200 2410 8 15 
運 12 177 723 3800 17/15 2 

AN-26 298 1625/810 9000/10600 38/10 60 
AN-30 232 1750/560 9922 50  
合計     494 

資料來源：1.蔡志昇，〈中共快速反應部隊〉，《中共軍事研究論文集》（臺北：中

共研究雜誌社，2001 年），頁 438-439。 
2. Paul Jackson , Jane’s World’s Air Forces (Virginia: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Inc, 2001). 
 

表 5-11 中共各型民航機運載及數量表（2000 年） 
機型 載人 現有數量 機型 載人 現有數量 
波音 747 411 19 A320 160 60 
波音 737 120 186 圖 154 180 10 
波音 757 186 48 Bae-146 160 7 
波音 767 254 16 運 7 50 22 

MD90 150 22 小型飛機  65 
                                                 
27 陳東龍，〈透視中共鐵拳部隊〉，《中共軍備現況》（臺北：黎明，1999 年），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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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82 165 27 通用飛機  301 
A310 226 3 合計 65174人/次 

資料來源：《2001中國統計年鑑》（北京：中國統計，2001 年），頁 354。 
 
四、特種戰力： 
(一)電戰機： 

中共將老式飛機改裝成電子支援、偵察、電子干擾等任務飛機，現有電圖

-154(ETU-154)、轟電 5(EB-5)、轟電 6(EB-6)、運電 5(EY-6)、運電 8(EIY-8)等多
種，可從事旁立式及伴護式等掩護任務。 
 
(二)空中加油機： 

1980 年代中期中共即開始研究空中加油技術，取得英國加油公司的組件後

與以色列合作，將轟 6型獾式(Badger)轟炸機 20-25架改裝為空中加油機（轟油
6），單一架加油機可為 4架左右的殲 8-IID型機進行空中加油。2000 年 4月海軍
殲 8-IID戰機曾於在南海上空進行白晝空中加油作業演練，但空軍和海軍航空兵

空中加油技術的整合若要熟練至例行作業程度，預估需花費數年的時間。 
 

參、防空武力： 
中共防空部隊以京畿、邊境、沿海、內陸等要域及要地防護為主，防空飛彈

部隊共裝備有 10種型別的地對空飛彈，紅旗 2型飛彈為主力，整合運用俄製

Tor-M1、S-300、凱山 1號、獵鷹 60、DK-9與自製的紅旗 61、紅旗 7（飛猛 80）、
紅旗 9、紅旗 15防空飛彈系統，構成遠中近程、高中低空全空域防空火力。（性

能如表 5-12） 
一、低空(100-1000公尺)／超低空(100公尺以下)近程地對空飛彈：肩射式紅櫻

（HN）5/5A/5B，從刺針式飛彈（StInger）改良的前衛（Qw）l號、前衛 2
號、由霹靂 9號空射飛彈修改的地空（DK-9）、俄制 2S6M通古斯卡（Tungska）
彈炮合一野戰防空系統等五種。 

二、中(1000-7000公尺)低空短程地對空飛彈：紅旗（HQ）6IA、改良自法國響

尾蛇（Crotale）的紅旗 7（飛蠓 80／FM-80）、引進俄羅斯的 9M331（SA-15）、
Tor-MI（紅旗 17）取代紅旗 61A，三種飛彈系統。 

三、高空(7000-15000公尺)遠程地對空飛彈：紅旗（HQ）2/2J/2B、S-300PMU
（SA-10B）。 

表 5-12 中共現行地對空飛彈性能諸元表 

名稱 型號 速度 
(馬赫) 

高度 
(公里) 

射程 
(公里) 空域

服役

時間  

紅櫻 5號 HY-5 /A 亞音速 0.08-2.3 0.8-4.4 超低  以 SA-7為藍本

前衛 1號 WQ-1 亞音速 0.03 0.5-5 超低中 1993  
霹靂 9號 PL-9 2.3 5 5.5 低中  仿以蟒蛇式 
紅旗 7 FM-80 2.3 0.015-5.5 8-12 超低中 1989 仿法響尾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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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蠓 80 
紅旗 61 HQ-60 /A 3 2.5-12 12 低中 1994  
紅旗 2 HQ-2 3.5 3-24.5 12-32 中高 1968  

紅旗 2甲 HQ-2J 4.2 1-27 7-35 中高 1984 
具攔截地空導

彈能力 
紅旗 2乙 HQ-2Y 4.2 0.5-27 7-35 中高 1986 履帶裝甲輸送
凱山 1號 KS-1 4 0.5-24 7-42 低中高 1989  
紅旗 15 S-300PMU1 6 0.3-39 5-75 低中高 1992  
紅旗 17 Tor-M1 2 6 12 低中高  仿 SA-8 

紅旗 18 S-300V983 
964 

1700M/S
2400M/S

0.25-25
2-25 

0.006-75
3-100 低中高 2001  

資料來源：1.林長盛，《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香港：明鏡，1996 年），頁 325-342。 
2.趙雲山，《中國導彈及其戰略》，（香港：明鏡，1997 年），頁 206-216。 
3.黃河，〈從紅旗看中共防空飛彈發展動向〉，《全球防衛雜誌》，1997
年 12月，頁 31。 

4.廖文中，〈俄羅斯 Tor-M1(SA-15)短程防空飛彈〉，《尖端雜誌》，2002
年 1月，頁 42-47。 

 
地對空飛彈中以 1990 年代初中共接收俄羅斯的S-300及S-300PMU（SA-10）

地對空飛彈系統最難反制，其射程達 200公里。1999 年曾發現部署於龍田；2000
年 3月發現福州、廈門、汕頭有三處陣地；282002 年 9月發現於永安M-11飛彈
陣地附近部署。29

另根據華盛頓時報 2001 年 9月 29日報導指出，共軍在華中地區試射SA-20
地對空飛彈S-400TRIUMF，其可用來對付隱形戰機，射程遠達 400公里，30若全

面部署共軍防空的整體力量將大為提高。 
 

第二節 兩岸空軍軍力之分析比較 

前節已述明中共空軍軍力，本節自臺灣空軍軍力切入，比較兩岸空防武力優

勢，含括C4ISR、空中載具、武器系統、基地等多項因素之攻擊及防禦能力，從

空權武力平衡線的繪製得知：2002 年臺灣空軍因第 3代空防武力及作戰密度等

因素影響，仍保有臺海制空權優勢；未來充滿不確定因素，甚難預料，但時間不

在臺灣這一邊，確是屬實。 
 

壹、臺灣空防戰力： 
一、情報、監測與偵察： 
(一)太空中情報、監測與偵察： 

                                                 
28 劉屏，〈中共沿海部署S-300防空飛彈〉，《中國時報》，2000 年 3月 29日，版 1。 
29 郭乃日，〈福建永安部署S-300防空飛彈〉《聯合報》，2002 年 9月 3日，版 13。 
30 朱邦賢，〈俄首批S400防空飛彈年底服役〉《聯合報》，2002 年 1月 16日，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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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僅有華衛 1號通信衛星，無專屬軍用衛星，預計 2003 年底始發射

華衛 2號遙測衛星，太空情報、監測與偵察仰賴國際市場供應，1993 年購得法

國SPOT衛星影像解析度 6.25公尺，2001 年購得以色列EROS-A1商用衛星影像
解析度 1.8公尺，另依需要採購較高解析度 1公尺內影像，以利掌握中共軍事動

態。31

 
(二)空中情報、監測與偵察： 
1.預警機： 

1995 年臺灣自美購得E-2T預警機 6架，該機配備APS-145 雷達，具俯視功

能，巡航高度有效偵測距離 640公里，電子偵測距離 740公里，可與強網系統鏈

結，具同時引導 40批作戰管制能量，最大航程 1580公里，巡航時間 6小時，可
執行 1個區域的全天候作戰，32戰力較中共成熟。 
 
2.偵察機： 
臺灣空軍於 1997 年使用新加坡改裝的RF-5E機擔任中低空偵察照相任務，

目前僅有 7架，預計改裝 10架F-16戰機以攜帶戰術偵照莢艙，33擔任未來中高

空戰場偵察任務，以彌補衛星偵照的不足。 
 

3.無人飛行載具： 
臺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所研發的無人飛機計有中翔 1、2號，雖具有短場起降、

高酬載、反電子干擾、即時資料傳輸等偵察功能，但均未量產執行部署。34

 
(三)陸基式情報、監測與偵察： 
臺灣目前擁有FPS-117遠端防空警戒雷達、HADR 3D多模相控陣雷達、

GE-592固態遠端機對空搜索雷達、TPS-43機動式相掃對空搜索雷達、TPQ-36A 
3D低空監視雷達等，高空偵測距離 500公里達浙江路僑、福建連城與興城一線，

低空偵測距離 80-160公里達大陸東南沿海空軍一線基地。35在PAVE PAWS長程
預警雷達未完成建制前，仍無法有效掌握中國大陸內陸的主要威脅區空中動態。 

 
(四)指揮管制： 

臺灣指管C3I「強網」系統，於 1988 年建構，1995 年啟用，鏈結 1座防空

                                                 
31 啟元，〈進佔太空高地臺灣衛星影像情報的演進〉，《全球防衛雜誌》，216期（2002 年 8月），
頁 68-75。 
32 〈臺灣航空與防空武器裝備發展透視〉，《現代軍事》，293期（2001 年 6月），頁 28-29。 
33 海昌，〈始安秘檔－空軍RF-104偵任務揭密〉，《尖端科技》，216期（2002 年 8月），頁 15；〈RF-5E
偵察機中低空易被鎖定將退居第二線由F-16改裝的偵察機接手〉，《自由時報》，1999 年 6月 30
日，版 4。 
34 〈2002 年亞洲航太展〉，《全球防衛雜誌》，212期（2002 年 4月），頁 22。 
35 〈臺灣航空與防空武器裝備發展透視〉，《現代軍事》，293期（2001 年 6月），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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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達及 10座海軍雷達站等資料，361998 年在美國洛克希德公司（Lockheed）協
助下，執行第三階段系統軟體精進，更新防空雷達網，配署現代化的數據鏈，進

一步提高預警能力，有效指揮F-16、幻象 2000-5等各式防空武器，37較中共先進。

（雷達涵蓋如圖 5-1） 
 

圖 5-1 臺灣氣象雷達涵蓋圖 

東海 

中國大陸 

馬祖
臺北

五分山雷達站

金門台中 宮古島

花蓮雷達站 澎湖
臺灣

太平洋 七股雷達站 
臺灣海峽 高雄

東港

墾丁雷達站 

海

資料來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http://s
 
二、空中武力：38

臺灣空軍是一攻防兼備型的空軍，

包括幻象 2000-5、IDF、F16、F-5E/F等
有 C-130H、波音 737，福克 50及畢琪
及 T-34、AT-3型教練機、及 S-2T、500
法製幻象 2000-5空優戰機於 1997

MAGIC II紅外線空對空飛彈，射程達 5
本土防禦型戰機「IDF經國號戰機

計，接近第三代戰機標準，1982 年裝備

                                                 
36 張明德，〈現代戰場C3I的神經網路〉，《尖端
37 廖文中，〈空軍作戰在島嶼型國家防衛作戰中
論文集》，（龍潭：國防大學，2000 年 11月），
38 〈新一代空軍戰機專輯〉，《全球防衛雜誌》，
巴士
 

菲律賓

ervice.cwb.gov.tw/about/radar/cover.htm 

現有 4萬 5,000人，戰鬥機約 430餘架，
型機，構成制空、制海的作戰武力。另

1900運輸機、S-70C-1／C-6搜救直昇機
/MD反潛機等。 
年購入，配備MICA 雷達導引飛彈以及

0公里，作戰半徑 750公里，約有 58架。 
」係針對克制中共殲 7、殲 8型戰機而設
空軍，具有 8個掛點，可配掛天劍一、

科技》，218期（2002 年 10月），頁 37-38。 
的角色〉，《跨世紀國家安全與軍事戰略學術研會

頁 6-10-11。 
218期（2002 年 10月），頁 50-56。 

107 



二型飛彈，有效射程 74公里，39作戰半徑 600公里，約有 130架。40

美製F16戰鬥機為 60 年代中後期開始研製的第三代戰鬥機，有 9個掛點，
可裝掛AIM-120、AIM-7M雷達導引飛彈、AIM-9P4、AIM-9S響尾蛇紅外線空對
空飛彈、AN/ALQ184電子反制莢艙、41夜視裝備42及AGM-84A魚叉飛彈 64枚43等

各種空對面武器，具備制空、對地精密打擊、大規模攻擊、反水面作戰及偵照等

全功能，作戰半徑 440-1600公里，1997 年首度在臺灣部署，約有 146架（116
架單座A型、30架雙座B型）。 

F-5型戰機係針對米格 21及蘇 7戰機而設計的輕型戰機，1973 年臺灣「航

發中心」與美國諾斯諾普公司合作生產，現仍保留約 130架狀況良好的 F-5E/F
使用，可攜帶小牛飛彈等空對面武器，作戰半徑 220至 1060公里。 
 
三、地對空武力： 
臺灣的地對空武力是由多種不同的陸基防空系統所構成：包括改良型鷹式

（Hawk）地對空飛彈系統、天弓地對空飛彈系統及改良愛國者二型（PAC-2）防
空飛彈系統、欉樹飛彈、天兵系統、刺針／復仇者飛彈、羚羊(ANTOLOPE)等。
44

(一)中長程防空系統：天弓飛彈及改良型愛國者飛彈，可提供臺北地區的反彈道

防禦飛彈及中長程防空武力。 
(二)中程、中低空系統：改良型鷹式(HAWK)飛彈，用來防衛中低空的敵方空中

武器攻擊。 
(三)短程防空網：欉樹飛彈、天兵系統、刺針／復仇者飛彈、羚羊(ANTOLOPE)
等以「點防禦」配置方式，可防禦對重要地點之低空空中攻擊。 

 
貳、空防武力比較： 
依據中共《空軍大辭典》中對飛機代別的認定（如表 5-13）及戰機性能比較

（如圖 5-2），將前文所述整理得出中共與臺灣空防武力比較表（如表 5-14），從
數量與質量的比較中，臺灣在預警、戰機、反潛、攻擊直昇機方面具備質的優勢，

其餘方面均較中共為差。 
 

                                                 
39 〈幻象二千航電設備優於蘇愷廿七〉，《聯合報》，2002 年 2月 1日，版 13。 
40 〈第 130架交機經國號停產〉，《中央日報》，2000 年 1月 15日，版 3。 
41 〈美決售我F16電子反制莢艙〉，《中國時報》，1994 年 5月 20日，版 4。 
42 〈美將售我F-16夜戰導航設備〉，《聯合報》，1998 年 6月 3日，版 4。 
43 〈美國首度批准售我空射型魚叉飛彈〉，《自由時報》，1997 年 4月 1日，版 4。 
44 蔡清芬，〈臺灣飛彈防禦系統〉，1999 年 10月。http://www.taasa-web.org/TaiwanM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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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各代噴氣式戰鬥機主要技術特徵表 
世代 俄羅斯、中共 北約組織 特徵 

第 
1 
代 

MiG-15 (殲 4) 
MiG-17 (殲 5) 
MiG-19 (殲 6) 
強五 

F-86F 
F-100 

最大速度 M0.9－1.3；後掠機翼；渦輪噴射

飛動機；機砲、空對空火箭、第一代空對空

飛彈；光學機電式瞄準具及第一代雷達。 

第 
2 
代 

MiG-21 (殲 7) 
MiG-23 
Su-17  
MiG-25 
殲 8、殲 8II-M 

F-4 
F-104 
F-111 
幻象 III  
龍卷風式 

最大速度 M2.0－2.5；小展弦比薄機翼、三
角翼、後掠翼或可變後掠翼；飛機推動比較

高；機砲、第二代空對空飛彈及第二代雷達

或攔射能力的火控系統 

第 
3 
代 

MiG-29 
Su-27 (殲 11) 
FC-1 
MiG-29SMT 
MiG-35 
Su-30MK 
Su-35、Su-37 
殲 10 

F-14 
F-15 
F-16 
F-18 
幻象 2000-5 
EF-2000 
飆風式 
JAS-39 
F/A-18E/F 

突出中低空、亞跨音速機動性；翼身融合體

等氣動技術；機翼負荷低、飛機推動比較

高；渦輪風扇式發動機；中程攔射及近程格

鬥空對空飛彈、速射機砲；第三代雷達及全

向、全高度、全天候火力控制系統。 

第 
4 
代 

MiG-I.42 (MF-1) 
S-37 
殲 12 (???) 

F-22 
聯合打擊戰

鬥機 (JSF) 

超音速巡航；匿蹤及高機動性；短場起降；

具多重偵測器；全環境作戰能力 

資料來源：《空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1996 年），頁 983。 
 

圖 5-2 戰機性能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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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Group Inc, 2002). 
 

表 5-14 中共與臺灣空防武力比較（2001 年） 
項次 中共 臺灣 備考 
機場 503 26 中共優勢 

預警機 運 8×8 
IL-76×1 

E-2T×6 臺灣優勢 

第 3代
Su-30×38 
殲 11(Su-27)×74 
殲 10×10 

幻象 2000-5×48 
F-16A/B×136 
IDF-A/B×130 

臺灣優勢 

第 2代 殲 8×219 
殲 7×683 

F-5E/F×130 中共優勢 戰轟機 

第 1代 殲 6×1095 
殲 5×210 

 中共優勢 

攻擊機 強 5×390  中共優勢 

轟炸機 
轟 6×120 
殲轟 7×25 
轟 5×178 

 中共優勢 

加油機 轟油 6×6 
IL-76×4 

 中共優勢 

電戰機 Q5×310 
電圖 154×4 

C-130HE×1 中共優勢 

偵察機 轟偵 5×40 
殲偵 6×97 

RF-16×10 
RF-5E×7 

 

反潛機 水轟 5×4 S-2T×24 
S-70CM× 10 
500/MD×6 

臺灣優勢 

運輸機 

IL-76×11 
波音 737×7 
波音 747×14 
波音 767×1 
安 26×12 
運 5×250 
運 7×30 
運 8×26 
運 11×15 
運 12×17 

波音 737-800×1 
C-130H×19 
福克 50×3 
畢琪 1900C×11 

中共優勢 

教練機 

殲教 5×97 
初教 6×147 
殲教 7×80 
教練 8×70 
運 7×6 

T-34C×40 
AT-3×52 

中共優勢 

直昇機 直 5×125 S-70C×18 中共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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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6×97 
直 8×11 
直 9×123 
直 11×45 
米 8×55 
米 17×90 
S-70C×21 
SA-321×72 
SA-365×55 
貝爾 214×4 

AH-1W× 63 
OH-58D× 39 

高空 

紅旗 2 / SA-2 
紅旗 10 / SA-10 
紅旗 15 / SA-10 
紅旗 18 / SA-12 
凱山 1號 / KS-1 

愛國者 PAC-2 GEM×3 
天弓 1/2型×6 

中共優勢 

中低空

短程 

紅旗 61 
紅旗 7 / FM-80 
紅旗 16 / SA-17 
紅旗 17 / SA-15 

鷹式 HAWK×20 中共優勢 
地對空

飛彈 

中低空

／超低

空近程

紅櫻 5/5A/5B / SA-7 
前衛 1 
前衛 2 
DK-9 / PL-9 

欉樹飛彈 
天兵系統 
刺針／復仇者飛彈、羚羊

(ANTOLOPE)×336/74 

中共優勢 

資料來源： 
1.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London: IISS), 187-188. 
2.徐家仁網站。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cross-strait/ROC-airforce.htm 
3.美國科學家協會（Feder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FAS）網站。Sidney Trevethan, 

PLA Air Force Order of Battle [PLAAF, PLA Aviation Corps & PLA Civil Air 
Guard Last Updated on 21 Mar 2000, 
http://www.fas.org/nuke/guide/china/agency/plaaf-orbat-st.htm；〈全球軍火交易研究計劃〉。

http://www.fas.org/asmp/profiles/worldfms.html 
4.〈新一代空軍戰機專輯〉，《全球防衛雜誌》，218期（2002 年 10月），頁 50-56。 
5. Paul Jackson, Jane’s World’s Air Forces (Virginia: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Inc, 

2001). 
 
一、空對空武力比較： 
依據第二章所論述的空權武力＝F(空對空武力；面對空武力；面對面武力；

空對面武力)公式中，先探討空對空武力的部份（空對空數值＝空對空係數F[作
戰半徑F(載台；武器)；交戰裁判值] ×空對空因子）。交戰裁判值參照蘭德公司於

2000 年所發表MR-1217-SRF/AF《恐佈的海峽？中台對抗的軍事問題與美國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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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Dire Strait?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所使用「聯合一體化應急作戰模型」（Joint Interated Contingency 
Model）中空戰裁判數據，45並不考量軟空權力的問題（飛行員技術、士氣等）。

經電腦兵棋運算，得到圖 5-3臺海兩岸空軍戰機兵力部署情況下的空對空武力平

衡線，此線代表兩軍在己方區域發生空戰時具有優勢，在對方區域內發生空戰時

不具優勢。 
 

圖 5-3 中共、臺灣空對空武力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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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繪。 
 
吾人會懷疑平衡線為何深入中國大陸，實際上 2002 年中共第三代戰機仍未

形成主力，距臺灣 250浬的 13處機場中「殲擊機」、「強擊機」數量有限，重要

的空軍攻擊武力多部署於臺灣空軍戰機攻擊的末端；相反的臺灣雖是一個不大的

島，但卻擁有空軍 6個戰術戰鬥機聯隊，其中 4個聯隊配備第 3代戰機，數量上

臺灣空軍倍於中共空軍；備戰的情況也遠較中共為高（戰機密度還超過以色列空

軍）；尤其經國號戰機雖受攜油量的限制，作戰半徑有限，但在臺海作戰環境中，

近距離作戰，反而能發揮其優異的作戰效能，因此，中共、臺灣空對空武力平衡

線能推進至中國大陸筧橋、汕頭一帶。 
當中共空軍持續現代化與武器更新後，臺灣空軍的質量優勢將逐步縮小，中

共空軍第三代戰機換裝逐步完成後，將使其戰力推向瀕海前沿；屆時若臺灣空軍

未能持續獲得高性能（與之匹敵）的機種及武器，則空對空武力平衡線即會移向

                                                 
45 參閱David A. Shlapak, David T.Orletsky, and Barry A.Wilson, Dire Strait?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0), 6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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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甚至形成一封閉的區域，代表臺灣已被中共用空權武力隔絕，無法走出封

閉的區域。 
若將電子戰納入考量時，雙方均可壓縮對方偵測能力，平衡線會小幅移動；

最大的問題在指揮管制，臺灣強網自動化防空體系未來若仍停留在地面雷達指

管、空中目視接敵的階段，不若中共殲 8機已於 2001 年裝設數據鏈路指揮系統，

在中共大力的電子干擾下，將使中共、臺灣空對空武力平衡線大幅向臺灣擠壓，

對臺灣不利。 
 
二、面對空與面對面武力影響： 
空權力探討加入「面對空」武力時，因面對空武力包括地對空（陣地）及艦

對空（載台）兩類防空武力，具有限制敵方空對空武力活動範圍的能力；但船艦

是移動的，且臺灣海峽寬度僅 90餘浬，極易遭受各種武器攻擊，船艦存活率堪

虞，因此在已方未獲得空權優勢前，船艦不致加入戰局，本文暫不列入探討；因

此將第二章所得出地對空武力的公式（面對空數值＝面對空係數F[作戰半徑F(陣
地或載台；武器)；交戰裁判值] ×面對空因子）代入空權武力計算時，得到圖 5-4
的中共、臺灣空權武力平衡線。 

 
圖 5-4 中共、臺灣空權武力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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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繪。 

 
圖 5-3與圖 5-4相較時，臺灣空中優勢受到中共面對空武力的影響，已經東

移至中國大陸沿岸地區，顯見面對空武力的作用。但是否增加面對空的數量或質

量就可有效推移已方的空權優勢範圍呢？答案恐不盡然，臺灣是海島國家，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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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隔離效果，雙方增大面對空武力的結果，在臺灣海峽中線雖形成一條空權力

武力平衡線，但雙方空中載具均受面對空武力威脅，無法自由飛航於臺海地區，

對空中載具而言實不具意義。 
因此武力平衡線的裁定，必須擴及雙方作戰想定及所有可以用於作戰的資

源，包括特攻作戰、空對面作戰及面對面作戰的武力等；其中最容易打破雙方空

權力結構的不平衡就是運用現今不易防禦的彈道飛彈，在此方面中共顯然佔有外

線及國土大的優勢；依據美國「2000 年中共軍力報告」（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共擁有中、短程彈道飛彈 400餘枚，可用來襲擊

臺灣，未來彈道飛彈數量亦逐年增長，若臺灣空防有 100處重要目標，平均每處
會遭受 4枚導彈的攻擊，將嚴重損害臺灣空防武力，空中武力平衡線將退縮至臺

灣本島，或全數淪為中共的空中優勢區，處境堪虞。（地對地飛彈武力涵蓋如圖

5-5） 
 

圖 5-5 中共、臺灣空權武力平衡線＋地對地飛彈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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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繪。 
 
綜合檢視臺灣與中共的空防武力，臺灣在空防武裝力量方面掌握質的優勢，

擁有內線作戰的利益，能夠集中及彈性運用全島的軍事資源以對抗來犯之敵，但

又因臺灣為一島國，面積不大，距中國大陸過近，極易遭受中共封鎖，以及中共

巡弋飛彈、戰術地對地飛彈、反輻射飛彈、脈衝炸彈等攻擊，造成臺灣防禦上的

難題，除了儘可能加強本身防禦能力外，依附大國的保護傘實屬必要。 
 

第三節 臺海地緣戰略形勢與美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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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臺灣」其實包括臺灣本島及澎湖列島，位於中國大陸東南海面上，有

大小島嶼 100多個，依「孫子兵法」的歸類屬「爭地」46；從戰略地理上看，臺

灣是西太平洋諸島中比較接近中國大陸的島嶼，這也註定臺灣的宿命－無法自外

於中國。在歷史上，臺灣始終是兵家必爭之地，具有特殊的戰略地位，是一艘「不

沈的航空母艦」，最佳的攻擊戰機載台及物資轉運站。21世紀的地緣政治中，臺
灣處於美國與日本、中共與俄羅斯、東南亞區域聯盟三大地緣政治板塊的交接

處，具有重要的戰略價值，其中美國對臺灣的態度，決定了臺灣命運的走向。 
 

壹、臺灣對中共的戰略價值： 
臺灣是中國東部海疆的大門及屏障，有「東南鎖鑰」之稱，又是西太平洋南

北航道的交通要衝，可控制西太平洋中部的海域，47對中共而言，臺灣是馬漢海

權思想理論中所敘述的「中央位置」，戰略價值極高。

 
一、東南沿海地區的天然屏障： 
臺灣是中國東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可作為中國沿海防禦的主要戰略點，與海

南島、舟山群島相呼應，構成「倚角」；中共可以臺灣建立一個相當具有戰略縱

深的防禦網，提供早期預警，以及提供中國東南沿海 6 省市及此區的戰略縱深，

有利對外敵遂行積極防禦的戰略。 
 

二、可成為中共最大的遠洋海、空軍基地： 
臺灣島上不利於大兵團作戰，而面向太平洋一側的海岸，均為懸崖，無法進

行大規模登陸，島上機場密布、港灣眾多，有高雄、基隆、臺北、花蓮、蘇澳、

左營等，如果與大陸一側的三都、閩江、湄州、廈門、東山等港灣和金門、汕頭、

廈門、漳州、福州、龍田等聯成一線機場，將構成十分有利的海空軍基地網群，

足以符合任何一支龐大的艦隊駐屯、補給、修理、集合、疏散、隱蔽、機動及訓

練、演習之需求。中共認為臺灣及其周邊區域，是中國於東亞區域無可取代的軍

事基地。48

 
三、中共突破第一島鏈的前進基地： 
中國大陸雖有 18400公里的海岸綫，但僅一側與海洋相連，諸海又受第一島

鏈的包圍，實際處於半封閉狀態。如中共想要跨入太平洋，就必須打破此一枷鎖。

而這條枷鎖中，臺灣為最近、也比較不受國際爭議之處。以臺灣為中心 1000公
里扇形防禦範圍，將威脅日本海上經濟命脈，截斷日本南進的戰略命脈。向東跨

越 1200公里可進擊第二島鏈，影響美國太平洋的勢力範圍。 
 
                                                 
46 爭地－具有戰略價值之要地，所謂兵家必爭之地。此等地點，我軍先佔領之，則可導致戰局

于有利；同樣敵先取得之亦于敵有利，故稱為爭地。 
47 陳力，《戰略地理論》（北京：解放軍，1990 年），頁 263。 
48 榮劍，《經略海洋縱橫談》（北京：海潮，1997 年），頁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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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拓展巨大的經濟海域利益： 
依據 1982 年「聯合國海洋公約」規定劃分海上專屬經濟區，中共獲取臺灣

島後，即可獲得臺灣以東 200浬經濟海域，並藉此向太平洋拓展更大的經濟海

域，進而威脅南海地區權力平衡，取得此地區數萬平方公里的海底資源開發權

益，對中國未來經濟發展構成重大助力。 
 
五、威脅日本經濟命脈： 
日本目前每年進口的物資總重約 7億 7000多萬噸，其中的 99.5％都靠海運，

如同臺灣一樣，都是靠海上交通來維持經濟繁榮和存續命脈，日本石垣島距臺灣

僅 80公里。若臺灣易手中共，日本的運輸路線將受到嚴重威脅。（如圖 5-6） 
 

圖 5-6 東亞海上運輸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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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美國能源部網站。http://www.eia.doe.gov/emeu/cabs/schinatab.html 
 
依據電腦兵棋驗證，假定中共得到臺灣，對應於美、日、韓、菲等國現行空

軍兵力，我們發現相應空對空武力平衡線東移至日本下地島及菲律賓一線（如圖

5-7），拓展了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力範圍，增大中共的防衛空間，足以證明臺

灣對中共來說戰略位置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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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中共、臺灣與南韓、日本、菲律賓、美國 
空對空武力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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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繪。 
 
貳、臺灣對西方國家的戰略價值： 
一、關島的屏障，美國忠實的盟友，監測中共最佳的場所： 
臺灣介於中國大陸與關島間，部署飛彈禦系統可箝制中共對關島的中、長程

飛彈攻擊，對美軍西太平洋軍力的重心形成有利的防護。 
臺灣與中共有相同的民族與文化，在思維上較西方更了解中共。冷戰前期，

美國曾將臺灣當成圍堵共產世界的前哨站，運用臺灣空軍所駕駛的 B-17、P-2V、
U-2對中共實施電子偵察與偵照；今日監測工作雖可由衛星取代，但衛星於空
中，極易遭受反制；臺灣本島上上有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地利，足以提供長程

預警雷達及雷射武器絕佳的部署地點，遠較日本、菲律賓等國有利。 
 
二、對中國貿易的轉運站： 

歷史上臺灣早年為荷蘭、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所爭奪的轉運站，以獲取對中

國、日本貿易的有利地位。早年美國在開闢上海及廣州航綫時，曾考慮選擇臺灣

為儲煤站。49現今中共經貿成長居世界首位，成為世界各國競爭之地，但中共「16
大」中為「三個代表」定調，明白宣示中共政權並未放棄社會主義，因此，臺灣

自是西方國家眼中最佳的轉運站；美國波音 747-400型長程客機，從美國東岸越
洋飛行最遠距離僅達臺灣一線；經建會評定臺北至西太平洋 7大城市的平均飛行

                                                 
49 參閱U. S. 3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senate, Miscellaneous No, 80, Memoir, January 10,1848. U.S. 
3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No.596, Steam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and the Sandwith Islands, May 4, 184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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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最短（僅需 2小時 55分），高雄港距亞太主要港口間平均航行時間最短（53
小時）50（如表 5-15），臺灣掌有東亞地區營運中心的優勢，可作為「美日安保」
必要之備用基地。 

 
表 5-15 西太平洋各主要城市港口間航行平均時間（小時） 

城市 雪梨 新加坡 漢城 馬尼拉 上海 香港 東京 臺北/高雄
空運 6:15 4:55 4:00 3:30 3:25 3:05 4:15 2:55 
海運  124  68 78 64 110 53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一階段

成果〉，1998 年 7月。 
 
三、控領中共海上交通線，攻擊中共最近的海空基地： 
臺灣海峽長約 220海哩，平均寬度約 90浬，是中共海上交通的咽喉要道，

中國大陸 16個主要港口有 10個位於北部；四大外貿航線有三條需經過臺灣海峽

南下，大宗南北物資，無法完全仰賴鐵路、公路運輸，對中共經濟發展及外貿具

有決定性的影響。51

日據時代，臺灣是日本西進中國的據點，當時日本在臺灣共構築了 65處機
場，在岡山設立航空工廠，楠梓設立煉油廠，日本的轟炸機曾襲擊蚌埠、孝感、

廣洲等地區，52對中國大陸東南沿海構成嚴重威脅。目前臺灣擁有噴射機機場多

達 15處，可算是世界上機場最密集的地區，機場設施完整，可作為美軍戰時的
前進基地。 
 
四、抑制中國擴張的關鍵： 
臺灣處於中國沿海的「中央」，將中國大陸海防一分為二，迫使中共海軍東

海與南海兩艦隊各自為戰，失去統合之利。臺灣如果擁有一支現代化海軍，在無

須任何補給情況下，兩天內可對中國沿海任何地方進行打擊，更遑論空軍、或面

對面飛彈的攻擊。19世紀中葉美國東亞艦隊司令馬修．佩理(Mathew Perry)認為
臺灣戰略地位重要，曾建議美國佔領臺灣；531854 年並向美國提出：「欲控制中

國，必先控制臺灣。」「我們必須對一切足以改變中國、特別是臺灣的政治及內

務的任何具有實際意義的建議予以鼓勵。臺灣在海軍及陸戰上的有利位置是值得

重視的。該島直接面對中國許多主要商業口岸，只要在該島駐泊足夠的海軍，它

不但可以控制這些口岸，並且可以控制中國海面的東北入口。」54國民政府軍退

守臺灣中共政權成立前夕，美國原駐南京公使約翰．瓊斯(John W. Jones)向國務
                                                 
50 〈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一階段成果〉，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8 年 7月。 
51 廖文中，〈中國海洋與臺灣島戰略地位〉，《中共研究》，30卷 8期（1996年 8月 15日），頁 120-122。 
52 參閱鍾堅，《臺灣航空決戰》（臺北：麥田，1996 年）。 
53 Warren Cohe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1836-1847 (Hamden: The Sloe String Press, 1965), 
48-51. 
54 喬治．科爾（George Kerr），《被出賣的臺灣》，陳榮城譯（臺北：伸根雜誌社，1985 年），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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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議：「把臺灣作為今後對付大陸新政權的潛在武器。」55以上論點都足以說

明臺灣對中共軍力發展與擴張具有制約及威嚇作用，亦對東亞太平洋海、空軍軍

力的平衡影響深遠，這也就是中共向來忌憚外國勢力介入臺海爭端的主要原因之

一。56

 
五、可擔任牽制中共的角色： 
臺灣政權的合法性是唯一能讓中共所擔心的，韓戰時國民政府軍準備反攻大

陸，但受美國限制未能達成，致使韓戰延岩。越戰期間臺灣「西方公司」，協助

執行運輸任務。美國誤炸科索沃事件後，臺灣適巧釋出「兩國論」，頓時轉移中

共焦點。若中美發生熱戰衝突，臺灣可成為削弱中共戰略目標的場所，提供打擊

中共南方與沿海的軍事基地。57同時未來可能的中越、中印、中俄、中日等衝突

中，臺灣更可扮積極性的角色。 
 
六、可分擔區域防務，抑制強權直接的衝突： 
當前民族主義、恐佈主義盛行，對於外國駐軍多有反感，臺灣是東亞較早民

主化的國家，軍力素質較東南亞諸國強大；兩岸交流所提供的動力，非兩個政府

所能主宰。強權間需要緩衝國的存在，臺灣正處於美國、中共、日本三國勢力的

交界，臺灣所屬南沙太平島、東沙島、金門、馬祖列島所劃定的區域，可作為三

造力量的緩衝，有利於各方運作，可降低美國、中共、日本直接發生如「軍機擦

撞」、「釣魚台」等衝突事件，同時分擔駐日美軍及太平洋防衛司令部的任務負荷。 
 
臺灣的位置，決定了東北亞和東南亞國家能否結為一體的命運，具有唇亡齒

寒的關係，因位於第一島鏈的中點可維護南來北往海運安全的側翼，並且仍為前

進中國大陸最佳的跳板，美國從未放棄臺灣，就可明瞭臺灣在美國心目中的價值。 
 
參、美國的角色： 
美國為防止衝突，確保地區穩定，自 1996 年起採取預防性防務戰略

（preventive defense），加強美國對各國內部事務的參與，推行美國價值及必要的

軍事干預，在亞洲維持 10萬駐軍、提供盟國戰略嚇阻之「核子保護傘」、攻擊性

兵力投射及全球情報、監視與指揮管制能力的「資訊傘」58，並透過軍售、協定、

演習、互訪等手段，維持區域軍力平衡。 
 

                                                 
55 FRUS, 1949, Vol.8, p.519. 
56 沈富雄，〈兩岸共組國協，台琉同時廢武－解決臺海問題的新模式〉《民進黨中國事務季刊》，

5期（2001 年 7月）。 
57 詹姆斯．彭，〈介入臺海戰爭模式及未來美、中共戰爭策略研究〉，《北美自由論壇》（2000 年

5月 1日）。http://www.nacb.com/cgi-bin/bbs/freetalk/18147.html 
58 Joseph S. Nye, Jr. and 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75, no. 2 
(March/April, 1996), 20-37;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77,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8), 81-94. 

119 



一、美國太平洋防衛： 
美國為了確保自身利益，於二戰結束後，即囊括太平洋地區，建立以美國為

中心的三條島鏈的防衛部署：（如圖 5-8） 
 

圖 5-8 美國太平洋防衛三線部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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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繪。 
 
(一)第一線島鏈： 

由阿拉斯加、阿留申群島、日本、韓國、沖繩、菲律賓、新加坡等地的駐軍

和基地組成，是亞太美軍的最前沿，也是美軍「鏈式部署」中最嚴密的一環。這

些基地擔負責對宗穀、輕津、對馬及馬六甲等重要航道、海峽和海域的控制任務，

是一線配置的首要環節。 
 
(二)第二線島鏈： 

以馬里亞納群島中的關島爲中心，由包括澳大利亞、紐西蘭在內的一系列基

地群組成，相距第一線島鏈 1200浬。這線島鏈是亞太美軍的後方依託，又是其
重要的前進基地，是遏控太平洋地區海運和空運的重要地帶。 
 
(三)第三線島鏈： 

以夏威夷爲中心的群島以及中途島的基地組成。這個配置線是美國在太平洋

地區的指揮中樞和其本土西海岸支援前沿基地的中轉站。它既是支援亞太美軍作

戰的戰略後方，又是美國本土的防禦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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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鏈中以阿拉斯加的埃爾門多夫、夏威夷的希卡姆、關島的安德森

（Andersen）、日本的橫田（Yokota）、沖繩的嘉手納（Kadena）及韓國的烏山（Osan）
等空軍基地構成涵蓋太平洋的空中勢力範圍，可提供C–17、巨型C–5運輸機及
B-52重型轟炸機等起降作業。水上浮動基地則由總數兩萬餘人的第7艦隊擔任西
太平洋地區水上、水下等作戰活動。 
 
二、美國軍力： 
美國擁有當今世界上最精良的部隊與戰力，2003 年國防預算達 3786億美

元，每人平均花費近 20萬美元，59超過世界排名前 10國的總和。美國傳統部隊
由地面、海上、航空及機動等四個單位組成，獨具優勢機動、精準接戰、全方位

防護及集中後勤等優勢，可遂行全球接戰（兵力如表 5-16）。 
 

表 5-16 美國傳統兵力結構概要（2002 年） 

軍
種 

單位 現役 
預備役

(國民兵)
軍
種 

單位 現役 
預備役 

(國民兵)

戰鬥機中隊 46 38 航母 12  
防空中隊  4 航空聯隊 10 1 空

軍 

轟炸機 112  兩棲待命支隊 12  
師 10 8 攻擊潛艦 55  
裝甲騎兵團 1 1 水面戰艦 108 8 陸

軍 

加強獨立旅  15 作戰補給艦 33  
師 3 1 海上空中巡邏及偵察聯隊 4 1 
航空聯隊 3 1 

海
軍 

反潛直昇機聯隊 2  
陸
戰
隊 兵力勤務支援支隊 3 1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1 2002), 55. 
 
美國空軍、海軍及陸戰隊均編組有一支戰術空中部隊，進行前進部署，航空

戰鬥部隊包括 20.2個空軍戰鬥機聯隊同級部隊，各轄 72架飛機；11個海軍航空
聯隊，各轄 46架戰鬥機／攻擊機；4個陸戰隊飛行聯隊，轄不同數量與型式之

飛機。另有轟炸機 208架擔任遠程轟炸及特種航空部隊 377架擔任制壓敵防空、
空中監測及戰鬥搜教。60（如表 5-17至 21） 

 
表 5-17 美國空軍聯隊編組（戰鬥機／攻擊機）（2001 年） 

                                                 
59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1 2002), 163. 
6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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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機聯隊同級部隊 機型 任務 
現役 備役 總數 

F-15A/B/C/D 空優 3.4 0.6 4.0 
F-15 多功能 a 1.8  1.8 
F-16A/B 多功能 b  0.4 0.4 
F-16C/D 多功能 c 5.8 5.2 11.0 
F-117 攻擊 0.5  0.5 
A-10 密接空中支援 1.0 1.4 2.4 

總數 c 12.6 7.6 20.2 
註：1.空軍戰鬥機聯隊同級部隊各轄 72架飛機。 

2.戰鬥機聯隊同級部隊數量係以戰鬥任務為考量，不用作訓練、實驗、及損

耗補充用。 
a主要擔任空對地角色，亦可遂行空對空作戰。 
b擔任空對空或空對地角色。 
C包括擔任北美防空部隊任務之 OA-10型前進空中管制機及 F-15/16型戰機。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1), 54. 
 

表 5-18 美國轟炸機數量統計表（2001 年） 
機型 現役 核武 備役 總數 
B-52 44 12 38 94 
B-1 52  41 93 
B-2 16  5 21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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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美國特種航空部隊（2001 年） 
任務 裝備 數量 備考 

EA-6B 104  
電子戰 

EC-130H 13  
E-2C 61
E-3 24

執行空域監視、預警及戰鬥

機管制 

E-8 11  
U-2 27 執行地面偵察及信號情報 

S 3架執行測量與信號情報 

U 2架執行電子情報 RC-135 

V/W 

21

EP-3 12
RC-12系統 4 

執行信號情報，每一 RC-12
系統包括 8或更多架飛機及

相關地面支援人員與裝備 

優
勢
射
程 

RC-7（氣太空研究室） 7  
F-14（戰術空軍偵搜莢艙系統） 46  
F-16（戰區空中偵察系統） 20  
F/A-18D（前進戰術空軍偵察系統） 24  
先峰型無人空中載具系統 4 
掠奪者型無人空中載具系統 10
淺戰術無人空中載具系統 3 
獵殺者戰術無人空中載具系統 1 

空
中
監
偵
系
統 

滲
透
︵
特
種
空
軍
部
隊
︶ 
全球應無人空中載具殘存資產 4 

無人空中載具系統包括了

或更多空中載具 

HH-60 72 含 36架備役 
戰鬥搜救 

HC-130 32 含 21架備役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1), 57. 
 

表 5-20 美國航母航空聯隊編組（戰鬥機／攻擊機）（2001 年） 
聯隊類型 機型(每一聯隊主要任務飛機存量) 空軍聯隊數量 
現役 F-14(10/11)、F/A-18(36) 10 
預備役 F/A-18(48)a 1 

註：1.11個海軍航母航空聯隊，各轄 46架戰鬥機／攻擊機。 
2.主要任務飛機存量僅包括海軍 F-14及 F/A-18型戰鬥機，陸戰隊將維繫足

量之 F/A-18型戰機現役中隊，俾使得 36架 F/A-18型戰機部署於航母航
空聯隊。 

A包括 3個海軍預備役中隊(36架飛機)及 1個陸戰隊預備中隊(12架飛機)。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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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1), 54. 
 

表 5-21 美國陸戰隊航空聯隊編組（戰鬥機／攻擊機）（2001 年） 
主要任務飛機存量(中隊) 機型 任務 

現役 備役 總數 
F-18A/C 多功能 8 4 12 
F/A-18D 多功能 6  6 
VA-8B 密接空中支援 7  7 

總數 21 4 25 
註：計畫中要求 1個陸戰隊 F/A-18型戰機中隊編入海軍預備役航母航空聯隊。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1), 55. 

 
三、美國在亞太前沿部署： 
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前進部署經常維持 1個陸軍機械化師、1個陸戰隊遠征

軍、2.2個概等的空軍戰鬥機聯隊、1個海軍航母戰鬥群及 1個搭載了 1個戰隊
遠征支隊的兩棲待命支隊，此外太平洋地區的前進基地部隊包括駐留夏威夷的 1
個輕裝步兵師及駐留阿拉斯加 1.25個概等的戰鬥機聯隊。並依需要抽調部隊赴

前進地區展開部署。61

日本與韓國處於美國武力投送至亞洲地區的節點，南韓位於亞洲大陸東側，

提供陸上作戰的前進基地；日本提供東亞地區武力攻擊美國的屏障。因此駐韓美

軍以陸軍為主，旨在遏止北韓發動戰爭，維持朝鮮半島區域軍力平衡，佔駐防亞

太地區軍力的 40%；駐日美軍以海空軍為主，具扼控俄軍出海、防止中共擴張、
壓制日本軍國主義復甦及轉戰東亞的兵力集結與後勤基地，約半數的美國亞太駐

軍均駐紮於此。並容許南韓發展以地面部隊為主的防衛力量，日本發展海、空為

主的防衛力量，遠程航空戰力及水下打擊武力則由美軍掌控，藉此確保美軍的主

導權。（美國亞太駐軍如表 5-22、圖 5-9） 
 

                                                 
6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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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美國在亞太駐軍情況 
數量／編制 陸軍 海軍 空軍 總計

日本島 

1500 
後勤部隊 

6800 
1個戰鬥機中隊 
1個攻擊機中隊 
3個戰鬥攻擊機中隊
飛機 63架 

6100 
1個航空隊部 
2個聯隊部 
2個作戰中隊(飛機 48架) 
2個空運中隊(飛機 22架) 

14400

沖繩 

300 8000 
2個聯隊 
7個作戰中隊 
飛機 67架 

18880 
1個陸戰師部(1個團) 
1個航空聯隊隊部 
2個航空大隊 
飛機 66架 

27180

韓國 

27500 
第 8集團軍司令部 
1個步兵師 
1個空騎旅 
1個航空旅 
1個防砲營 

400 8600 
1個航空隊部 
2個聯隊 
6個作戰中隊 
飛機 105架 

36500

夏威夷 

15400 
1個輕步兵師 
1個陸軍國民

警衛隊步兵旅 

16500 
1個陸戰團 
1個航空大隊 
3個巡邏中隊 
1個直升機反潛中隊
飛機 116架 

－ 31900

關島 

美軍太平洋總

部前進預備指

揮所 

2500 
馬裏亞納美國海軍司令部

第 15戰略導彈潛艇中隊

2個偵察機中隊 
1個反潛機中隊 

2100 
1個航空隊部 
第 3師、第 43 聯隊 
B-52轟炸機×15架 
AGM-86B型巡航導彈×63 
若干氣象偵察機、加油機 

4600

澳大利亞 
及其它 

100 400 400 900

海上狀

況 

 13500 
艦艇 18艘 
1個艦載機聯隊 
1個遠征分隊 
飛機 106架 

 

合計 51400 59000 38700 149100
資料來源：1.李清泉、王增林，《世界軍事力量寫真》（北京：長征，2000 年），

頁 16-17。 
2.劉雲龍，〈潛艇不少暗藏殺機－探訪關島美軍基地〉，《環球時報》，

2002 年 4月 18日。http://jczs.sina.com.cn/2002-04-18/63296.html 
 

125 



圖 5-9 駐韓及駐日美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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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陸軍戰區指揮部
第 8憲兵旅第 728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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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艦隊基地隊聯合國指揮部 
美韓聯軍指揮部 
駐韓美軍指揮部 
第 17航空旅第 1營
第 1通信旅 

第 8憲兵旅第94營

駐韓美軍顧問團 

第 7空軍指揮部 
第 51戰鬥聯隊 
第 6空中騎兵旅 
第 17航空旅第 2營
第 43防砲團第 1營

烏山 

聯合國保安營 

第 8戰鬥聯隊

陸戰隊第 12航空群
陸戰隊航空基地隊

駐日美軍陸軍司令部 
第 9戰區陸軍地區司令部

圖例 
 
 
首都 

1000000人以上的城市 

軍用海運指揮部

遠東支部

駐日美軍海軍司令部 
海軍艦隊基地部 
海軍第 7潛艦群司令部

海軍第 7艦隊反潛/偵察部隊
海軍第 1反潛航空團

西太平洋艦隊航空部隊司令部

海軍航空設施隊

施瓦布營區 
陸戰隊第 4 旅 
 
漢森營區 
陸戰隊第 31機動展開部隊
司令部 
 
寇特尼營區 
陸戰隊第 3機動展開部隊 
陸戰隊第 3師司令部 
陸戰隊第 12 旅 
 
托里 
陸戰第 1特戰群 
(空降)第 1大隊 
陸軍第 10地區支援群 
 
嘉手納 
空軍第 18戰鬥機聯隊 
空軍第 353航空隊 
空軍第 82偵察中隊 
海軍沖繩艦隊基地隊 
海軍航空設施隊 
海軍第 1反潛航空團 
 
瑞慶覽 
陸戰隊基地司令部 
陸戰隊第 1飛行聯隊 
 
普天間 
陸戰隊第 36飛行大隊 
 
牧港 
陸戰隊第 3支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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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1.日本防衛廳，《1998日本防衛白皮書》，黃朝茂、宋一之、李坤海譯，

（臺北：史政編譯局，1999 年 2月），頁 317-318。 
2.徐家仁網站。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USFJ_map_japan_001.JPG；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Okinawa_90_A.jpg；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S_Korea/USFK.htm 

 
(一)日本： 

日本採「專守防衛」被動性防衛戰略，62（防空概念如圖 5-10）軍力約 24
萬餘人，航空自衛隊擁有 18個飛行隊，飛機 860餘架，其中作戰飛機 360餘架，
以F-15J戰機為主力、F4-EJ戰機為次其他為F-1、F-2A/B等型戰機，可攜帶各式
空對空及空對面武器，具有攻防兼備的作戰能力。防空飛彈部隊編有 6個防空導
彈群，轄 24個導彈隊，配備愛國者、Type-81及攜帶式各式地對空飛彈。（如表
5-23） 

圖 5-10 日本防空概念 

監視 作戰管制指揮管制

CAP 早期預警管制機

AWACS 高空侵入機 

指揮管制
高空地對空飛彈 

監視 

航空基地 
戰鬥機部隊情  報指揮鏈路

機堡掩體 

指揮管制 

低空侵入機 低空地對空飛彈 DC 
識別 

武器選派 
攔截管制  地對空飛彈部隊

資料來源：1.日本防衛廳，《1998日本防衛白皮書》，黃朝茂、宋一之、李坤海譯

（臺北：史政編譯局，1999 年 2月），頁 140。 
2.日本防衛廳自衛隊網站。http://www.jda.go.jp/jasdf/asdf/mission1.htm 

 

                                                 
62 日本防衛廳，《1998日本防衛白皮書》，黃朝茂、宋一之、李坤海譯（臺北：史政編譯局，1999
年），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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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日本航空自衛隊飛機數量統計表 
型別 任務 數量 型別 任務 數量 

F-15J/DJ 戰鬥 203 T-1A/B 教練 17 
F-4EJ 戰鬥 103 T-2 教練 46 

F-2(A/B) 戰鬥 23 T-4 教練 189 
F-1 戰鬥 37 T-3 教練 50 

RF-4E/EJ 偵察 27 T-400 教練 10 
E-2C 預警 13 U-125 查核 3 
E-767 預警管制 4 U-125A 搜救 17 
C-1 運輸 28 MU-2 搜救 9 

YS-11 運輸 12 V-107A 搜救 15 
C-130H 運輸 16 UH-60J 搜救 23 
B-747 運輸 2 U-4 通用 5 

CH-47J 運輸 16    
資料來源：日本防衛廳自衛隊網站。http://www.jda.go.jp/jasdf/refs/shiryo_02e.htm 
 
駐日美軍部隊並未因冷戰結束而削減，反而有增強的趨勢，總兵力約 4萬餘

人，包括陸軍 2千、海軍陸戰隊 2萬、以「小鷹」號航空母艦為主體的一個航空
母艦戰鬥群；空軍F-15×50架、F-16×50架，63分佈於日本、琉球等地區（如圖

5-8）。其中沖繩嘉手納基地是美駐日空軍最大的作戰單位及美軍海外偵察機及特
種任務飛機的部署基地，對中共及臺灣均具有相當意義。 
 
(二)南韓： 

南韓武力以抑止戰爭、全面掌控戰場優勢和分擔戰略性任務為目標，空軍總

兵力 63,000人，區分為 3個司令部，2個獨立飛行團，9個戰鬥飛行團，飛機超

過 800架，戰鬥機 540架以F-4、F-16為主力，F-5、A-37、Bae Mk67 HAWK為
次；防空武力具有力士及鷹式飛彈（如表 5-24）。64

 

                                                 
63 平可夫，〈臺海成為看不見的戰線〉，《亞洲週刊》，16卷 33期（2002 年 8月 12-18日），頁 20-21。 
64 南韓國防部，《2000 年南韓國防白皮書》，http://www.mnd.go.kr/mnden/ema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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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韓國空軍兵力暨主要裝備數量表 
飛機 型別 數量(架) 備考 

F-5A/B/E/F 195  
F-4D/E 130  戰鬥機  
F-16A/B/C/D 130  
A-37B 27  

攻擊機 
Bae Mk67 HAWK 17  
RF-4C 20  

偵察機 
RF-5A 5  
C-130H 12  

運輸機 
CN-235M 15  

運輸直升機 UH-60、CH-47D、UH-1D/N 31  
救難機  15  
總統專機 B737-300 1  
地對空飛彈 勝利女神力士型、鷹式 約 100組  
資料來源： 
1. 南韓國防部，《2000 年南韓國防白皮書》。http://www.mnd.go.kr/mnden/emainindex.html 
2. 徐家仁網站。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S_Korea/SKorea_airforce.htm#rokaf006 
 
駐韓美軍現有 38000餘人，以 28000名陸軍部隊為主，空軍 9000人，海軍

約 1000人，以防止北韓入侵為目標，並司搜集朝鮮半島和亞太地區的戰略情報。

美國國防部多次強調，即使朝鮮半島統一，美軍也不會撤離。65擁有F-16C/D×70、
A-10×20戰機、OH-58戰搜直升機、攻擊直升機、多用途／運輸直升機、HH-60、
MH-53、U-2R/S偵察機及愛國者防空飛彈等空防武力，66空軍主兵力分別部署在

烏山、群山、水原和大邱 4個空軍基地。67（圖 5-8） 
 
四、東亞動態軍力平衡： 
由韓國烏山、群山（Kunsan）、日本三澤（Misawa）、橫田、岩國、木村、

鹿屋、沖繩嘉手納、臺灣等空軍基地所部署的空軍軍力，對應中共空軍兵力部署，

形成如圖5-11的空對空武力平衡，中共明顯受到美軍、日本及臺灣空中優勢的擠

壓，使武力平衡線偏向中共一方，僅南海地區，因菲律賓及越南的弱勢，形成中

共南向的優勢，對東南亞諸國家形成壓力；對中共而言，臺灣的空中優勢威脅最

大，形成（20世紀末）東亞的熱點地區。 
 

                                                 
65 平可夫，〈臺海成為看不見的戰線〉，《亞洲週刊》，33期（2002 年 8月 18日）。 
66 南韓國防部，《2000 年韓國國防白皮書》，http://www.mnd.go.kr/mnden/emainindex.html. 
67 黃山，〈戰略重心轉向亞洲十萬美軍虎視亞太〉，《環球時報》，2001 年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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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中共、南韓、日本、臺灣、菲律賓(含美國亞太島嶼駐軍) 
空對空武力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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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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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繪。 
 
美國為因應南海地區及臺海地區的緊張情勢，塑造區域軍力平衡，於 2001

年取得新加坡森巴旺、樟宜、菲律賓宿務等海軍基地68作為短期支援，2002 年獲

得美國航空母艦可部署於菲律賓蘇魯海峽（Sulu）的許可，69以扼制中共對東南

亞國家的影響。當美國加派兩艘航空母艦戰鬥群至臺海地區支援時，即形成圖

5-12的空對空武力平衡線，明顯地將菲律賓置於美軍保護傘下。 
 

                                                 
68 周慶安，〈美艦訪港見證中美關係陰晴〉，《亞洲週刊》，16卷 20期（2002 年 5月 13-19日），
頁 28-29。 
69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port; Statement of Admiral Dennis C. Blair, 
Commander in Chief U.S. 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Subcommittee on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 
February 27, 2002; Thomas E. Ricks and Walter Pincus , “Pentagon Plans Major Changes in U.S. 
Strategy,” Washington Post, May 7, 2001, 1; and James Dao, “Army to Move Some Weapons Out of 
Europ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2001, 16; Straits Times, June 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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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中共與南韓、日本、臺灣、菲律賓、美國（含 2艘航母戰鬥群） 
空對空武力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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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繪。 
當加入面對空、面對面、及潛對面的攻擊武力時，空權武力平衡線即出現如

圖 5-13的顯示，美日台的空中優勢已無法進入中國大陸地區，第一島鏈亦受中

共中、短程地對地飛彈威脅。 
圖 5-13 中共與南韓、日本、臺灣、菲律賓、美國（含 2艘航母戰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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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繪。 
 
針對中共中、短程彈道飛彈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威脅，第一島鏈地理距離

的保護已形降低，島鏈上的空軍基地可能隨時遭受攻擊，空權武力平衡線將向島

鏈退縮，美國乃勸導南韓、日本、臺灣等島鏈國家，共同建構全球飛彈防禦系統，

以增加對抗面對面飛彈攻擊的威脅。 
為分散區內裝備設施被攻擊的風險，美國將 1、2線島鏈基地調整合併，以

日本橫須賀及關島爲核心，構成前緣防禦線，向東北亞和東南亞輻射，70營造獲

准進入當地國及使用設施的協議，加強海空聯合力量，並增大遠端打擊能力等手

段，將三艘洛杉磯級核子動力攻擊潛艇及 3艘大型兩棲戰艦配置於關島基地，71

及儲存 600哩的空射巡弋飛彈於安德森空軍基地，必要時協同「三叉戟」彈道飛
彈潛艇所攜帶的 154枚「戰斧」巡弋飛彈，72克服「距離障礙」，73可對中共近沿

海地區 300公里內的目標實施攻擊，以嚇阻中共日益強大的力量。 
另美國駐太平洋空軍司令貝格特將軍 2002 年 8月 22日表示，因應中國軍事

力量日漸提升要求軍方把洛克希德馬丁公司製造的新一代F-22 匿蹤戰機、波音

公司製造的 767空中加油機和C-17型運輸機部署在關島，此外還希望部署若干

轟炸機及「全球之鷹」無人偵察機，俾使關島成為亞太地區安定力量的來源。74

 
五、美國在臺海危機中的態度與作法：（地緣戰略的角度） 
臺灣學者在《未來臺海衝突中的美國》一書中分析，臺海爆發全面性衝突時

美國的可能介入方式有：非軍事性其他行動、武裝執行停火、提供軍備給臺灣、

派遣軍事顧問、提供海空支援、全面與中共交戰等方式。按常理推斷，萬一臺海

發生全面性軍事衝突中，美國不太可能選擇以非軍事性的手段介入，因為美國一

旦放棄以軍事行動介入，而採行外交上的斡旋或經濟上的制裁，就意味著放棄臺

灣。這將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挫敗，引起的連鎖反應將難以估計。75（美國歷次

介入臺海事由及動用兵力如表 5-25、26） 
 

                                                 
70 《國防報》，2001 年 6月 26日，1版。 
7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2002, 
chapter 5; Nathan Hodge, “Navy Basing Subs In Guam,” Defense Week Daily Update (October 1, 
2002). 
72 Jim Mannion, “Pentagon Moves Cruise Missiles to Guam,” Space Daily, 
http://www.spacedaily.com/news/missiles-00d.html. 
73 《2001美國四年期國防總檢報告》（臺北：史政編譯局，2002 年），頁 6。 
74 馮克芸，〈防制中共美擬在關島部署戰機〉，《聯合報》，2002 年 8月 25日版 13。 
75 張建邦總策劃，《未來臺海衝突中的美國》（臺北：麥田，1998 年），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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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美國 7次出兵臺海的事由與兵力運用表 
時間 事由 動用兵力 作戰特質 備註 

1950 年 
6月 

韓戰爆發 
8艘戰艦＋1艘運輸
艦 

隔絕兩岸軍事衝突迫使中共延遲對台

進攻 
1955 年 

1月 
大陳撤軍 

6艦航母戰鬥群與22
艘戰艦 

協助臺灣進行大陳

島撤軍 
使臺灣完成金剛計

畫執行作業 
1956 年 

8月 
中共擊落美

軍偵察機 
3艘航母戰鬥群與37
艘戰艦、210架戰機

威懾中共，於舟山

外海進行搜救作業

對中共進行武力展

示 
1958 年 

8月 
中共砲擊金

門 
7艘航母戰鬥群與74
艘戰艦、550架戰機

協助臺灣進行外島

運補作業 
重開華沙會議 

1959 年 
7月 

臺海空戰 
2艘航母戰鬥群與13
艘戰艦、150架戰機

監控臺海制空作戰避免中台因空戰升

高軍事衝突層級 

1962 年 
6月 

防制蔣介石

反攻 

4艘航母戰鬥群與40
艘戰艦、300多架戰
機 

制止臺灣藉反攻之

名與中共發生軍事

衝突 

壓迫蔣介石放棄反

攻計畫 

1996 年 
3月 

中共對台發

射導彈 

2艘航母戰鬥群與24
艘戰艦、4艘核動力

攻擊潛艦、190多架
戰機 

制止中共藉演習之

名，對台或外島發

動突擊 

使臺灣總統大選順

利完成 

資料來源：張友驊，《臺灣明天會更安全？》（臺北：新高地，2003 年），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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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美國航母作戰特性及出兵臺海兵力編成表 
作戰 兵力編成 備註 

1個航母戰鬥群 提康德羅加巡洋艦→2-3艘 
邦克山級飛彈驅逐艦→2艘 
普斯魯恩斯級驅逐艦→2艘 
海狼級核動力攻擊潛艦→2艘 
快速油彈補給艦→1艘 
1-2個戰鬥機中隊→14-20架 F-14 
2-3個戰鬥攻擊中隊→24-36架 F/A-18
1個預警中隊→4架 E-2000 
1個電戰機中隊→4架 EA-6B 
1個反潛機中隊→13架 S-3B、SH-60F
巡弋飛彈→360枚 
反艦飛彈→260枚 
防空飛彈→600枚 

於低威脅區巡邏或展示

武力時使用。 

雙航母戰鬥群 航空母艦→2艘 
提康德羅加巡洋艦→6艘 
邦克山級飛彈驅逐艦→4艘 
普斯魯恩斯級驅逐艦→4艘 
海狼級核動力攻擊潛艦→2-4艘 
快速油彈補給艦→1艘 
2個戰鬥機中隊→40架 F-14 
6個戰鬥攻擊中隊→144架 F/A-18 
2個預警中隊→8架 E-2000 
2個電戰機中隊→8架 EA-6B 
1個反潛機中隊→13架 S-3B、SH-60F
1個偵察機中隊→6架偵察機 

於中強度威脅區巡邏或

制止衝突時使用，至於

在高威脅區參與戰爭或

大規模傳統戰爭使用的

3航母戰鬥群作戰的場
景並不多見。而 3航母
戰鬥群編組與雙航母兵

力編成基本相近。 

2個航母戰鬥群 航空母艦→2艘（位居臺灣東北、東南

水域） 
提康德羅加巡洋艦→6艘 
邦克山級飛彈驅逐艦→6艘 
普斯魯恩斯級驅逐艦→4艘 
海狼級核動力攻擊潛艦→6艘 
4個戰鬥機中隊→80架 F-14 
4個戰鬥攻擊中隊→48架 F/A-18 
2個預警中隊→8架 E-2000 
2個電戰機中隊→8架 EA-6B 
2個反潛機中隊→26架 S-3B、SH-60F

依據美國蘭德公司評估

美國介入臺海戰爭的兵

力編成，將投入 2個航
母戰鬥群＋1個 F-15戰
機聯隊，然而 F-15戰機
聯隊因部署於日本沖繩

基地，屆時日本是否同

意美國於日本領土調派

兵力援台？仍屬不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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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1.張友驊，《臺灣明天會更安全？》（臺北：新高地，2003 年），頁

260-261。 
2.徐舸、龐繼先、高曉星，《大洋巨無霸－21世紀的航母編隊》（南京：
江蘇人民，2000 年 10月），頁 59-60。 

 
依據艾倫（Kenneth W Allen）在〈美軍介入臺海戰爭模式及未來美、中共戰

爭策略研究〉分析，美國因應臺海危機對中共可能採取逐次升級的手段：威攝、

局部戰爭、全面戰爭與核戰爭，並建議極力避免爆發全面的核戰，所以美國必須

在全面戰爭中預設底線：美中雙方採取對等方式，僅用空、海軍進行交戰，中共

只要宣佈放棄武力攻擊臺灣或提出停戰時，美方應立刻停止打擊。76（打擊構想

如圖 5-14） 
 

圖 5-14 美軍攻擊武力運用構想圖 

 

泰德 

愛國者防空飛彈 

鷹式防空飛彈 

MK-50魚雷 

地獄火飛彈 

方陣快砲 戰斧巡戈飛彈

MK-48魚雷

反坦克導彈 

多管火箭 標準飛彈

麻雀飛彈

短程戰術彈道飛彈 

空射式巡航導彈 

超長程 
150公里以上

中程 
10-50公里

長程 
50-150公里

戰斧巡戈飛彈

圖例 
彈道  發射載具  目標 
     空中    空中 
     反飛彈    水下 

            車載    地面 
   船艦 

潛艇     

魚叉飛彈、空對地的精靈炸彈

AGM-130 

魚叉飛彈

標準飛彈 

響尾蛇飛彈 
鳳凰飛彈麻雀飛彈 

射程（示意）

短程 
0-10公里 

雷射導引炸彈 
聯合直接攻擊彈藥 

資料來源：自繪。 
 
依據歷次美軍介入臺海危機的經驗，可能馳援的情況如下： 

(一)空軍的馳援： 
臺灣海峽為中心半徑 500浬的範圍內，涵蓋的區域大部份是海洋，美國空軍

可以駐紮的地區就只有臺灣或日本而已，從作戰的角度來看，美國空軍要進駐臺

                                                 
76 艾倫（Kenneth W Allen），〈美軍介入臺海戰爭模式及未來美、中共戰爭策略研究〉，《中華評

述》，0006期（2000 年 5月）。http://www.chinacomments.net/indx4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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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機場時，可能這些機場都已經遭受中共飛彈與飛機的強力轟炸，甚至也遭遇到

中共特戰部隊的攻擊。即使美軍可安然的進駐，亦可能隨時變成中共火力攻擊的

目標。 
美軍距離臺灣海峽最近的為琉球嘉手納基地（500浬），該處部署的 F-15及

F-16飛機雖可於 1個多小時飛抵臺海地區，但受油量限制僅能執行戰鬥空中巡

邏，無法協助臺灣執行空中防衛作戰。 
部署於關島的戰略轟炸機，可以在 3個小時內飛抵臺灣；部署於美國本土的

戰略轟炸機則需 20餘小時才能飛抵臺灣。 
另距臺灣海峽中線較近的機場，為琉球南面的與那國島、石垣島、多良間島、

下地島、宮古島、菲律賓的巴旦島、呂宋島等民用機場，緊急時亦可能為美軍選

用，以支援臺灣作戰。（如表 5-27） 
 

表 5-27 距臺灣海峽中線較近之機場 
機場大小(呎) 機場與下列地方距離(浬)

島名 機場 
長度 寬度 臺北 海峽中線 

與那國島 Yonaguni 4,920 150 90 170
石垣島 Ishigaki 4,920 150 146 230
多良間島 Tarama 2,635 82 170 250
下地島 Shimoji-Shima 9,843 197 190 280
宮古島 Miyako 6560 150 200 290
巴旦島 Basco 4101 98 284 290
呂宋島 Laoag Intl 7940 148 386 381

資料來源： 
1.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pplement. Pacific, Australasia and Antarctica,” 

Flight Information Publication (Enroute, Louis Missour: National imagery and 
mapping agency, 18 APR, 2002). 

2.Zalmay Khalilzad, David Orletsky, Jonathan Pollack, Kevin Pollpeter, Angel 
Rabasa, David Shlapak, Abram Shulsky, and Ashley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74. 

 
(二)海基部隊的馳援： 

關島出發的核子潛艇從關島，到中國大陸沿海、臺灣和菲律賓周邊需時 2-3
天，適用於熱戰時破解中共封鎖及對中共實施牽制性戰略攻擊。 
美國 12艘航空母艦戰鬥群中，部署於日本橫須賀港、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

的航艦，到臺灣海峽週邊需時 3-4天；部署於夏威夷珍珠港的航艦，至臺灣海峽
週邊需時 7-10天；部署於美國本土西海岸聖地牙哥、長堤、舊金山、西雅圖、

洛杉磯等海軍基地的航艦，至臺灣海峽週邊需時 2個星期。（距離及航行時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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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中共若採取快節奏、時程短的「高科技局部戰爭」，美國可能無法發揮

預期的嚇阻效果。 
 

表 5-28 各港口至臺北的距離及航行時間統計表（小時） 
港口 距離 20節 25節 港口 距離 20節 25節

日本橫須賀 1153 57.65 46.12 舊金山 5605 280.25 224.2
菲律賓馬尼拉 607 30.35 24.28 西雅圖 5650 282.5 226 
越南西貢 1177 58.85 47.08 洛杉磯 5922 296.1 236.88
新加坡樟宜 1684 84.2 67.36 聖地牙哥 5986 299.3 239.44
關島 1445 72.25 57.8 華聖頓 6851 342.55 274.04

夏威夷珍珠港 4378 218.9 175.12 新紐澳良 7077 353.85 283.08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美國軍事思想是強調：「運用絕對優勢兵力壓倒敵人，從而以最少的人員傷

亡迅速地結束戰爭。」77依據波斯灣、科索沃、阿富汗戰爭中，美軍未完成有利

的作戰部署前，是不會輕易投入戰爭；若美國無法事先預知：中共突然發動對臺

灣飛彈襲擊與海上封鎖，則美國並沒有即時的的防禦手段，僅能提供臺灣預警資

訊傘及必要時輸送防衛武器。 
從上述分析獲知，臺灣必須依賴自身的防衛力量單獨對抗中共，至少超過三

天以上以等待美國的救援，在此期間日本、菲律賓等臨近國家所能協助者有限，

其最關切的問題其實是：如何支援美軍與安全快速的撤僑。 
 

第四節 中共「攻防兼備」空軍戰略對臺海地緣戰略的影響 

中共的空權武力增長，受駐日、駐韓美軍勢力的擠壓，凸出於南海方面，首

當其衝的是臺灣、菲律賓及越南，再次為日本。「攻防兼備」的空軍戰略對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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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各國都

有危機感，對臺海地緣政治產生的重要影響事：空權對臺灣安全上扮演更為重要

角色，臺灣戰略地位上升，更重視與美國的關係，及與東亞各國合縱連衡的關係。 
 

壹、空權對臺灣安全至關重要： 
塞維斯基的論述已說明空權是國家生存的關鍵，而臺灣是一個海島國家，易

守難攻，空防是保障臺灣國家安全的金鐘罩，任何企圖使用武力攻擊或奪取臺灣

者，都必須擁有優勢的空中武力。 
國民政府自退守臺灣已 50餘年，在臺海地區一直保有空權優勢，使得臺灣

                                                 
77 鄧尼根（James F. Dunnigan, Raymond M. Macedonia），《美國的軍事革新：從越戰到波灣戰爭》
（Getting it right : American military reforms after Vietnam to the Persian Gulf and beyond），蔡伸章
譯（臺北：麥田，1996 年），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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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中共的武力威脅，而能專注於經濟發展與追求民主，因而創造了 90 年代的

「臺灣奇蹟」。一旦空權優勢喪失，賴以維持經濟發展命脈的海運，將遭受中共

空軍威脅，必然嚴重影響臺灣民生經濟。 
臺灣海峽寬度僅 90餘浬，較英國、日本與大陸間距離要窄，中共空軍的強

5、殲轟 7、SU-30等型戰機，若以每小時 450浬或 0.9馬克的速度進襲臺灣，僅

需時 10至 12分鐘即兵臨臺灣上空。中共空軍戰略轉變為「攻防兼備」後，隨時

都可能對臺灣發動空中攻擊，若臺灣無扼制中共空權的利器，對臺灣安全將造成

嚴重威脅。 
臺灣目前的空權優勢，可提供日本與那國島、石垣島、多良間島、下地島、

宮古島以及菲律賓巴丹島、呂宋島一線的空中安全，對日本、菲律賓及行經東亞

的海空運輸，具有重大貢獻；臺灣的存在成為中共空軍向太平洋擴張的最大阻

礙，一旦臺灣空權優勢喪失，臺灣對國際的價值將大為降低，臺灣生計也將遭受

控制。 
英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直保有空中局部優勢，使得德國進襲英倫三島

的「海獅計畫」無法執行；日本於太平洋戰爭中喪失了空權優勢，最終以無條件

投降接受美國處置；阿根廷於佔領福克蘭群島後，未掌握空中優勢而落敗；這些

戰例更更說明島嶼國若無空防即無國防的概念。空權優勢事關臺灣生存的命脈，

至關重要。 
 
貳、臺灣空中優勢逐漸喪失： 
就國際政治「安全困境」78理論而言，認為一個國家追求絕對安全，就會造

成對手愈高的不安全，由於對手感受到不安全，因而也會追求更多促使自己安全

的作為。兩岸長期敵對，軍備上不斷尋求更新，淪入欲超越對方的惡性循環，兩

岸空權角力就是「安全困境」的實例。 
90 年代初期，臺灣在美國協助下發展完成 IDF戰機，中共於 1992 年購得第

一批 SU-27型戰機；1997 年臺灣獲得 F-16、幻象戰機，中共於 2000 年購得 SU-30
型戰機；臺灣（小國）與中共（大國）持續在空權武力上追求超越對方，對臺灣

是大不利。臺灣 1993 年的國防預算是 2711億元新台幣，2002 年的國防預算是

2610億元新台幣，十年期間國防支出不升反降；此期間中共國防支出每年均成 2
位數以上的成長，相較之下，臺灣想要長期保有空權優勢，極為不易。（國防支

出如圖 5-15） 
 

                                                 
78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0;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January 
1978), 16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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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1993 年至 2002 年臺灣中央政府總預算與國防預算額度成長比較 

資料 1

2.李俊 ，《中國武裝力量通覽》（北京：人民出版社，

3.《中 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 年），頁 1093。 
 
、臺灣戰略地位躍昇： 

兼備」的空軍戰略後，美國感受事態的嚴重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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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 .國防部，《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國防報告書》（臺北：國防部，2002
年），頁 104。 
亭、楊金河主編

1990 年），頁 693-694。 
國統計年鑑 2001》（北京：

參

1999 年中共發表「攻防

視臺灣的防衛能力及戰略價值；2000 年 2月美國眾議院通過「臺灣安全加
強法案」(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79要求行政部門：1.加強台、美軍事交
流與對話，2.協助訓練臺灣軍官以提昇其素質，3.要求總統每年提出對台軍售報

告，4.國防部長提出軍事訓練及交流計劃，5.國防部長提出臺海安全報告、及美
國對亞太危機的緊急應對措施，6.國防部應建立台美間臨時性的直接溝通管道以

供美軍在緊急狀況須要時得以用於台美軍事行動的協調。 
2000 年 4月美國遂派遣軍事訪問團攜機密報告來台，80

蘭德公司（RAND）就 2005 年臺灣海峽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發表《恐怖

的海峽》（Dire Strait?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研究報告；並於 2001 年 8、9 兩月相繼派遣美空軍

面部隊評估小組來台評估空軍及陸軍戰力；812002 年 3月更派遣美國國防部空軍

部副部長率七人訪問團秘密來華訪視軍事基地，82以了解臺灣軍事現況。 
為提昇臺灣戰略地位，加強台美雙邊軍事關係，2001 年起，美國再次

臺灣軍校學生，就讀西點軍校、安那波利斯海軍官校、科羅拉多泉空軍官校

 
79 「臺灣安全加強法案」參閱http://taiwansecurity.org/IS/IS-020100-TSEA.htm 
80 〈美訪問團攜機密報告來台〉，《聯合報》，2000 年 4月 2日，版 3。 
81 〈美兩批軍方訪問團抵台〉，《聯合報》，2001 年 8月 20日，版 4。 
82 盧德允，〈美國防部空軍副部長上周密訪臺灣〉，《聯合報》，2002 年 3月 12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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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83並委由美國蘭德公司為臺灣戰略規畫司代訓將級及校級軍官；2002 年 3
月、11月陸續邀請國防部長湯耀明、空軍總司令李天羽等人訪美，提高雙方官

方對話層次；更破例派員全程參與臺灣漢光演習指揮作業；84每年乙次在美國加

州舉行的「蒙特瑞會議」會談內容，也從純就戰略和安全構想交換意見，逐漸擴

大到包括臺海應變計畫的討論。85

美國國防部每年按時公佈中共年度軍力報告，並提高對台軍售質量，2001
年 4月布希總統即批准出售 4艘紀德艦、8艘潛艇及 12架P-3反潛機的決定。2002
年9月30日再次簽署「2003年外交關係授權法案」（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提升美台軍售及臺灣關係，美國視臺灣為「等同『非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國

家』的主要盟邦」86。 
1972 年中美建交臺灣戰略地位一度不受重視的陰霾，一掃而空；時至今日

中共國力迅速竄升成為區域性強權，臺灣戰略地位因此水漲船高，再度受到美國

的重視；臺灣的存在，是政治環境下的產物，保持臺灣、甚至西藏地區與中共的

分裂，使美國能介入東亞事務，符合美國甚至中共週邊國家的利益。更何況臺灣

至今仍保有局部的空中優勢，遠較東南亞國家強大，目前僅須增加少許遠攻及防

衛武器，即可平衡中共成長威脅，成為抑制中共擴張的關鍵，戰略地位因而躍昇。 
 
肆、台美關係極為重要： 

歷史事實說明，臺灣憑己身實力對抗外敵，未曾有過成功的例子，一定要與

外力結合，才能成為不沈的航空母艦。87

臺灣因主要威脅來自西面的中共，從臺灣地理發展佈局看，臺灣與中國大陸

相隔的臺灣海峽為運用地帶（金門、馬祖、澎湖），臺灣西部平原為工業生產地

帶，臺灣東部平原為補給地帶。但中共蘇愷戰機及地對地飛彈射程已涵蓋臺灣全

境，依塞維斯基空權地緣理念，臺灣整個範圍已超出美國的「運用地帶」－臺灣

是美國的前哨，臺灣已無所謂「作戰前沿、後方」的區隔，軍事戰略必須結合前

沿、縱深、彈性等整體防禦概念，以美國作為支撐臺灣戰時的軍工與補給主要來

源。 
臺灣目前的軍隊建設，長期受美國軍售控制，缺乏攻勢武器裝備，海軍實際

等同美軍第 7艦隊的輔助艦隊；空軍等同美軍 13航空隊之分支，聯勤等同美國

美軍地區後勤之一部。88臺灣絕大多數的武器（F-16、F-5E等戰機及愛國者、鷹
式等地對空飛彈）皆購自美國，美國成為臺灣不可缺少的盟邦及武器供應者，對

                                                 
83 陳英姿，〈台美軍事交流升溫首度接受我軍校生赴美受訓〉，《聯合報》，2001 年 10月 1日，版
6。 
84 〈美軍過臺灣〉，《中國時報》，2003 年 1月 3日，版 15。 
85 吳明杰，〈台美軍事交流曝光軍方憂喜參半〉，《自由電子新聞網》，2001 年 7月 20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jul/20/today-p2.htm 
86 目前被美國視為「非北約之主要盟邦」的有九個國家，分別是澳大利亞、紐西蘭、日本、南

韓、約旦、以色列、埃及、阿根廷以及巴林。 
87 張友驊，《臺灣軍隊能打仗？》（臺北：新高地，2003 年），頁 57。 
88 張友驊，《臺灣軍隊能打仗？》，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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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軍力掌控關鍵性地位；另外臺灣空權思想受美國影響甚深，空軍準則制定

多師法美國，軍官派赴國外進修亦以美國為主，對國軍現代化具有重要影響；簡

單的說臺灣安全在於「中共打不打，美國幫不幫」，因此保持美國與臺灣的關係，

對臺灣安全極其重要。 
 
伍、東亞諸國有合作的必要： 
中共空軍「攻防兼備」的戰略，首當其衝的是靠近中國大陸的臺灣，對韓國、

日本、菲律賓、新加坡等國亦形成重大壓力，位於海權與陸權交鋒處的東亞諸國，

面對中共空軍軍力擴張的威脅，實有合作的必要，唯有藉由準軍事聯盟或合作，

扼制中共擴張，才能免於遭到孤立或被兼併的危險： 
南韓懼怕北韓可能借機發動攻擊；日本懼怕《日本周邊事態法》89所定義的

1000浬安全防衛區遭到衝撃，爆發中日衝突將波及日本本土安全；菲律賓等東

南亞國家軍力亦難以與中共對抗，同時各國均有國內政治問題，無法容忍外國駐

軍，唯有鏈結成東亞準軍事聯盟，共同禦敵，才是生存之道。 
目前日本為因應中共的威脅，國防重心由北方轉向西方，調整並增強空防守

備力量，「新五年國防計畫」中將添購 4架空中加油機、12架F-15、47架F-2、
12架運輸直昇機、2艘神盾級軍艦，90預計至 2007 年將發射對性的軍事衛星 4
枚（解析度 1公尺），912015 年前建造 2艘輕型航母。92日本是東亞區域工業大國，

具有製造先進戰機及空防武器的實力，每年國防預算居世界第二位，海、空軍傳

統武力為全區之冠，可作為東亞地區的工業生產國（日本曾售予臺灣F-104J型
機），提供臺灣東北面安全防衛力量，防止中共軍機繞越臺灣空防優勢區，從東

面攻擊臺灣的能力。 
東南亞諸國為因應中共空軍威脅，再次引入美方軍力，擴大與美國軍事聯合

演習，保持區域軍力平衡。菲律賓於 1999 年 11月要求與臺灣復航，2002 年 1
月 9日藉反恐之名允許美軍重新進駐；越南於 2002 年 1月 31日邀請美國太平洋
艦隊司令布萊爾訪問，並商討 2004 年俄羅斯撤離金蘭灣後，重新讓美國軍艦停

泊的方案；印度於 2001 年 9月 17日亦表示願意讓美國使用其軍事基地。東南亞
諸國具有豐沛的人力與物產資源，可作為資源補給國家，台菲間「敦邦專案」以

非正式協議創造準軍事交流的基礎，臺灣與越南、印度等國家在共同潛在敵人威

脅的前題下，應優先發展準軍事關係。 
臺灣應針對中共本身瀕海國腹背受敵的弱點，發展海洋的優勢，結交其他海

權國家，甚至與中共的週邊國家，建立友好關係，藉以化解中共的強大壓力，並

免除戰禍的威脅。93

                                                 
89 陳世昌，〈日內閣通過實施周邊事態法案〉，《聯合報》，1999 年 8月 14日，版 11。 
90〈日本通過新五年國防計劃〉，《自由時報》，2000 年 12月 16日，版 10。 
91 〈日將射八間諜衛星〉，《文匯報》，2000 年 7月 31日，版 4；尹德瀚，〈日成功發射載運衛星
H2A火箭四枚日澳衛星〉，《中國時報》，2002 年 12月 15日，版 10。 
92 亓樂義，〈日本海上擴軍構成中共地緣壓力〉，《中國時報》，2000 年 12月 20日，版 13。 
93 張友驊，《臺灣軍隊能打仗？》，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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