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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之目的是探討中共倡導新安全觀目的為何？中共新安全觀與其軍事戰

略是否互為表裡，為和、戰兩手策略的運用？中共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

部戰爭」，其內容為何？如何實踐？對世局、亞太及台海情勢有何影響？ 
 
二、冷戰時期中共安全觀區分毛澤東及鄧小平兩個時期，在毛澤東時代的安全觀

為「戰爭與革命」，加上與美、蘇為敵，乃認為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因國力

衰弱，反映在軍事戰略規劃上為全民皆兵的人民戰爭及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

裝備。鄧小平時代的安全觀則認為是「和平與發展」，各國之間的競爭是以

經濟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賽。反映在軍事戰略規劃上是，進行和平時期建

軍；提升綜合國力為國防建設奠基；質量建軍－精兵、合成、高效；陸權向

權傾斜，兼顧空權；遂行積極防禦的現代化戰爭及以劣勝優。 
 
三、中共新安全觀源起為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形成「一超多強」五大中心，除

歐盟與中共無直接利害衝突，俄羅斯因內部問題與中共修好。美、日均與中

共有利益衝突，再加上印度想成為強國，與中共有衝突。但中共要發展經濟，

蓄積國力，需要一個安全、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故中共提出新安全觀。

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國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五原則與其他國際關

係準則共處。新安全觀的戰略意圖是要建立有利中共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

序，俾利中共國力發展及國際地位的提升。 
 
四、中共新安觀下的軍事戰略，按中共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是和戰兩手策略，利

用後冷戰有利的國際環境之戰略機遇期，加速經濟發展，帶動軍事力量提

升，以軍事力量保障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環境。中共認為後冷戰世界局勢

的發展是總體緩和、局部動盪，發生世界大戰機率不高，但局部戰爭或武裝

衝突為此時期的主要衝突模式。中共要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必需

加速軍隊，為趕上與西方發達國家軍隊之差距，必須採取跨越式發展，軍事

力量建設的優先順序是人才培育及信息化裝備發展－－航天、信息技術及

C4ISR的人造衛星網路。並以信息化提升來帶動機械化，實現軍隊現代化的
目標。 

 
五、中共新安觀下的軍事戰略對全球戰略佈局可能的影響為中共仍希望持續發展

經濟，不主動尋求與美國對抗，故短期內仍是美國主導全球的戰略格局。對

影響亞太區域安全的預判是中共以發展經濟為首要，尚能抑制向外擴張的行

為。但隨著中共軍事力量的提升，未來有三項事件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一）

台灣宣布獨立。（二）中共為確保南海主權。（三）美國為維持獨霸地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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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軍事威脅主要是：（一）威懾戰略，遏制台獨。（二）點穴戰：若武力

進犯，必速戰速決，以信息戰的軟硬殺武器在太空衛星配合下，癱瘓我軍

C4ISR系統使我喪失整體戰力。 
 
六、新安全觀是中共國家戰略中屬安全戰略的一環，其目的是反制「中國威脅

論」，獲致良好的國際與周邊環境，以利發展經濟。國家戰略指導軍事戰略，

以經濟發展帶動軍事力量提升。故中共軍事戰略是防止戰爭，確保經濟發

展。為了防止戰爭，其軍隊力量必須要與西方強權並駕齊驅，為了趕上差距，

中共採取跨越式發展。最後是作者個人心得為（一）明確的國家戰略為軍事

戰略規劃之依據。（二）運用國際力量制約中共軍事行動。（三）提升經濟實

力，確保國力發展。（四）借鑒共軍跨越式發展的不對稱觀念，實施建軍備

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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