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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文 提 要 

中共核武發展緣起於二戰後核武所造成國際安全與威脅兩難困境擴大，及

中共感受到國家生存環境嚴峻挑戰，而於蘇聯扶持下開始投入。從 1959 年提出

「3 年突破、5 年掌握、8 年儲備」，到 1964 年中共首次原子彈試爆、1966 年首

次原子彈與導彈結合、19667 年氫彈試爆、1970 年中遠程導彈及衛星試射，而

最終完成中共所謂「兩彈一星」的戰略目標。在戰略上，冷戰時期中共核武發

展是寄望與蘇聯一邊倒關係下能於突遭帝國主義核武攻擊時，至少擁有最低限

度武器加以反擊為目標，並以蘇聯為防備對象。早於 1966年起建立空中核力量

及飛彈部隊至 1985年成立潛射飛彈部隊，而達成「三位一體」的基本核武力架

構，並成為第三個獲該等能力國家。其次在核戰略理論發展上，雖效法美、俄

核武強權國家，但其內涵與演進則仍不脫中共人民戰爭主體思維，而步驟則採

跨越方式。中共學者認為其核戰略在防禦、抗威懾及反訛詐、有限而有效、主

張共同銷毀的有限自衛核反擊戰略思維下，是一種防止戰爭的戰略。 

 

中共學者認為威懾是嚇阻加上脅迫，它是維護國家利益下以物質、精神為

基礎運用暴力、非暴力，所採自衛、有限多元威懾。運用在核威懾上則可包括

最大限度核威懾、最低限度核威懾，及介於兩者的有限度核威懾，以及最低核

威懾等三種。而西方學者常以其核武政策限制性及維持最小規模，與僅能反擊

城市目標而將目前中共核戰略稱為最低嚇阻（Minimum Deterrence）戰略。但由

於政治目不同，中共核武懾也是具有不同性質。同樣，冷戰時期，中共有限核

力量所具威懾功能乃是因既存於超強核威脅形勢下被迫的自衛手段，而去達制

止核戰爭爆發，維護國家安全目的的作用。1985 後，由於經濟及國際環境情勢

不同，中共在核戰略發展與準備也有不同調整。尤其，針對在以有限度核武遏

止戰爭爆發要求下，如何確保有限、有效核威懾反擊力量乃成為其跨冷戰前後

中共軍事戰略之挑戰。 

 

自 1964年首次核試爆到 1985年成功進行潛艇發射彈道飛彈試驗，中共核

彈頭有明顯進步，且彈頭儲量呈穩定成長。威脅能力也隨飛彈射程而擴及至整

個蘇聯及歐亞領土。但均是以不設防城市為假想目標，顯示在性能限制下僅具

破壞而不重視準確性。冷戰後國際雖關注核武擴散與裁控，降低與管制核擴散

總數，但在各國利益與戰略需要及限制能力不足下，中共認為實質威脅並未降

低，同時由於擁有核武國家質與量俱增，以致核武被用在區域衝突危險性上將

為之大增，且核武仍為大國政治和軍事競逐中重要工具。更由於美國將核武作

用由嚇阻轉變為強調實戰，及降低核武使用門檻進而增加使用可能，使中共感

受到安全的威脅，而擔心其數量不足且老舊戰略嚇阻武力在遭美飛彈防禦所阻

後，將會使其重回臣服於美、俄「核子勒索」時代。 

 i



後冷戰時期中共核武戰略與發展之研究 

總體而言，冷戰後中共是從國際與國內外情勢轉變為出發來審度其核政策

方向，而反對美國飛彈防禦計畫，亦是出於戰略及技術弱點上憂心。中共一直

深信，美國飛彈防禦系統加上本來已極先進的傳統戰力，將可能摧毀中共既有

嚇阻能力，而使美國在台海衝突獲得更大行動自由。雖美國曾多次溝通，但似

乎仍無法消除中共在這方面疑慮。而這也可能給未來中共核武現代化一合理託

辭。同樣大多數中共國防大學及研究人員亦認為後冷戰時期中共能在國際政策

中不被任何國家所忽視和替代，主要即中共已掌握完整核武力能力。基於前述

因素發展冷戰後中共核戰略仍可能有所變動。美國學者的研究大多認為在美國

飛彈防禦衝擊及中共經濟發展挹助力，中共如持續對其核武穩定及精確度進行

研改，則可見的末來五到十年中共可能會發展出更接近美、俄兩國能力的核戰

略。而可能影響未來中共核武政策走向因素則將包括經濟發展程度、及中共領

導人在政治上否能抗拒來自軍方要求核武現代化壓力考驗等。 

 

2000年江澤民對中共核武器提出「五個必需」指導，是中共冷戰後首次對

內在核武運用上的一重大具體指導，這也顯示中共內部在對維持既有最低嚇阻

核戰略原則爭辯上似乎已獲至結論。而西方學者發現中共最低嚇阻戰略在中共

擁有更多樣化核力量來控制衝突擴大、以及內部引發動亂時，恐會調整到準備

在特定環境中遂行核戰可能。但由於朝有限核打擊及從城市目標擴大為軍事目

標的嚇阻能力建構上，是需要具備較目前更為先進水準的核武指管導引能力與

相配稱的核武現代化部隊。因此，中共可能仍需要一段很長時期努力才能獲致

到等能力。但從 1985 起中共即積極發展第二代更具戰術機動、更精準及更能快

速反應的固態燃料系統，來取代原不夠精準、不足以信賴以及反應遲緩的液體

燃料的核武器。未來中共也將配合尖端軍事科技發展，而加強研製太空武器及

第三代核武器，並精進核武器安全及可靠性等列為發展重點，進而朝「縮小規

模、攻防兼備和增強作戰能力」以及「四位一體」方向發展邁進。但期間將會

遇到高技術研發困境與高開發經費支持的障礙挑戰。 

 

而未來中共朝核武大國前進時亦將面臨因核武實力而形成與美決策上的錯

誤認知，以及過去在核武所塑造高道德形象的牽絆與引起使美國擔憂其軍力成

長的戒心等不良效應。因此，在提升綜合國力的總目標下核武仍將被中共限制

在僅為嚇阻而非實戰的角色。其次，未來台海對峙中共戰略核武仍為嚇阻效用，

而可能威脅傷害將是戰區或戰場階層核武使用的考量。整體而言冷戰後戰略核

武仍是中共一種國力象徵與嚇阻強權介入政治工具，而其特點是強化其存活能

力與縮短反擊準備時間，並朝精準及小型化方向前進。而核武發展程度則視美

國飛彈防禦系統及其在亞太戰略作為對中共的衝擊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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