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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是這兩、三年來常常被提到的熱門話題，投書媒體表達贊成意見的人中，
也不乏台灣的高階退役將領。雖然說兩岸和平是所有台灣人的期望，但是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絕對不是和平的保證。相反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涵蓋的層面複雜深遠，只要稍有不慎就很可能
會讓台灣陷入危機之中。特別是目前兩岸關係詭譎，政治氣氛雖然和緩，表面上交流頻繁，但是
中國在軍事上的發展與準備卻未曾有所鬆懈。包括積極發展航空母艦，增加對台的地對地戰術彈
道飛彈部署，興建更多的飛彈發射坪，還有層出不窮的共諜案件，都顯示出中國政府在對台戰略
上，並未放棄對台動武的選項。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是否真能就此消除中國的武力威嚇，實
在令人存疑。再加上與龐大的中國相比，台灣無論在國土面積上或軍隊數量上都遠遠不及中國，
在防衛上極度依美日盟邦，更需要靈活快速的戰術主動權以彌補先天上的劣勢，建立兩岸軍事互
信機制會不會反而讓台灣喪失這些防衛籌碼，主事者必需要謹慎三思。

      所謂的軍事互信機制，是指可能爆發軍事衝突的雙方，建立一個溝通管道或熱線電話，定
期將彼此的軍事演習、機艦活動、武器部署的情況通知對方；或在雙方機艦過分接近時，以熱線
電話查詢對方的企圖，使彼此不會因為誤判對方的軍事行動而爆發意外衝突。過去在國際上會簽
署軍事互信協議的國家，大多是長期敵對，彼此互相攻擊，建立這樣的機制雖然會讓己方的軍事
活動與武器部署變的透明，喪失戰術上的優勢，但是卻可以建立互信，讓雙方都不用擔心遭到對
方的突襲，或因擦槍走火而引發不必要的軍事衝突，達成雙贏的局面。只是台灣與中國的情況完
全不同，台灣在民主化以後，早就已經放棄反攻大陸，幾乎不可能主動攻擊中國，反而是中國因
為統獨上的爭議而從未放棄武力犯台。中國在不必擔心遭到台灣的突襲下，卻可以利用兩岸軍事
互信機制而掌握台灣的軍事部署與演訓活動，這恐怕會嚴重傷害台灣的防衛能力。台灣唯一可以
得到的好處，就是中國會主動通知台灣有關中國解放軍的軍事部署與演訓情況，或在解放軍的船
艦、戰機接近海峽中線時，以熱線電話要求對方說明原因與目的。只是台灣真的能完全相信解放
軍的說法嗎？中國真的會確實履行軍事透明化的承諾嗎？台灣真的可以完全信任中國嗎？ 

      首先，中國與台灣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台灣的國家預算幾乎完全透明，除了極少數的國
防機密預算以外，全部攤在陽光底下。但是中國則完全不同，中國國防預算的詳細內容從來就沒
有公開過，長期以來外界一直懷疑中國真實的國防支出遠遠超過官方所公佈的數字，非常多的國
防預算被藏在其它的項目底下。有些觀察家甚至認為，中國真實的國防支出是其宣稱的兩倍以上
。中國政府不願意公開詳細的預算細目，與其特殊的專制制度與官員自身的龐大利益習習相關，
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改變，台灣其實完全沒有辦法去查核中國的國防支出與軍事發展，那在這種情
況下要如何建立初步的互信？更進一步來說，中國目前投入「維穩」(註一)的預算已經超過國防
預算，維穩的預算也包括武警部隊的裝備更新與訓練支出，各地的通訊監聽與情報搜集。這些用
於維穩的預算支出，其實就是準軍事用途，中國會願意公佈這些維穩預算的詳細內容與使用狀況
嗎？台灣又如何去確認這些用於維穩的預算沒有用於對台的軍事部署呢？ 

      此外，中國投入的軍事預算，哪一部份是針對台灣，哪一部份不是針對台灣，其實也非常
難以認定。比如新生產的地對地戰術彈道飛彈，即使是部署在中國的內陸省份，中國軍方也宣稱
這些飛彈不是針對台灣，但是以今日飛彈載具的發展與運輸技術的進步，在有需要的時候以鐵路
或公路來運輸，在幾天內這些飛彈就能抵達福建沿海地區進行部署，用來威脅台灣。過去媒體也
曾經大幅報導過，解放軍在中國甘肅省內陸荒漠地區，複製了全尺寸的台灣清泉崗基地，供飛行
員進行攻擊演練，這也說明了沒有部署在沿海地區，表面上不是針對台灣的武器，不一定就對台
灣沒有威脅。中國的國土廣大，許多地方與鄰國有邊界上的糾紛，過去與前蘇聯曾經關係緊張，
也和印度與越南發生過戰爭，中國的許多軍事部署也許真的不是針對台灣，但是誰又可以保證，
一旦台海情勢緊張，這些原本部署在別的地方的部隊與武器不會前來支援台海戰事。只是台灣又
不可能要求中國全面向台灣公開各軍區軍事部署的細節，中國對這種要求也一定不會讓步，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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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與中國在軍事部署透明上又有何平等可言。 

      但是如果台灣與中國所協商的軍事互信機制只限於中國沿海的南京軍區與廣州軍區(註二)
，那無疑是讓中國可以監視台灣的全部軍事部署，而台灣卻無法查核中國軍事部署狀況的全貌，
那這種不平等的軍事互信機制，只是讓台灣喪失所有的軍事機密，並使台灣門戶洞開，陷入危機
之中。同時台灣與美、日等國雖然沒有盟邦之名，卻有盟邦之實，在多年的努力下，低調的與這
些國家建立了許多情報交換與技術合作的關係，未來如果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讓彼此的軍事
部署透明化，那這樣的情報交換與技術合作是否會因為曝光而中止？或者盟邦可能會開始擔心，
合作的機密內容會經由台灣這個管道而洩露出去？比如台灣與盟邦合作，調動船艦或電戰機對中
國進行電子情報搜集，台灣是否要如實將這個行動知會中國？如果在兩岸軍事互信協議中，明定
這樣的機艦調動與情報搜集行動，都要誠實告知雙方，那台灣無疑是出賣盟邦。如果規定不用告
知，那這紙軍事互信協議就形同具文，因為雙方仍然不會告知彼此有敵對性的機密軍事行動。若
台灣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爭議，而逐步放棄與盟邦的敏感軍事合作計畫，那台灣無疑是自廢武功
。 

      同樣的情況，若中國對美、日等盟邦進行有針對性的機密軍事行動，如部署新型的飛彈，
或派遣機艦進行軍事偵察任務，是否要通知台灣？在美、日兩國許多軍事基地都離台灣非常近的
情況下，中國針對美、日兩國的軍事行動其實很難界定是否與台灣無關。如中國曾多次派遣潛艦
經過台灣東北方附近海域，進入太平洋一帶，以試探美、日兩國的反潛能力，或派戰機升空攔截
美軍在中國東南方領空外緣徘徊不去的電子偵察機。那這樣的軍事活動中國是否應該通知台灣？
若中國選擇通知台灣，台灣卻不通知美、日等盟邦，則台灣與這些盟邦的軍事合作關係恐怕將徹
底瓦解。若台灣通知這些盟邦，則等於中國的軍事機密會經由台灣洩露出去，中國肯定不會善罷
干休。而如果中國為了避免這些軍事機密經由台灣而洩露，決定不事先知會台灣，那中國的潛艦
通過台灣東北方附近海域，或台灣海峽西側的中國戰機緊急升空出海攔截美方偵察機時，台灣都
無法得到中國的事先通知，那又如何建立透明化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呢？台灣又如何判斷這些不
通知台灣的軍事行動與部署，的確只是針對美、日等國，真的與台灣無關？難道國防部要完全相
信中國單方面的說法嗎？ 

      除此之外，中國是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台灣則早就向國際社會承諾不會主動發展核武，
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要不要包括非傳統武器，將會是重要的爭執點。對中國來說
，核子武器是制衡美國、俄羅斯、印度等核武大國的戰略性武器，絕對不會願意將核武部署的情
況對台灣公開。但是對台灣來說，中國核武所產生的威嚇，是實實在在的巨大壓力，也是兩岸發
生軍事衝突時，中國藉以阻止美、日馳援台灣的重要武器。中國的核武並不需要真正使用，只要
在關鍵時刻進行策略性的部署，就足以影響台灣的民心士氣與社會穩定，也會影響盟邦援助台灣
的態度。因此雙方對於中國核子武器的角色認知是南轅北轍，恐怕很難會有共識與交集。台灣如
果與中國進行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談判，卻不要求中國方面提供核子武器的部署情況，讓兩岸軍
事透明化只局限於傳統武器的層級，那無疑是要台灣提供全部的軍事活動資料給中國，但中國卻
可以保有最關鍵的戰略武器機密，那這樣的兩岸軍事互信協議不簽也罷。 

      簽署兩岸軍事互信協議的另外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可能會影響美國或其它國家售與台灣先
進武器的態度。眾所皆知，台灣因為中國的長期打壓，在國際上處境孤立，本來就非常不容易獲
得先進武器，長期以來大都只能依賴美國。美國也在過去保證過不會就對台軍售的議題與中國進
行任何磋商。但是台灣一旦與中國簽署了軍事互信協議，無疑就是向國際社會宣示台灣與中國已
經中止敵對狀況，台灣不再需要購買先進武器來自我防衛。中國一定會藉此良機，進一步的向各
國施壓或利誘，以阻止台灣取得國防所需的武器。台灣遊說各國售予台灣先進武器，以保護台灣
民主自由的立場，也會不再具有說服力。同時一旦建立了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在軍事透明的原則
下，台灣購買或部署新型武器，也必需告知中國，這無形中會形成台灣方面會就台灣的軍購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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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進行會談，若此例一開，又如何阻止美國也循此慣例，利用美中例行經濟、戰略會談時，
順便商談美國對台軍售的議題。最後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反而讓中國握有了更
多的籌碼，來削弱台灣的軍事自主性，以更有效的方式來影響各國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的意願。
 

      可是簽署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絕對不等同於「中國放棄以武力犯台」，中國也不可能會做
出這樣的承諾。台灣在簽署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後，若因此而降低自我防衛的意願，並繼續削減國
防支出，將使中國更能藉此恫嚇台灣社會，影響台灣的政治情勢。比如說中國可以在總統大選前
警告台灣，若由北京所不喜歡的總統候選人當選，將會中止兩岸軍事互信協議，以此來威脅台灣
社會，干預台灣的自由選舉。這時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反將成為中國用來控制台灣的新武器，而且
還是由台灣親手交給中國的。沒有人可以保證中國會永遠遵守它所簽訂的兩岸軍事互信協議，中
國長期以來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省，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自己的國內事務，因此絕對不可能會讓
國際社會來監督這個軍事互信機制。美國的一貫政策也是不做兩岸調人，不可能會為兩岸軍事互
信機制做保證。這也代表了沒有人可以確保中國不會操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來進行政治勒贖，若
台灣一廂情願的相信中國會對台灣釋出善意，不會藉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那就未免太過於天真，把重要的國防事務視為兒戲了。 

      中國會願意與台灣簽署兩岸軍事互信協議，當然就是想要利用非軍事的統戰手段來防獨促
統，而如果有一天中國覺得已經可以輕易的併吞台灣，那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也就完全沒有存在的
價值了。這個簡單的邏輯說明了中國不一定會永遠遵守兩岸所簽訂的軍事互信機制。未來如果中
國故意違反兩岸軍事互信協議，或屢屢以中止協議來恫嚇台灣，以做為政治施壓的工具時，台灣
也沒有可以懲罰中國或有效反制的方法。台灣最激烈的反應也只能選擇退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回到目前雙方互相對峙的局面，但是此舉卻可能讓中國找到藉口，指控台灣才是破壞兩岸和平的
挑釁者。因此，簽署兩岸軍事互信協議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可以化解台灣的軍事壓力，但是裡面有
太多不確定的空間，完全無法操之在我，長期以來反而很可能讓台灣陷入更孤立、更被動的困境
。兩岸軍事互信協議雖然是化解軍事對立的方法之一，但是軍事永遠是政治的延伸，如果中國仍
然不放棄併吞台灣，則這樣的軍事互信協議就只是糖衣。若主政者希望以兩岸軍事互信協議為踏
板，進一步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那無疑是更危險的策略。 

      過去曾經討論過，台灣從金馬等外島撤軍，建立兩岸和平非武裝區，是一個可行的政策，
因為這有助化解台灣的守備壓力，也可以在不傷害台灣防禦能力下，釋出善意。但是建立金馬和
平非武裝區與簽訂兩岸軍事互信協議，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不可以相提並論。更忌諱在沒有妥
善規劃之前，因為執政者政治上或任期上的壓力，而想要一步到位，搏取和平締造者的美名。未
來四年裡，中國勢必會以「和平」之名，進一步的對台灣發動媒體統戰與施加各種壓力，台灣絕
對要謹慎應對，小心處理。要台灣未來完全不去觸及到軍事與政治的談判不太可能，但應該要由
小漸大，由易到難。先進行金馬非武裝區的實驗，但擱置簽署全面性的兩岸軍事互信協議。先觀
察中國在金馬非武裝區的表現，是否真能信守承諾，不搞小動作，不以金馬非武裝區來做為圍困
台灣的新政治籌碼，台灣在建立金馬非武裝區以後，是否能有效在金馬繼續行使主權，國際的反
應是否對台灣有利。等雙方有了最基本的信任，未來才有更進一步談軍事互信機制的空間。但是
台灣一定要謹記，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絕對不是和平的保證，中國會不會選擇武力犯台取決於拿下
台灣所要付出的代價，台灣可以在軍事外尋求其它的方法來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絕對不能放棄
自我防衛的決心與準備，否則簽署再多的協議也無法帶來任何的和平。

作者紀永添為軍武研究家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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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維穩」指的是維持社會內部穩定的意思。中國近幾年來因為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與官員貪
污腐敗的問題，迭有大規模群眾運動出現。中國政府為避免危及政權的穩定，因此投入大量的經
費來監控與圍堵。根據中國在2011年所公佈的財政預算，維穩預算高達6244億人民幣，公開編列
的國防預算則是6011億人民幣。維穩經費首度超越了國防預算。 

註二：中國目前編制有七大軍區，包括北京軍區、瀋陽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成都軍區、
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是最高的區域作戰指揮部，各負擔不同的軍事任務。其中的南京軍區與廣
州軍區，除了防衛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外，也負責對台灣的軍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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