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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關中國是否武力統一臺灣的議題，引起媒體的一些討論。不單是中國退休對臺事務官員或
卸任將領熱衷論斷武力統一台灣問題，如
「和平統一可能性已經消失」、「一百小時解決臺灣」、「不到七十二小時解決臺灣問題」等。
另因配合中國近期派遣軍機與航空母艦繞越臺灣，使中國是否對臺採取「地動山搖」政策，臺灣
即將面臨中國入侵，引起臺灣社會的關注。

然而在中國派遣航母繞越臺灣反而自曝其短，彰顯與美國軍力落差的缺點後，又有媒體論者認為
，習近平並無武力犯台意圖，兩岸目前軍事對立氛圍是內部鷹派或是與習近平對立的派系趁機作
亂，企圖迫使習近平在兩岸及外交事務犯錯，引發衝突，以轉移習近平反貪的力道，或是藉習近
平外交事務的挫敗，達到削弱派系與奪權的目的。

上述兩項觀點，其實與過去判斷中國軍力擴張是否對臺構成威脅的辯論類似，永遠會有一派強調
軍事擴張代表武力威脅，武力威脅代表中國即將犯台，使兩岸情勢面臨危機。另一派則是以常態
化觀點分析中國軍事演習與新式武器系統的部署，係基於軍事現代化需求。有些論調與中國國台
辦或外交部發言人口徑一致，主張演習及部署是防禦性，不針對第三方或是特定國家。這兩個截
然不同的觀點，或許可以在學術討論的場合辯論，或基於各自黨派立場的堅持己見。但是如果要
做為制定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的威脅評估，過度仁智互見的結果，反而會造成政策錯亂扞格，內
部無休止政策反覆，導致資源錯置與浪費。

平心
而論，中
國領導人習近平上
台後，陸續提出個人對於中國遠程戰
略發展目標的構想，如
「中國夢」、「強軍夢」、「世界夢」等，而在胡錦濤時期所提的近、中、遠程三步走策略，以
及習近平所提的「兩個百年」(2021建黨百年與2049建政百年)結合，成為驗證中國中遠程戰略目
標
的清
楚時間點
，以致有論者將兩
個百年的時間點認知為中國解決臺灣
問題的時間表。因此，
本
文從
習近平的
兩岸政策、軍改發
展與亞太近期情勢發展，分析習近平
在其任內將遇到的中國「第一個百年」對臺動用武力的可能性。

習近平的兩岸政策

基本上，習近平的對臺政策區分為常態性與變動性內涵。常態性是指習近平延續過去從鄧小平以
來對臺的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和平統一是目的，一國兩制是手段，其操作的方式表現在「軟
硬兩手策略」。江澤民所提的江八點將上述的目的與手段加以進一步細緻化，手段更多彈性。如
可以擁有軍隊、國際生存空間可以談、領導人適當身分赴中國等。江八點還說過，「雙方可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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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中國的原則
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對兩岸現況發展，仍具觀察性指標。

胡錦濤延續江澤民政策，並受惠於2005
年的「連胡會」與「宋胡會」，中國對臺政策手段更加多元化，但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但是針
對性演習減少，逐步營造兩岸和平氛圍。胡錦濤「爭取談、準備打、不怕拖」，也在手段及語詞
有所變化，然基本原則與方針並未改變。2008年之後，在含混的「九二共識」
烘托下，國共互動更為密切。然因八八風災後，馬英九聲望下挫，稍微減緩，不敢進行兩進一步
政治互動與軍事互信。

而在「太陽花運動」
後，國民黨政權接連選舉挫敗，甚至在接續總統大選敗象已露情況下，中國主動提出馬習會，希
望藉此建立兩岸框架，限制蔡英文政府的兩岸政策。然而從蔡總統就任至今，雖強調願意依據憲
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承認九二會談歷史事實及維持兩岸互動現狀，但對於內容空泛且共識不
一致的「九二共識」
名稱，並
未加以承認。雖然
實質內涵相同，然出於面子問題，中
國仍然強調要台灣承認「九二共識」
。但逐漸從堅持名稱到至少要求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或是尋求另一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共
識。

這個堅持
仍在鄧小平對臺政
策的框架之內，中國後續領導人手段
如何彈性，不至於溢出
「和平統一」的目標。至於武力的使用，從頭到尾只是反對或是防止台獨的政策工具而已。中國
軍隊雖然獲得資源挹注，大力擴展軍備，但是普遍貪腐結果，習近平對中國軍隊反制美日台軍隊
的戰力，並無十足把握。在此情況下，習近平並未如媒體所提的急於用武統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
。

    
習近平延續鄧小平的觀點，先求自己內部權力穩固，防止臺灣趁勢獨立，避免與美日衝突。至於
兩岸統一問題，習近平認為時間站在中國一方，將臺灣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結合，強調不是為了
統一而統一，而是將臺灣問題的解決當成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並強調完成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後，臺灣問題自然水到渠成的解決。而中國部分媒體倡議的武力統一，只是追求形式上統
一，將造成兩岸人民心理的對立，並造成治理上的困擾。

    
習近平對臺政策所提出的命運共同體、兩岸一家親、兩岸振興中華、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主張，
其實希望維持臺海穩定，吸納臺灣資源促進中國發展，並不急於用武力達成形式上的統一。除非
發生臺灣或美日挑釁中國紅線，否則習近平不會主動對臺採取軍事作戰行動。

中國軍隊轉型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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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掌握軍委主席權力後，發現中國軍隊受到軍隊高層腐化影響，訓練與戰力非常落後，比他
想像要糟。因此，在東海、南海等區域衝突情勢升高時，中國軍隊雖然劍拔弩張，美其名為「鬥
而不破」，其實不會挑起戰爭，因為貪腐的中國軍隊經不起戰爭的巨幅動盪，坐擁上億資產的高
階將領，如何捨得為中國政權赴死捐軀。表面上，習近平追求「強軍夢」在希望建立與大國地位
相對應的現代化軍隊，實質上，則是希望盡速去除弊端，讓軍隊訓練正常化，以提升軍隊戰力。

    
尤其在軍隊聯合作戰基本的指揮管制方面，在過去中央軍委被架空、戰區僵化守勢作戰運作、省
軍區與地方糾葛過深、演習流於形式主義的走過場等問題叢生，雖然已有跨區作戰的旅級部隊演
習，整體的指揮架構仍未變動。軍改之後，中央軍委指揮架構大幅變革，從中央軍委到第一線部
隊指管通情系統的上下貫通與人才培育需要時間。習近平藉由反貪整肅中國軍隊將領，遭受調查
起訴已超過九十位，已有兩位現役上將遭調查撤換。原本以為上繳貪款可以平安過關如劉亞洲之
流的太子黨，在今年年初軍隊人事調動時遭撤換。高階將領調動容易，培養領導統御出生入死需
要時間，不能只靠軍紀與黨紀。

另外，抗美援朝戰爭以國民黨投降軍隊充當砲灰時代過去，在一胎化制度下，輕率發動戰爭造成
大量士兵傷亡，會成為中國內部敵對派系挑起爭端的話題。倘若作戰不力，因而挫敗，習近平現
在擁有權力將受到嚴重挑戰。這也就是習近平敵對派系、特定媒體或卸任官員刻意挑動衝突事端
的原因。在中國軍隊整體的人、編制與裝備尚未完成轉型，戰力整合尚未提升之前，貿然發動戰
爭，只會造成中國的災難。

亞太情勢的變化

影響臺灣安全的關鍵從來不只是臺海因素而已，整個西太平洋或亞太情勢在美中對峙架構下，息
息相關。雖然東海及南海主權爭議存在已久，卻因為相關國家政權更替，政策重點不同，呈現動
態變化。尤其美國新任總統川普上台後，因為行事風格特殊，又對中國採取針對性的反制作為，
可能將亞太區域情勢與美中戰略利益競爭與貿易問題，混淆成為難以理出頭緒的複雜變數，更添
中國處理領土主權問題的變數。

回顧過去兩岸互動，當兩岸問題在2008
年出現和緩之後，中國自恃綜合國力提升與軍事崛起，對於東海問題及南海問題採取強硬態度。
美國前任總統歐巴馬採取綏靖態度，更讓中國得寸進尺。而在習近平權力尚未穩固，面對來自敵
對派系可能藉機挑戰，對於外交及領土問題不能示弱。尤其是川普上台後，因為急於兌現政見與
改變傳統，一些別出心裁的作為，成為亞太情勢生變的源頭。

在美國優先的政策下，美國自然希望透過各種手段與籌碼，使中國在貿易競爭及亞太安全議題退
讓，但是習近平正處在維持權力穩固的敏感時期，自然不會輕言退讓。如果在亞太情勢或周邊領
海主權問題上發生擦槍走火事件，未來發展難以預料。但也因為如此，美國、日本、菲律賓，甚
至臺灣也都謹慎以對，避免走上軍事衝突之路。基於身為動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行為者，習近平
不會輕易挑起爭端，但不排除展現軍力態勢以滿足國內民族主義及敵對派系的需求。

臺灣的機會

基於上述三大原因，習近平不至於在第一個百年前主動對臺挑起戰爭，但如在內外情勢壓迫下，
對於領土主權問題，不排除以大型軍事演習及小型衝突，抒發內部壓力。臺灣採取維持現狀政策
，雖然會引起獨派團體不滿，但使中國不易取得發動臺海戰爭的正義性與合法性，且只要美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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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認同戰爭並非臺灣挑起，而是中國蠻橫無端侵略民主國家，基於自身利益與國際社會輿論壓力
，必然要採取積極行動，否則將失去亞太同盟國家的信賴。

沒有反制台獨的急迫性，習近平可以獲得時間及空間處理黨內貪腐、社會動亂、經濟停滯、軍隊
腐敗等內部問題。這也就是習近平為何將中華民族復興與臺灣統一辯證結合的目的。如果中國因
為區域爭端及臺灣問題採取軍事行動，爆發美中長期對峙，可能因為衝突拖垮中國，而如前蘇聯
般的崩潰。這將是中國的噩夢。

相對的，如果中國不急於武力統一，而是希望以溶化方式逐步統一臺灣，臺灣在短期內可以獲得
時間與空間，針對內部重大改革議題，尤其是國防轉型、年金與司法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加上
新南向政策如產生重大效果，臺灣將脫胎換骨，具備反制強國吞噬的不對稱能力，臺灣人民無須
被迫接受中國的意志。反之，如果因為民進黨政府改革挫敗，國民黨政權復辟，中國統戰使台灣
人民失去權意識，經濟對中國
依賴更深，又缺乏外力支持，習近平「中國夢」完成之際，也將可能成為臺灣未來衰敗之日。

作者  沈明室  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Phoca PDF

http://www.tcpdf.org
http://www.phoca.cz/phoc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