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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華網於 100 年 4 月 6 日在首頁刊登中國首艘航母「瓦良格號」

（Varyag）改裝後的最新照片，接著，新華社又於 100年 8月 10日報導該

航空母艦已經展開海上試航，顯示中國已經正式進入航空母艦時代。 

按照中國發展航母的進程，第一艘「瓦良格號」將先作為訓練用，另

外兩艘自製航空母艦則正在上海長興島興建，根據外界估計，還需要 8-9

年才能服役，亦即中國航空母艦最快要到 2019 年才會對兩岸軍力平衡產

生影響，屆時由中國發展航母所引發的對台戰略衝擊，是否會對兩岸關係

產生影響，值得探討。本文將就中國發展航空母艦的可能戰力、意圖、數

量與安全困境等因素加以分析。 

 

二、中國航空母艦之戰力評估 

回顧現有的文獻中，對中國航空母艦的戰力評估，主要有三種主張： 

第一種主張認為中國航空母艦的發展因為硬體及技術層次較低（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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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核動力、65,000噸中型航空母艦能搭載艦機數少、短場滑跳起飛、攔

截索降落），以及各式配合艦載機能力有限（包括可能配置性能不如蘇愷-33

的殲十五戰機、又缺乏艦載定翼預警機與海基空中加油技術），因此整體

的戰力有限，阻絕美國支援台灣的能力有限，對台灣的影響亦有限。 

第二種主張認為中國航空母艦儘管戰力有限，特別是在遠洋作戰方

面，但因為大陸距台灣近，航空母艦可以輕易獲得本土支援而克服前述的

技術層次低的問題，因此對台灣的影響嚴重。 

前述兩種主張均對中國航空母艦的遠洋戰力有所質疑，但對中國航空

母艦在近海作戰的能力，是否能因本土支援方便而有所改善，尚無一致的

看法，乃至對於中國航空母艦能否在台灣附近海域阻絕美國介入台灣問

題，產生不同的判斷。 

第三種主張則認為中國本土的戰機轟炸機可以直接威脅台灣（譬如殲

11B戰機的作戰半徑為 1370公里），不需要航空母艦作為攻擊平台，因此

航空母艦本身的發展對台灣影響有限，但中國整體的軍事現代化卻強化了

阻絕美國介入台海的能力，也惡化了兩岸軍力失衡的現況，使得台灣的防

衛能力更加薄弱。 

中國官方迄未表明準備建造航空母艦的數量，但解放軍將領曾對媒體

表示，中國至少建造 3航空母艦，一艘執勤用、一艘訓練用、另一艘在船

塢維修。然而，若欲以一艘執勤的航空母艦達到前述多重意圖，在平時也

許可以發揮作用，但在戰時則必然顧此失彼。因此若根據解放軍將領的說

法，則中國發展航空母艦的象徵性與威望性的意義較大。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若欲達成前述多重意圖，勢必發展遠多於 3

艘航空母艦。目前可以確定的是 10 年內會有 3 艘航空母艦下水，待技術

成熟及人員訓練養成後，第二個 10年擴大生產規模亦不無可能。 

 

三、中國發展航空母艦之意圖 
除了實際戰力之外，如何詮釋中國發展航空母艦的意圖，亦會影響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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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對於中國發展航空母艦是否會影響兩岸關係的評估。一般均認為，中

國發展航空母艦具有多重戰略意圖：（一）提升國際影響力；（二）成為

區域霸權；（三）制衡美日軍力；（四）強化國防安全；（五）解決主權

爭議；（六）保障原油供應線安全；（七）維護海洋資源利益。 

除此之外，發展航空母艦對內還有提振人民士氣、強化民族尊嚴的效

果，有助於鞏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 

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儘管符合其戰略意圖，但亦可能因此形成「安全困

境」而適得其反：（一）加深與美國的間隙進而影響中美的合作關係，（二）

導致區域軍備競賽並成為亞太區域各國的假想敵。 

面對軍事現代化可能引發的安全困境問題，中國過去一直是以強化經

濟合作關係緩和安全困境，並且頗有成效，反映在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

國以及中美雙邊關係的持續改善上，再加上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正式成

立，因此中國沒有理由為了擔心發展航空母艦產生安全困境，而改變軍事

現代化的政策。 

 

四、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對兩岸關係之可能影響 
針對中國大陸發展航空母艦，台灣方面目前則以發展雄風三型超音速

反艦飛彈因應，並且也已開始部署，第一階段包括 15 艘海軍戰艦，未來

還將在海岸配置雄三機動發射車，射程達 600公里。第一階段預計製造 120

枚，部署在海軍八艘 4000 噸級成功級巡防艦，以及七艘 500 噸級錦江級

巡邏艦。但由於上述水面鑑目標明顯、易受攻擊，亟需採購新一代柴電潛

艦，方能有效嚇阻。 

儘管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發展及其所代表的軍事現代化，使得台灣在

軍事上處於中國大陸的相對弱勢，但台灣與美國的準同盟關係，以及美國

與中國大陸的競合關係，使得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發展，受到美國

因素的密切影響。前述所稱之美國因素，主要包含美國的政治、經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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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等三個方面。政治方面涉及總統的意識型態、世界觀、全球戰略、國

會導向及輿論民意；經濟方面涉及美國的財力及在全球的經濟地位；軍事

方面涉及美國的武力及科技能力。政治方面的因素決定美國政府想做的

事，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因素決定美國政府能做的事。 

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及其隱含的意義是為解決與周邊鄰國在東海及南

海的主權爭議、制衡美國軍力、及在區域稱霸，這些意義早已引起了美國

的重視，並且反映在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外交部門和國會均對中國的意圖感

到憂心，咸認必須有所因應。例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布萊爾認為 2009年 3

月中國對美國「無懈號」海洋調查船的騷擾，是自 2001 年南海軍機擦撞

事件以來，中美間最嚴重的軍事衝突。而美國副助理國防部長薛爾於 2009

年向國會美中經濟暨安全委員會報告時指出，美國強烈反對任何置美國船

隻於危險並且明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 2010 年 7 月在東協區域論壇更明白地指出，南

海航行自由為美國利益之所在，美國願意協助南海主權相關爭議國家建立

信心措施，以期訂定具有約束力的行為準則。但希拉蕊的陳述立即遭到中

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公開撰文抨擊，認為希拉蕊的言詞是在攻擊中國、挑釁

中國、且撕裂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其目的是要圍堵中國和削弱中國的

區域影響力。 

上述事件顯示，中美雙方互視對方為東亞區域安全與和平的威脅，雙

方均企圖因應和反制。中國為了反制美國航空母艦，部署了射程 400公里

的「鷹擊-62A」岸艦導彈、從俄羅斯引進「日炙」超音速反艦飛彈、以及

發展了超靜音的 095級核潛艦，並且還發展航空母艦。而美國為了因應中

國發展航空母艦的威脅，除了加強軍事武力的反制外，現階段更重視反制

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後對周邊國家產生的威望效應與西瓜效應。如美軍太平

洋司令威勒德上將於 2011 年 4 月在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表示，根

據他與東亞盟國的訪談，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已使美國在東亞的盟國認為那

是中國軍力大幅提升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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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邁向區域強權的印象深植鄰國的情況下，美國欲扳回一城除需

仰賴武力的強化外，更需加強同盟關係，確保第一島鏈的緊密連結，以鞏

固其東亞霸主的地位於不墜。其中台灣是第一島鏈的重要一環，美國可藉

由加強與台灣的安全關係，以宣示美國對維持東亞秩序現狀之決心，反之

則美國可能失去其在此地區的領導地位。 

然而，美國在經濟方面的壓力，特別是美國的流動性危機，以及中國

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事實，使得中美之間的槓桿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美

國除非必要，不願得罪中國。即使美國的長期目標是遏止中國在東亞地區

稱霸，但美國卻不能事事與中國作對，特別是在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

上，例如國家安全與主權等，美國採取了謹慎的態度，乃至在對台軍售問

題上，不能滿足台灣的需求清單，凸顯出美國的兩難。亦即美國雖然身為

世界超強，但在處理中國軍事現代化問題上仍需謹慎行事，既要反制中

國，卻又不能撕破臉。這對台灣具有示範作用，亦即台灣對中國大陸航空

母艦之發展，既要反制，卻也不能撕破臉，以免陷入既撕裂兩岸關係，又

損害美台關係的窘境。 

發展航空母艦只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縮影，它的特殊意義在於中國似

乎正從著重發展以小搏大的「不對稱作戰」戰略，轉變成兼顧對稱作戰武

力，形成與美國的軍備競賽愈演愈烈之趨勢，且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與美

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 

因為軍備競賽所形成的安全困境是否終究會迫使美中攤牌而形成新

冷戰，端視三個因素的相互作用：美國的財力是否能夠負擔軍備競賽，美

國的盟國是否願意支持美國維持的國際秩序，以及美國領導者如何看待中

國的角色（戰略夥伴、負責任利益相關者抑或戰略競爭對手？）。 

其中關鍵的因素是美國的財力，若是美國財力雄厚，續居世界領先地

位，則美國不論視中國為戰略夥伴或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甚至是戰略競

爭對手，美國的盟國均將願意支持美國所維持的國際秩序，但是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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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隨著美中關係的起伏而變動。當美中關係佳時，台灣受到美中雙方冷

落；當美中關係轉惡時，台灣受到重視。 

若是美國財政困難，無法負擔軍備競賽，則美國不能視中國為戰略競

爭對手，否則會被對手拖垮。而美國的盟國則會企圖維持與美中的等距關

係，棄守第一島鏈，並退回第二島鏈，將是美國不得不為的選擇，屆時東

亞秩序均在中國掌控中，兩岸關係將進入攤牌階段，台灣的執政黨將決定

兩岸走向和平統一或是戰爭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