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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於 2011年 8月 10日在黃海首次測試操作所擁有之「瓦良格」號

航空母艦，引起各方重視，外界預估其最快將於 2015 年完成自製的航空

母艦。中共海軍在 1980 年代後，一直存在著發展航母與潛艦的爭議，後

來潛艦派獲得上風，中共海軍遂全力發展先進的核動力潛艦。在潛艦發展

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後，中共海軍乃開始轉而發展航空母艦。中共國防部

長梁光烈亦曾公開表示，中共發展航空母艦乃遲早之事。中共之所以開始

積極發展航空母艦，係為了實現如下的戰略目標： 

 

一、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 

航空母艦就軍事上的意義而言，代表一個國家在海外軍事力量的延

伸，將可發揮政治及軍事的影響力。同時，航空母艦所涉及的軍事技術較

為繁複，一個國家如果擁有自製的航空母艦，代表該國軍事技術及力量的

成熟。發展航空母艦不論是自製或外購都需要龐大的經費支出，也反映一

國經濟力量的雄厚。因此，擁有航空母艦代表一國綜合國力的強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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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其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 

當前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除中國之外，美國、俄羅斯、英國及法

國都已擁有航空母艦，可以將軍事力量投射到海外，處理國際的爭端，發

揮國際的影響力，擁有航空母艦已成為國際大國的象徵。即使中國周遭一

般的大國或中等的國家，也都擁有航空母艦。例如，日本目前擁有 2艘可

搭載直升機的輕型航空母艦。印度目前是亞洲地區擁有最強航空母艦艦隊

戰力的國家，並自行建造輕型航空母艦，預計於 2012-13 年正式服役。南

韓海軍也有 1.9 萬噸級的「獨島號」登陸艦，甲板可短場起降戰鬥機，具

備準航空母艦功能。連國力遠不如中國的泰國都有一艘航空母艦。中國發

展及擁有航空母艦的時間已比這些國家為晚。 

自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力迅速的成長，目前已是世

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存底世界第一，國防預算支出僅次於美國，在國

際上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影響力均大為提升。中國不僅是聯合國五個常

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金融風暴後，國際間甚且有 G2 的說法出現，亦即

將中國與美國並列為當前兩大重要國家。中國自己亦認為已成為世界大

國，江澤民時期即倡導大國外交，至胡錦濤時期中國國力更上一層樓，中

國的國際利益也增加。當其他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周遭的大國都擁有

航空母艦時，中國也勢必要發展航空母艦，以匹配其取得的大國地位。 

擁有航空母艦後中國可將其軍力投射至海外，發揮海外的軍事影響

力，協助處理國際的紛爭，或者護衛中國在海外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中國

在國際上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影響力將大幅提昇，彰顯其國際大國的地位。 

 

二、發展中國的遠洋海軍 
中國自 1980 年代後，海軍建軍思想開始轉變。中共建政之初由於海

軍實力有限，且受制於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維，海軍採取「近岸防禦」的

戰略，僅在領海範圍內活動，履行有限的防禦性任務。至改革開放後，中

共的國力日益提升，與國際的經濟互動也增加，中共開始關注海外的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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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 1982年正式通過，對於中共海軍戰略思想

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刺激作用。根據該公約的規定，國家除 12 海浬的領海

之外，還擁有 200海浬的經濟海域。海洋具備航行的便利，又蘊含豐富的

漁業及天然資源，對於國家安全及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中共擁有

18,400公里長的海岸線，東面與南面的領土與海洋接壤，自八零年代起也

開始重視海洋的戰略價值，從純粹的陸權國家思維轉而重視海權。1982年

劉華清出任海軍司令員後，開始倡導中共海軍戰略的轉變，從原來的「近

岸防禦」戰略，轉為「近海防禦」戰略，將中共海軍防禦及活動的範圍擴

大到第一島鏈以內。 

隨著中共國際地位不斷的提升，海外經貿利益不斷的擴大，中共海軍

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一支遠洋海軍。1990年代後中共海軍已開始著手制定

遠洋海軍戰略，計分三個階段性目標：第一階段為 2001-10 年，目的在於

奠定遠洋海軍戰略的基礎，此時期仍以掌控第一島鏈內海域為目標，提高

近海作戰能力，有效遏制或打贏此海域內的軍事衝突，並加快發展中、大

型戰艦及中遠程精確制導武器。第二階段為 2011-20 年，進一步落實遠洋

海軍戰略，目標在於建立第二島鏈內海域的兵力投射能力。中共海軍將強

化資訊化作戰能力，增加大型水面戰艦數目，形成以中大型水面戰艦為核

心的兵力結構，進一步強化潛艦及中長程精確制導武器。第三階段為 2021

年至 2050 年，擴大及鞏固遠洋海軍戰略，中共海軍要跨出第二島鏈，擴

展至全球海域，並具備與其他大國爭奪制海權的能力。中共海軍將具備以

大型海上作戰平台為核心的軍力，擁有更精密的制導武器及聯合作戰實

力。 

中共欲建立遠洋海軍，勢必要發展以航空母艦為核心的聯合作戰艦

隊。按照美軍規格，航空母艦艦隊必須有巡洋艦、驅逐艦、護衛艦、核潛

艇及補給艦組成。航空母艦可以投射一國的空中與海上兵力，並且扮演艦

隊的指揮及管制中心的任務，發揮聯合作戰的效能。中共自 2011 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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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航空母艦的測試與訓練，並開始自行研發製造航空母艦，及發展艦載

戰機，正是推動遠洋海軍的證明，並有助於此一目標的落實。 

 

三、確保中國的領土與軍事安全 
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近 300 多萬平方公里的管轄海域，及 6500 個

島嶼的領土必須防禦。在海洋法公約通過後，海洋的重要性日益被各國所

重視，維護海上領土安全及海權成為重要的議題。除了要防範敵人來自海

上的攻擊外，中國與周遭國家亦存在著海上領土的爭議。中國與日本有關

於釣魚台及東海油田的爭議，與台灣有國家統一的爭議，與部分東協國家

有關於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中共一向強調維護國家領土及主權的完整係

其重要的國家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要維護海上領土的主權，除了靠國

際法及相互協商外，最終仍是要依靠強大的武力做後盾。中共目前對於東

海及南海地區的主權爭議，都建議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雙邊協商的

途徑解決，但是仍堅持擁有爭議領土的主權，對於兩岸的主權爭議亦採取

和平統一的途徑處理。一旦和平協商的方式無法解決這些領土主權的爭

議，中共亦未放棄以武力的方式處理。 

為維護其海洋領土的主權，中國必須發展強大的海軍。這些領土的糾

紛都是存在近海防禦的範圍之內，中國若能擁有航空母艦，將可擴大其海

空軍的力量至爭議的海域，產生威懾及實質的壓制力量，迫使主權競爭的

對手國讓步，維護其領土主權的完整。在解決與台灣的主權爭議上，中共

雖然主要是依賴導彈及一般的海空軍即可產生軍事威懾的效應，在臺海地

區的作戰無需航空母艦。但是如果中共擁有了航空母艦，將可把航空母艦

佈署於台灣的東面海域，對我形成兩面的包夾與攻擊，我方原先希望在東

岸地區躲避中共導彈的攻擊，保存海空戰力的意圖將落空，不利於台灣的

防禦作戰。中共若對台動武，美國可能會採取行動介入，以維護台灣的安

全。為了防止美軍可能的介入，中共近年來積極發展「反介入」的軍事能

力，一旦中共擁有航空母艦，將可擴大中共的防衛範圍，增加美軍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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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度。 

 

四、確保中國的經濟與能源安全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對於能源的需求也越來越明顯。目前中國

已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耗國家，以及能源進口國。中共所進口的石油有80%

以上來自中東及非洲地區，沿途經過阿拉伯海、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及南

海地區。如此長的海上能源運輸線，對於中共構成潛在的風險與威脅。沿

途將可能遭逢海盜的劫掠，與其有戰略競爭及領土糾紛國家的阻撓。目前

此一運輸線所經過地區的安全維護，仍由美國掌控，但中美兩國仍存在著

潛在的戰略競爭關係，未來一旦兩國關係交惡或為敵，將嚴重威脅到中國

的能源安全。同時，中國現在與國際的經貿交流日益密切，中國經濟成長

仍主要依賴出口，也需要大量進口貨物，確保中國在全球進出口貨物海上

運輸線的安全，對其經濟安全的維護也至關重要。中共發展遠洋海軍目的

之一，也在於確保其能源與貨物運輸的安全。若中國能建立強大的航空母

艦艦隊，將能強化海外巡弋及護航能力，確保其海上運輸安全。 

 

五、建立民族自信心 

建立民族自信心。中共發展航空母艦也有內部政治的考量。航空母艦

代表一國國力強大之象徵，也具備落實遠洋海軍戰略之實力。中共近年來

國力不斷地成長，國際地位也迅速提升，國際影響力大增，人民的自信心

也增強。若能發展航空母艦，將可進一步提升人民的民族自信，也符合人

民對於中國國際地位的期望。發展遠洋展略一向為中國人的渴望，自明朝

鄭和下西洋後，中華民族在海洋的經營上就逐漸沒落，讓西方列強急起追

上。中國現在若能發展航空母艦，將有助於經營海洋利益，揚威海外並滿

足中國人民的期望。藉此，中共領導人可以強化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

的信心，鞏固政權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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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發展航空母艦預計將可提供中國綜合、強大、機動及遠程

的軍事投射能力，有助於達成其提升國際地位、執行軍事任務、確保領土

完整、經濟與能源安全及提升民族自信心的戰略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