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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成立的 100周年，中國

希望突破海洋地緣的困境，在海上實力超越美國，可見中國的目標是全

球，而非僅止於東亞地區。近年來中國政府的國家戰略開始定調於海洋，

致力於海上建設與海洋經濟的發展，並致力於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中國

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也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堅持陸海統籌，加快

建設海洋強國」。習近平的一句話讓建設海洋成為了復興偉大中國夢的必

然選擇。然而，中國如何建設海洋強國目前尚未有統一的做法，仔細探討

中國所謂的海洋強國後發現，說穿了中國就是想要在海洋政治上擁有強大

的權力。中國要將海洋強國定為戰略目標就必須取決於國家的地理、經

濟、社會和政治情況，經過作者的考察之後，中國的海洋強國夢包含三大

目標，第一：地區性海上力量；第二：國際海洋政治大國；第三：世界海

洋經濟強國。地區性海上力量方面中國想要控制一定程度的海洋空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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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區域內取得戰略優勢，最終中國得以發展出與美國力量對稱的海軍，

讓美國海軍遠離中國近海，如此中國就能憑藉著日益壯大的綜合實力來侵

蝕美國的海上優勢，限制美國在海洋權力方面的發展。 

當擁有大多數海洋權力之後，友好的區域環境也是海洋強國的基礎，

如果中國有意成為國際海洋的政治大國，那就必須得要獲得必要的國際政

治支援和應有的國際地位，讓中國的影響力在國際海洋秩序中發揮影響力

和作用，也是衡量海洋強國是否成功的指標之一。中國的經濟發展早在

2014年時就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同時中國周邊也有一

定的海洋空間與豐富的海洋資源，是讓中國擠身海洋強國的基礎，擴大海

洋利益的絕佳機會。對於中國的海洋強國夢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有效的

管理、控制、威懾部分海域，影響世界海域，成為地區性海上優勢力量；

二是擁有雄厚的海洋外交實力，能對地區和世界海洋事務及國際海洋秩序

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三是合理有效運用主權內外的海洋空間及資源，

讓中國成為世界海洋經濟強國。中國不僅有作夢的豪邁，也有追夢的智

慧，讓成為海洋強國之路指日可待。 

中國要成為海洋強國之前必須要先解決周邊各國的海洋爭端以及擬

定地緣戰略，美國著名的攻勢現實主義學 Mearsheimer（譯名：米爾斯海

默）曾經斷言：「不存在所謂的世界性大國，所有的強國包含美國這樣的

超級大國都是地區性強國。」歷史的脈絡中，能夠成為世界大國都是先在

周邊國家獲得相對優勢，再從周邊走向世界，也就是說世界大國必須要先

有能力建立起周邊國家的穩定秩序，才能獲得基本的威信。 

然而，目前的中國與周邊國家紛亂繁雜的海上爭端是阻礙中國成為海

洋強國的重大因素與挑戰，同時蘊含的戰略意義也是促進中國邁向海洋強

國的墊腳石。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屬於海洋相對不利的國家，幾乎和所有

相鄰的國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洋爭端，總體而言，中國的海洋戰略必須

要奉行「穩北」、「和南」及「爭東」的戰略，也就是說要在黃海「穩」、

在南海「和」以及在東海「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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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要穩定朝鮮半島及黃海周邊的局勢，才能進一步的發展朝韓

兩國的友好關係，如未能有良好的和平關係將會促使韓國在朝鮮問題上借

題發揮，拉攏美國來強化軍事演習。南海爭端始終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複

雜難解的問題，南海議題牽動著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發展框架，中國在南海

擁有多重戰略利益，不只是國際航運要道，更是中國的生命線，另外南海

內部髓蘊含的漁業、石油與天然氣的含量數量可觀，是中國發展海洋經濟

強國的重要支柱。作者認為中國在面對南海的問題時，應該要保持威懾，

藉由經濟、外交和國際法等手段來解決爭端，主要的戰略目標應該放在維

持海上交通安全與海洋資源的利益為優先，除非他國挑釁，否則不該將奪

島占礁最為主要的戰略軍事手段。中國這幾十年來為了要能夠統一臺灣，

積極捍衛釣魚台的領土主權，爭奪東海的海上控制權並確保東出太平洋的

通道順暢，東海是中國成為海上強國最為艱困的阻礙，其主要的挑戰來自

於美國與日本，中國不會放棄東海的霸權，日本也不會放任中國成為海上

霸權，更不會輕易將東海近海的權力讓給中國，成為中國海上霸權之路的

強大阻礙。 

中國的海上強權之路除了要面臨周邊各國的考驗之外，還有其它國家

強權的介入。亞太地區被視為海上權力相當集中的區域，成為了世界上海

洋權力角逐的焦點，美日等傳統海洋強國加大鞏固既得利益和既定秩序，

中印等新興海上興權力崛起，韓國、澳大利亞、印尼等中等強國也紛紛介

入東亞地區的海洋權力之爭，各國都志氣滿滿的進行軍備競賽，海洋秩序

即將被重新定義，中國如果要在這樣紛亂的海洋秩序中勝出並走向世界，

如果沒有一個系統系的大國戰略，將難以和其它國家抗衡，進而影響成為

海洋強權的中國夢。 

中國近幾年來的快速崛起，讓美國開始意識到全球霸權的地位即將不

保，中國先從國家內部提升國力，再慢慢往外擴張，讓中國在海上具有軍

事、政治、外交、經濟等力量。中國在海洋強國三大戰略目標（地區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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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力量、國際海洋政治大國、世界海洋經濟強國）的指引下，策略的運用

就是中國能否成功成為海洋強國的重要關鍵。作者指出：「海權不僅僅是

一支可以量化的軍隊，更是一種運用海上力量達到特定政治目標的能力，

他不僅是一種權力，更是一種治國之術，是一種管理的能力。」 

作者指出，如果中國的海洋強國夢要能夠成功，必須要有戰略。第一

是「威懾為主，攻伐為下」。也就是說，中國要先向他國示威，即威懾。

在叢林法則的國際關係中，發動戰爭已經不合時宜，和平發展變成是各國

的基礎戰略。威懾的主要功能是先發制人，是一種預防性策略，能夠減少

衝突的發生，但是威懾也不能隨便使用，必須配合國家的能力，否則其可

信度將會大幅降低。第二是「中國的海上外線戰略」，也就是中國如果想

要成為海洋強國，就不能只是維護近海的安全，而是還要能夠提供國際安

全的保障並維持國際秩序，海上外線戰略指的是讓中國的軍事力量走出

去，國家利益是促使中國軍事走出去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穩定的周邊安

全環境，任何大國的崛起都將會是脆弱不堪的，因此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

安全與拓展戰略規模，軍事力量必須走出去並且在自己的核心邊界之外積

極的開展政治、經濟和軍事行動，來消除潛在的威脅。第三是「武力之外

的三叉戟」，過去靠武力來達成國家陸權與海權擴張的時代已經逐漸消

失，取而代代之的是靠外交、經濟、法律、與論等各方面的綜合指數來達

成，中國外交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習英美等西方國家的自由開放，學習他們

如何理性的處理與面對衝突，並堅持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習慣契約精神，

善用條約制度與規範約束來發展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接著，中國想要建立

海洋強國，就必須要在國際社會上得到他國的認可，並且具有合法性的話

語權。最後是贏得海洋和平競賽的精隨，海洋蘊含著地球上 70%的資源，

但中國的海洋經濟貢獻率卻只有 35%，遠低於美日等國的 50%–60%，也

就是說中國未來的發展可以著重在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中國崛起是近幾年來中國研究與國際關係的熱門議題，中國不僅要成

為東亞區域強權，未來的野心更要稱霸全球，取代美國現任霸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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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為了要讓中國強大，更喊出中國製造 2025，積極

建設一帶一路，藉由提高經濟實力提升來軍事力量。本書作者胡波海洋強

國夢不只是中國夢的一部份，更是國家戰略的一環，中國想要藉由控制海

洋權力來擴張國家利益，進而重建國際秩序。但是，中國的海洋強國夢才

正要起步，將會面臨到各國的挑戰，中國如何順利重建國際秩序，值得進

一步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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