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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SHIPS 2000.1 

  台湾海军战略 

 肖 宁

   1949年至今，台湾海军战略思想演变大体经历了“攻势”、“攻
守一 体”和“守势”三个时期。   

 “攻势”战略时期（1949～1969年）   

 国民党逃到台湾初期至1969年，基本奉行“依美求存、伺机反攻”战
略，以“反攻大陆”为最高军事目标。利用美国特别是美第七舰队的支
持， 利用其海军装备上的优势，先后制定了“凯旋”、“国光”等大
规模以 海空军力量为主的进攻性计划，“伺机反攻大陆”。在此期
间，台湾军 队先后对我实施了140余次袭扰破坏活动，特别是1953年，
台湾出动了1 万多兵力进犯福建东山岛，遭我沉重打击。三年自然灾害
和“文革”期间，台湾当局一度蠢蠢欲动，均被我击败。这一期间我军
进行了解放一 江山岛战役，炮轰金门，“八六”海战，崇武以东海战
等作战，彻底挫 败了台湾“反攻复国”的图谋。   

 “攻守一体”战略时期（1969～1990年）   

  60年代末，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美国开始推行尼克松主 
义。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对台湾造成巨大冲击，台湾当局虽对 
“军事反攻”仍抱幻想，但已感到依靠美军防卫台湾和“反攻大陆”已 
不切实际，不得不将其战略改变为“攻防并重，攻守兼备”和“攻守一 
体，以防为主”的战略。此时台湾当局虽然存有“反攻大陆”的幻想， 
并订有相应的军事计划，但已不做“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其“反攻
大陆”的基点放在引发大陆内乱，相机进行“军事应援”和“里应外
合” 上，实际上其军事战略已由“攻防并重，攻守兼备”转变为“攻
守一体， 以防为主”的战略。   

“守势”战略时期（1991年至今）   

  1990年李登辉当选为台湾“总统”后，逐步掌握了台湾军事大权， 
为了适应政治上推行“阶段性两个中国”，“分裂分治”的“台独”政 
策，李登辉开始对台湾军事战略和建军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放弃反攻复 
国思想，1994年台《国防报告书》，明确将台湾军事战略由“攻守一 
体”改为“守势防卫”，守势战略正式确立。1995年7月至 1996年3
月， 大陆军队在台湾海峡附近连续举行了4次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沉
重打击 了岛内分裂势力，对台湾当局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也使台湾军
队对其 防御能力产生了动摇。台湾当局认为，由于我军事力量强大，
一旦大陆 对台发动大规模的武力进攻，   
不论成功与否，都将对台政局、经济和社 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甚
至可能危及台湾当局的生存。在这种形势下， 台湾当局将其现行战略
修改为“固守防卫，有效阻吓” 战略。   

当前台湾海军作战思想的特点   

1 采取“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守势”战略   



 

重视“以优势兵力防止战争发生”。当前台湾当局对大陆基本方针概括
为“稳、忍、狠”三个字，在一般情况下强调“稳”字，坚持“不主动
惹事，不引发事端”；在发生“擦枪走火”或其他意外事件时，强调一
个忍字，本着“不扩大事态，不提升冲突”的原则妥善处理，防止反应
过渡；在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时，予以坚决反击。   

2 立足于“拉美防御”   

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当局为追求台湾的实质性独立、防大陆对台动武，
积极谋求美、日的安全庇护。1991年以来，李登辉多次公开叫嚣建立由
美国主导的包括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在内的“区域安全组织”，妄图利用
它们牵制大陆对台动武。1996年3月，美国派航母抵台湾附近海域，对
大陆演习进行威慑，台湾当局公开表示欢迎。   

3 作战指导上，强调“战略持久、战术速决”和“以拖待变”   

台湾海军根据对海峡两岸军事力量的对比分析，认为在防御作战中不可
能在短时间内获胜，为达到“固守”台湾的目的，必须遵循“战略持
久、战术速决”的指导原则，避免决战，以小规模速决作战，利用装备
优势，“逐次”消灭对方力量，维持作战一年以上，“以拖待变”，等
待国际和我国内形势向着有利于台湾方向转变。在大陆 1995～1996年
一系列对台军事威慑演习后，台湾海军强调“攻势防御”和“反制作
战”。   

4 作战样式上，以抗登陆、反封锁和防空作战为主   

台湾岛资源有限，所需的石油、主要矿藏等重要战略物资绝大部分都要
通过海运，一旦台湾被封锁，极易引发社会和政局的全面混乱，而台湾
海峡比较窄，大陆容易实施登陆作战，台湾将反封锁、抗登陆作战放在
特殊重要地位。在1995～1996年大陆连续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后，
台湾海军意识到空中打击和导弹袭击已成为未来大陆对台作战最可能的
方式。因此，台湾将防空袭作战提升到战略高度认识。   

5 在兵力对比上，强调以“质”取胜。   

由于大陆军队十分强大，台湾认为在总体实力上“不与敌人作量的竞
赛，而是朝向建立一个高素质、高科技的精锐武力，达到吓阻敌人的目
的，使之不敢进犯。”为提高其武器性能，台湾当局曾四处活动，引进
如潜艇、远程地对地导弹等先进武器，因大陆强烈反对，西方国家才不
敢轻举妄动。   

台海军战略思想中无法克服的主要矛盾   

台湾当局军事战略核心是反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搞“台
独”，这在当前国际形势和两岸和平统一大趋势下，注定要失败的。   

“一国两制”威力大，台湾“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守势”战略目
标很难达到。   

台湾近年来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大力发展海军，其基本出发点是反对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搞“台独”。它要通过加强军事力量保卫
其所谓“政府”，与中央政府对抗。这种以“台独”为目标的军事战
略，在当前国际形势和两岸和平统一大趋势下，注定要失败的。从台湾
民众看，拥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越来越多。台湾军方很多
人也认为，搞“台独”是没有出路的。1979年大陆实行“和平统一”和
“一国两制”方针后，在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人员来往取得了较大
的发展。1987年来大陆的台湾居民只有3万多人次，1992年以后每年都



超过100万人次，截至1997年，来大陆的台湾居民已达1200万人次，实
际到过大陆的台湾同胞约有303万人，台商在祖国   
大陆投资协议金额达400多亿美元，台湾从两岸贸易中获得顺差已达900
多亿美元，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逐步了解，对祖国的感情也逐步加深，
反对“台独”、拥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台湾同胞越来越
多。近来李登辉出台“两国论”以后，台湾 107名教授发表联合声明反
对“台独”，就完全证明这一点。几千万海外华侨，是拥护 “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方针，期盼祖国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
陆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海外游子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欢欣鼓
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纷纷来祖国观光旅游，大量的华侨
商人到祖国投资，华侨资本占吸引外资的60％以上。在李登辉搞“两国
论”后，世界各地华侨一致谴责，认为李登辉是   
历史罪人，是“汉奸”。海外华侨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对祖国繁荣昌
盛，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真心拥护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支持，美国总统克
林顿，前总统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英、法等国领导人，纷纷赞
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方针，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说，香港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可以成为台湾模式。   

台湾战略基点建立在“挟洋自重”基础上，是不可靠的。   

美国在关键时候不会为台湾作出牺牲的。美国人向来都是考虑自己的利
益，不会被台湾牵着鼻子走。这次李登辉搞起“两国论”，以为科索沃
战争后，洋人会给他撑腰。可美国人没有跟着李登辉脚步走，反而对这
个忠实的走狗大加斥责。美国政界和媒体抨击李登辉为“不可预见的政
客”、“麻烦制造者”，认为他的“两国论”是“突如其来的声明”，
是“挑衅行为”，是“冒着自我孤立的危险”，等于“放弃长久以来协
助台湾免于一战的政治模式”，甚至指出“即使这是台湾通过民主程序
达成的共识，美国也不会被台湾牵着鼻子走”。克林顿主动打电话给江
泽民主席，重申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政府发言人也多次重申“三不”
原则。为什么美国在李登辉搞“两国论” 时会对李登辉这样冷淡呢？
这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决定的。第一，中美建交的基础是一个中国，支
持了“两国论”，中美建交的基础就没了，就要倒退到70年代以前。第
二，美国需要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核武器、远距离杀伤性
武器方面的合作，这对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中国的综合国力
增强了，对外交往增多了，在经济上美国也需要与中国合作。第四，从
亚太战略考虑，朝鲜发射导弹后，东北亚局势紧张，美国不但需要中国
做朝鲜工作，而且如果台湾局势再紧张，美国是否顾得过来还有疑问。
1958年台湾局势紧张时，美国人就抛弃了台湾，当时美舰给台湾军舰护
航，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中，美国军舰溜走了。   

两岸实力相差悬殊、台湾作战能力有限，搞“吓阻”战略是要失败
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与台
湾经济实力对比逐步拉大，差距由近2000亿美元扩大到6600多亿美元，
由2倍扩大到3倍多，预计到 2010年，差距将扩大到1万亿美元以上，经
济实力将是台湾的4～5倍。再加上大陆人口是台湾的60倍，面积是台湾
的260多倍，在与“台独”的斗争中，这种实力将是决定性的。   

台湾是个岛屿，军事力量及物资储备有限，工业基础薄弱，经过动员将
战争潜力转化为现实军事力量需要时间，因而将制约其持续作战能力。
台湾主要作战兵器及弹药主要依赖外国，严重影响其持续作战能力。而
台湾军心、民心不稳也无法持续作战。   

台湾战略态势不利、防御能力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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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台湾距大陆近，防御纵深浅，易遭突然袭击，飞机通过台湾海峡
只要几分钟。这种地理环境是无法克服的。第二，地形条件限制大，防
护弱点突出。台湾面积只有 36000平方千米，比科索沃大不了多少，部
队部署西重东轻，东西机动困难，仓库、机场、公路易遭破坏。第三，
台湾作战指导思想被动，作战指挥对C3I依赖过大。台湾要搞“台
独”，其作战思想缺乏主动性，只能立足于后发制人。其作战指挥对
C3I依赖过大，一旦这些方面出问题，整体作战能力必将明显下降。   

     

［ 发表意见 | 图片库 | 现代评论 | 大点兵 | 海事热点 | 资料室 | 军事读物 ]

[ 编辑部 | 在线服务 | 专业版 | 网络无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