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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和平统一大业中的海上力量——兼评“台海冲突与美国
军事抉择”一文（上）  

 沈 游  

一、 引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上个世纪之交,美国将领马汉通过总结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欧洲
几次重大战争中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创建“海权论”,即提倡要拥
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实现己方战略目的。
这一对海军战略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建立以来,一个世纪的战争实践,
直到最近的科索沃战争,都证明了这个军事理论的重要性。 尽管时代
背景、战争对象、武器装备、战争空间、战术战法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这一理论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不过,其内涵扩展到了在高技术条件
下,为适应海上多维体系作战,以夺取并控制海上作战空间(空、天、
陆、海、水下、电磁频谱)权,实现己方战略目标为目的。在有限的局
部战争中,视具体情况的不同,控制作战空间权理论的运用会有所不同
和侧重,如马岛战争以海战为主,海湾战争以濒海作战为主,科索沃战争
以空袭为主等等,而海军和海上力量的优势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
作用。 
  
 以我国当前面临的海上潜在和现实威胁而言,在统一祖国的神圣任务
和保卫南海海洋领土中,海上力量必将成为整个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方
面。我国党和政府对争取按“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是一贯而有诚意的，除非台湾独立意味着战争而外,我所力争的是用和
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保持领土完整，但必须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 
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不能使人视我为可欺。李登辉从台独立场出发,
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的理念无比坚定,备战行动的步伐也十分坚实,
把武力当作他的一张王牌。台湾问题作为内战遗留问题已拖延50年之
久,荷占台湾不过20年,日占台湾达50年,台湾终究要回归祖国,现在港
澳已经回归,尽早解决台湾问题,统一祖国是时候了。我今综合国力空
前强大,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际环境空前改善,中美关系有斗争有妥
协,总的趋向是缓和,对于遏制美国插手干预台湾问题实是一个难得的
有利时机。从对台动武的准备角度讲,为打赢台湾,必须同时考虑如何
对付美对台的支持和插手问题,立足于美国干预。所有这些说明,解决
台湾问题早一点,武力准备实一点,对美干预想得多一点,都需要加强海
上力量,加紧、加深海上军事斗争的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固为
“善之善者”，但孙子更强调“以谋全胜”的道理。  

二、 关于台海军事态势的评估  

  1 美国对台海军力对比的评估  



 

  美国国防部应国会审查1999年度“国防拨款法案”的要求,提交了
“台海安全形势”报告,其公开部分中分析了我、台双方军力情况。  

  (1) 对我军武力及攻台战力的评估  

  2005年前,将部署两种战术地地导弹,射程600千米,数量不断增加;
部署第一代巡航导弹(陆、空、海）;引进的“现代”级驱逐舰上装备
远程反舰导弹。空军有2200架战斗机、500架攻击机、400架轰炸机,引
进的“AA－11”红外制导空空弹优于台“响尾蛇”和“天剑一号”。
海军主力舰队规模稳定,其防空和侦察作战能力明显落后,潜艇实力明
显强于台湾,这种局面将延续到2005年。情报信息能力处于研发阶段。  

(2) 对台军防御作战能力的评估  

  空军有F－16、“幻影”－2000、“经国”号等共400余架新战机,
其上配置的“米卡”主动寻的和“魔术”红外寻的空空弹最具战力;已
建立防空预警系统,与地面防空导弹“改良霍克”、“天弓”、反弹道
导弹系统“爱国者”,以及新战机配合运用,可有效吓阻大陆空中攻
击。海军有40余艘主力战舰,4艘潜艇,30艘扫雷艇,25艘两栖登陆舰,24
架S－2T反潜巡逻机,部署于“成功”级和“康定”级护卫舰上的20架
S70－C反潜直升机,部署于驱逐舰上的9架MD－500反潜直升机,未来将
提升反潜能力。具备信息战所需基本能力,尤其是网络攻击和密码破坏
能力,具有信息战优势。最大防卫弱点是对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不足,不
能完全抵御2005年大陆拥有的导弹优势。  

(3) 结论  

  大陆对台动武可选择的战略有：  

  1） 切断台海上交通,封锁台港口,以破坏台湾经济命脉,杜绝外国
势力介入;  

  2） 快速发展导弹力量,实施大规模导弹攻击;  

  3）以数量维持台海空中优势(但受限于空域容量和海上远程指挥
能力),以电子战破坏台空中防御,对付台武器质量优势;  

  4）结合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加上特种部队行动,进行两栖登陆,
这将是风险最高的策略,最不可取的行动。因此,2005年前,大陆不因台
导弹与空防系统的进步,而缺乏以空战与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军事和基础
经济设施,以及切断台海上交通和封锁主要港口的能力;2005年后,大陆
将贮备大量精确制导的短程导弹,并部署远程地面攻击导弹;海军将转
变为东海、南海活动的现代化海军;空军将扩大第四代战机群,增强空
中预警和空中加油能力；区域综合情报信息系统将大为改进。  

  2 台湾攻防战略与美国军事抉择  

(1) 台湾的“防卫固守、有效吓阻”战略    

对于台海攻守之策，台湾当局和军方自是十分经心，始终立足于“持
吾有所不可攻也”，精心扩充军备，加强纵深防御基地建设,整训部
队，严密部署。在作战方略上,防空反制作战以争夺海峡及南北主航道
制空权作为反封锁作战重点,建立本岛上空、离岸40千米、离岸90千
米,以及南北分区的高低相连、远近相继、纵横相交的数道防空体系。
海上反制作战以争夺50海里以内制海权为重点,50海里的外线作为反潜
战重点,并以小兵力突袭封锁舰艇实施反舰战,对港口、航道、海域进
行扫、布雷战。同时,对大陆实施反制作战,空军采取小编队、多梯



次、超低空偷袭;组织驱护舰及导弹艇小型机动编队,在空军配合下破
坏我海上交通线;陆军以外岛为依托进行小股袭扰;总的目标为突破封
锁,开辟安全航线,维持东部海运,保护经济生命线。  

(2) 美国军事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对华实施“威胁论”、“遏
制论”与“接触论”者并存。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去年底举行研讨认为,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具有一定弹性,在台湾问题上危险与机遇并
存,迄今为止实行的“战略模糊”政策是成功有效的。即不明确表示当
中国一旦以武力攻台时美方会作出何种战略反应,而是让对方去猜,这
样既可对中国进行战略威慑,又不让台湾摸到美国的底牌。美国军方和
国会强大的反华势力顽固地视我为假想敌，重点研究假设我以武力粉
碎台湾独立之举时，从全球称霸战略高度、维护西方意识形态及美国
利益出发，在军事上如何对我的问题。有些人呼吁放弃“战略模糊”,
认为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应明确表示可出兵保护台湾,并进一步积
极推动《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企图为扩大美、台军
事联系,向台出售更多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提供所谓法律依据。  

  1999年,有一位三赴台湾进行防务研究的高级国防研究员，在美国
海军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海冲突与美国军事抉择”的文章，分
别以2004年前和2020年前两个时段，论析台海冲突各有3种战争状态的
假设。2004年前,他认为一种状态是中国如果对台采取海上封锁行动
时，美国持低调,只对本国船只护航，虽派出航母声援，也只限于有限
行动，这等于美国妥协，台湾可能屈服；二是如美、日、台协同海空
护航，参与反封锁活动，而我军力不足，封锁任务难以持久时,可能出
现朝鲜式停战,维持现状。第三种可能是大陆准备不足,无力发动对台
全面海空进攻。至于2004～2020年时段的3种战争设想则为：  

1)设我宣布台海及台湾以东200海里拥有主权，封锁台湾港口航道，对
进入这一海域的船只采取搜检或攻击措施，潜艇持续活动，进行布
雷，导弹部队和空军具备打击台海及台本土能力，同时台实施反封锁
作战行动；美国调动兵力保护进出台港口商船，实施反潜、扫猎雷及
水面海空还击等护航措施，但航母战斗群驻防在中国导弹射程以外，
也不到大陆港口布雷；日本则参与有限护航任务，并提供后勤支援。
这样,美国海军采取的是间接介入模式，大体类似于1941年为保持英国
海上供应线采取不宣而战的大西洋护航行动。他认为军事实力和时间
砝码都在美国一边，对抗可能以和解告终，台湾地位维持不变。  

  2) 在中国对台实施海空及布雷等全面封锁时，美国不但进行海空
护航，还组织军事志愿航运行动，直接参与台海冲突，实际演变成中
美冲突。设此时中国通过保证日本航运自由，并保证不危及日本领土
和安全，使之仅限于向美国提供后勤保障，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台获
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当美国受第二战场(如巴尔干、西南亚)的牵
制，不可能让第五、第六舰队东向支援第七舰队，同时台、美商船及
护航舰艇、飞机等损失不断增加，美国也难以补充，这时，美国可能
不胜也不愿再承受战争负担，最终承认“一国两制”，同意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其结果将导致美在亚洲的强权地位的削弱。  

  3) 在以上第一种情况下，美国介入冲突后，中国进而对夏威夷、
关岛等美国领土实施报复和威胁，迫使美国处于扩大战争规模或退缩
的两难境地，但由于受到种种制约，美不可能也不愿发动这样的战
争，最终支台无法取胜，得到第二种情况的同样结果。  

在上述诸假想中,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认为美国采取第一种设想的间接
介入模式,即采取二战中援英抗德海上封锁的护航战模式最有利。这就
促使我们要研究那是一种什么模式?台海冲突与英伦三岛保卫海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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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之战有何异同?从中是否能得到一些启示?请读者注意本文的第二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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