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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10分鐘

貳、敵情威脅．．．．．．．．．．20分鐘

參、國際情勢概述．．．．．．．．30分鐘

肆、臺海地緣戰略．．．．．．．．30分鐘

伍、結語．．．．．．．．．．．．10分鐘

講 授 大 綱

1

../990502-100分鐘國際情勢/99全民國防教案/990302--60分鐘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屏東縣政府教育局/lovetaiwan.pps


為
何
推
行
全
民
國
防
？
（
危
機
管
理
）

危機預防-預防戰爭
（未雨綢繆，凡事先想起來放，要有危機意識）

危機處置-天災、人禍（戰爭）發生時
（吾人扮演角色為何？）

臺灣諺語(全民國防教育扎根)

不種今年竹，哪有來年筍
2

../990502-100分鐘國際情勢/99全民國防教案/990302--60分鐘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屏東縣政府教育局/八八水災.ppt


撫今追昔-臺海地緣戰略情勢

明清時期

二戰時期

冷戰時期

冷戰結束

日本南進
政策與南方
資源區(東
南亞跳板)
盟軍（美
國）鋪道行
動，鉗形攻
勢(以臺灣
為基地前進
日本本土與
中國華東)

東寧與清代
臺灣與各國關
係(西班牙、荷
蘭、英國、美
國)獲取亞洲利
益與交通樞紐
海權時代興
起、重商主義
明治日本(海
外雄飛)與李仙
得(圍堵主義濫
觴)

美國家戰
略(911先發
制人-反恐；
新亞太戰略
及阿富汗撤
軍)
一帶一路
及美中貿易
戰
臺海局勢

1950杜魯門臺
灣地位未定論
(國府轉進)
防堵中共1958
中美共同防禦
（韓戰爆發、
麥克阿瑟-不沉
航母）
中美、美韓、
美日條約-列島
線防禦
越戰越南化，
權力平衡，取
代圍堵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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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進程(17-21世紀)

明清替換

航海繼起

船堅砲利

海外殖民

香料財富

資本主義

列強欺凌

腐敗橫生

有識之士

洋務運動

臺灣地位

列強覬覦

海外雄飛

南方跳板

甲午戰役

割臺賠款

珍珠戰起

重歐輕亞

盟軍空襲

舖道行動

抗戰勝利

重回祖國

海洋文化

兼容並蓄

國共內戰

轉進臺灣

地位未定

風雨飄搖

朝鮮戰起

不沉航母

結合地緣

善用美援

經濟起飛

臺灣奇蹟

民主普世

文化價值

軟巧兼備

中華之光

享有治權

應予正視

改革開放

大國崛起

晶片植入

截長補短

善用地緣

東亞重鎮

和諧世界

世人同享

華冑所宗

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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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情威脅-中共軍事發展

領導人習近平於 2017 年 19 大後，調整「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期在「2020年實現機械化，信息
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
化」，「至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為維護中共國家利益，提供有力戰略支撐，其戰略發展，由
「被動反擊」逐步走向「主動先制」。

(一)陸軍：由區域防衛型轉變成全域作戰型。

(二)海軍：由近海防禦轉變成遠海防衛型。

(三)空軍：由國土防空型轉變成攻防兼備型。

(四)火箭軍：強化中、遠程精確打擊及戰略制衡能力。

(五)戰略支援部隊：強化關鍵領域及新型作戰力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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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偵察預警:
部署偵察衛星及
超視距雷達，列
裝空中預警機，
完成艦艇預警探
測系統，常態性
派遣各型偵察機
赴大陸沿岸情蒐，
已具備第二島鏈
以西，海、空動
態預警能力

2.網電訊息
組建各型電子干擾
陣地與部署各式干
擾裝備，同時陸續
完備海、空軍主戰
裝備電戰能力整備，
可運用電子偵察機
及反輻射無人機對
我C4ISR、陸基、
防空飛彈及射控、
預警等雷達實施干
擾或攻擊。

對 臺 軍 事 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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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揮通信
多軍種聯合作戰
演訓，著重指揮
機構演練，逐步
完善各級部隊垂
直與橫向指管通
聯，其聯合指揮
範圍，可涵蓋第
一島鏈以西區域

4.封鎖作戰
配合部署之岸置
攻艦飛彈、S-
300 型或紅旗防
空飛彈，及水面、
水下兵力部署，
具備對臺海周邊
海、空域遂行封
鎖作戰之能力。

5.火力打擊
部署遠程多管火

箭，配合海、空軍
攻艦、對地及巡弋
飛彈，火力可涵蓋
我外島及本島區域。
近年火箭軍採多波
次實彈射擊模式，
強化首波癱瘓性突
擊與威懾效果。

對 臺 軍 事 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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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抗擊外軍
東風 21丁、東風

26型反艦彈道飛彈
及東風 10型巡弋飛
彈，打擊範圍涵蓋
第二島鏈周邊地區，
海、空軍轟6型轟炸
機常態化穿越第一
島鏈，赴西太平洋
及日本海海空聯訓，
對美印太駐軍直接
形成軍事威懾，有
效遲滯第一、二島
鏈間外軍干預行動

對 臺 軍 事 威 脅 6.聯合登陸

東、南部戰區持續

列裝兩棲戰甲車，配合

兩棲船塢登陸艦聯合登

陸(奪島)演練，增進渡

海登島作戰能量。惟因

受限登陸作戰複雜性，

及缺乏輸送載具與龐大

後勤支援，目前僅具

「奪我外、離島」之聯

合登陸戰力。



(四)火箭軍

持續提高中、長程與洲際飛彈量產，
並加速東風 17、26 甲 ( 核 )、26 
乙 ( 反艦 )、41 等新型飛彈及高超
音速滑翔彈頭試驗，朝精確打擊及核
飛彈全球快速破擊目標發展；另透過
「天劍」系列演習，與基地、跨區演
訓及戰區聯訓等方式，遂行協同作戰，
達成「隨時能戰、準時發射、有效毀
傷」之核心目標。

(一)陸軍

積極朝「飛行、特戰、無人及數位化」
發展，戰區任務由原「國土防衛」轉
向「區域聯防」，各集團軍持續完成
空中突擊旅組建，俾達「機動作戰、
立體攻防」戰略目標；另透過「跨
越」、「奇兵」等系列演習，朝「實
戰化、正規化」方向發展，奠定部隊
協同、 聯合作戰及遂行多樣化軍事
任務之能力。

(三)空軍

常態化執行東海警巡、南海戰巡，
及西太平洋遠海訓練，提升全域及
跨島鏈作戰能力。模擬假想敵介入，
強化聯合作戰及指揮應變能力；配
合「紅劍」、「藍盾」、「金頭盔」
及「金飛鏢」 等各系列演練，磨練
航空兵實戰能力，期達「懾戰並重、
全域反應」作戰要求。

(二)海軍

以實戰化組訓模式，進行聯合制空、
制海、遠程打擊、反潛及布雷等訓練，
置重點於海上聯合打擊、聯合封鎖、
模擬抗擊外軍、攻 ( 反 ) 潛、反水
雷、艦機協同、遠海長航及綜合戰術
操演等課目；編組艦 (潛) 艇編隊實
施常態化遠海航訓，深化西太平洋、
南海及印度洋之遠海機動作戰與抗擊
外軍能力。

中共軍事
戰力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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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戰爭(60-70年代)
越戰、兩伊戰爭與臺灣經濟

（二）高科技(90年代)局部戰爭-中東戰爭
海珊政權、伊斯蘭國、敘利亞、庫德族與
土耳其

（三)中共信息化條件、一帶一路
(四)2017年美國新亞太戰略；中、美貿易大戰
（五)2021年拜登當選總統；美軍8月阿富汗撤軍
(六)臺海局勢現況(共軍擾臺、美英澳協定、中

俄聯合軍演、周邊有事-日、韓)

國 際 情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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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美國忠誠盟友-敘利亞庫德族遭川普遺棄，世仇土耳
其宣布：展開軍事行動！

美國時任總統川普決定從敘利亞撤軍，讓

長期共同打擊伊斯蘭國（ISIS）的盟友庫

德族陷入被土耳其圍剿的困境；庫德族敘

利亞民主軍（SDF）總指揮官阿卜迪表示，

SDF對美國的信任降至最低點，但仍將與美

結盟打擊ISIS。俄羅斯成功取代美國在敘利

亞的主導權，鞏固在中東的戰略優勢；土耳

其則順利獲得邊境緩衝區。

SDF與美軍合作多年，伊斯蘭國（IS）遭

殲滅後，美軍仍在當地留駐約1000人，作為SDF與土耳其之間的緩
衝，並設法籌畫讓雙方和平共存的方案；但是川普與土耳其艾爾
多安通電話之後，突然決定撤離僅存約1000人的美軍，並表明不
會干預土耳其即將發起的軍事行動，等於將庫德族送入世仇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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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國際撻伐
泰強制遣返柬埔寨苗族難民
泰國自十多年前開始重建泰、柬關係政策。隨著泰寮關係回

溫，兩國恢復協商，寮國承認赫蒙人為其國民，泰國政府則視他
們為非法經濟移民，不具難民資格，也拒讓聯合國難民署評估是
否符合政治庇護。

德國海德堡大學泰國政治專家錢柏斯說，「在區域貿易已
經凌駕前冷戰忠誠份子的年代，泰國政府已不再準備保護這
群逃離寮國政府的赫蒙人」，「新的泰寮關係中，貿易勝過一切
，泰國能源需求至上。這群叢林裡的赫蒙人……和過去泰國對他
們的支持，都是現在泰國寧可忽視的事情。」紐約人權觀察組織
分析員帕蘇克說，「自（前總理）塔克辛二○○一年上臺後，泰
國便不再庇護這群赫蒙人，或其他已知反永珍當局團體，以便和
過去切割、改善與柬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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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時期助美抗寮共戰後15萬人逃離柬埔寨赫蒙人為居住在越南、寮國、泰國和
緬甸的苗族支系，早期認為以中國的「苗族」稱呼他們。一九六○、七○年代越
戰時期，數千名寮國赫蒙人於美國中情局在寮國(柬埔寨)的「秘密戰爭」中協助
ＣＩＡ對抗共黨，一九七五年寮國共黨上臺，十五萬赫蒙人擔心遭報復大舉逃離，
進入泰北，因此又被視為「被遺忘的美國盟軍」。泰國將數千名赫蒙族（又稱苗
族）難民遣返寮國，凸顯這群遭國際社會忽視三十多年的高地民族所承受的苦難。
他們在寮國共黨政府上臺後逃往泰北避難，多年來處於三不管處境，但在泰寮關
係回暖後，泰國寧可不顧國際社會對其罔顧人道的批判，換取與寮國的經濟利益。

當新的泰、柬經貿關係建立發展後，原赫蒙人的生活將不
再被保護。 15



16

中共:一帶一路 「絲綢之路經濟
帶」簡稱「一
帶」，是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
接待外賓訪問時，
向各國推廣的區
域經濟合作戰略

「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簡
稱「一路」，
是2013年10月
習近平訪問東
協時提出的戰
略構想。



一帶一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

沿著陸上絲綢之路以歐洲為終點：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
歐洲；二是新疆經巴基斯坦到印度洋、中亞與西亞到達波斯灣
和地中海沿岸各國；連接亞太地區與歐洲，中間經過的中亞地
區，像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中國大陸、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
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都在絲綢之路上，其他5個觀察員國及3
個對話夥伴也在絲綢之路沿線，大陸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包括西
北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寧夏，西南的重慶、四川、廣
西、雲南。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沿著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大陸由沿海港口，經南海到印度洋，

延伸至歐洲，或是經南海，到南太平洋。
主要航點包括：泉州、福州、廣州、海口、北海、河內、吉隆
坡、雅加達、可倫坡、加爾各答、奈洛比、雅典、威尼斯；以
發展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及歐洲各國的經濟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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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情勢-美國新亞太戰略
2017年2月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度出訪東北亞，曾分別與

南韓國防部長韓民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防衛大臣稻田朋美
等官員會晤。旨在強調與日、韓長久同盟的承諾，並將進一步
加強三方安全合作。同時馬提斯訪問期間一方面警告北韓，若
膽敢對美國或其盟邦發動核子攻擊，將招致壓倒性反擊；另一
方面，則重申將遵守美日「安保條約」的對日防衛義務，地理
範圍包含釣魚臺列嶼在內，分析其出訪主要目的：
第一:加強嚇阻北韓軍事挑釁及中共強勢作為。
第二:美國必須要有此作為:

主因在於美國總統川普，其在大選期間即曾多次表達欲修
正與盟國關係、要求盟國提高分攤駐防美軍經費等主張，均引
起北約盟邦及日、韓政府高度關切；川普就任後，更積極落實
選前對外政見，率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並就貿
易、關稅、匯率等問題升高，對中共與亞太國家予以壓力，既
形同歐巴馬政府時期之「亞太再平衡」戰略宣告終結，亦揭示
未來美國與亞太各國關係勢將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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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情勢-美國新亞太戰略(續)

• 美國官方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
（CSBA）公布研析報告指出，歐洲、中東
及東亞均與美國國家利益密切相關，但因
東亞位居亞太樞紐，更是全球經濟中心，
隨著中共國力日益上升，而改變區域權力
態勢，應以美國仍需守護既有重大利益基
礎為主，建議川普政府應將東亞，乃至於
亞太地區置於戰略思考之首位，分析其未
來亞太戰略動向要點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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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維持區域霸權地位:
川普政府各項政策，均以
發展美國為最高考量，其
對外作為展現高度現實主
義思維；維持對「中」鬥
而不破關係，仍是美國持
盈保泰、鞏固既有地位之
關鍵

2.促進經貿繁榮發展:
雖退出TPP，但並不意味
美國將退出亞太地區或反
對貿易自由化，在「美國
優先」原則下，勢將改變
過去美國產業轉移的多邊
自由貿易發展方式，轉向
重新洽簽雙邊經貿協定。

3.確保安全秩序穩定：
川普政府雖存有盟邦應公平分攤軍費主張，
並未改變對盟國安全及嚇阻潛在威脅的承諾
與行動，由美、韓防長無視「中」、俄反對，
商定年內部署THAAD，以及一再就美日「安
保條約」義務加強保證，可知美國將延續
「前進防禦戰略」，在亞太地區各戰略據點
保持駐軍與優勢軍力，並偕同亞太盟邦強化
防務合作，清楚表明美國，仍是捍衛亞太區
域安全的首要力量。



對區域安全之影響與意涵

當前亞太地區依然必須面對朝鮮半島、東海、南海等長期懸而未決的區域
熱點問題，且多組雙邊關係複雜，美、「中」權力較勁強度更有上升趨勢，在
新添美國調整亞太戰略方向之重大變數影響下，於區域安全浮現問題主要有以
下幾點：

（一）權力格局是否消長：退出TPP終將動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與戰略地
位，並讓中共對區域各國的影響力迅速上升，可能使中共得以取代美國
制定區域貿易規則，進而扭轉原有區域權力態勢。

（二）盟邦陣營是否改變：川普認為美國繼續制裁俄國，只會使中共在美、
「中」、俄三角關係得利，並讓美國背負亞太、東歐、中東及反恐等多
重安全壓力；與俄國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才能符合美國利益，惟此與
東南亞各國續採平衡外交之效應相互作用，或將改變亞太競合態勢。

（三）軍事衝突是否發生：北韓核武及彈道飛彈發展已可能直接威脅美國本土，
中共在南海續建島礁與加緊軍事部署之作為，亦引起美國抨擊，相關發
展均使西太平洋爆發意外軍事衝突可能性升高，若各國軍備競賽加劇，
或藉軍演、示威等作為彼此持續施壓，恐將破壞原有安全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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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期(韓戰、臺海、華沙會談)
聯中制俄(破冰訪中、ROC退出UN、美中建交

)
磨合期(對共軍售、天安門事件)
擴大與交往(MFN、和平演變)
戰略合作期 (911、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
、反恐戰爭)
戰略圍堵 (科技、貿易、軍事 之複合圍堵)

美、中戰略結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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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拜登安全政策
單邊 vs多邊
同樣制中

新戰略核武談判
有限核武現代化 核武

退出INF、開放
天空
核武現代化

主張投資新形態戰
力

國防預算
不再擴增國防預
算

停止對沙國軍售 軍售 放寬軍售

修復北約、日韓軍
事合作

軍事同盟
主張盟國擔負預
算

中國是美國在亞洲
主要挑戰、習近平
是「惡棍」

對中國大陸
主要針對中共經
濟、軍事圍堵

24



亞太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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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拜登當選美總統；對臺政策-軍售
武器

2021年3月-美、日2+2會談、4月的美、日峰
會、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等重要國際會議中；
韓、美簽署6年期特別措施協定

2021年8月美軍阿富汗撤軍，塔利班接掌。
2021光輝十月-中國大陸軍機進出防空識別區。
10月-中、俄聯合軍演

美、英、澳聯盟(潛艦製造)



2021年-東亞地區 :美、日、韓及中國大陸

26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於美
國CNN所9月16日播出的專
訪中指出，臺灣發生任何
變故都將直接衝擊到日本，
日本正帶著危機感監控兩
岸情勢。在今年3月的美日
2+2會談、4月的美日峰會、
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等重要
國際會議中，日本已經多
次提出「臺海和平穩定的
重要性」

南韓和美國防衛費談判拍
板；美國務院發言人普萊
斯（Ned Price）在記者會
上證實，美國和南韓就簽
署為期6年的《特別措施協
定》（Special Measures 
Agreement，SMA）已達成
協議，有利韓、美同盟穩
定東亞區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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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澳洲宣布建立防衛
聯盟，協助澳洲發展核動力潛艦，
外界認為主要目的為反制中國。
星媒引述專家分析，這不僅是美、
澳關係的重大突破，將為亞洲帶
來巨大改變。

未來太平洋地區將成為各式航艦角力地區。

中俄“海上聯合二○二一”聯合
軍演13日上午在俄羅斯彼得大帝
灣附近海域舉行，此次演習加強
雙方戰略互信，提高兩國海軍共
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也是共軍
自主研製的○五五型萬噸級驅逐
艦南昌艦入列來，首次赴海外參
加。



全球政治未來
政治經濟預估
• 人口：依照聯合國統計，至2025年時全球人口將突破80億，至

2040年時更達到88億人。(UDN)
• 經濟：全球GDP每年平均成長3%，至2025年全球產值95兆美

元，全球前三大經濟體的產值為中國22兆、美國20兆、印度9
兆美元。(OECD)

• 社會：全球人口中產階級55%、60%居住都市、60%為老年人
口。(OECD)

• 科技：2025年時，人工智慧可穩定達到原人等級。另結合更快
速的網路傳輸速度，更精準的圖像處理技術，人類社會運作
模式將面臨新個革命。關鍵在產業的連結，而非所謂的物連
。(TI, 作者綜推)

• 政治：民主政治歷經10年代網路社群、新安全威脅衝擊，政
治與政策運作出現疲乏現象。民主體制陣營將衰退至約70國
，約全球國家數的42％(較目前少6國，2.5%)，其餘將為混合
、威權制。(EIU，作者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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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拿大、大陸-華為事件
(2021年0924日)

 2012年10月9日，加拿大總理

史蒂芬·哈珀發言人表示，加拿大政府將華

為排除在建立安全政府通信網絡的計劃之外。

 2013年7月19日，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局長、

摩托羅拉總監麥可·海登（Michael Hayden 

(general）聲稱，已了解華為網絡設備後

門的確鑿證據，認為該公司涉嫌從事間諜

活動。

 2018年12月6日，華為證實公司創始人任正

非的長女，現任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

（CFO）孟晚舟於12月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

轉機時，應美國政府要求被拘捕。
29

華為公主孟晚舟24日
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協
議結束在加拿大三年
監禁，中國隨即釋放
兩名加拿大公民回國，
中美加三國的司法案
終於畫下句點。



軍售議題

• 政治意義

• 非北約盟
國

• 軍售方式
正常化

• 臺美互信

• 誘導臺灣
軍事事務
革新

新三項：
現階段主要軍售
空射魚叉(SLAM-ER)
高機動砲兵火箭(HIMARS)
MS110偵照莢艙
陸基機動魚叉飛彈
MQ-9海衛士無人偵察機
空投水雷
標槍、新拖飛反戰車飛彈

30



軍事意義

 自衛權擴張

 源頭打擊（counter 

strike）

 提高戰場存活率

 戰場指管系統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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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海地緣戰略-我國在東亞地區角色定位

五Ｏ年代民主共產對抗，美國欲掌
握亞太，締結美日安保；二次波灣，
日本後勤支援。
日本經濟仰賴臺海運輸，為其重要
生命線；但中共遠洋投射，芒刺在
背，臺海風雲起，影響其利

美日安保條約 中共崛起(一帶一路)

海上交通與邊緣地帶 東南亞國協

東南亞地理鄰近臺灣，歷史文
化關係密切，早年南向政策以
經貿利益導向，並透過第二軌
道與各國經貿往來；其基於自
身經濟利益維持與臺灣關係，
乃是考量臺灣為東北亞、東南
亞交通樞紐。

91年波灣戰爭、96年臺海危機，
體會美中軍力差異；經濟崛起為
基，具戰略威懾精準打擊、遠洋
投射，能在臺海以外亞洲地區實
施軍事行動，成為亞洲區域強權
與各國利益形成衝突。

反恐、非傳統威脅(海保、海安
、資源保護、環境汙染、運輸經濟)，
影響各國東亞利益；印度洋、麻六
甲、南海、臺海為中共石油生命線，
打造珍珠鍊戰略，若控制海上交通
線，影響美日戰略利益；民主世界
與中共相互爭取邊緣地區、大國緩
衝區域-臺灣

東亞樞紐
海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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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

(日韓等
國)

西方國
家(美國
為主)

東南亞

國協

中國

大陸

• 臺灣地位-不同時期國家/地區
思維與影響臺灣生存發展

• 日本(複合式災害、美日新安
保-周邊事態、後方支援、聯
合船舶檢查)

• 美國(聯合中共抗蘇、扇形架
構-圍堵、越戰後方基地、中
美斷交、臺灣關係法、911反
恐與非傳統戰爭、美日同盟強
化、有限度對臺軍售)

• 西進大陸(改革開放與大國崛
起，如由陸權往海權的發展，
臺灣具戰略意義)，兩岸交流

• 東南亞國協(蘇聯瓦解權力中
空，中共、日本整軍經武(南
方生命線)、經濟利益、引爆
衝突-南海主權)

影響臺海地緣建構因素

臺灣地緣
中央位置
海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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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臺海戰略布局

戰略布局
臺灣軟實力

政治-民主法治；經濟-創意、創
新研發，藍海策略取代紅海策略，
東亞經貿科技戰略重鎮；社會-
是一種愛心、包容、尊重、認真
態度；平等、博愛、守法、人文
關懷、開放創新、積極好學，具
中華文化內涵；文化-多元化、
包容。

臺灣經驗與民主普世價值
人才培育與科技發達是經濟發展

原動力，政府高瞻遠矚政策制定
(外匯改革、財經建設、獎勵投資)，
及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多元社會
，均可對中共「和平發展、和諧世
界」，植入晶片式思維。

臺灣軍事實力
中共強調和平發展，但欠缺固有華
夏文化基礎，仍不犯棄武力返臺，
恐成人類浩劫；我國防武力可發展
一支具嚇阻性軍事武力及海洋力量
，具備全民國防理念與聯戰基礎，
超敵作戰節奏；結合經貿科技實力
與海上交通優勢建立制海與支援非
傳統海洋力量，維持區域穩定。

美、日國家戰略思維
中共綠水-藍水發展，威脅第二島
鏈與麻六甲、印度洋(珍珠鍊戰
略)，致臺海區域不穩，威脅美之
東亞利益與日本經濟命脈；臺灣
可乘機度勢，從經濟與軍事角度，
利用與東南亞、大陸貿易順差，
以經濟科技力為後盾，將美、日
拉入臺海，凸顯臺灣地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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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上交通
線優勢結合經
濟科技，使臺
灣成為東亞地
區戰略重鎮

美新亞太戰略(經濟力
為主、戰略新夥伴)，
全球化來臨，臺灣成
為東亞產業的轉運基
地，可贏取國際友誼，
成為區域戰略重鎮，
亞洲金融中心，增加
臺灣在世界絕對影響
力。

以地緣戰略結合
巧實力運用，作
為與各國競合的
籌碼

智慧型運用強大經貿、
高科技與固有文化等軟
實力，結合海上交通線
與中央樞紐地緣戰略，
面對美、日及中共崛起，
臺灣可作為東亞經貿、
反恐與人道救援等非傳
統安全的重要樞紐，利
用南海、釣魚臺爭端與
各國矛盾關係，作為各
國競合籌碼。

全民具備海洋共
識，建立一支制
海的海洋力量

以經濟、科技力為後
盾，避免受制大國，
建立海洋力量(維護
海上航運、海洋周邊
管理與維護海洋主權
反制敵封鎖力量)；
全民具備海洋共識，
支持政府決策，使政
府有能力決心，運用
可用手段，保護國人
生命、財產安全。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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