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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但還不能：中共會不會武力犯台？ 

2021.05.12 

梁豐綺（本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著名刊物《經濟學人》5 月 1 日發行的一期，以台灣作為封面並加上

標題「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意指台海若爆發戰爭將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美中須極力避免。另外，前陣子的美日聯合聲明亦在暌違 52 年後載入了雙

方對台海穩定的關切。由此可知，台海情勢近來已開始（或說再度）成為

國際矚目的焦點。值得關注的是，這樣的情況反映的不僅是中國崛起對全

球政治的影響，更是與我們切身相關的中共解放軍對台灣實質性的安全威

脅。事實上，有鑑於共軍近年來迅猛的軍事現代化發展，特別是最近又頻

頻派遣軍力侵擾我防空識別區西南角並穿越「海峽中線」，「中共會否採

取行動以武力奪取台灣」乃一重要課題。對此，本文將分成意圖（intention，

想不想）與能力（capability，能不能）兩方面加以剖析。 

  雖然自 1979 年中共停止砲擊金門以來台海已經歷四十餘年的和平，

但由於國共內戰時至今日尚未正式簽署停戰協定，當前的兩岸關係其實仍

處於戰爭狀態，而這也是北京始終主張兩岸問題是「內政問題」、及其不

放棄武力犯台的主要根據——儘管有論者指出台灣方面在 1991 年終止動

員戡亂便是有意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習近平上台後，更提出了「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收復台灣」便包括在該目標之內。實際上，習

在 2019 年的新年談話中即明確地將台灣問題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繫

在一起，在同年的「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上其更提出「一國兩制」台

灣方案，並強調不放棄使用武力統一台灣。換言之，習近平可說是已將其

訴諸於民族主義的執政正當性、及政治遺產都押在「收復台灣」上。此外，

由於台灣本島位處印太海域的戰略要地，並且掌握先進半導體製造的關鍵

技術，佔領台灣對於其地緣政治的佈局、乃至與美國在國際秩序主導權的

爭霸上都會有重大的助益。總之，如果單就意圖來看，中共很顯然有不小

的誘因以非和平的手段促成兩岸統一，尤其是在台灣民眾的主體意識高漲、

且中共在香港的作為已使「一國兩制」承諾破產的情況下，「和平統一」

的可行性可謂十分渺茫，而既然不能用談的，中共要統一就只能用打的。 

  然而，如果進一步從能力而言，中共縱使得以將其龐大的經濟體量轉

化成在帳面上遠勝於台灣的軍事實力，其在決定武力犯台時仍需克服以下

幾點困難。第一，考量台灣最有勝算的情形，即其他國家（特別是在軍備

與實戰經驗都較具優勢的美國）介入協防，共軍戰敗的風險將會顯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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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其最終真的戰敗，中共很可能會面臨來自國內外的懲罰，從而危及其

政權的存續。第二，假使無其他國家介入協防，因為有海峽阻隔，共軍欲

攻佔台灣便屬登島作戰，而登島作戰的破防難度仍舊不低。尤其是，我國

軍現階段在「戰略預警」與「一體化聯合防空作戰」仍具優勢，且「抗登

陸防衛體系」亦尚稱完備；相對地，共軍的「戰略投送」與「一體化聯合

作戰」等能力則略顯不足。在此情況下，共軍可能須轉而採取傳統兩棲作

戰模式，但此模式不僅成本較高，也難以符合其速戰速決的期望。第三，

縱使中共有十足把握能迅速攻佔台灣，一旦其開始對台採取軍事行動，以

當前的國際氛圍來看，就算其他國家沒有介入協防，也至少會對其施加程

度不會太低的外交譴責以至經濟制裁，而這不僅會嚴重損害其國際形象

（和平崛起），更可能會使其經濟成長面臨停滯，從而間接地危及其在國

內的統治正當性。第四，考量中共有把握能管控所有與戰事直接相關的成

本之情況，其仍必須面對隨戰事而來各種成本和風險，例如叫停部分經濟

活動、徵收和動員民間的物資和人力、安撫民間的反戰情緒，而這對於天

安門事件以來長期將「繁榮與穩定」視作首要目標與政績成果的中共而言，

便可謂相當棘手的課題，更別提在佔領台灣後還需要耗費更多資源壓制民

間的反抗、及重建受戰爭損壞的各項建設。 

  總的來說，中共雖然表現了武力犯台的意圖，但在能力上仍存在不少

的問題有待解決，而這些問題的存在本身或也部分解釋了其在軍力超越台

灣之後為何仍遲遲沒有「輕舉妄動」。儘管如此，中共實際上也已對上述

至少前兩個問題做了相當的應對：舉例而言，針對美軍介入協防的可能性，

共軍近來頻頻侵擾我防空識別區西南角，便被認為是意在搶佔反制美軍介

入台海衝突的重要戰術位置；針於我國國軍在防衛上的優勢，共軍則已開

始研究「從不同方向、不同地域、採用不同登陸方式」實施「全方位、全

時域、全空域登陸」。也就是說，我們對中共武力犯台的嚴峻程度仍不容

樂觀。取而代之地，我們應該積極地透過爭取其他國家的安全承諾、持續

增進自我防衛能力、維繫我國穩定地區局勢的國際形象等方式，以盡可能

地增加中共武力犯台的成本，從而降低其採取行動的可能性。另方面，我

國亦應謹慎、不躁進地處理兩岸矛盾，以免給了中共出兵台灣的藉口，並

削弱我國尋求國際社會協助的正當性。 

和平人人嚮往之，但其需要智慧方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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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也竭誠

歡迎回饋: star8903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