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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安全形势现状及走势

孙建中

自 1 9 4 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 ，

1

台湾当局依靠其残余的军队和美国的支持与中

国大陆形成军事对峙状态 ， 至今已持续半个多世纪 。 在蒋家父子统治时期 ， 台湾

为提高台军作战能力六次大规模调整 ，

‘

投人经费 1 〇〇〇多亿美元。 陈水扁上台后 ，

台湾当局继续推动军事改革 ， 不仅要进一步增强台军在两岸军事对峙中的支撑作

用 ， 而且还要将台军打造成为保护和支持
“

台独
”

势力的重要力量 。 与此同时 ，

大陆的军事实力也在不断提升 。 因此
，
两岸相对稳定的安全形势能否继续维持下

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一

、 海峡两岸军事力量对比

长期以来 ， 台军由于美国的支持而拥有优良的武器装备 ， 因而在与中 国大陆

的军事对峙中一直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 然而 ， 改革开放 3 0年来 ， 中国大陆经济

发展迅速 ，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 海峡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

（

一

） 近年来台军发展情况

陈水扁上台后十分重视台军力量建设 ，
竭力将其打造成＝ｆ

为一支坚ｗ卫
“

台独
”

路线和对抗大陆的军事力量。ｆ ｚ
建设

，
竭 力 将其 打

1
． 在军事转型方面 ，

积极推进军事体制改革 。 陈水扁 当ｆ
局先后制定了 《 国防部组织法 》 和 《 国防部参谋本部条例 》 ， 5 ．

抗大陆的军事力量 。

1 台湾包括台湾本岛 、 澎湖列岛 、 金门岛 、 马祖岛等 1 2 1 个岛屿
，
其中 2 5 个重要岛屿驻有军队。 参见库

桂生主编 ： 《 台湾年军事力量 》 ， 北京 ： 国防大学出版社 ，
2 0 0 0年版 ， 第 3

－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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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谋求建立
“

小而精 、 反应快 、 效率高
”

的现代化部队 。

1

 2 0 0 1年 ， 台军完成 《十

年兵力整建计划 》 和 《 国军军事组织及兵力规划案 》 （

“

精实案
”

） ， 军队人数

由 4 5 ．
2万人降为 3 8

．
5 万人 ， 其中陆军 1 9 ． 9万人 ，

海军 5 ． 6万人
，
空军 5 ． 5 万人 。

2

2 0 0 4年 ， 台军开始分两阶段推进
“

精进案
”

， 即 《兵力结构与组织精进 》 ，
全部

计划将在 2 0 0 8年底完成 ， 届时 台军人数将维持在 2 7
．
5万人 （ 编制员额 2 5 万人 、

维持员额 2 ． 5 万人 ） 的水平上 ， 实现减少指挥层级、 加快指挥速度 、 便捷后勤支

援 、 强化三军联合作战效能 、 降低兵力人数的全面转型 目标 。

3

 2 0 0 7年举行的
“

汉

光 2 3

”

演习是历届台军参演人数最多的
一

次 ，
共出动兵力 2 8 万人 ， 在

“

演习 目

的上 ， 强调三军联合作战 ， 突出展示台湾在相继完成
‘

精实案
’

和
‘

精进案
’

后

取得的成果 ， 向美Ｐ政界及大陆表明其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 。

” 4

2 ． 在军事战略 武器装备研制方面 ，
进一步突出其军事威慑效用 ， 努力做到

攻守兼备 。 陈水扁当局为凸显其与大陆对抗的决心 ，
将台军的军事战略由过去的

“

防卫固守 ， 有效吓阻
”

改为现在的
“

有效吓阻 ，
防卫固守

”

，
并力求

“

决战境

外
”

。 台军高层认为 ， 大陆解放军已具备封锁台湾及夺占外岛 的能力 ， 其组建的

六个导弹旅可对台湾发动五波次 、 连续十小时的饱和攻击 。

5

因此 ，
台军十分重

视攻防武器的研发 ，
不仅装备了

“

雄风
一

ｎ
”

、

“

雄风一瓜
”

以及射程超过 8 〇〇公

里的
“

雄风
一

ｈ ｅ
”

等系列型攻击导弹 ， 而且还拥有
“

天 弓一 1

”

、

“

天 弓
一

ｎ
”

和
“

天弓
一

瓜
”

等系列防空导弹 ，

6

并与其购 自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列共同构成了

比较完整的攻防系统 。

3
． 在作战训练方面 ， 强调以提高 Ｃ

4

ＫＩＳＲ 能力 为核心、 以有效阻止反
“

斩首
”

行动为主要作战内容 。 2 0 0 6年台军提出
“

五年兵力整建及实施计划
”

， 重点发展

资讯与电子战能力 、 反导弹能力 以及联合制岛 、 制海 、 制空能力 。

7

为预防大陆

解放军使用
“

斩首
”

作战模式 ， 台军高度重视反
“

斩首
”

作战行动 。
2 0 0 6 年 3 月 ，

台军成立第
一

个专门从事反
“

斩首
”

作战行动 的海军陆战队 6 6旅
，
平时负责大

台北地区的外围防卫 ，
战时负责台北中枢防卫 ， 是反

“

斩首
”

行动的主力
，
与

“

国安局
”

特勤中心和宪兵部队共同构成反
“

斩首
”

特种作战部队 。

8

在 2 〇〇 6 年的
“

汉光 2 2

”

演习 中 ，
台军动用兵力 1 0万余人 ， 共出动战机 2 5 0 架、 战舰 5 0 艘 、 战

1 王卫星 ： 《 台湾军事 》 ， 宁骚主编 ： 《 2 0 0 6
—

2 0 0 8年台海局势研究报告》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
2 0 0 6年版 ，

第 2 5 0 页 。

2 同上
，
第 2 4 9

—

2 5 0 页 。

3 台湾 ：
2 0 0 6年 《国防报告书 》 ， 第 8 4页。

＇

4 白光炜 ：

“

2 0 0 7
：

‘

台独
’

狂打军事牌
”

， 《环球军事 》 ，
2 0 0 7 年第 1 2 期

，
第 8 页。

5 黄跃荣 ：

“

2 0 0 6 年台湾军事情况评述
”

， 《 台湾研究 》 ，
2 0 0 7 年第 1 期

， 第 1 9 页。

6 白光炜 ：

“

2 0 0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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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打军事牌
＂

，
第 8
－

9页 。

7 黄跃荣 ：

“

2 0 0 6 年台湾军亊情况评述
”

， 第 1 7页 。

8 黄友牛 、 张雷 、 熊峰
：

“

炒作
‘

大陆军事威胁
’

，
加快

？

台独
’

军事冒险计划
一

2 0 0 6年台湾军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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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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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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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车 3 0 0 多辆 ， 重点演练了以反
“

斩首
”

为核心 内容的反空降 、 反纵深攻击、 城镇

攻防等主要科 目 。

1

目前 ， 台军已在台北的北 、 中 、 南三个作战区内各部署了一


■

个
“

特战群
”

， 并初步形成作战能力 。

2

4 ． 在战时动员方面 ， 推行全民防卫动员体制 。 台湾当局通过公开动员方式 ，

充分运用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心理 、 科技等总体力量 ，
以达到有效实施

“

有效吓

阻 ， 防卫固守
”

军事战略的 目标 。

3

1 9 9 9年 6 月 ， 台湾地区总人口 已近 2 2 0 0万人 ，

其中男性为 1 1 2 7 ． 3万人 ， 女性为 1 0 7 2 ． 6万人 ， 战时可征召服役的 1 8
—

4 5 岁男性

人口为 5 2 6 ． 3 5万
， 占全岛总人口 的 2 3 ． 9 2％

， 假如战时按照 5 0％ 的比例在适龄男

性中进行动员 ， 那么 1 9 9 9 年台湾可动员 的最高兵力为 2 3 0万人 ，
2 0 0 5 年可达 2 6 0

万
一

2 8 0万人 。

4

 2 0 0 7年 3 月 5 日
， 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

“

兵役法
”

（ 修正案 ） ， 将

预备役官兵服役年龄由 4 0 岁降为 3 6 岁 ， 使后备军人列管人数减少约 6 0万人〇
5

据

此可以推算 ， 当前台湾战时可动员兵力在 2 0 0万
一

2 5 0 万人之间 。

上述情况表明 ， 台军通过军事转型 ， 其人数虽然减少了约三分之
一

， 但战斗

力不仅没有削弱 ， 反而有所提升 。

（
二

） 台军与大陆解放军力量对比

中 国大陆军队规模现保持 2 3 0 万人 ， 其中包括陆军机动作战部队 1 8个集团

军 ，
海军的北海 、 东海和南海三个舰队 ， 空军的沈阳 、 北京 、 兰州 、 济南 、 南

京 、 广州 、 成都七个军区空军 ，
以及第二炮兵部队 ，

6

军队人数居世界第
一

。

1 ． 美国国防部对台海两岸军事力量的评估。 中国大陆地面部队共有 1 4 0 万人

（ 1 8个集团军 ） ，
坦克 7 0 0 0辆 ， 火炮 1 1 0 0 0 门 ， 其中部署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地面

部队共有八个集团军 ， 4 0 万人 ，
坦克 2 7 0 0辆 ， 火炮 3 2 0 0 门

；
台湾地面部队有三

个集团军 ， 1 3万人 ， 拥有坦克 1 8 0 0辆 ， 火炮 3 2 0 0 门 。 在空军方面 ， 中国大陆拥

有 1 2 2 5架战机 （包括战斗机、 轰炸机和运输机 ）
，
其中部署在台湾地区作战半径

以 内 的战机为 7 7 5架 （ 包括战斗机 4 2 5 架 、 轰炸机 2 7 5 架和运输机 7 5 架 ） ； 台军

战机总数为 3 7 0 架 ， 其中战斗机 3 3 0架 ， 运输机 4 0架 。 在海军方面 ， 中国大陆拥

有的主要海军舰只总数为 2 2 1艘 （ 包括驱逐舰 2 5艘 、 护卫舰 4 7艘 、 坦克耷陆舰

2 5艘 、 中型登陆舰 2 5 艘 、 柴电动力潜艇 5 3 艘、 核潜艇 5艘 、 海岸导弹巡逻艇 4 1

艘 ） ， 其中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共拥有 1 6 0艘 （ 包括驱逐舰 1 6艘、 护卫舰 4 0艘 、

坦克登陆舰 2 2艘、 中型登陆舰 2 0艘 、 柴 电动力潜艇 2 8艘 、 海岸导弹巡逻艇 3 4

1 黄跃荣 ：

“

2 0 0 6 年台湾军事情况评述
”

，
第 1 8 页 。

2 同上
， 第 1 7 页。

3 台湾 ：
2 0 0 6年 《 国防报告书 》 ， 第 2 2 4页 。

4 库桂生主编 ：
《 台湾军事力置 》

， 第 1 7 0
—

1 7 1 页。

5 白光讳 ：

“

2 0 0 7
：

‘

台独
’

狂打军事牌
”

， 第 7 页 。

6 中国国防部 ：
2 0 0 6 年 《中 国国防 白皮书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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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ａ

艘 ） ； 台湾海军共拥有 9 6艘主要舰艇 （包括驱逐舰 4艘 、 护卫舰 2 2艘 、 坦克登陆

舰 1 2艘 、 中型登陆舰 4艘 、 柴电动力潜艇 4艘 、 海岸导弹巡逻艇 5 0艘 ）。

表 1 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力置对比

中 国大陆地面部
ｆ台湾地面部队

＿

总计其中台湾海峡地区总计

现役军人


1 4 0 0 0 0 0


4 0 0 0 0 0


1 3 0 0 0 0

集团军 1 8 8
￣

 3

步兵师


2 5


9


0


步兵旅 3 3 1 2 1 3

装甲师 ／旅 9
—

 4 0

装甲旅 1 1 4

＾

5

炮兵师 3


3


0


炮兵旅 1 5


5


3


陆战旅 2
￣

 2 2

坦克


7 0 0 0
 ＾

2 7 0 0


1 8 0 0


火炮1 1 0 0 0 3 2 0 0 3 2 0 0


中国大陆空军
台湾空军

^

飞机总计其中台湾海峡地区总计
—

战斗机


1 5 5 0


4 2 5


3 3 0


轰炸机


7 5 5


2 7 5


0


运输机 4 5 0 7 5 4 0


．

中 国大陆海军台湾海军
￣̄

总计 ｜

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总计
—

驱逐舰 2 5 1 6 4

护卫舰


4 7


4 0


2 2


坦克登陆舰 2 5 2 21 2

中型登陆舰 2 5
￣



2 0


4


柴电动力潜艇 5 3 2 8 4

核潜艇 5
一

 0〇

海岸导弹巡逻艇
｜4 1 3 4 5 0

资料来源 ： 美 国 国防部 2 0 0 7 年 中 国 军 力报告 （ 英文版 ） 。

2 ．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 ｎｓｓ ＞ 对台海两岸军事力量的评估 。 英国 国际故略

研究所在其 2 0 0 6 年 《军事力量对比报告 》 中指 出 ， 中 国大陆人 口 为 1 3亿多人 ；

现役军人 2 2 5 ． 5 万人 ， 其中陆军 1 6 0万人 ， 海军 2 5
． 5万人 ， 空军 4 0万人 ；

2 0 0 4 年

ＧＤＰ 为 1 ． 6 5 万亿美元 ， 军费预算 2 5 0亿美元 ，
2 0 0 5年 ＧＤＰ 为 1

． 8 9万亿美元 ， 军

费预算 2 9 5亿美元 ，
2 0 0 6 年军费预算为 3 4 9亿美元 。

1

台湾人口为 2 2 9 0万
； 现役

1Ｔｈｅ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Ｉ 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 ｃ


Ｓｔｕｄｉ ｅｓ ， 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2 0 0 6
， ｐ

． 2 6 4 ．

2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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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 2 9万人 ， 其中陆军 2 0万人 ，
海军 4 ． 5万人

， 空军 4 ． 5 万人 ；
2 0 0 4年 ＧＤＰ 为

3 0 0 5亿美元 ， 军费预算 7 5 ．
2亿美元 ， 2 0 0 5年 ＧＤＰ 为 3 3 9 0亿美元 ， 军费预算 7 9 ． 7

亿美元。 2 0 0 6 年军费预算为 7 8 ． 6亿美元 。

1

表 2 2 0 0 6 年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实力对比



中国大陆
＾＾

人口
＿

 1 3 亿多 2 2 9 0 万
＿

军费预算 3 4 9亿美元
＿

 7 8
．
6 亿美元



现役军人
 2 2 5 ． 5 万人 2 9 万人

—

＾

陆军 1 6 0万人 2 0万人

海军 2 5 ． 5 万人 4 ＿ 5万人
＿

空军 4 0万人


4 ． 5万人


资料来源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

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Ｍｉｆｉｔａｒｙ ｊＢａｉａｎｃｅ 2 0 0 6 ．

根据美国国防部和英国 国际战略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
我大陆在海峡两岸

们可以容易地得出结论 ， 大陆在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中 的军事力置对比中明

明显 占据数量优势 。显占据数量优势。

二 、 美国与台海军事力量对比

台湾问题虽为中国内政 ， 但美国深度介人 。

（

一

） 美国深度介入台湾问题的战略意图

美国深度介人台湾问题与其高度重视东亚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 ， 因为台湾

作为东亚的一部分是美国大战略 （ 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的重要内容。 美国学者克利斯

托弗
？ 莱恩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
ｈｅｒＬａｙｎｅ）认为 ， 自

“

二战
”

结束以来 ， 美国的大战略要求
“

美国在北美洲之外的西欧 、 东亚和波斯湾三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积极建立霸

权 。

” 2

因此 ， 西欧 、 中东和东亚作为在经济 、 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上对美国

至关重要的三个地区
，

一

直是支撑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支点和美国建立全球霸权

的重要基础 。 而美国在东亚地区
“

传统的外交政策 目标有三个方面 ：

一是促进政

治民主和 自 由 ；
二是推动 自 由贸易和 自 由经济 ；

三是稳定区域安全 。

” 3

当前 ， 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 ，

“

维持两岸
‘

不统不独不战
’

状态 ，

利用台湾在战略上 、 军事上牵制中国
”

。

4

美国这种
“

以台制华
”

的做法是其
“

离
■＊

1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Ｉ 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ｆｏ 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 ｉ ｃ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2 0 0 6
，ｐ

．  2 9 2 ．

2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ｒ Ｌａｙ
ｎｅ

， ＴｈｅＰｅａｃｅ ｏｆ Ｉｌｌ
ｕｓ

ｉ
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 
ｆｒｏｍ1 9 4 0 

ｔｏ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Ｃｏｒｎｅｌ ｌ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2 0 0 6

， ｐ ． 3 ．

3 朱锋 ： 《 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 》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 0 0 7 年版
， 第 5 6 6页 。

4 傅梦孜 、 牛新春 、 郭拥军 ： 《 台美关系 》
， 宁骚主编 ：

《 2 0 0 6— 2 0 0 8 年台海局势研究报告 》
，
第 2 1 2 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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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酬圓賺

ｇＭＨｇ岸平衡战略 （ 〇ｆｆ－

ｓｈ〇ｒｅｂａｌａｎｃ 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

的重要内容之一 ，

台海问 题

＇

上的基本
“

事实上 ， 中美建交以后 ， 美国一直在两岸关系中扮演
‘

平衡

＾度是
“

维持两岸
者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ｒ ） 的角色 。

”
1

相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
至少在中

？美利益超越美台利益之前 ， 美国
＇

的这种角色不会发生重大改

ｍ自胃 ；
变 。 只要

“

美国对两岸的双轨政策或平衡者的角色不变 ， 恐

军 牵 制
怕很难预计美国会支持台湾独立

”

。

2

＾尽管如此 ， 美国因素的介入 ， 加上台湾 自身的力量 ， 使
°

得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与评估十分复杂和不确淀 ，
因为

《与台湾关系法 》 规定了美国政府向 台湾当局军售的义务 ， 而 《加强台湾安全法 》

则授权美国政府可以依据 自身对海峡两岸军事力量对比形势的判断随时向台湾出

售武器装备 ，
以弥补台湾军事力量的不足和缺陷 ， 恢复两岸军事力量平衡。 因

此
，
美国可以利用这两个法律向 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 ，

随时对两岸军事力量对

比的态势施加影响 。

表 3 2 0 0 0
—

2 0 0 4 年美国对台湾军售物资和服务情．

况

估价
通知时间重要项目或服务 （通常是一揽子通知 国会 ），

—

、



（ 百万美兀 ）

2 0 0 0年
｜

3 月 2

￣

1

＂

为 ＴＰＳ－ 5 7 组合系统所使用的 ＴＰＳ－ 4 3 防空雷达升级
＾

 9 6

3  2 日 霍克 （ ＨＡＷＸ ） 防空雷达．

1 0 6

6 月 7 ｆ Ｆ－ 1 6 战机
“

导航者神射手
”

导航及瞄准荚舱 2 3 4

月  7 日Ｆ－ 1 6
战机ＡＮ／ＡＬＱ

－

1 8 4ＥＣＭ座舱 1 2 2



．

 9 月 2 8 日 ｉ ｌ 0 9Ａ 5 榴弹炮 、 1 5 2ＳＩＮＣＧＡＲＳ无线电系统
＿

 4 0 5



9 月 2 8 日 ｉＣｌ 6 战机挂载中程空对空导弹 1 5 0

9 月 2ｉｌ

￣

ＲＧＭ＿ 8 4Ｌ 鱼叉式反舰导弹 2 4 0
￣

＾
￣

2 8 日 改进的移动通信辅助系统 （ ＩＭＳＥ ） 5 1
＿

年Ｈ
’

将航母 、 战舰和地面基地联结起来的 5 0 套联合战术情
￣^

牛 5
报分发系统 （ ＪＴＩＤＳ ） 终端 （

Ｌｉｎｋ－ 1 6 的
一种 ）



9 月 5 日 为装备 Ｆ－ 1 6 战机的 4 0枚小牛式空对地导弹 1 8
＿

丨 1 0 月 2 6 日 4 0套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系统
—

5 1

1＾3 0 日 Ｆ
－

5Ｅ ／Ｆ
、
Ｃ－ 1 3 0Ｈ、

Ｆ－ 1 6 和经国号战机的后勤支持零件 2 8 8

2 0 0 2年 6 月 4 日ＡＮ／ＭＰＮ－ 1 4
？空中管制雷达
ｌｊ〇 8


9 月 4 曰 1 ＡＶ 7Ａ 1 进攻性两栖战车 2 5 0

ｎＨＱ
战机 、 雷达系统、 ＡＭＲＡＡＭＳ 和其他系统的维持材料和

9 月 4 日

，件
1 7 4

月 4 日 1 8 2 枚 ＡＩＭ －

9Ｍ－ 1 ／ 2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3 6


9 ．月 4 日 4 4 9 枚 ＡＧＭ－ 1 1 4Ｍ 3 地狱火 －

ＩＩ 型反装甲 导弹


6 0

1 朱锋 ： 《 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 》
，
第 5 5 9 页。

2 同上 ， 第 5 7 6页。

2 8 0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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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ｌＯ月 1 1 日
｜

2 9 0枚 Ｔ 0Ｗ－

2 Ｂ反坦克导弹
■

｜ 1 8

1 1 月 2 1 日 4艘基德级驱逐舰 8 7 5

2 0 0 3 年 9 月 2 4 日 多功能情报分发系统 （为博胜案中的数据链系统升级 ） 7 7 5

—

2 0 0 4 年
｜

3 月 3 0 曰
｜

超高频远程早期预警雷达 1 7 7 6

资料来源 ： 张清敏 ： 《 ．美 国对台 军 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 》 ，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2 0 0 6 年版 ， 第 4 3 7
—

4 3 8 页 。

（ 二 ） 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

冷战结束后 ，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 ，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急剧上

升 。

“

9
，

1 1

”

事件后 ， 美军加速推进军事转型进程 ， 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 2 0 0 4年

8 月 ， 美国总统布什宣希实施
“

全球兵力调整计划
”

， 美军战略重点开始向亚太

地区倾斜。 美军调整亚太兵力部署 ，
旨在强化以 日本为主的东北亚基地群 、 规划

关岛为太平洋中继据点 ， 并在东南亚 、 南亚与大洋洲分别建立军事合作体系 ， 连

接太平洋 、 印度洋基地群 ，
延伸亚太战略防线 ， 并建立快速机动打击战力 ， 以有

效因应亚太地区的潜在危机 ，

1

其中台湾和朝鲜半岛问题是重点所在 ， 矛头明显指

向正处于
“

战略十字路口
”

的中 国和俄罗斯。

目前 ， 美国现役军人总数为 1 3 8 ． 9万人。 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总兵力为 1 3 ． 6

万人 （ 包括关岛 、 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 ， 其中 ，
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 （关岛及其

以西太平洋地区 ， 但不包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 的总兵力为 8 ． 5万人 。 具体部署

情况如下 ： 韩国约 2 ． 9万人 ，
日本约 3 ． 5 万人 ， 关岛 3 0 0 0多人 ， 新加坡及东南亚

驻有少量兵力 。 此外 ， 司令部设在 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拥有 1 ． 6万人 ，

下辖 3 4 艘舰艇
，

2

其中包括一艘航母 。

鉴于此 ， 衡量海峡两岸军事力量不能仅仅依据大陆解放军和台军的简单对

比 ，
还必须将美国对台军售和美军在太平洋的军力 以及美 日 同盟等相关因素考虑

进去 ， 因为这些因素特别是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使得台海两岸军事力量的

实际对比呈现两重性 ：

一

是在纯粹的两岸军事力量对比中 ， 大陆占据优势 ；
二是

将美国因素添加进来后 ，
大陆在两岸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失去优势地位 。 这种形势

不仅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 而且还会鼓励
“

台独
”

势力铤而走险 ， 不时

地挑衅
“
一个中国

”

原则 ， 正如美国的中 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将 美 国 因 素 添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Ｇ ．Ｌ 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 所言 ，

“

现在
‘

台独
’

势力相信两点 ： 加进来后 ， 大陆在

第
一

， 大陆不敢打台湾 ， 大陆没有打台湾的实力 ； 第二 ，
无 两岸 军事 ＾量的对

论发生什么情况 ， 美国都会
‘

协防
，

台湾 。

” 3

比中失去优势地位。

1 台湾 ：
2 0 0 6 年 《 国防报告书 》 ， 第 3 2 页 。

2 参见王勇主编 ： 《美国军力最新评估 》
，
北京 ： 国防大学出版社

，

2 0 0 7年版
，
第 3 6 6－3 6 8 页。

＇

 3 刘建飞 ：
《大博弈 》

，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 0 0 5 年版 ， 第 1 7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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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ｗ ．邊Ｔ

三、 台海安全形势未来走向

ｍ观上看 ， 台海军事对峙实际上是部分与全体 、 局部地区与国家整体之间

的对抗。 因此 ， 根据整体实力通常大于局部实力的原理
，
有理由认为 ， 海峡两岸

之间的军事对峙最终将以整体战胜局部而告终。

（

一

） 两岸经济发展趋势总体上对中国大陆越来越有利

在两岸经济实力对 比及其发展趋势方面 ，
1 9 9 9年大陆 ＧＤＰ 为 1 万亿美元 ，

台湾 2 9 0 8亿美元 ， 两者相差 3 ． 4倍 ；
ｊＯＯＧ年 ， 大陆 ＧＤＰ 为 2

．
5 8万亿美元 ， 台湾

为 3 7 0 4 亿美元 ，

2

两者相差近七倍 ；
预计 2 0 0 7年大陆 ＧＤＰ将突破 3万亿美元 ， 而

台湾 ＧＤＰ 不会超过 4 0 0 0亿美元 ， 两者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 。

与此同时 ， 两岸经贸关系 日趋密切 ， 形成相当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 ， 台湾在

经贸方面对大陆的依赖程度逐年提高 。 2 0 0 6 年 ， 两岸贸易总额为 8 8 0 ． 3亿美元 ，

大陆对台湾的出 口 和进 口贸易额分别为 2 0 7 ． 3 亿美元和 8 7 1 ． 1 亿美元 ， 台湾对大陆

的贸易盈余高达 6 6 3 ． 8亿美元 。 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 口市场和顺差来源地。

3

这些数据说明大陆优势越来越明显 。 在这
一

趋势的拉动下 ， 两岸在军费开支

上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
2 0 0 7年中国大陆军费预算为 3 5 0 0亿元人民币 ， 约 4 5 0亿

美元 ， 台湾为 3 2 3 5 亿元新台币 ， 不足 1 0 0亿美元 。

4

尽管 2 0 0 8 年台湾军费预算达

到 3 4 9 5亿元新台币 ， 约 1 0 5 亿美元 ， 首次上升到台湾 ＧＤＰ 的 3％ ， 但仍远远落后

于大陆 。

表 4 2 0 0 2
—

2 0 0 7 年台湾海峡两岸军费预算对比 （ 单位 ： 亿元 ）

年份中 国大陆台湾



2 0 0 2


1 0 0 7 ． 7 8


2 6 0 4




2 0 0 3


1 9 0 7 ． 8 7


2 5 7 2




2 0 0 4


2 1 7 2 ． 7 9


2 6 4 1





2 0 0 5 2 4 7 4 ． 2 8


2 5 8
￡



2 0 0 6


2 8 3 8


2 5 2 5




2 0 0 7


3 5 0 0


3 2 3 5


，

资料来源 ： 1 ． 台 湾 2 0 0 6年 《 国防报告书 》 。 2 ． 白光炜 ：

“

2 0 0 7 ：
‘

台独
，

狂打 军事牌
”

，

《环球军事 》 2 0 0 7 年 ， 第 1 2 期 。

1 李微明
：
《 台湾局势总论 》

，
宁骚主编 ：

《 2 0 0＾－

2 0 0 8
￥
台海局势研究报告 》

， 第 2 页。

2 朱磊 、 祝斌 ：

“

2 0 0 6 年台湾经济和两岸经贸回顾与展ｋ
“

， 《 台湾研究 》 ，

2 0 0 7 年第 1 期
， 第 6 页 。

3 同上
， 第 8￣ 9 页。

4 美国 中央情报局认为 中国大陆 2 0 0 7年的军事预算高达 8 5 0亿一 1 2 5 0 亿美元。 参见美国国防部 ：
2 0 0 7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报告 》 （ 英文版 1 。

2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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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总体上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大陆

在国际环境方面 ， 美国 国际影响力的相对削弱 ， 经济全 ．

一 旦 中 美 利 益

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进程的加快 ， 反恐 、 气候变化 、 环境 明显超越美台利益 ，

保护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日益突出 ， 都有利于中国提升其在东 美 国 的 实用主义 思

亚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 有利于中 国在国际社 维和 逻辑必将推动

会中充当
“

利益攸关者
”

的角色 。 这势必导致中美共同利益 其在海峡两岸 问题

的不断扩大和美台利益的相应缩小 。

一

旦中美利益明显超越 上 的政策 发生重大

美台利益 ， 美国的实用主义思维和逻辑必将推动其在海峡两 变化 。

岸问题上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

但是 ， 在中美利益与美台利益的天平发生实质性倾斜之前 ，
台湾问题仍充满

很大变数 。

“

台独
”

势力在这一历史性
“

转折点
”

到来之前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

进行挑衅
，
千方百计打断对中 国有利的和平发展进程 。 这种可能性严重存在 。 尽

管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再强调 ，

“

如果台湾挑衅现状 ， 宣布
‘

独

立
’

， 美国不会承认
，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不会承认 ， 所以它宣布

‘

独立
’

没有

意义
”

，

1

但是 ，
中美两国政府对此应高度重视 ， 应及早建立管控台海局势的常设

机制 ， 坚决防止出现被
“

台独
”

势力牵着鼻子走的不正常现象 ， 避免大国政治悲

剧在中美之间重演 。

总之 ， 国家统
一

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标志 ，
同

时也是获取其他世界大国认同其大国地位的资格证书 。 可以肯定的是 ，
未来无论

是两岸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较量还是国际关系多极化进程均会形成对中国大陆总体

有利的基本战略态势 ， 其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主导权也将不断增大 ， 因此 ，
也更 ．

加有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

（ 作者单位 ？

？ 解放军某部 ）

1 刘建飞 ： 《大博弈 》 ， 第 1 6 3— 1 6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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