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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基層幹部對中共核武發展與核武政策基本認識之研析 

作者簡介：陸軍步兵備役上校張錫浩，陸軍官校71 年班，歩校

正規班77 年班，陸軍指參學院81 年班，國立政治大學戰略與國際事

務碩士；曾任排、連、營長、大隊長；國防部組長、副處長。 

提要 

中共為當今世界五大法定核武國之ㄧ，中共武裝部隊規模龐大並

配備核武，雖然許多亞洲國家的軍隊較中共人民解放軍現代化，但是

沒有一個國家的規模與中共人民解放軍一樣龐大，亦無部署及運用核

武戰略之作戰構想，中共核武發展加深了各國的疑慮。中共戰略核武

部隊，包含中共所謂二砲部隊、核動力攜帶核武器潛艦與空軍配備核

彈頭的轟炸機三者。 

 

中共開始研發彈道飛彈緣起於1950 年代，其主要受到美國核武

威脅。經過多年火箭技術發展，完成東風系列飛彈。所謂東風型，乃

中國當年取意是「東風壓倒西風」之意。意旨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

國主義的力量佔有壓倒的優勢。故發展的彈道飛彈以「東風」命名，

代號DF為羅馬拼音縮寫（Dong Fong），西方取名為CSS（China 

Surfaceto Surface）。 

 

中共發展核武目的是先求有嚇阻的武器，一開始時，中共彈道飛

彈數量上的不足，故以敵方人口密集的城市等軟性目標為對象，只要

能將核彈投送到敵境，即達到核嚇阻目的。 

 

2005 年7 月中共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宣稱「中國可能

在台海衝突使用核武對付美國」的一席談話，證明中共核武實力進步，

「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可能有一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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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共開始研發彈道飛彈緣起於1950 年代，其主要受到美國核武

威脅。經過多年火箭技術發展，完成東風系列飛彈。所謂東風型，乃

中共當年取意是「東風壓倒西風」之意；毛澤東在1957 年11 月，發

表《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提出，意旨社

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有壓倒的優勢。故發展的彈道飛

彈以「東風」命名，代號DF 為羅馬拼音縮寫（Dong Fong），西方取

名為CSS（China Surface to Surface）。並且是戰略飛彈與核武器

兩者同時進行研發。中共於1964 年6 月20 日成功的試射第一枚中近

程飛彈，同年10 月16 日，第一枚原子彈也試爆成功；至於中、遠程

與洲際彈道飛彈研發成功，則歷時15 年。 

中共發展核武目的是先求有嚇阻的武器，一開始時，中共彈道飛

彈數量上的不足，故以敵方人口密集的城市等軟性目標為對象，只要

能將核彈投送到敵境，即達到核嚇阻目的。至今已有射程可達1 萬

2,000 公里的東風41 型飛彈，即使在中國大陸內陸發射，全世界除

部分南美地區與非洲極西海岸地區外，中共戰略核武彈道飛彈攻擊射

程均可涵蓋。因此，對全球戰略威懾確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中共亦為當今世界五大法定核武國之ㄧ，中共武裝部隊規模龐大

並配備核武，雖然許多亞洲國家的軍隊較中共人民解放軍現代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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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一個國家的規模與中共人民解放軍一樣龐大，亦無部署及運用

核武戰略之作戰構想，中共核武發展更加深了各國的憂患意識。 

貳、中共戰略核武部隊 

中共戰略核武部隊，包含中共所謂二砲部隊、核動力攜帶核武器

的潛艦，與空軍配備核彈頭的轟炸機三者。所謂「二砲」是周恩來，

為了將這新部隊與「人民解放軍」既有砲兵部隊加以區分，親自將飛

彈部隊領導機構定名為「第二砲兵」，簡稱「二砲」。 

另解放軍積極籌建戰略核武力量中的海基及空基之能力，海基因

配合中共海軍藍海政策，已於2007 年完成乙艘「晉級」核艦094 型

建造，約建造5 艘；美方研判每艘可配備16 枚巨浪2 型彈道飛彈，

每枚可攜3 核彈頭，射程超過8,000 公里，整體戰力可與美國「俄亥

俄」級潛艦匹敵，9惟巨浪2 型研發並不順遂，且有多次試射失敗紀

錄，故至今尚未部署，何時服役遙遙無期。10所以中共除陸基較具威

脅規模，雖然核武規模不大但卻有驚人的作戰能力；海基、空基作戰

威脅仍需一段時日。 

早在1956 年毛澤東曾指出；「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砲，

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不要受人家欺負，就不能

沒有這個東西」。鄧小平亦曾指出；「如果六０年代以來中國就沒有

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影響的大國，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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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應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中共於1964 年首次試爆核武器成功，

1967 年又試驗氫彈成功，1970 年發射人造衛星成功，接著於1971

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代表中國的席位。戰略核武為中

共保衛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即使超強的美國也不得不重視中共在國

際上的地位。 

中共以「二砲」擔任遂行核反擊戰役，以戰略核飛彈突擊對方重

要戰略目標達成戰略目的；遂行常規飛彈突擊戰役，以常規飛彈突擊

對方重要戰略、戰役目標，達成預定的戰役目的。「二砲」核反擊戰

役的主要任務是：對敵方重要的戰略、戰役目標實施核反擊，癱瘓其

指揮系統，削弱其戰爭權益，挫敗其戰略企圖，動搖其戰爭意志。 

1985~1987 年間中共進行裁軍，裁減一百萬兵力，唯獨「二砲」層級

提升為與陸、海、空三軍平行的第四軍種，並與空軍戰略轟炸機部隊、

海軍核潛艦部隊合為「三位一體」之戰略打擊部隊。有關中共戰略打

擊部隊組織體系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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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中共戰略打擊部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軍事科學院外軍部《年鑑》編輯部編輯，《世界軍事年鑑1998》（北

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 年12 月），頁93~94。（原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

於1998 年4 月配合「九五計畫」需要，組織調整至國務院。 

參閱2002 中共年報4-209 頁） 

一、二砲部隊 

中共中央委員會與毛澤東於1966 年6 月，批准砲兵司令員吳

克華建立戰略飛彈部隊領導機關的建議，並決定以原先中國人民

公安部領導機關及中央軍委會的砲兵領導機關合併成為一個新

的地對地戰略飛彈部隊領導機關；並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籌

建工作，為了將這新部隊與「人民解放軍」既有砲兵部隊加以區

分，周親自將飛彈部隊領導機構定名為「第二砲兵」，簡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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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同年7 月1 日，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二砲兵領導機構也正式

在北京成立，二砲部隊成立之初就同時擁有傳統飛彈與配備核彈

頭的飛彈。1968 年，二砲的團級單位已經區分為近程飛彈、中

程飛彈、遠程飛彈及洲際飛彈部隊，可是中共到了1980 年才成

功地試射洲際彈道飛彈。 

解放軍第二砲兵，是以地地戰略飛彈為主要裝備的兵種。其

擔負核反擊戰略作戰任務，是戰略的主要打擊力量。中共的飛彈

區分戰略飛彈、戰役戰術飛彈二種類型；中共的戰略飛彈部隊即

為「第二砲兵」。第二砲兵是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的，備配地對

地中程飛彈、遠程飛彈和洲際飛彈執行作戰的核戰略部隊。後者

戰役戰術飛彈為M族中M-7、M-11 飛彈，射程概約300 公里，屬

近程機動飛彈；中共解放軍中射程低於300 公里飛彈劃歸中共陸

軍，在各軍區及部份重點集團軍，都編配有一個「傳統戰術導彈

旅」，射程高於300 公里飛彈則歸隸中共二砲。中共編制有完整

之地對地戰略彈道飛彈部隊，包括「二砲」（配備東風系列戰略

飛彈）及地對地戰術飛彈部隊（配備M 族戰術飛彈）。（中共二

砲部隊指揮架構如圖-2、中共二砲部隊臂章如圖-3） 

中共二砲司令部位於北京北郊的清河；另在陝西寶雞設有一

預備指揮所。二砲司令部除司令部單位外，還有政治部、後勤部



ISSN2221-8319 

第 187頁，共 209頁 

與技術裝備部，業務主管均為「人民解放軍」少將。 

圖-2 人民解放軍二砲部隊指揮架構圖 

 
資料來源：參閱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高一中譯，《現代化中 

共軍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4 月），頁236。 

圖-3 中共二砲部隊臂章 

 
資料來源：胡錦濤考察二砲機關 強調加緊做好軍事鬥爭準備－http:// 

news.sohu.com/20060628/n2439918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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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軍核動力潛艇部隊 

海軍核動力潛艇部隊的成立，緣起於1958 年6 月27 日，聶

榮臻上書毛澤東一份「關於開展研製彈道原子潛艇的報告」，毛

也批准這份報告，成為中共發展核動力潛艇的濫觴。中間歷經漢

級與夏級研製；不過遲至1988 年9 月15 日，中共才首次在夏級

潛艇成功試射巨浪一型飛彈。 

為了滿足新一代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艇需求，中共決定興建4~6 

艘第二代094 型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艇；094 型潛艇每艘可攜帶16 

枚巨浪二型飛彈，每枚可攜行3~6 個彈頭。（美國民間智庫「國

際評估與戰略中心」專家費雪禮則研判為12 枚） 

21 世紀初，中共的潛艇核子戰略打擊部隊將汰換目前使用的

核潛艇。在質的方面，除了積極改善在水中隱蔽性、對敵的偵測

能力、操作的安全性、以及整體作戰能力外。在量的方面也作了

大幅度的提升，目前規劃的編組是以6~8 艘的戰略核潛艇（每艘

潛艇可發射16枚的多彈頭飛彈），作為二次報復打擊的骨幹武力，

再搭配12~16 艘核子攻擊潛艇（可發射潛射型反艦飛彈及遠程巡

弋飛彈），構成中共水下核子戰略打擊部隊的主力。 

中共094 型核子動力潛艦已於2006 年7 月正式服役，中共將

取得安全的第二擊核子攻擊戰力，並藉此來支持中共的核武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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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嚇阻美國協助防衛台灣，將使得美國防衛台灣更形困難。

其配備16 枚巨浪-2 型多彈頭潛射飛彈，能同時打擊48 個目標

（以3 個分導彈頭計），使其擁有涵蓋整個歐亞大陸、澳洲與北

美的核打擊能力，一艘094 型核子動力潛艦戰力等同四艘夏級戰

略飛彈潛艦。 

美國眾院在1999 年所提出的「美國國家安全和軍事商業顧慮」

報告中曾指出，中共的新型飛彈可能使用了竊自美國的彈頭科技。

該份報告中說，巨浪-2 型飛彈射程將超過東風31 型，達到1 萬

2,000公里，足以攻擊美國全國各地的目標。（ㄧ般推測射程為

8,000 公里，在大陸沿岸及可攻擊美國本土部分目標，如航行至

庫頁島東北方，其飛彈射程即可涵蓋美國本土的四分之三）中共

目前正積極擴充潛艦部隊，基於汰換老舊潛艦與逐步建立對美、

日介入台海力量的水下嚇阻能力。戰爭中，中共潛艦是具備遠程

投射能力的海上力量，且能阻止美、日增援台灣。（圖-4 中共

潛艦鎖台環海16 區伏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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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共潛艦鎖台環海16 區伏擊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2005 年3 月20 日，版A5。 

三、空軍戰略轟炸部隊 

1965 年5 月14 日的第二次原子彈試驗，中共成功運用一架

轟-6機以空投方式完成任務。由於第一代飛彈的精準度不佳，空

投式核彈平台轟炸機對中共維持核武嚇阻能量是相當重要的，中

共前十一次的核彈試驗中就有七次是以空投方式為之。 

中共也一直尋找替代機種，經中共軍方評估最合適發展為其新一 

代空基核打擊能量是蘇愷-30，不論其作戰範圍、機載彈藥重量及最 

高升限都較轟-6 機為優。2003 年初中共又訂購兩種蘇愷-30 升級版

戰機：蘇愷-30MK2 以及蘇愷-30MK3 的軍購案。不過目前仍未知替代

機種蘇愷系列戰機是否已改裝具攜行核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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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冷戰後中共核武發展特徵 

冷戰時，世界局勢由美、蘇兩大陣營對峙，代表自由與共產 

兩大集團。中共早期是向蘇聯靠攏，故早期中共核武發展是在蘇聯協

助下進行。中共在1963 年決定八年內研製四種不同彈道飛彈（八年

四彈）。一般而言，中共近程飛彈多為常規部署與運用，但也不能否

認，必要時不排除換裝核彈頭；這類型飛彈亦就是1996 年台海飛彈

危機中M 族系列型飛彈，主要有M-9（CSS-6）、M-11（CSS-7）以及

M-18（CSS-11）三種。「M」指的是外銷型式，其中M-9 飛彈射程可

達600公里，最可能攜帶核彈頭。 

中共二砲部隊目前快速增加其近程飛彈數量，主要是針對台 

灣部署，且聲稱二砲近程飛彈的訓練朝瞬間密集攻擊的方向發展。由

於飛彈數量大增，攻擊密度提高也是發展趨勢，藉以達到「綜合火力

癱瘓」目的，為了提高戰場生存能力，中共近來持續增加鐵路機動演

訓與機動發射。解放軍二砲部隊裝備多種型號的地地戰略彈道飛彈與

戰役戰術飛彈，包括近程飛彈、中程飛彈、遠程飛彈、洲際飛彈（中

共各型飛彈示意圖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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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共各型飛彈示意圖 

 

資料來源：21 世紀初期中國軍事力展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cross-strait/PRC-outlook.h

tm-2006/7/29 

一、中共核武發展特徵 

1991 年第一次波灣戰爭，以西方為主的多國聯軍以外科手術

方式進行戰事，不但掌握戰場的主動權而且嚇阻敵人心理。解放

軍深切檢討，並考量爾後美國干涉台海軍事衝突可能性，面對超

強的美軍高科技武裝部隊，解放軍明顯居於劣勢，如要與美國奮

力一博，只有在其遠距精準打擊能力方面一途。因此，戰略核武

飛彈實力的提升，已成為解放軍軍事現代化最重要一環。 

中共非常倚重二砲部隊進行對敵嚇阻、脅迫及遠距非接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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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目前正擴張數量有限的核子彈道飛彈，大力研製遠程攻艦或

攻陸型巡弋飛彈，作為其對抗軍事強權的「不對稱作戰」軍事武

力憑藉，並部署於東南沿海為主。中共軍事由於刻意保密與不透

明化，所以各個機關、學術研究或專業刊物，都有不同解讀與部

署數量。以下試以各方數據資料來研判其發展特徵： 

(一)中華民國領導人：陳前總統水扁先生接受英國金融時報

專訪曾表示，近來中國部署瞄準台灣的導彈數量增至1,328 枚，

而且只會愈來愈多。 

(二)《漢和防務評論月刊》： 

1.美國National Air Intelligence Center 認為中共在

1998 年大約部署了25 枚DF-5、DF-5A。 

2.美國科學家協會（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情報認為1990 年代中期以後在湖南通化至少部署了兩

個新的DF-5 洲際彈道飛彈旅。每個洲際彈道飛彈旅部署10 

枚飛彈，以25 枚DF-5 數字計算，目前可能達到3 個 DF-5 旅

的規模。 

3.另DF-31、DF-31A 台灣軍事情報部門聲稱裝備DF-31 的

三個發射旅為806 旅、813 旅、820 旅；但是要證實這些情

報管道目前仍是非常有限。以25 枚DF-5、20~30 枚DF-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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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枚巨浪2 型洲際彈道飛彈計算，洲際彈道飛彈的核彈頭數

量大約有66 至288 個彈頭。 

其落差的數量，主要是不瞭解DF-5A 未來是否會配備美方

情報部門所稱的6 個分導彈頭，美方還認為DF-31 未來至少

可配備3 個分導彈頭。 

(三)著名NTI 機構研究：中共戰略核彈頭數量雖在1990 

年代中期有明顯增加，自1988 年至1994 年期數量達到最高

峰計有435 枚；但自1995 年降至425 枚，1996 年至2005 年

保持在400 左右；另陸基約118 至120 枚、海基與空基約30 

枚。根據美國NTI 的資料，中國擁有18~20 枚洲際彈道飛彈，

其中13 枚瞄準美國，5 枚瞄準週邊國家。 

依上述資料分析可知，中共在第一次波灣戰爭後之1992~1995 年

間，核武數量與戰術核武數量都達到最高峰，分別為435 枚與150 枚，

其後並無再攀升，甚至減量至400 枚與120 枚。但近程飛彈，卻以每

年近100 枚數量增加，中共已在面對台灣地區部署了大約1,000 多 

枚近程彈道飛彈，其針對台灣的意涵顯而易見。 

中美之間核實力仍有相當差距，大多數有關中共核力量評估的資

料都顯示中共目前最多擁有20 枚左右可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

飛彈（ICBM），而美國則擁有大約6,000 枚。如此懸殊的力量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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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以軍備競賽方式提升本身核實力，恐重蹈前蘇聯覆轍而一蹶不

振。 

綜合上述資料研析中共核武發展特徵如下： 

ㄧ、近程飛彈快速成長，主要在兩岸間對台灣維持高軍事嚇阻壓

力，以防獨促統。 

二、洲際戰略核武器維持一定數量，代表著是在國際上維持大國 

形象與保有國際舞台上發言權。 

三、洲際戰略核武器不盲目追求量的成長，是避免步上前蘇聯後 

塵，造成經濟上無法負荷，甚至造成政權垮台。 

四、洲際戰略核武器不追求量的成長，政治上，可能有消弭近年 

來「中國威脅論」政治意涵。 

五、中共在彈道飛彈方面發展重點為「一長一短」；「一長」就

是用於針對美國的遠程、洲際彈道飛彈；「一短」就是用於嚇阻

台灣的近程彈道飛彈；洲際彈道飛彈方面，以尋求擴張戰略核武

力量，東風-31 型原設計射程為8,000 公里，為求射程及於美國

全境，經改良為甲型增程彈，最大射程可達1 萬0,600 公里。 

六、積極研製094 核彈道飛彈潛艦，預計一艘可配備12 或16 枚

飛彈。與其搭配的巨浪-2 型則為東風-31 型的潛射衍生型，最

大射程也可達1 萬公里，以確保可信第二擊報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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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訊化與中共核武發展 

1990 年代以後，國際上發生較具規模的區域戰爭，具有代表 

性者為兩次波灣戰爭與科索沃等，聯軍運用高科技與遠距精準炸彈，

實施外科手術方式進行戰事，迅速贏得戰爭，這使各國爭相研究與推

動軍事事務革新，並以資訊化為重點，改造組織來提升戰力。 

西方世界稱之為軍事事務革命，中共稱之為「新軍事變革」。 

現今軍事事務革命被認為包含許多面向，但基礎在於將資訊技術應用

於戰場與現代戰爭中。網路空間係一項重要作戰領域；而現今的軍事

事務革命主要是與運用衛星、電腦與各種資料鏈所進行的資訊戰

（Internet War，IW）新戰場有關。電腦與衛星已將戰爭推向一個新

境界的資訊時代，其所謂革命性的改變，除改變傳統作戰型態，也將

現代化軍隊朝向「完整的戰鬥空間覺知」境界。 

中共體認美軍於伊拉克戰爭所展現的新軍事變革成效，現代 

戰爭型式由機械化時代轉向數位化、資訊化時代，其基礎是先進的科

學技術，核心是制信息權和制空權。軍用與民用技術間的界限已被打

破，國防建設也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軍事事務革命影響 

中共「新軍事變革」主要表現在解放軍綜合戰力提升上，以

技術為推動核心，1994 年擬定「九五計劃」和2010 年願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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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把注重「質量建軍」、依靠「科技建軍」納入今後軍隊和國

防建設的指導原則，以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作為中共軍隊發

展長期目標。 

受到「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趨勢和美軍部隊從1991 年迄今壓倒性戰鬥效能的影響，中

共軍事專家們在軍事現代化議題上分成三大學派「人民戰爭學派」

（People’s Warschool）、「有限高技術戰爭學派」（Limited，

High- Technology Warschool）和「軍事事務革命學派」（the RAM 

school）。解放軍「軍事事務革命學派」的領導們希望能說服中

共領導階層，中共必須快速發展嚇阻、反制或擊敗美國軍事力量

的能力。該學派主張，以躍進方式進行非線性現代化是最好的途

徑。1993 年時，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提出「高技術條件

下的局部、有限戰爭」（Local, Limited WarUnder 

High-Technology Condition）說法，從此解放軍戰略思想家思

維便逐漸從「現代化條件下的人民戰爭」（People’s War Under 

ModernCondition）轉向江澤民所提出的說法。 

2003 年的第二次波灣戰爭後，解放軍強調在緒戰階段達到

「奇襲」與「震懾」效果，並將「首戰即決戰」、「速戰速決」

視為未來執行「強制」（coercion）戰略的重要手段。體察解放



ISSN2221-8319 

第 198頁，共 209頁 

軍機械化程度不足，因此，要從高起點追趕，亦就是跨越式軍事

變革，中共所謂「跨越式新軍事變革」指的是「軍事上相對落後

的國家，參考但不依照先進國家的建軍模式，而是利用自己的主

觀條件，跨越某一種形式的超越」。利用開發掌握資訊技術之優

勢，將預算用在刀口上，實施軍民兩用之路，以加速具中國特色

的軍事變革。 

中共在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中強調「決定性的第一擊、扁

平化的指揮鏈、直接的作戰管制、欺敵、心理戰、聯合接敵、顛

覆行動、小單位、疏散以及遠距打擊」，55這些都是中共人民解

放軍「具中國特色」軍事事務革命思想中的重要觀念。 

二、資訊化與核武發展 

資訊戰也是遏止戰爭的一個手段，以資訊技術優勢可以達到

「不戰而屈人之兵」或「少戰而屈人之兵」的作戰目的。56資訊

與火力的相結合，能確保遠距精準打擊、高速機動突襲；資訊戰

是軟殺傷，火力戰是硬殺傷，二者結合可可稱為軟硬兼施。 

1991 的「沙漠風暴」－ 波灣戰爭對中共而言，是相當大的

震撼與啟示。這場戰爭打破傳統以軍隊數量多寡決定勝負的戰爭

型態，如同托弗勒所言「一盎司矽晶比一頓鈾還重要的戰爭」。

美軍的戰地手冊為這場戰爭下了最好的註腳：「工業時代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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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資訊時代戰爭的開始」。 

中共希望打贏「現代高科技條件的局部戰爭」，所謂「高科

技條件的局部戰爭」，即是以高新科技為基礎的資訊化戰爭，中

共認為「新軍事革命的根本目標是實現戰爭的資訊化，是敵對雙

方的資訊對抗」，資訊化戰爭基礎則建構於C4ISR（指揮管制）之

運用；必須具有高存活率、強大性、可靠性的先進C4ISR 系統，

有效運用戰場資訊、指管鏈路平台，提供指揮官決策運用。C4ISR 

就是中共所謂的軍隊指揮自動化系統，係指在軍隊指揮體系中，

綜合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偵查與電子作戰為

一體，加強戰場整體情資收集、傳遞、處理、自動化決策機制，

即時遂行至當作戰行動，進而大幅提升軍隊指揮、管制作戰效

能。 

基本目的是全面提高「打贏」能力，其中近期目標是滿足高

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需求，遠期目標是適應資訊化戰爭的需要，

朝資訊化與機械化同步推進、融合互動的跨越式發展道路。 

未來資訊化戰爭中，高度資訊化的武器雖不具備如核武般大

規模大範圍物理殺傷與破壞作用，但他所擁有精確摧毀能力、系

統集成能力、戰場控制能力和高效達成戰略目的的能力是核武所

無法相比。換言之，資訊化戰爭不但具備了亞核戰爭的威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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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將使它的實用價值和作戰效能超過核戰爭。在這種戰爭中，大

規模毀傷性的資訊武器釋放出巨大的破壞威力，雖不如傳統戰爭

殘酷，然戰場效能更甚於傳統戰爭。 

中共於2005 年10 月12 日~17 日「神舟6 號」成功發射至太

空軌道運轉5 天，繞行地球80 周，歷時119 小時的太空任務後

安全返航；國際間開始關注甚至評析中共科技很可能10 年後超

越俄羅斯及歐洲。在軍事層面意義，中共神舟6 號載人太空船升

空期間進行高精度軌道變換、對地偵察等空間試驗活動，可對美、

日、台之軍事目標實施高解析度偵察攝影，提供彈道飛彈突防、

巡弋飛彈地貌匹配參考數據，無形中提升彈道飛彈、巡弋飛彈命

中率。研判解放軍未來飛彈發展趨勢應為：一、加裝全球定位系

統、增進精度，降低圓形公算能力；二、戰略飛彈隱形化、小型

化；三、縮短發射準備與發射時間，提高飛彈生存能力；四、發

展多彈頭技術；五、發展誘餌助推火箭與彈頭誘餌，加強干擾與

反干擾能力。 

中共積極資訊戰方面建構，除了本身「北斗計畫」外，也積

極參與歐盟的「伽利略計畫」，「伽利略」精度高於美國的「全

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GPS），並且

可以美國GPS、俄羅斯GLONASS「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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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 System，簡稱GLONASS）系統相容；中共參與「伽利

略」全球衛星導航計畫，其影響是多方面，尤以軍事方面應用於

輸具定位與導航（飛機、水面艦艇、潛艦），彈道飛彈、巡弋飛

彈等導引功能改善。「伽利略」建構完成後，將能大幅提升其陸、

海、空、飛彈、航天戰力。 

三、「不首先使用」政策調整 

由於中共核武實力日益提升，綜合國力也大幅增長，目前核

武發展所強調的策略，在於注重質的精準度提升，並重視資訊化

的運用；早期核武「不首先使用」策略是否因而調整，外界不易

一窺堂奧，目前僅能從中共本身專家者或是透過高層內部講話來

研析。 

中共軍事透明度不足，各方針對中共「不首先使用」核武策

略，依其獲得資訊加以研判。2004 年時台灣《中國大陸情勢雙

周報》報導中共軍方核戰觀，根據香港期刊披露，中共中央軍委

曾下達第19號文件，引述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與副主席郭伯雄在

不同場合表達相同內容指出，「……一但戰爭降臨，戰火燒到國

家領土，唯一的抉擇就是打，打局部的高科技戰爭，打全面的戰

爭，打中長期的消耗戰爭，甚至是打有限毀滅的核子戰爭。我國

不會承諾，也決不可能承諾，在國家國土遭到霸權主義軍事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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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遭到軍事集團國侵略、攻擊，而不作出軍事手段，包括核

子武器的反擊和打擊……」。早在2001年《爭鳴》月刊也曾報導

過，中共內部經討論後修正核武政策，意旨「……為了反對霸權

主義軍事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尊嚴、減低受侵略所遭受的損害和

破壞，我軍有權使用一切軍事手段，包括核子武器生化武器及具

有威懾力的新武器，對侵略國國土給予回擊和打擊」。 

對於「不首先使用」核武承諾，在一場解放軍將領與軍控專

家談新時期中國核政策，北京大學朱鋒教授表示，中國「不首先

使用」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沒有發生過變化。在1990 年代中期，

隨著技術能力、財力和國防需要的發展，所提出了有限核威懾戰

略，這個戰略內涵，一是不謀求任何的核軍備競賽；第二不謀求

任何核優勢；第三不謀求核擴張，僅是為了戰略嚇阻，而不是透

過核優勢來謀求政治恐嚇效應。而且認為沒有調整的必要。因為，

第一，有了這個原則在核威懾的政治效果和戰略效果上是一樣的，

但可以增加道義上的高度；第二，首先不使用核武器對於非核武

器國家是一種保障，可以給無核國家一種信心。 

以上二者所透露的訊息截然不同，一是專家學者意見，一是

有官方色彩刊物所披露中共高層態度，二者孰是孰非，現況尚難

判斷，但核武實力提升，「不首先使用」策略檢討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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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以發展為重心。 

上述雖為軍事家與學者進行討論，證明中共核武實力進步到

可以討論核武政策地步，否則僅有宣示效果；如獲得可靠技術與

核武實力的提升，「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可能有一番調整。中

國大陸《國際展望》就指出，共軍已悄悄修正了核戰略理論並調

整核部署，由過去清晰轉向模糊；中共新的戰略思考表現在五個

層次上的遏制。 

第一層次：當台灣宣布「台獨」，中共決定發動統一作戰時，

美軍在支援台海作戰時，會形成以常規高精尖遠端投射武器時，

對中共核設施實施精準打擊態勢時； 

第二層次：一旦中共設施遭到美軍打擊，中共將動用DF-21 中

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甚至各式戰機，對關島、夏威夷、日本的

美軍基地實施打擊； 

第三層次：由於美軍航母戰鬥群、關島美軍基地可能存放核

武器，因此，攻擊上述目標將引發中美爆發核戰爭； 

第四層次：一旦中共先受到核攻擊，中共也會使用DF-21 中

程彈道飛彈對夏威夷、關島實施核攻擊。同時，要看美國對中共

攻擊的目標，決定中共是否對美國本土進行核報復； 

第五層次：最後，美國借助強有力的核武器，形成對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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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威脅優勢，一旦中共對美國本土發動核武攻擊，美國也將對中

共本土的大量戰略目標，實施洲際彈道飛彈攻擊。 

中共認為五層次的核遏止手段，最低可達到遏制台海爆發常

規戰爭的作用，同時也可避免中美爆發真正核戰爭。 

伍、結論 

中共戰略核武部隊，包含中共所謂二砲部隊、核動力攜帶核 

武器潛艦與空軍配備核彈頭的轟炸機三者。冷戰結束以後，中共軍方

內部也有輕視二砲部隊之言論，也一度甚囂塵上，並批判其為「沒有

前景的軍種」。但核武仍為世大國象徵與政治談判籌碼，並經過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的試煉，中共戰略核武部隊中的二砲部隊地位日益提

升。中共在彈道飛彈方面發展重點為「一長一短」；「一長」就是用

於針對美國的長程、洲際彈道飛彈，以尋求擴張戰略核武力量；「一

短」就是用於威懾台灣的近程彈道飛彈；近程飛彈則以東風-11、東

風-15為主，目前已部署1,000 多枚，而且每年平均以100 枚速度在

增加。今日中共正從事其核武現代化，強調增加數量及提高精確度，

並發展多彈頭技術，以增進其核武嚇阻之可信度。因此研判中共的戰

略將會由「最低嚇阻」，轉向為「有限嚇阻」，從打擊「軟目標」轉

向打擊「硬目標」。不過在現實上，中共還是得靠「最低嚇阻」，並

以此戰略來解決外交上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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