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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主權爭端無法寄希望於爭端對手國政府的情況下，中共分別採取寄希望於爭取對手國的人民、國際社會與武裝力量。在南海主權爭端無法寄希望於爭端對手國政府的情況下，中共分別採取寄希望於爭取對手國的人民、國際社會與武裝力量。

中共購置SU-35戰機對其南海戰略的影響中共購置SU-35戰機對其南海戰略的影響

◎張蜀誠

壹、前言壹、前言

　　2013年３月22日至24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期間，雙方簽署了重大軍售框架協議。莫斯科將出售總額15億美元的24架SU-35

戰機予北京，同時雙方採用２＋２模式（２艘在俄羅斯建造，２艘在大陸建造）耗資20億美元合作建造４艘拉達（Lada）級潛艦。SU-35戰機是技術成

熟、性能相當優異的四代半戰機；拉達級潛艦則擁有絕氣推進裝置技術（Air Independence Power, AIP），可在水下航行45天。由於這是相隔10年後，中共

首次花費鉅資向俄羅斯採購的重大軍事裝備，因此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關注。這方面，相關評論大多從軍事裝備性能的角度，或是戰術用兵的途徑，推測

或評論大陸採購上述裝備的目的與意義。由於戰略決定戰術與武器研發或購置之方向，因此筆者認為從戰略角度審視北京的武器採購行為，或許更能避

免見樹不見林的盲點。

　　本文目的即在於從大戰略的視角，分析中共採購SU-35戰機在其南海戰略中所占的位置，以及此次採購所扮演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性功能。

貳、大陸南海戰略：能力＋四個寄希望貳、大陸南海戰略：能力＋四個寄希望

　　北京在面對主權爭端時，往往會依據該爭議地區的四個指標構成的橫座標，以及大陸戰略能力所構成的縱座標之落點決定其戰略方針。其中，構成

橫座標的四個指標由和平向戰爭依序排列分別為：爭端方政府、爭端方人民、國際社會與武裝力量。至於總座標能力是否足夠則決定戰略最高目標與最

低底線，其最高目標當然是伸張主權，其底線則是保持主權的爭議狀態。

　　按照中共的戰略規劃，最好的狀況當然就是爭端對手國承認北京所主張的主權，或至少承認處於爭議狀態；如果不行，就寄希望於對方人民以發揮

「以民逼官」的作用；再不行，就藉國際力量對爭端國進行施壓。若前三項都無效，動武就成為無可避免之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共「四個寄希

望」戰略並非單獨實施，而是依據爭端情況在座標的位置決定「配方」。無論是兩岸關係、釣魚臺爭議或南海主權爭端，都可以發現北京對於不同的爭

議地區，採取大致相仿的戰略。例如，從大量的實證性研究中，許多學者發現北京會對臺動武，通常是在「臺灣當局」、「臺灣人民」與「國際社會」

都無法「寄希望」的情況下，才會「寄希望於武裝力量」。儘管大陸總是強硬宣稱，絕不讓任何爭端第三方介入或干涉，特別是美國；但事實上，北京

有條件地接受國際社會的介入，就是有利於大陸對該領土的主權伸張，或能夠遏制其他主權聲索國的主張時，北京歡迎國際的介入；如遇相反情況，則

視能力狀況予以反制或是淡化國際的負面影響性。

　　除了臺海之外，南海同樣也在2010年被大陸列為「核心利益」，更重要的是區域各國在國力上處於與大陸不對稱的地位。不難想像，防範外力介入

乃是中共解決南海主權紛爭的首要議題。

參、SU-35與大陸的南海戰略參、SU-35與大陸的南海戰略

　　軍事專家應天行認為，中共大動作購買SU-35戰機可能有三方面的目的：一是中共意圖與俄羅斯建構戰略夥伴關係；二是中共亟需強化其空、海軍

戰力，以因應當前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三是引進俄羅斯成熟的高新科技，提升其研製新型武器裝備的技術能力。然從筆者前述所分析的座標概念加以審

視，將更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意圖。對此，在無法寄希望於爭端對手國的情況下，中共將採取下列戰略作為：

一、以民逼官、上兵伐謀一、以民逼官、上兵伐謀

　　隨著大陸的經濟崛起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不僅在2009年擊敗德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權，至

今甚至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成為大陸外交的重要手段，例如在釣魚臺紛爭過程中，北京對東京採取經濟制裁手段，引發日本企

業對東京政府的不滿。顯示中共企圖透過經濟槓桿，達到以民逼官的效果。在南海地區也不例外，當大陸與菲律賓因為黃岩島主權紛爭尖銳化之際，北

京毫不手軟地對馬尼拉實施經濟制裁。

　　另一方面，為抵銷美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中共也積極透過給予東協國家經濟優惠政策，來建構和平、善意的形象，拉攏這些國家對大陸的支持。

對此，北京不僅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對東協國家施以援手，去年在美國總統歐巴馬缺席的情況下，則建議發展與東協國家更緊密的經貿關係，以吸

引這些國家靠向北京而疏離華盛頓。

　　值得注意的是，從「九六臺海危機」的歷史教訓看，一旦北京經貿政策失效，其武裝部隊的針對性演訓或威懾行動，就成為恫嚇政府與人民的工

具。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James R. Holmes便指出，中共相當重視對敵的「三戰」，而法律戰、輿論戰與心理戰則是總體心理戰的各環節。毫無疑問地

一旦中共擁有精銳戰機，其總體心理威懾的信度與效度將大幅提升。

二、消解外力、俾利伐交二、消解外力、俾利伐交

　　北京在寄希望於國際社會方面的作為，最主要的就是排除美國可能的干預與介入，特別在美方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下，擔當菲律賓、

越南等爭端對手國的靠山，除讓情勢更加複雜化外，甚至對大陸形成C形包圍圈。對此，北京一方面對華盛頓有關「航行自由權」的憂慮提出戰略再保

證，讓後者失去干預的合法性；再者，藉著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增強雙方合作，並降低華府對北京核心利益的干涉。近年大陸官方代表在美「中」

「戰略與經濟對話」、香格里拉會談時都再三強調會尊重南海海域的自由航行權；2013年下半年習近平與大陸國防部長常萬全訪問美國時，則再三提議

建構「新型大國關係」，在在揭露了大陸的意圖。另一方面，北京也警告該區域的國家不可「選邊站」，尤其不可「趁火打劫」，仗著有美方的支持而

讓主權爭端更加尖銳，將會「引火自焚」。

　　更有甚者，為制衡南海爭端對手國與美國之間的聯盟關係，以及對日本與南海上述國家之間可能的結盟，北京也在此區域競逐邦誼，例如2013年10

月習近平藉著參加APEC年會之便訪問馬來西亞時，在國會發表演說中提議大陸與東協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化解國際「中國威脅」的疑慮，並爭

取該地區國家的外交支持。此外，強調獨立自主外交路線的大陸，也悄悄提升同樣受到美國戰略圍堵壓力的俄羅斯之間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以化

解因主權爭端而遭到孤立的窘境。此前，「中」俄雙方為了北京透過逆向工程複製莫斯科的武器，並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加上俄方過去不願提供大陸先

進武器科技，因此雙方近年來齟齬不斷，也影響了彼此的軍售數量與規格。然習近平此去不僅參觀首次對外國元首開放的俄國國防部和聯邦武裝力量作

戰中心，還分別簽署「中」、俄深化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以及經貿、能源、投資等領域的協定並下大訂單購買SU-35戰機等，足以顯示雙邊信賴

關係的作為，即存在這樣的戰略考量。



三、以鎰稱銖、底線伐兵三、以鎰稱銖、底線伐兵

　　1990年以來，在兩位數的軍費增長率支持下，共軍現代化的步伐也隨之加速。至今不僅在造艦數量上大幅成長，在質的方面也有跳躍式的進步。除

了第五代重型戰鬥機殲-20與中型戰鬥機殲-31之外，也建造多艘裝有AIP系統的元級潛艦，另一方面大陸卻仍不惜鉅資向俄羅斯採購武器。主要原因除了

外交因素之外，當然就是為了克服自身技術的瓶頸問題，俾能持續提升自身的作戰能力，而能與美軍在亞太地區一較高下，並與正積極更新武器裝備的

菲律賓、越南等國家拉大差距。

　　特別的是，儘管中共研製出許多高新武器，但在諸如精密引擎、發動機與機載相控陣雷達系統等關鍵技術上，仍無法自主生產與研發。大陸與俄羅

斯的武器裝備在性能上仍有一截差距，在當前美國與歐洲對中共仍嚴格執行武器與高新科技禁運的情況下，俄羅斯是中共唯一能洽購先進武器裝備的管

道。未來中共可能利用「中、俄聯合建造」的新模式引進製造技術，提升研製自主關鍵技術的能量。

　　從武器裝備的角度以觀，SU-35的優勢在於它的速度和充足的燃料箱，足以用來巡邏龐大的空域，能夠應對距離主要城市地區很遠的威脅。加拿大

《漢和防務評論》分析指出，此次交易讓一系列的新型俄式空射武器包括射程達250公里的Kh31AD將伴隨SU-35進入大陸，大幅強化大陸空軍對空、對

地、對海的精確打擊能力，而使未來的作戰能力將是目前大陸殲11B、殲15、殲16仿製戰機的若干倍。更有甚者，SU-35在機動性、作戰半徑、武器載

荷、最高航速等方面優於美國的F-35，甚至還有能力對抗美國F-22A戰機。SU-35戰機成軍後，必能顯著強化中共空軍的戰力與聲勢，甚至可能改變亞太

地區的空中戰略態勢。華府智庫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副總裁費雪指出，一旦北京引進SU-35戰機與TU-22戰略轟炸機，不但美國的海軍戰略將受到影響，

日本的整個海陸防衛計畫都要更改。無怪乎，美國《詹姆士城基金會網站》報導認為，大陸對新一代戰機的興趣揭示了北京在自主研發的軍事技術方面

取得的進展，及中共應對南海領土爭端的策略。除了加強中共在一場假設的衝突中的力量，SU-35的最大行程及燃料容量將允許共軍海軍航空兵擴展對

有爭議地區的巡邏範圍。

肆、結語肆、結語

　　從上述分析內容可知，在南海主權爭端方面無法寄希望於爭端對手國政府的情況下，大陸當局分別採取寄希望於爭取對手國的人民、國際社會與武

裝力量。其中，由於大陸與其他爭端對手國之間的能力處在不對等的情況下，如何消解外部勢力的干擾，或對其能力的抵制，自然成為北京的戰略重心

所在。以此角度觀之，中共向俄羅斯購買SU-35有助於威懾爭端對手國的政府與人民，並在側翼支持北京的外交訴求，最重要的作用則在於必要時能發

揮作戰上以鎰稱銖的效果。儘管軍購額度之龐大為10年內所僅見，但對北京在南海戰略目標的達成，卻有一舉數得之效。

　　共軍至今仍是我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脅，我國防部長嚴明先生先前在立法院答詢時即指出，兩岸軍事關係是敵對關係。這顯示北京處理爭議領土之

戰略措施，是我們未來解決臺海政治歧見的「他山之石」；如何精準料敵與未雨綢繆，將會是確保我國家安全的不二關鍵。

（作者為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兼任執行長）（作者為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兼任執行長）

▲Top



清流月刊清流月刊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一月號月號

大陸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浪潮，僅靠一朝一夕的宣傳能否有效，值得觀察。大陸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浪潮，僅靠一朝一夕的宣傳能否有效，值得觀察。

「中國夢」和「廣東精神」「中國夢」和「廣東精神」

◎王新偉

　　自從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概念，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來闡釋他對大陸的新願景後，大陸各省市便大張旗鼓地透

過演講、會議、學習和受訪等形式，闡述所謂的「中國夢」。而今「中國夢」在大陸及海外被討論的頻率越來越高，如火如荼。

　　一趟廣東行，更讓我對這波大陸「中國夢」的強大宣傳攻勢印象深刻。自深圳入境，大陸每日進出旅客人數最多的陸上海關羅湖口岸，就處處可見

「中國夢」的大型宣傳看板，搭上「和諧號」高速列車前往廣州，從車站到車廂，「中國夢」的標語也是一路相隨。

　　進到廣州這個大陸南方大城，除了「中國夢」的字眼比比皆是，我也發現旁邊還多了一個「廣東精神」。何謂「廣東精神」？原來是「厚於德、誠

於信、敏於行」這九個字，據說這九字「語錄」早於「中國夢」前一年就提出，代表的是新時代的廣東精神。

　　「厚於德」，出自《周易．坤卦．象傳》。〈象傳〉曰：「地勢坤（順也），君子以厚德載物。」指天地間萬物靠大地生長，而大地以其廣厚，能

承載萬物、包容萬物，大地是天地萬物的載體。正因為大地以柔順為品德，所以君子亦應效法「地勢坤」的美德，以深厚仁慈的態度來化育萬物、愛護

萬物。

　　「誠於信」，出自《論語．為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認為人若不講信用，在社會上就無立足之地，什麼事情也做不成。表

現待人處事要真誠、老實、講信譽，言必信、行必果。

　　「敏於行」，出自《論語‧里仁》。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意思是君子說話應謹慎，做事應勤快。簡而言之就是「少說話，多做

事。」

　　這九字「廣東精神」頗有其深刻含意，「厚於德」代表廣東要弘揚正氣，追求品格高尚、一心向善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誠於信」代表廣東要弘揚

誠信美德，打造誠信廣東、誠信待人、以誠感人的社會；「敏於行」代表廣東要善於把握商機和各種機遇，勇於探索，開拓進取，不斷進行創造性實

踐。

　　從「中國夢」和「廣東精神」，不難看出兩者都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同時又賦予新的時代特色。廣東是大陸市場經濟程度最高的省份，也

是大陸改革開放最早的地方，但高速發展之後，卻面臨只見物質不見人心的諸多社會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與誠信喪失、道德觀沒落有很大的關係。所

以，以「厚德、誠信、敏行」來重建道德社會就顯得格外重要。不過，不同於以往的政令宣導和教條式的空洞口號，這波對「中國夢」和「廣東精神」

的詮釋，明顯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元素和深刻內涵，期使溫良恭儉讓能成為新的社會價值標竿。

　　走在廣州街頭，無論是公車站、地鐵站、商業街、繁華鬧區，還是建築工地，「中國夢」和「廣東精神」的標語如影隨形，幾乎到了無所不在的地

步。

　　但面對大陸鋪天蓋地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浪潮，如何將建構社會公德、企業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中國夢」與「廣東精神」，融入到各行各業和庶民

生活中，並內化成大陸人民的精神追求和價值支撐，顯然非一朝一夕的宣傳就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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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土樓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並成為福建最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福建土樓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並成為福建最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

美麗的誤會─福建土樓傳奇美麗的誤會─福建土樓傳奇

◎劉東原

　 二戰之後的冷戰時期，美國從衛星空拍圖中，無意間發現中國東南山區散布著或圓或方的大型建築物群，狀似飛彈發射基地，又像太空飛碟，懷疑中

共祕密發展核武。於是暗中派出情報人員前往探究真相，結果發現是一場大誤會，也因而揭開了福建土樓美麗又神秘的面紗。

　 福建土樓群主要集中在粵、贛交界的閩西南一帶，分布以南靖、華安、永定等縣為主，隱身於丘陵、山間河谷與盆地的青山綠水間。始建於宋、元時

期，歷經明、清兩代的發展，至民國初年趨於成熟。有些土樓居民經歷數百年，後世子孫仍住在裡面，宗族意識強烈。據大陸官方統計，現存大大小小

土樓約三萬多間，屋齡六百年以上者達數十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與山林融為一體，自高處俯瞰像「四菜一湯」，從山下遠望像布達拉宮的田螺

坑土樓群；建在爛泥地上，樓高有五層的和貴樓；媲美比薩斜塔，有「東歪西斜」之稱的裕昌樓；已逾1,200年，迄今仍屹立不搖的馥馨樓；建於康熙時

代，有近400間房的「土樓王」承啟樓；民國元年始建，最富麗堂皇而有「土樓王子」之稱的振成樓等。2008年７月，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世界遺產大

會，正式將「福建土樓（群）」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的觀光客前來，成了福建最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

　　由於土樓群所在地區多屬火山岩，質地堅硬，土壤層深厚且黏性大，適合作為建造土樓夯土牆所需的材料。而這裡又屬於亞熱帶季風雨林區，杉木

產量相當豐富，為土樓提供了充足的建材。此外，從西晉末年五胡亂華開始，歷史上經歷了數次中原大動亂，客家人祖先紛紛南遷避難。因客居他鄉，

基於同血緣的宗族關係，凝聚了強烈的團結意識，並且修建防範嚴密的大型住宅，共同抵禦盜匪或野獸攻擊，這是土樓形成的特殊地理、歷史及社會環

境背景。 

　　土樓以方形、圓形居多，少數造型特殊，如永定洪坑土樓群的「福裕樓」，是前後三堂、左右二橫式的府第式住宅，稱為「五鳳樓」，其他還有各

式不一的形式。大體而言，樓的外牆是用土牆圍合而成，高大堅實，厚度在一米以上，內部則以木結構為主。通常底層為廚房，二樓為倉庫儲存榖物，

三樓以上是起居室及各式房間。其中二樓以上每一層都設計一道環形走廊，方便在同一樓層中走動及聯繫。整座土樓大門設在底層，與樓外道路相通，

大門一關便成為一座難以攻破的堅實城堡。中庭是祠堂及族人聚會處所，重要的祭典在此舉行。此外，土樓另一個特色是在高聳的外牆上廣設槍眼，以

為敵人來襲時積極防禦之用。因土樓建築風格獨特，且歷史久遠，堪稱世界民居建築中的奇葩。

　　旅遊大巴沿著山路緩緩駛向南靖土樓群，２個小時的車程中，沿途盡覽與臺灣相近的閩南風光，夢想中的古建築奇景即將出現在眼前，心裡既興奮

又期待。抵達土樓群風景區入口，無論團客或散客，都必須改搭風景區提供的專屬環保巴士，據說是為減少對自然遺產的環境破壞，也便於維護交通秩

序。此種限制外車進入的措施，在湖南張家界、雲南玉龍雪山等均是如此，且漸漸變成風景區規劃設計的趨勢。

　 福建土樓群住民雖是福佬、客家人皆有，但大型土樓卻幾乎都是客家住民，並由其嚴密固守著家園。從這一特殊的歷史文化脈絡，不難理解為什麼客

家族群，總是給人團結、吃苦耐勞又樂天知命的印象。 

　　「東歪西斜」的裕昌樓，距今已有七百年之久，土樓外牆仍安然堅固，內部的木造結構則略顯傾斜，目前仍有數十戶居民在此生活。導遊特別交

代，遊客進入之後忌諱說「東倒西歪」，以免遭當地居民白眼。拜觀光客倍增之賜，裕昌樓底層幾乎每家均成了商店，有客家傳統小吃、手工藝飾品、

光盤樂器、街頭藝人表演等，叫賣聲此起彼落。此情景類似臺灣當前最紅的老街文化，商業利益掩蓋了純樸的風土人情，實為美中不足之處。為避免破

壞，已禁止遊客到二樓以上參觀，以致無法進一步認識土樓居民的日常起居，感受隱身城堡的神祕韻味，殊為可惜。

　　塔下村是南靖縣另一種類型的土樓群聚落，以小型土樓民居為主，建築在群山環抱、風光明媚的小溪兩旁。溪水之上，有數座石孔橋，做為兩岸村

民聯繫的通道。孩童天真的笑聲、金黃色的稻浪、滿山的水果樹、綠油油的茶園，像一幅色彩鮮豔的油畫。微風伴著小橋流水，在陽光閃爍下綻放著炫

目的光芒。此村莊是張氏家族最先開墾，歷經幾代的辛勤耕作，人丁逐漸興旺，原來居住的土茅屋不敷需求，乃沿溪兩岸蓋起一座座方形、圓形、曲尺

形等大小不一的土樓，千姿百態，幽靜典雅。直到清朝中葉以後，陸續有族人遠渡重洋，赴東南亞各地發展，賺錢從僑居地寄回家，或年老思鄉，衣錦

榮歸，建造更多的土樓，而有今天塔下村的模樣。

　　若想要遍遊神秘的福建土樓，探尋其背後深層的文化底蘊，追蹤其悠遠的歷史脈絡，那麼參團觀光只能得其皮毛，因為獲選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土樓

群多達46處，分布在數個縣的遼闊地域中，每一處都是歷史，每一座都有故事，又豈是走馬看花所能盡興。期許自己能在不久的將來，再次以更深度、

更優雅的方式，造訪這個離寶島最近，與臺灣先民文化最相關，風土人情又極相似的夢幻仙境。

福建土樓群已正式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高處俯瞰像四菜一湯的田螺坑土樓群

自山下遠望田螺坑土樓群像布達拉宮 東歪西斜的裕昌樓內部已有七百年歷史



中庭的祠堂是土樓的精神中心
圓形的土樓

方形的土樓（順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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