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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李登輝之友會「2015 政策提案」 
 

2015 年 3 月 22日 

 

會 長 

小田村四郎 
 

副會長 

加瀨英明 黃文雄 田久保忠衛 中西輝政 

 

前言 

企圖在東亞掌握霸權的中國在今日習近平國家主席的政權下，揭示以實現「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之目標而著手建設「海洋強國」，積極佈署對海洋方面的挺進，

企圖達成與美國對太平洋進行分割統治的結果。中國此種無視於國際公約的強行擴張行動，

已成為今日亞洲太平洋區域維持和平安定之最大不確定因素。 

 

中國為了因應危機時即會侵入的美國海軍強勢兵力，一方面策劃以對艦彈道飛彈與

潛艇戰力為核心，而獲取足以對美軍執行反進入/區域阻絕（A2/AD）的能力之外，一方面

也常時在南海與東海上，在急速擴張軍事力量的背景之下，以巧妙的方法奪取此二大海域、

以及其他沿岸諸國主張領有權的島嶼，進而達成擴大其勢力圈範圍、並逐步減低美國於此

區域的軍事佈署能力。作為這個戰術實際的例子，諸如中國正在南海進行一連串無視國際

法規範、片面宣示擴大管轄海域之行為，從而在其所奪取的岩礁上進行軍事基地建設，乃

至在東海海域中持續侵入日本領海的行動中皆可見一般。 

 

   中國為了奪取他國的領土，首先一方面在領土、領海管轄權上上片面採取與國際公約

相牴觸之主張，並一方面針對各國之防衛空隙，陸續派遣海警局的公船或乘載海上民兵的

漁船群進入紛爭海域內，企圖以一步步累積對紛爭海域取得實效支配的既成事實狀態，而

顛覆既有的現狀與安全保障秩序。 
 

   在南海方面，中國在正其所奪取的永暑礁上進行填海造陸工程，打造一條長達三千米

的飛機跑道，然而對於這個軍事建設行動，目前並不存在任何有效的阻止方案。該島的航

空軍事基地建設若順利完成後，則南海全域將全數內包於中國軍機的行動圈中，使中國獲

得南中國海全域的空中優勢，南中國海亦將因此事實上有成為中國內海之虞。 

 

而在東海方面，企圖突破西南群島島鏈而得以成功進入太平洋的中國，為此中國在

戰術上迴避海軍的使用，但為達成対尖閣群島実効支配之既成事実、步步派遣其定位為準

海軍兵力（海上民兵）的漁船群、以及不受到他國法規限制的政府公船等船隻作為尖兵，

投入至此區域。中國透過不斷累積此種不導致軍事對決、但在阻止上卻極為困難的侵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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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圖透過時間的累積而達成終局改變現狀結果的行動，在國際上目前已經有了固定的

通稱，稱為切臘腸（Salami Slice）戰術。 

 

   美國在其同盟國與中國間存在領主主權問題的紛爭時，目前皆一味保持中立的立場，

導致即便同盟國與中國間發生領土主權紛爭時，現下的狀況亦是不可期待美國會為其同盟

國就此等紛爭進行主動的介入。 

 

   最令人憂心的情況，在於中國近來藉由操作切臘腸戰術而成功一步步改變現狀的同時，

美國無法介入的狀態卻持續發生，此結果，進一步造成亞洲太平洋區域諸國，對於美國的

介入與承諾產生持續增加的不信任感，也因此導致美國在區域佈署實力的維持上，陷入困

難的情勢。 

 

   因為美國至今為止在因應中國所施行之一系列無視國際法的強行行動政策上存在明顯

的破綻，因此今後在對中戰略上進行根本的改革便顯得不可欠缺，而在對中戰略上具有核

心角色的日美同盟，也將不可避免地在戰略上進行調整的必要。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每月皆定期召開，由本會會員中之學者專家所組成之「日美台安全

保障研究會」。本研究會之結論主張，中國所施行此種巧妙的「切臘腸戰術」（Salami 

Slice）戰術，雖無法造成直接軍式對決、但若予以擱置無視時，卻將造成包括自身國家

主權、以及亞洲太平洋區域間和平與安定維持的深沉危機，因此策畫制定足以果決有效因

應該戰術的戰略，乃成為今日當務之急。 

 

本政策提案作為此研究會之研究成果，於 2 月 8 日之研究會中定案採行，其後本案

復於理事會與總會會議中獲得承認。 

 

本政策提案將同時向日本安倍晉三總理大臣、以及參眾議院兩院議長、外務大臣、

防衛大臣等相關事務部門職掌首長提出，並同步於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官方網站等處公開。 

 

   本研究會係由川村純彦（會議主持人）、浅野和生、石川公弘、梅原克彦、金田秀昭、

小林正成、澤英武、多田恵、濱口和久、藤井巌喜、三宅教雄、宗像隆幸、林建良、連根

藤、柚原正敬（事務局長）等人參與組成，參考資料係由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常務理事川

村純彥與岡崎研究所的金田秀昭理事執筆作成。 

 

【日美台安全保障研究會  主持人  川村純彥】 

 

參考資料１：中國的新擴張戰略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常務理事 川村 純彥 

參考資料２：日本的安全保障與台灣 

ＮＰＯ法人岡崎研究所理事 金田 秀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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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政策建言 

制定新的對中戰略是為當務之急 
企圖以「切臘腸(Salami slice)戰術」擴張勢力圈的中國 

 

 

   中國在今日習近平國家主席的政權下，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

著手建設「海洋強國」，積極圖取對海洋的挺進以達成與美國對太平洋進行分割統治。然

而，對以獲得東亞霸權地位為目標的中國而言，其最大的障礙毋寧在於美國於此區域的軍

事佈署。 

 

中國在八零年代中期開始積極制定近海防衛戰略，於其海軍建設計畫中積極增進以

在 2010 年以前將連結日本本土-西南群島-台灣-菲律賓-越南之「第一島鏈」以內海域內，

足以有效阻止敵軍進行軍事行動的能力，以及在 2020 年以前達成在連結日本本土-小笠原

群島-塞班島-關島-巴布亞紐幾內亞之「第二島鏈」的內側海域中，足以有效阻止敵軍接

近的能力之戰略目標。 

 

  中國為了因應危機時即會侵入的美國海軍強勢兵力，一方面策劃以對鑑彈道飛彈與潛

艇戰力作為核心、而獲取足以對美軍執行反進入/區域阻絕（A2/AD）的能力之外，一方面

也常時在南海與東海上，在急速擴張軍事力量的背景之下，以巧妙的方法奪取此二大海域、

以及其他沿岸諸國主張領有權的島嶼，進而達成擴大其勢力圈範圍、並逐步減低美國於此

區域的軍事佈署能力。 

 

   中國為了奪取他國的領土，首先一方面在領土、領海管轄權上上片面採取與國際公約

相牴觸之主張，並一方面針對各國之防衛空隙陸續派遣海警局的公船或乘載海上民兵的漁

船群進入紛爭海域內，企圖以一步步累積對紛爭海域取得實效支配的既成事實狀態，而顛

覆並改變既有的現狀與安全保障秩序。 

 

作為這個戰術實際的例子，諸如包括在南海方面中國進行的一連串無視國際法的片

面擴大管轄海域行為、以及在其所奪取的岩礁上進行基地建設、乃至在東海海域中持續侵

入日本領海的行動中皆可見一般。 

 

最近，南海中六個由中國實效支配的岩礁中，中國正對其中五個實施填海造陸的

「人工島」建造工程，其中中國在南海最西邊的永暑礁進行填海造陸的結果，使該處成為

一個面積約一平方公里的島嶼，在該島上中國亦正開始建設長達三千米的飛機跑道。 

 

   該島的航空軍事基地建設若順利完成後，則包含麻六甲海峽等南中國海全域將全數遭

內包於中國軍機的行動圈中，使中國獲得南中國海全域的空中優勢，南中國海將因此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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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成為中國內海之虞。 

 

東海對中國而言，是作為其突破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的最重要命題，因此對我方而

言，控制西南諸島即是當前的戰略目標。中國在攻略西南群島上最佳的跳板即是尖閣群島，

中國在對尖閣戰略上，一方面採取慎重地避免與美國進行軍事對決與可能遭致國際社會制

裁中，同時一方面也謀取在對該島進行實效支配上的既成事實化。 

 

為此中國在戰術上迴避海軍的使用，但為達成対尖閣群島実効支配之既成事実、步

步派遣其定位為準海軍兵力（海上民兵）的漁船群、以及不受到他國法規限制的政府公船

等船隻作為尖兵，投入至此區域的海上行動。 

 

2014 年秋天，200 艘以上的中國漁船群大舉跨越第一島鏈進入小笠原群島的周邊海

域中，顯示中國已開始執行此等以進入太平洋為目標的作戰行動。此次的行動與 1974 年

4 月中國曾派遣包含武裝漁船等二百艘漁船群進入尖閣群島水域的行動極為酷似，其目的

終究並非單純的盜採珊瑚，乃在探知其在第二島鏈上的小笠原群島海域行動中我國的反應、

以及我國海上警備能力的底線。 

 

中國透過不斷累積此種不導致軍事對決、卻阻止極為困難的侵犯行為，企圖透過時

間的經過而達成終局改變現狀的結果，此種中國所施行之一系列累積性的戰術行動，在國

際上目前已經有了固定的通稱，稱為切臘腸（Salami Slice）戰術。 

 

然而極為遺憾地，我國因並未存在有效因應切臘腸戰術而設定的總和國家戰略，以

至於過往此種事態發生時我方往往僅能被動地因應，也只能針對突發事件做臨時性的措施。 

 

美國雖然在 2012 年宣告「重返亞洲」（區域再平衡），但卻迫於其他區域情勢所需

處理的現實，因而在中國操作切臘腸戰術而造成的深沉威脅上並未擬定任何對應的具體戰

略。 

 

   此外，美國在其同盟國或友好國與中國間存在領主主權問題的紛爭時，一味保持其中

立立場，導致同盟國與中國間發生領土主權紛爭時，無法期待美國會主動介入同盟國此等

紛爭。 

 

最令人憂心的情況在於，中國近來藉由操作切臘腸戰術而成功一步步改變現狀的同

時，美國無法介入的狀態卻舊態依然，此結果，進一步造成亞洲太平洋區域諸國，對於美

國的介入承諾日增其不信任感，也因此導致美國在區域佈署實力的維持陷入困難。 

 

正因為美國在對中政策上存在上述明顯的破綻，重新調整對中戰略便顯得不可欠缺，

在對中戰略上具有核心角色的日美同盟，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戰略上進行調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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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有效對應中國此種新型態威脅，首要的前提是必須對中國施行的「臘腸戰術」有

正確的認知。 

 

面對中國，我國必須堅守主權，反對其打亂現有秩序及破壞地域和平之企圖。為此，

我們必須整備必要的防衛力與法律，以實際的行動讓其認知我們的決心。 

 

作為具體的第一步， 本提案主張除了日本國防經費應增加至與歐洲主要國家占 GDP

比重約百分之 2～3％之相同程度之外，並應同時應改正政治與法律制度上對於武力行使

的限制，使日本得以具備發揮最大防衛力體制。 

 

此外，進一步強化日本與美國間的安全保障體制，使日美兩國的總和戰力得以維持

凌駕對手之上的能力亦不能忘卻。 

 

在安全保障體制的整頓上，應擴充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組織編制，成立直屬於首相、

且具有情勢判斷、戰略制定，以及能基於戰略計劃之實施上得以行使必要權限進行對外協

調整合的「国家戰略本部」。 

 

同時，為了制定與情報事務相關的國家戰略，也應擴充以內閣情報調查室為核心之

組織編制，創設「國家情報本部」。 

 

再者，為了明確因應中國的情報戰，亦有必要創設直屬於內閣的情報發佈機關，以

針對中國進行無視於國際法的片面領有權主張或強制行動等進行反駁與批判的情報戰，對

國際社會積極發信。 

 

從而，在前述對策之外，為了推進安倍首相所主導倡議的積極和平外交，應該進一

步強化與東協諸國、澳洲、印度等有自由與民主主義、法治國家、人權等共同價值觀的國

家間安全保障合作措施。 

 

此外，也不能遺忘在處理牽制中國的強制海洋侵入行動上，與位處於東海與南海的

交滙、戰略位置極為重要的台灣間增進安全保障合作的必要性。為此，制定「日台關係基

本法」是緊急且不可欠缺的要件。 

 

總結以上，為了有效因應與抑制中國所巧妙佈署的切臘腸戰術，本提案主張強化以

下列之事項作為核心的政策議程，是為目前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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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① 強化防衛能力 

● 創設首相直屬的「國家戰略本部」與「國家情報本部」。 

● 大幅增加防衛相關事務預算以增強自衛隊與海上保安廳之防衛能力。 

● 構築綜合防空飛彈防衛系統（IAMD）、強化對船艦、潛鑑作戰能力、島嶼防衛能力以

及強化反恐作戰與壓制敵方基地的能力。 

● 因應中國實施之駭客戰與「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心理戰）」，應制定攻守兼備之

戰略並強化其能力。 

● 接續上述之關連事項，在因應中國的情報作戰對策上，應創設直屬於內閣的情報發布

機關，以針對中國無視於國際法的片面領有權主張或強制行動等進行反駁與批判，並

對國際社會積極發信。 

● 強化都市、中樞基地、能源、以及生活相關設施等重要基礎建設設施的抗攻擊能力。 

● 確保並加強抑止核子武器攻擊的必要措施。 

 

② 法制層面的整備 

● 應修正憲法第九條，承認自衛權與保有國軍。 

● 為具體化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及早整備國防相關法制。 

● 應修正當前「專守防衛」與「非核三原則」等防衛原則。 

● 制定足以有效因應在所謂灰色地帶（Gray Zone）產生之緊急事態的「領域警備法」。 

● 應賦予自衛隊與世界各國之軍隊同等、且基於國際法規和國際慣例之權限。 

● 規制自衛隊權限之法制應朝向「負面表列」之方式修法。 

● 擴大武器使用權限等、並強化海上保安廳與警察權限。 

● 制定「日台關係基本法」。 

 

③ 日美同盟之再強化 

● 因應中國採取之「反進入/接近阻絕」(A2/AD)戰術，在對中防衛戰略上與美國進行磋

商及調整。 

● 應不侷限於自衛隊與美軍間的合作關係，日本海上保安廳與美國海岸防衛隊間的合作

亦應朝向進一步緊密化，以確保與維持日美兩國凌駕於中國之綜合防衛警備能力。 

● 為阻止中國將南海內海化的行動，日美兩國應在南海海域上進行聯合巡邏任務。 

 

④ 增進與各國間的安全保障合作 

● 增強與澳洲、印度、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汶萊等國間的情報交換以及支

援其經濟、技術與教育訓練。 

● 為增進戰略位置所在極為重要的台灣間的安全保障協力關係，應創設「日美台三國戰

略對話論壇」之機制。 

● 在東海與南海海域積極實施多國海軍共同演習。 

● 在亞洲太平洋區域中以日美同盟為基幹創設多國聯軍的常設艦隊並實行集體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