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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李登輝之友會「2016 政策建言」 
 

平成 28年（2016年）3月 20日 

 

會 長 

小田村四郎 
 

副會長 

加瀨英明 川村純彥 黃文雄 田久保忠衛 中西輝政 
 

前言 

 

   中國無視國際法，急速地於南海進行人工島及軍事設備的建設，試圖擴

大領土範圍。 

   中國也無視美國及沿岸各國的抗議，於南沙諸島所建設的 7 個人工島之

中，於 3 個人工島建設戰機跑道，其餘 4 個則架設雷達設備。並於西沙諸島

的永興島設置長距地對空的導彈裝置，以及軍用機的展開等。藉由南海的島

嶼及人工島的軍事基地化急速發展，戰鬥機裝置及排他性的防空識別圈之設

定，中國將南海內海化可說是時間早晚問題。 

   中國的南海戰略為使用武力併吞台灣之際，阻止美國的軍事介入，同時

成為與美國對等的大國條件下，持有必要的核報復力。  

   為此，中國於南海設置可能對美國本土進行攻擊的潛水艦發射型彈道導

彈，及在人工島和島嶼軍事化行動中企圖將其海域內海化，皆是為了接近敵

人並確實掌握核威嚇力。 

   倘若中國於南海的戰略成功，則亞洲太平洋地域既存的安全保障秩序將

從根本被顛覆。 

   另一方面，持續惡化的南海情勢對於美國的歐巴馬政權而言，儘管反覆

持續著牽制中國行動的言論，中國急速的動作仍使美國無法當下對應，也無

法轉變或阻止中國的行為。 

除了全力阻止中國南海戰略的實現，實施安全保障之同時，包含政治、

經濟的多樣整合性戰略也是不可或缺。 

於此之際，別忘了台灣也處於抑制中國進出外海的絕佳地理位置。 

台灣不僅牽制試圖朝太平洋展開的中國海軍，也可阻止中國將南海內海

化、更有著維持美國核保護傘之信賴等之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對於日美同盟

在對中戰略上也有著不可忽視的最大戰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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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對此提出多方建言，於今年 1 月 18 日「期許選舉後台

灣平穏的政權移交」及 1 月 28 日「儘早實現台灣的 TPP 加盟」為標題的政

治、經濟相關緊急建言等。本會將持續針對安全保障等提出相關建言，內容

於「日美台的安全保障等相關研討會」整理完成並在 2 月 14 日的研討會中通

過，其後於理事會及總會皆獲得認可。 

此政策建言，同時也提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參、眾兩院議長、外務大

臣、防衛大臣等的關係大臣，並公開在日本李登輝之友會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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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李登輝之友會「2016 政策建言」 

針對中國覇權的擴張應即刻實施南海的聯防巡邏 
 

  南海是連結印度洋及東亞的最短海上航線，其為支撐世界經濟及年間航

行 4 萬艘以上船舶的重要海域，同時介於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此兩戰域間的美

國海軍而言，南海為確保迅速機動及行動自由的極重要海域。 

最近，中國無視國際法，以「歷史的根據」為由，主張南海幾近全海域

的管轄權，以軍事背景的強烈手段試圖擴大勢力範圍，限制管轄圈內的外國

船艦及軍用機的自由航行，此為致使南海關係緊張的最大要因。 

以「建設海洋強國」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目標的中國而言，

南海雖有獲得天然資源的經濟必要性，但為達成能與美國並肩齊驅的超大國

及獲得亞洲太平洋地域的覇權之國家目標，確保中國海軍外海進出路徑以及

確實掌握核報復力的２大因素，南海即具更不可欠缺之戰略上重大的必要

性。 

於南沙諸島的中國人工島建設工程於 2014 年初被確認。兩年後的今年 1

月，航空機於永暑礁的跑道實施試航。南海軍事駐點化急速地發展，且於南

沙諸島的 7 個人工島已填埋完成，現在基地設備的建設也以快速的步伐進行

中。若是放任此狀況，伴隨著中國航空機的運用設備、維修設備及軍事設備

等軍事駐點的建設完成，其接踵的軍用機展開及排他性防空識別圈的設定，

中國將南海其內海化也幾近完成。而此狀況不可被容忍。 

於南海展開的 SSBN，導彈彈道的射程若延伸至美國本土且能直接進行

攻撃的話，將失去美國至今所維持對中國核抑制力的優勢。同時，也將失去

美國「核保護傘」的信頼性。 

   以「核保護傘」為前提的美國同盟各國而言，此一事態為崩壞安全保障

政策的根本，美國所主導的安全保障體制也將變成其體制從根本被破壞的噩

夢。 

  去年 9 月，於華盛頓所舉行的美中首腦會談中，美國總統歐巴馬對於中

國片面試圖改變南海人工島建設等一事表示強烈的憂慮，並要求中國停止對

於軍事設備的建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拒絕一切的讓步，並重複表示以

往「南海至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且「軍事設備的建設也在中國主權範圍

之內」之主張。 

  中國針對南海問題一事，非但不讓步且悍然地拒絕美國海軍於南海的自

由航行。認定無法只以外交交涉解決問題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終於在去年 10

月讓美國軍艦航行進入南沙諸島渚碧礁的 12 海哩以内的海域，實施「航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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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作戰計劃。 

  針對南海的對應，已不是交涉或是牽制的二擇一問題，若是沒有以實力

為背景則兩者都沒有效果，也無法期待此問題之解決。 

  對於中國強行的擴張政策，既無法期待藉由外交交涉手段解決，只有以

更強烈的行動來對應。 

   雖已表明確保南海的航行自由為國際社會間一致的意思，比起交涉當務

之急更應將重點放置於牽制上。 

  為此，除了委託美國的幫助外，包含沿岸各國的同盟國也開始實施「航

行自由」的作戰計劃。以抑制中國的軍事駐點化，確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可以

明確地向中國政府及中國國民傳達此為國際社會間一致的意思，且對於中國

也有強大的牽制效果。 

  去年 10 月以來，美國以每三個月一次實施自由航行的作戰計劃，而中國

批判此維持南海和平的美國主張是挑釁、沒有正當性且加速情勢緊張，並表

示不排除必要時則採取非常手段的態度。如此的中國軍，在這情勢緊張的海

洋上針對美軍所引起不測事故的可能性無法排除。藉此，同盟國的聯防海巡

此一行動除了向中國表示國際間一致強烈的意思外，同時也可得到且防止中

國挑釁行為的效果。 

  於亞洲有著安全保障體制基礎的日美同盟應能發揮其領導，來主導南海

諸國的有志同盟。 

首先，將我國航空部隊以及水上部隊的聯防巡邏防衛費大幅提升，如此

一來以日美同盟為基準的日美澳，及日美印等三國的架構擴大其為最容易實

現的方式外，未來也將從 3 國架構朝同盟國的構築前進。 

   此外，針對中國的戰略上，對於日美同盟而言，有著優勢地理位置的台灣

之協助是不可欠缺的。針對日美台 3 國所組成的安保協利體制架構也有急需

的必要性。 

  日本為構築與台灣的安全保障協立體制外，應明確地定位台灣的法律地

位，早期制定「日台關係法」也是不可欠缺的。 

   最近，台灣與日美兩國一同引進的 P-3C 型反潛偵察機系統，藉由情報交

換能力及廣域的偵查能力及敵艦攻擊力等大幅提升向上。 

  對於台灣我們期待其以自國防衛的構想實施作戰，同時也與日美同盟緊

密地情報交換及作戰調整等，大幅增強國防使其快速獲得現代化之戰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