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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7月31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批准防衛大臣森本敏

(前拓殖大學教授、日美安保問題專家)所提交的2012年版的防衛白皮

書，此為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所公佈的第三部防衛白皮書。在內容方

面，此部白皮書共劃分為「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本防衛政策與

動態防衛軍力」以及「防衛日本之作為與措施」等三篇。關於日本對

於中國大陸軍事發展的評估，被列在白皮書第一篇第一章「日本周遭

國家的防衛政策」的第三節(緊接在美國與朝鮮半島之後)的篇幅之

中，此處涵蓋四個部份，包括：(一)中國整體發展形勢；(二)軍事事

務(包括國防政策、軍事透明度、國防預算、各軍種的軍事發展、海

洋活動、教育訓練、國際軍事行動、自主國防產業)；(三)對外關係；

(四)中國大陸對台軍事能力。本文以下分就「日本對於中國大陸擴張

軍力之質疑」、「日本對於中國大陸強化海洋活動之戒心」與「日方

的因應作為」等三部份進行說明。  

 

 

日本對於中國大陸擴張軍力之質疑 

    從白皮書的內容視之，面對綜合國力全面大幅提升且與雄心勃勃

的中國大陸，日中兩國的此消彼長出現相當程度的變化，由於雙方的

互信基礎薄弱，故日方的反應相當複雜，一方面對於北京近年來在國

際社會中所扮演的正面角色，以及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上的積極投入，

包括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以及在亞丁灣與索馬利亞所執行的反恐任

務等，日本均持肯定立場。然而，此部白皮書的重中之重，自是聚焦

於中國大陸的軍事發展，儘管並未言明，但不難察覺日本的高度防備



之意。 

    值得重視的是，此部防衛白皮書與美國官方的口徑一致，直指外

界中國大陸軍事發展的最大質疑，在於透明度的不足，而此問題涉及

兩個層次，其一是白皮書認為中國國防現代化與部份作為，在意圖與

目的方面不明確，也就是雖然北京當局每每強調其國防建軍的目的，

在於維護國家安全、政治獨立以及領土完整，並無意與任何國家進行

軍備競賽，再三重申軍事發展不僅早已高度透明化，對他國不具威脅

性，且其建軍向來呼應和平發展、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與鄰為善與

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等政策主軸，故多次反駁外界的指控是別有用

心。不過在此部白皮書之中，日本認為北京迄今未針對強化軍備、持

續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頻繁於日本周邊水域進行各式海上活動(包

括 2004年 11月一艘解放軍核潛艇並未以無害方式通過日本領海)以

及其他事件(例如在 2007年初以反衛星武器擊毀一枚老舊氣象衛

星)，到底所謂何來，提出足以令日本與國際社會信服的正當理由，

故難以減輕外界對其動機上的疑慮。 

    其二則是白皮書指出較諸於其他國家，北京在安全與軍事領域高

度神秘色彩，包括未來建軍方向、國防預算的規模以及決策過程等，

外界向來難以一窺全貌，故易引起國際社會的揣測與不安。例如其國

防白皮書的內容仍過於簡略；例如有關國防預算編列與運用方面的說

明，不夠細緻與詳實，相較於國際社會的標準，仍存在不小差距。另

外此部白皮書也提及，單就官方公佈資料而言，中國的國防支出在過

去五年間就成長了將近一倍，在過去 24年當中更成長了 30倍，更遑

論外界更質疑中國大陸有極大比例的隱藏性軍事經費，未被官方列

入。再者，此部白皮書亦指出，雖然講求「黨指揮槍」的傳統，但近

年來大陸軍方在領土主權以及海洋權益等敏感議題上，較過去展現更

大的主導性與發言權，面對領導即將換代，一支更為自信與強勢的解

放軍，自然不願其地位與影響力下滑。但如此卻可能將增加北京對外

決策的潛在風險與不確定性。此判斷也呼應美方近來的看法。 

 

日本對於中國大陸強化海洋活動之戒心 



    針對近年來中國海軍進出太平洋的日漸常態化，此部白皮書流露

出強烈憂慮。例如特別提到11艘解放軍艦艇曾於2011年6月通過沖繩

本島與宮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寬約140海浬)駛入西太平洋一事。事

實上，自2009年起，基於強化遠洋部署與行動能力的考量，解放軍的

海軍編隊即頻頻藉由宮古水道從東海海域進入西大平洋進行演訓，且

其密度有升高之勢。而北京對此的一貫回應則是，中方軍艦行駛國際

水域，符合國際法的規範與實踐，此為全球通行的做法，任何國家不

應主觀臆斷或妄加猜測，意圖跟蹤與干擾中方行動。 

    尤有甚者，除了從宮古水道開赴太平洋之外，2012年解放軍至少

兩次穿越通過此九州南端之峽窄的大隅水道(位於大隅半島與大隅諸

島間)。第一次是在4月30日，東海艦隊的三艘艦艇編隊(由兩艘導彈

護衛艦與一艘情報蒐集艦組成)通過此水域。第二次則是在6月13日，

東海艦隊所屬的三艘艦艇編隊(由一艘導彈護衛艦、一艘導彈護衛艦

與一艘補給艦組成)通過此狹窄水道。雖然北京對於上述兩次行動均

宣稱是年度計劃內的例行性訓練，外界不需過度反應，但對日本政府

而言，自然無法釋懷，一則解放軍的類似舉動在以往誠屬相當罕見，

二則僅管宮古海峽與大隅海峽都屬於國際水域，敏感度畢竟大為不

同。因為前者在地理上是位於沖繩本島與宮古島之間，但後者卻相當

接近日本本土，且向來為美國第七艦隊艦隻所頻繁利用的水道，再加

上附近的種子島與內之浦為日本的運載火箭發射基地，故日本質疑動

機可議，不僅與進行電子情報的蒐集與獲取水文資料等活動有關，更

隱含向美日示威與展現實力的象徵意義，故被日本解讀為針對性十足

的挑釁之舉。 

    除了更具壓迫性的海上軍事活動之外，針對中國大陸逐步擴張在

日本鄰近海域的活動範圍，並運用公務船以執法與維權等名義，不惜

升高衝突態勢向日方步步進逼的強勢作為，此部白皮書也多所著墨。

尤其是洋洋灑灑列舉自2008年以來，中方漁政與海監所屬船艦駛入釣

魚台水域的相關案例細節，由此可看出日本對此情況的高度警戒。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北京不斷強化在日本鄰近水域活動強度與頻

率，此部白皮書歸納下列幾項可能原因。其一是隨著近年來軍事現代



化與科技水準的大幅提升，解放軍的長程打擊實力已獲取長足進步，

藉由能夠展現有效攔阻假想敵海上行動的能力，昭告維護國家主權與

領海的決心。其次是著眼於台灣議題，意即希望藉由制海權的掌握，

嚇阻與防止台灣獨立，並確保在必要時有能力阻絕外在勢力的軍事介

入；第三則是與維護其海洋權益有關，主要是與保障其在東海與南海

地區天然氣與海上油井設施的安全。至於最後為海上運輸線與生命線

的確保，意即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與國際經貿網絡的日趨綿密，

其國家利益也更為全球化與複雜化。 

    總結而言，相較以往，日方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視野已更具外

向色彩，早已無法以昔日的近海防禦為滿足。故此部白皮書判斷其在

日本鄰近水域的類似軍事活動，很明顯是從早期的試探與偶爾為之，

逐步成為現階段的例行性與常態化，且未來的行動範圍將更為遼闊、

頻率勢必更高，且在方式上也將更趨積極、靈活與具擴張性，其目的

是讓日、美與國際社會對此趨勢「習慣成自然」。故對於日本的安全

利益而言，無疑將構成嚴峻的挑戰。     

 

結語：日方的因應作為 

    此部最新版白皮書雖未曾言明中國大陸為假想敵，但綜觀其內

容，在在顯示日本對於中國強化軍備意圖與軍事透明度問題的關注，

尤其是解放軍在其確保海洋利益、應付周邊潛在衝突以及遂行反介入

作戰等考量下，海、空軍的建設早已成為其建軍的核心任務，諸如航

母、新型戰機、核動力潛艦、反艦彈道飛彈等裝備都成為發展重點。

至於在因應作為方面，危機感日漸強烈的日本，主要從外交與軍事兩

途徑加以因應，而其中的兩個關鍵字，第一為自身實力，第二則是日

美同盟。      

    首先就軍事層面而言，重點有二，其一是決定強化西南諸島部

署，強化離島防衛與應變。故此份白皮書重申，日本將依據日本於2010

年12月所最新頒佈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及中期兵力整建計劃(2011至

2015會計年度)，除持續強化水下戰鬥能力(潛艦部隊的規模從16艘擴

編為22艘)之外，重點置於強化西南諸島防禦與警戒，增加自衛隊駐



軍數目，設立沿岸監視部隊，以補強此一以往最為脆弱的防衛環結，

期能有效反制中國大陸突破第一島鏈的各種動作頻頻，其中尤以距離

台灣僅咫尺之遙的與那國島(人口僅1,600人、面積不足30平方公里、

距離花蓮不過110公里、距離釣魚台約120公里)，最引起外界關注，

與那國島在地理上位於日本國境最西端，以往為日本國土防衛的空白

地帶，日本政府在2011年9月決定在與那國島部署沿岸監視設施與機

動雷達裝備，其目的在於強化對該地區海空域機艦的偵測能力，至於

地點則包括兩處，其一為該島西部久部良地區的南牧場，另一則是該

島中部山區西側，日本政府已分別在2011年與2012年會計年度撥款三

千萬與十億日元經費，供計畫先期作業所需，待與當地居民的溝通說

明與土地徵用程序告一段落之後，預計將於2015年完成相關進駐，此

白皮書以圖文並茂的方式解釋日本在與那國島之相關計畫與時程，此

外，日本政府目前更研議在宮古島和石垣島派駐自衛隊的可能性，由

各種跡象顯示，日本自衛隊的防衛重心已向西南方面移轉，其防備與

監視中國大陸軍事動向之用意不言而喻。其二則是強調所謂的動態防

衛力量(Dynamic Defense Force)，而非以往的基礎防衛力量概念 

(Basic Defense Force Concept)，意即更為重視防衛能力如何能夠

有效運用的問題，而為有效因應日本外部環境的急遽變化，自衛隊必

須有能力應付多樣化的任務需求與挑戰，包括傳統的防衛領土、因應

突發狀況、搶災救險、維和行動、人道援助、反海盜等各項國際任務

在內。因此建立一支具備高度機動性、靈活度、持續力、多功能以及

高科技優勢的自衛隊，將是維繫日本安全利益的根基所在。 

    至於在外交方面，除注重與亞太區域主要盟邦的防衛合作、交流

與協調，突顯南韓與澳洲等國的角色之外，首要之務還是加強與美國

的雙邊合作關係，此為防衛大臣森本敏在此部白皮書前言中，開宗明

義所強調的重點。尤其是在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政策主軸之下，再

佐以2012年初五角大廈所最新出爐的美國軍事戰略報告視之，面對日

趨複雜的周邊安全環境，日美同盟的持續深化和與時俱進，仍為日本

安全政策的不變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