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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06 年 3 月 1 日的高雄水星碼頭，總統蔡英文正式宣布，潛艦國

造計畫啟動，包含國防部長馮世寬、台船公司董事長鄭文隆以及中科

院長張冠群，共同完成潛艦國造的啟動命令，以及合作備忘錄的簽署

1。台灣從潛艦採購國，計畫透過研發與國外計協，晉升為潛艦生產

國；隔年，美國國務院傳出消息，川普政府承諾，將批准對台的潛艦

「行銷核准證」（marketing license），包括最困難取得的紅區裝備，

將以商售方式進行接洽，加上延續劍龍級升級案模式，讓美國國務院

得以向國會遊說放行，2這是美國川普政府在 2017年 11月訪中回國後，

展開美中貿易大戰，並且簽署應對「中國經濟侵略」（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的總統備忘錄3，中國商務部也宣布加徵關稅報復措施之

際4，短短兩周後美國對台灣潛艦國造開起第一盞綠燈5。 

  2001 年至今台灣潛艦籌獲，屢屢失敗。原因不外乎（一）美中之

間角力，（二）中國對台外交施加壓力，（三）美國對台「戰略清晰」

與「戰略模糊」轉變，以及（四）台灣執政者與政局演變，四大因素

                                                      
1總統府新聞稿，潛艦國造是三軍統帥的責任完成「國家安全」、「產業發展」及「社會團結」三

任務，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172/%E6%BD%9B%E8%89%A6，2017年 3月 1 日。 
2張加、洪哲政，美商售助我潛艦國造取得魚雷、飛彈等紅區裝備，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3073334，2018年 4 月 7 日。 
3王嘉源江靜玲，陸美貿易戰開打！川普祭出懲罰性關稅，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23000669-260119，2018年 3月 23日 
4中央通訊社，美中貿易戰在打什麼 3 分鐘教你看懂，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3235004-1.aspx， 2018年 3月 23日 
5羅添斌，臺灣自製潛艦美開了一盞綠燈，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90704，2018 年 4月 8 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172/%E6%BD%9B%E8%89%A6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307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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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牽動台灣對外軍購成敗。 

一、中國外交壓力 

  世界武器生產國，只要與台灣觸及軍售問題，就會遭受中國直接

或間接壓力，包含荷蘭出售劍龍級潛艦，台灣先採購 2 艘、後續 4 艘

視第一批使用狀況再行決定，即引起中國強烈的外交報復，包括將中

荷外交關係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這使得荷蘭國會對後續潛艦採購案

持反對態度，後續訂購也就無疾而終6。主要的潛艦製造國德國也畏

懼中國壓力，在這些年間也不乏觸及潛艦在國內生產的情形，包括加

拿大莊姓商人提出潛艦案中外購技術自建；義大利 TRUIESTE CLUB

公司來台推銷潛艦案，經由第三國轉口和在台合作生產；而台灣與阿

根廷接洽 TR-1700 潛艦軍售則是阿根廷建造後，轉售台灣7。另外還有

多次媒體報導，包含要求協助我國建造 206 型潛艦；轉售現役的 209

型潛艦；甚至新型的 214 型潛艦，由他國製造後轉售我海軍等諸多方

法。雖然許多軍火商躍躍欲試，卻都無疾而終，關鍵因素在於潛艦紅

區裝備，特別是上述幾款潛艦的動力主機，皆來自德國，而主生產國

承受中國壓力，拒絕授權出口，讓台灣即使想買二手轉讓的潛艦，也

因為後勤料件無法取得確定商源，最後全遭擱置。 

                                                      
6維基百科，劍龍級潛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A%8D%E9%BE%8D%E7%B4%9A%E6%BD%9B%E8%89%

87。 
7高智陽，臺灣外購潛艦秘辛，全球防衛雜誌，第 79頁，101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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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協防台灣 

  在世界各國唯一不畏懼中國壓力，持續對台軍售的就屬美國。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與中共建交，隨即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不過仍在同年三月通過《台灣關係法》（編號 H. R2479 法案），對台

軍售主要依循該法第二條，「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

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務；任何企圖以非和平

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

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8反對中共以武力進攻台灣；另外更「提

供防禦性（defensive）武器」及「選擇性」的武器給台灣，以及維護

台灣人權」9。 

  每逢雙方軍售案提出，無法避免的觸動美中兩國的敏感神經，而

歷任總統從小布希的「對台戰略清晰」，歐巴馬的「重返亞洲」，到川

普政府美中貿易大戰，直接或間接左右對台軍售。即便 1982 年《八

一七公報》規定了美國對台灣軍售質與量的限制10，同年七月美國再

度對台提出「六項保證」11，使得歷次軍購項目中，中國始終無法對

美台軍售提出有力的威脅，迫使美國放棄對台軍售。這說明美國對台

                                                      
8美國在臺協會，臺灣關係法，，第二條 B款第 3點、第 4點，

https://www.ait.org.tw/zhtw/our-relationship-zh/policy-history-zh/key-u-s-foreign-policy-documents-re

gion-zh/taiwan-relations-act-zh/。 
9同上註，第 5點、第 6 點。 
10中美關係概況，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gxjk2/t951173.htm。 
11林正義，八一七聯合公報後美國對台軍售政策，歐美研究所，第 23 卷第 3 期，1993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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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售，取決於美中台關係的發展，與區域是否穩定；換言之，美國的

對台軍售取決於是否符合其國家利益。 

  美國對台軍售成敗，美中台三方反應極為關鍵，不僅軍售內容與

宣布時機，牽動美中台關係變化趨勢，北京的反應也至關重要。不過

潛艦軍售又不比其他一般軍售，其高敏感度，與遠比其他軍售更高的

預算（八艘要價 4000 億台幣），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軍備交易，更包

含國內複雜的政治因素，以及執政者對國家認同。 

 

三、台灣執政者理念 

  至於台灣執政者對國家認同理念，從陳水扁時期「一邊一國」，

到馬英九「九二共識」、「和中、友日、親美」主張；蔡英文的「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12、「中國應正視中華民國存在事

實」13、以及「善意不變、誠意不變、不會走回敵對的老路，也不會

在壓力下屈服。」14，左右國安單位對軍備，甚至潛艦採購的方向，

並與國內政治團體，立法院朝野政黨之間競合因素，致使潛艦案在陳

水扁政府時期，無法獲得立法院同意，馬政府時期，八艘柴電潛艦案

擱置，也牽動台灣外交政策，特別是軍售不只是單純交易，而是美中

                                                      
12施正鋒，馬英九的中國政策，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卷第 2期，2013 年。 
13總統國慶演說，「堅定向前，讓國家因改革而偉大」，總統府，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773，2016 年 10月 10 日。 
14總統府新聞稿，總統出席「兩岸交流 30 年回顧與前瞻研討會」開幕典禮致詞，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718，2017年 10月 26 日。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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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三個國家與政黨的運作，在自身國家利益基礎上，所產生各種合作

或對抗行為。 

 

四、小結: 

  蔡英文政府推動潛艦國造之前，台灣籌獲潛艦超過 30 年，卻是

屢屢石沉大海，尤其美國小布希總統承諾售予台灣 8 艘柴電潛艦在內

各項軍購，是打破過去禁忌突破美國從不出售「戰略性攻擊武器」立

場15，在兩岸軍力差距逐漸擴大情況下，台灣軍方理當求之不得、積

極遊說朝野爭取，卻在朝野分歧下，潛艦軍購案無法成行。現階段政

府推行潛艦國造，與台船啟動合約設計，又有美國同意輸出許可，前

艦國造是否可行。綜合上述因素，台灣採購潛艦並非國際上單純軍購，

而是含有美中之間政治互動，以及台灣執政者對勇有足夠軍備，保衛

台灣的決心，而國家權力機構，立法院決策結果，更左右潛艦軍購成

敗，本論文將透過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的層次理論分析，研究在美

中台互動下，(一)分析台灣軍事採購困境，特別是潛艦採購，所面臨

的問題關鍵。(二)潛艦國造發展是否可行。其能為日後研究提供參考

意見。 

 

 

                                                      
15邵宗海，「美國對台軍售政策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中山人文科學期刊，第 9 卷第 1 期，第 3頁，

2001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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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獻探討 

  軍售案本身以其在國際關係上之微妙關係，在我國很早就獲得學

界的注意，並進行相關之討論，唯在中美兩國之間，軍售有極高機敏

性，相關官方資料取得不易，僅就政府部門公開資料進行探討，包括

美國國會研究處（CRS）報告，《1990 年後美對台主要軍售》（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為第一手呈現美國官方分析觀點。

至於國內潛艦研究，大多散落在雜誌期刊專文，與新聞報導中。論文

研究以趙建國的《小布希總統時期美國對台軍售之研究─以售台潛艦

為例》、王志鵬《台灣建購潛艦的問題：層次分析結合 3i 模型的觀

點》。期刊論文則包含彭巧明的《推動「潛艦國造」限制因素之研究》、

謝游麟《國對華軍售柴電潛艦案之研析》、楊仕樂《我國三項重大軍

備採購必要性之個案分析》。至於廣泛研究軍購論文中，提及潛艦案

論文，分別有周俊宏《理解中華民國的國防政策 1996-2012》、李玉

山《我國重大國防政策之研究-以軍購案為例》、孫振威《從國家利

益角度解析美中互動下美對臺軍售(1993-2013)》觸及潛艦採購困境。 

 

1.偏重美國利益分析 

  美國國會研究處（CRS）Shirley A. Kan 提出《1990 年後美對台主

要軍售》（Taiwan：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研究報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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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參考，該報告針對美國會自 1979 年通過《台灣關係法》後，

美國政府歷年來對台軍售狀況等進行文獻資料綜整，詳述紀載三大軍

購時期美國對台出售 8 艘潛艦過程，評估由美國招商出售柴電潛艦，

還是台灣潛艦國造。報告中以美國國家利益角度，明確點出美國海軍

反對重新啟動柴電潛艦生產線的立場，更用「危及核動力能力」等危

及美國國家利益因素，呼籲國會否決此軍售案。這與當時布希政府對

台出售柴電潛艦的作法背道而馳。趙建國同樣重申美海軍對售台柴電

潛艦的反對態度，並強調這也是美國將這 8 艘柴電潛艦，採限制性招

標，委商歐洲的主要原因。在 CRS 報告與趙員研究中，都認定美國

海軍反對背後不僅是核動力廠商的利益，更可能衝擊美國先進科技發

展。不僅美國海軍不想售台潛艦，洛馬在內四家主合約廠商外，台灣

方面有台船表達有意加入造艦計畫，最後不被考量，僅同意台灣國內

造船業參與潛艦全壽期保修，甚至允許承包商將部分造艦工作委交台

灣造船業負責，證實美在政策上不支持台灣發展自力建造潛艦的能量

16。至於找第三國建造協助，僅試圖幫台美潛艦軍售解套。另外重啟

美國早已關閉的青花魚級潛艦生產線，始終被海軍強力否決；並且進

一步分析美國海軍以強化反潛功能，替代潛艦採購，表達美國海軍實

質上反對台灣擁有潛艦的立場17。 

                                                      
16

 李玉山，我國重大國防政策之研究-以軍購案為例，第 102頁，2007 年。 
17

 趙建國，小布希總統時期美國對台軍售之研究─以售台潛艦為例，第 113頁，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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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振威則是以國家利益觀點，詳述美國與重要國家所建立的雙邊

軍事同盟，包含日、韓、菲、澳洲等所構成的特殊「島鏈系統」

（hub-and-spokes system），對台出售潛艦更是在此時空因素下產生。

這號稱台美軍購史上具有相當質量的軍備，以強化臺灣的國防對中共

的崛起進行圍堵，並著墨中國對美台軍售的歷次激烈反應，分析中國

抗議行動從原本的揚言報復，轉為行動化，進而箭指軍火公司18。孫

員分析，九一一發生更是小布希對台灣戰略位置的觀察點，美國並未

把中國當成足以對抗的強勁對手，卻也是不能忽視，必須防堵的對象。

謝游麟也提及，九一一之後美中台三邊的複雜關係起了「化學式」的

反應，使美國對華軍售的政策趨於保守19，美國自此，轉向需要中國

合作與支持，將國家利益，從防堵中國，變成聯合中國反恐作戰。謝

員鎖定小布希亞太戰略轉變分析，與孫員研究美國國家利益考量，雙

方論述相互呼應。美中破冰合作雖導致軍售台灣的決策變得攏長緩慢，

卻不至於完全取消台美軍售，特別是中國歷任領導人提出撤飛彈換美

國停止對台軍售，美方始終未能答應。 

 

小結 

Shirley A. Kan 詳載美國海軍對「重新啟動柴電潛艦生產線」，表達強

                                                      
18

 孫振威，從國家利益角度解析美中互動下美對臺軍售(1993-2013)，第 130頁，2014 年。 
19

 謝游麟，美國對華軍售柴電潛艦案之研析，第 56頁，201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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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反對，對照當時小布希極力推行售台潛艦政策，明顯呈現當時美方

內部售台潛艦的強烈矛盾，對本研究中，國際系統層次分析為主要參

考依據。而內容未提及台灣對潛艦報價過高問題，引起台灣反彈，評

估係屬美方內部考量，屬文中缺憾。趙建國則是以二個面向，即避免

台灣擁有完整武力，與中國大陸漸行漸遠，激怒中國導致武力解決台

灣問題。另外就是《八一七公報》與《台灣關係法》架構下美國從中

取得平衡，軍售台灣，獲取美國最大利益，與孫振威的研究不謀而合，

孫振威同時分析小布希亞太戰略考量，歐巴馬的重返亞洲後，軍售品

項未如小布希時，中國抗議也不如以往強烈下，進行三邊關係深入探

討，但是全文研究屬軍購大面向，對潛艦專責研究，則僅呈現單一國

家利益，實質問題卻未討論。 

 

2.偏重國內政治分析 

  在美國國會研究處對國會的報告中，提到「最初計劃在 2003 年下

半年選擇製造商設計和建造潛艇」20，此過程卻遭李玉山質疑，2001

年後美方承諾至今，構型、計畫皆無，卻要台灣編列潛艦預算，而海

軍卻在 2004 年美方仍未有進一步合約設計前提下，建案「水星計畫」

編列高達 4000 億的潛艦特別預算送交立法院，加上反潛機以及愛國

                                                      
20

 Shirley A. Kan，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P11-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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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飛彈採購包裹審議，換來後續朝野對軍購質疑21，李玉山研究提出，

潛艦軍售不僅台美雙方對價格、艦案、訊息傳達上有相當程度落差，

更造成立法院獲得不完政訊息，引起極大爭議，朝野政黨相互激化的

政策倡導，導致預算審議延宕。強化溝通是李玉山研究中點出關鍵，

不僅是對美方溝通，對國內在野黨，尤其是意見領袖，因此對本研究

極具參考價值。學者楊仕樂則認同軍購早已經被模糊焦點，但是對美

國採購停產的柴電潛艦，質疑美方機型老舊，且生產線關閉年代已久，

交艦期程高達15年反駁22，而這觀點，前立委顧崇廉前往美國考察後，

已經對國防部提出建言，同時含反潛機、愛國者三型飛彈等諸多重大

缺失，要求國防部重新考量。 

  馬政府時期，潛艦採購案急轉直下。孫振威研究提到，馬英九總

統就任隔天，即邀集國安會與國防部開會討論，以基於勿破壞兩岸氣

氛及直航為理由，擱置七大軍購案23，其中就包含潛艦，孫員研究中

提及，馬英九顧及兩岸和平發展，擱置軍購換來的經濟利益，軍購極

小化，卻對台美潛艦案軍售無疑是致命傷。王志鵬則進一步以提出，

馬英九執政雖然有國會絕對多數支持，但是本身強調兩岸經貿和平，

加上美國當時早已對台灣潛艦採購失去信心，在他的研究中，分別依

照美方態度（國際層次）、國家權力（國會消極處理）、以及個人（馬

                                                      
21

 李玉山，我國重大國防政策之研究-以軍購案為例，第 118頁，2007年。 
22

 楊仕樂，我國三項重大軍備採購必要性之個案分析，第 97-99 頁，2006年。 
23

 孫振威，從國家利益角度解析美中互動下美對臺軍售(1993-2013)，第 130頁，201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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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九兩岸理念），三方面透過 Waltz 的層次理論分析馬英九政府時期

的潛艦軍購變數，研判馬英九希望降低扁政府時期兩岸緊張，喚回美

國對台灣領導人的信任，但是擱置軍購作為，卻已經讓美方大為不滿。

周俊宏則解讀，馬英九首度表態對潛艦需求，還是在有競選連任壓力

下的 2011 年，向美國在臺協會（AIT）主席薄瑞光表達對潛艦的需求，

卻擺脫不了自己奉為圭臬的「守勢國防」的觀點。 

 

小結： 

王志鵬研究中，以Waltz的層次理論分析，分別以歷史脈絡方式研究，

呈現各時期台灣潛艦取得困境，加入決策觀點，解析小布希政府售台

潛艦後，到馬政府時期對潛艦採購困境，屬國內第一本專責潛艦採購

過程專文，更在研究建議中，不排除國艦國造，與發展微型潛艦做探

討，雖對本論文具參考價值，但是研究限制中，王員排除國家權力層

次中，最複雜、不理性，卻也具關鍵影響力的「國會無共識」探討，

缺乏朝野對潛艦歧見的論述。倒是李玉山研究中，詳述潛艦採購，將

國防部從軍事、政治、經濟、以及行政單位橫向協調上分析改進方式，

國會爭議則提出加強溝通，雙方研究相輔相成。唯李玉山研究僅到

2007 年，且潛艦研究僅屬於其中一部分，王志鵬僅到 2009 年，後續

發展仍待進一步研究。 



- 13 - 
 

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Realism），即是國際無政府狀態，國家是國際間的主

要行為者，而在國家之上，不再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其中 1948 年，

被封為古典現實主義的開山之祖，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所著作《國家間政治》中提到，以權力、利益為核心，

來理解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常被認為是國際關係中，佔主導領導地

位，其重視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以及國家利益擴張，後續學

者們普遍認為，軍事力量與武力，來解釋權力的原因24，其衝突與合

作漠視，大部分符合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透過此維持國與

國之間難以擴張，一旦權力平衡瓦解，戰爭就可能是無法避免的結果。 

 

 

 

 

 

 

 

           沃爾茲的層次分析，程彥豪自繪整理 

 

                                                      
24

 Andrew Heywood，政治學新論，韋伯文化，第 246-249 頁，2000年。 

系統層次結構（國際體系） 

國家層次(國內政治) 

個人層次(決策者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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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現實主義─Waltz 的層次分析 

  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國家為主要個體，雖然國家底下無法排除國

內政治運作，以及決策者個人因素，但是在國際系統層次下，關注的

是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往往國家與執政者個人因素，容易被忽略。因

此國際關係巨擘學者，坎尼斯‧奈爾‧沃爾茲（Kennteh Neal Waltz），

建立三個層次的限制，特別是在 1950 年著作《人、國家與戰爭》

（Man,theStateandWar）一書中分析戰爭原由，就將戰爭原因區分為：

第一印象─「人類行為層次」，即人性，個人行為作用，個人因素，

甚至探領導者或討決策者的，信仰、行為模式，影響國家戰爭則是執

政者的決策思維。第二印象─「國家內部結構」，包含國內政治、經

濟、文化等「體制」變化，對國家外交的影響，甚至引發戰爭。第三

印象─「國際系統結構」，國家之上無政治權力體，因此國與國之間

沒有中央權力機構，也就是國際社會是個無政府狀態，雖然盧梭提出

聯邦制，對區域內的所有國家加以強而有力的法律規範，康德也認為

可以建立自願性的國家聯盟，但是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25，實際上並

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甚至國際組織，可以一呼百應，現在聯合

國也是如此，而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在無政府體系中，國家首要是以

軍事安全，每個國家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為了達到目的會使用武力

                                                      
25

 Kennteh N. Waltz 著，(Man, The stste and War : A Theoretical analysis) ，信強譯，人、國家與戰

爭-一種理論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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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沃爾茲認為，不同層次所涉及的問題完全不同，分析結果也不一

樣，唯有將三個層次的分析結果結合討論，才能對國家有較完整的認

識與討論27。本研究依循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層次理論，依照三個層次，

逐一探討台灣採購潛艦變數。 

       

資料來源：國防部 106 年國防報告書28 

                                                      
26同上註。 
27同上註。 
28

106年國防報告書，國防部首次在公開資訊公布將台美軍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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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進行潛艦個案研究，再

以深度訪談填補研究空缺。 

(一)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法係探索性的研究方法，亦稱為文件分析法或次級資料

分析法，即用現有主要學術論述、官方文件以及報章雜誌資料，包含

國內外與本議題相關之圖書、期刊、專論、研究報告、學位論文、政

府出版品、立法院公報、新聞報導以及相關法規資料，進行理論及實

務分析及現況之整理，彙整出背景以及主要變數，以了解問題發生原

因、解決過程及產生的結果。其關鍵在強調資料蒐集，並且進一步加

以分析，再透過現實主義中的層次分析印證本文觀點，並依據文獻分

析結果，作為擬訂後續深度訪談主題之基礎。 

 

(二)深度訪談 

  本研究為彌補第一手資料文獻之不足，並希望進一步了解，政府

建案採購潛艦過程，所遭遇國際與國內困境，是以進行深度訪談。訪

談時以訪談大綱為主軸進行問答，倘若受訪者回答內容，超出訪談大

綱提列問題的範圍，則根據回答再做延伸提問，以保有調整問題的彈

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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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 

(1.)軍方時任決策高層。 

(2.)時任案件主承辦參謀。 

(3.)立法院國防委員與資深國防委員會委員國會助理。 

※訪談對象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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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程彥豪自繪 

台灣潛艦採購：外購→國造 

現實主義 

Waltz 層次理論 

國 

際 

系 

統 

層 

次 

國 

家 

權 

力 

層 

次 

領 

袖 

個 

人 

層 

次 

採購困境(限制) 

潛艦採購提出建議 

研究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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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爾茲的層次分析理論中探討台灣籌獲潛艦過程 

資料來源：程彥豪自繪 

 

 

 

•美國：小布希(亞太戰略) 
   歐巴馬(重返亞洲) 
   川普(美中貿易大戰) 

•中國：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中國崛起) 

•歐洲(荷蘭)：賣潛艦給我國，以及原本欲賣給
我國的國家? 

國際系統層次 

•國家權力層次對潛艦採購影響 
1.陳水扁時期：在野黨杯葛潛艦案 
2.馬英九時期：政府擱置 執政黨消極態度 
3.蔡英文時期：潛艦國造自主形成共識 

國家層次 

•決策者對潛艦案影響 
1.陳水扁時期：一邊一國(需軍購) 
2.馬英九時期：兩岸和平(軍購非急需) 
3.蔡英文時期：不認九二共識 
       (國防自主、潛艦國造) 

 

領袖個人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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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研究的主題是台灣軍事採購的困境，主要鎖定柴電潛艦對

台軍售，直到台灣自製潛艦後，一連串台美軍售過程、現況、限制因

素。時間從 2001 年 4 月扁政府時期，美國總統小布希同意出售八艘

柴電潛艦過程與政策演變，作為研究開端，探討美國對東亞地區的戰

略思維，台灣國內執政者與國會間的競合關係；扁政府時期 6108 億

三大軍購中，外購 8 艘潛艦，卻因內有潛艦是否在台生產、在野黨批

評凱子軍購等爭議，外有美方顧慮柴電潛艦再開生產線恐造成美國國

會質疑、及美方對台獲得潛艦的顧慮等因素；至馬政府初期，力倡九

二共識，認定台海短期不會有戰爭，採購潛艦更觸動兩岸敏感神經，

導致最後潛艦全案擱置，即便馬政府 2013 年才確定潛艦國造政策，

卻仍無具體進度。2016 年蔡英文政府上台後，落實選戰政見拍板潛艦

國造，到 2018 川普政府可望同意行銷許可證（marketing license）等，

這段時間內國際情勢與國內政局的演變，對潛艦籌獲所造成的影響為

例，來探討我國在對外軍購上所面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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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美國對台軍售相關文件都來自英文原文，且無論台灣或美國相關

資料，大多是第二手資料，且軍方相關建案決策過程以及評估資料，

至今都屬於機密等級，並未公開流通，導制與決策相關的第一手資料

獲得相較困難；另外有關外交與軍事決策檔案，也因為受到保密時間

限制，絕大部分無法取得閱讀。即便三項軍購時期，軍方為了遊說立

法院，釋出包括三大軍購說帖，以及各場柴電潛艦研討會中，包含國

防部整合評估司、海軍司令部、台船等曾釋出相關資料，但除前述特

例，在官方資料部分多僅能以具有參考價值的官方聲明或評論，再包

含學者研究，以及新聞媒體報導輔助，雖然在研究上或學術上欠缺嚴

謹條件，仍屬於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至於補強部分，則是以訪談當年參與決策之高階將領，業管參謀，

進行菁英訪談，了解台灣需求潛艦的國際因素，國內變數，詳細規格，

戰略環境。至於朝野決策過程，受限於篇幅與時間，細節部分則不詳

述。 

  本研究探討台灣採購潛艦過程，執政者保衛台灣決心，以及立法

院對軍售案的影響到美中互動變化，影響對台軍售結果，期間發生非

理性變數，如鐽震案等影響軍購因素，本研究不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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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第三節 理論（研究）架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現實主義 

    第二節 Waltz 的層次理論 

    第三節 國軍對外軍購的政策與發展 

第三章、國際層次對我軍購的影響 

    第一節 美國：從小布希（亞太戰略）、歐巴馬（重返亞洲）

到川普（終止重返亞洲） 

    第二節 中國：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中國崛起） 

第四章、國家權力層次對我軍購的影響 

    第一節 陳水扁時期：在野黨採杯葛 

    第二節 馬英九時期：執政黨態度採消極 

    第三節 蔡英文時期：國造自主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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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個人（兩岸政策或觀點）層次對我軍購的影響 

    第一節 陳水扁時期：一邊一國（需軍購） 

    第二節 馬英九時期：兩岸和平（軍購非急需） 

    第三節 蔡英文時期：不認九二共識（國防自主、潛艦國造） 

第六章、研究結果與建議 

研究結果： 

檢證—現實主義影響國際政治，國際政治影響我國外交政策，進而影

響我國軍購並產生困境與限制。 

研究建議： 

台灣國造軍備有 IDF戰機前例，政策因素導致生產線停擺，人才流失，

台灣潛艦國造是否可行？是否重蹈覆轍？或加強國家國防、外交、經

濟、科技等實力，以利國防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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