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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島戰役對我反登陸作戰砲兵部隊戰力保存之啟示 
作者：黃泰超 

提要 

一、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於民國 33 年 6 月起全力加強沖繩島上之防禦設

施、戰場經營及戰力保存，欲孤注一擲，阻止美軍對本土之進迫，隔年即

爆發沖繩島戰役。 

二、 我國經濟發展帶動公部門及私有的土地開發，軍事用地逐日釋出供民生用

途，能利用之空間縮減，而國軍在實施戰場經營及戰力保存時，必須尋求

能於敵人第一擊後，仍有可恃之戰力，以完成國土防衛之重責大任。 

三、 我國臺灣本島濱海地區缺乏既設堅固工事，國軍砲兵部隊依作戰階段劃分，

進入射擊陣地待命實施反舟波射擊，在缺乏足夠的工事掩體下，砲兵部隊

如何能確保足夠之戰力，完成所負之任務，為今後國軍建軍備戰面臨的重

大挑戰。 

關鍵詞：戰力保存、工事掩體、偽裝欺敵 

前言 

    琉球群島位於日本本土南方，為太平洋中戰略要地，亦為拱衛日本本土之

門戶。日軍於民國 33 年 6 月起（沖繩島戰役前 1 年），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加

以經營，直至民國 34年初，乃不分畫夜，加強該群島之主島–沖繩島之防禦設

施、戰場經營及戰力保存，欲孤注一擲，阻止美軍對本土之進迫，雖然日軍在

此作戰中慘遭失敗，然依其所完成的海島防衛戰備措施與地道挖掘技術，堪稱

世上之最。 

    國軍自中國大陸轉進至臺灣已 60餘年，而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帶動公部

門及私有的土地開發，使得國軍在實施戰場經營及戰力保存時，就不能沿用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舊思維，必須結合現今地方開發，以及政府的重大建設，來創

造能在敵人於第一擊後，仍有可恃之戰力，以完成國土防衛之重責大任。 

沖繩島戰役經過概要 

一、日軍作戰指導 

日軍為確保廣大太平洋海域安全，主要是採取「航空決戰」戰略，運用航

空兵力以攻勢代替防禦。1日軍研判美軍為儘速迫其於本土決戰，將可能攻略小

                                                        
1
吳玉貴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27)：「捷」號作戰指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1988年 6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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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原群島、臺灣、西南諸島等地區，壓縮日本作戰空間。2故決議於 1945年秋前

完成動員整備，準備於本土與美軍決戰，故在整備期間，戰略上必須先以外圍

島嶼消耗美軍戰力，阻滯其基地推進，以獲取充裕之準備時間。
3
 

1944年底前，日軍第 32軍以 4個半師團兵力，負責琉球群島之守備，並以

確保沖繩本島中、南部地區為首要任務。沖繩本島之守備，是以 3 個半師團兵

力部署於中、南部海岸地帶，並以迅速之反擊，殲滅登陸敵軍為作戰指導。中、

北部機場地區之守備，約採 1個師團兵力（如圖一）。
4
 

1944 年 10 月 20 日，大本營為因應菲律賓方面戰況，從琉球群島抽調第 9

師團至臺灣強化其守備。5第 32軍被抽調第 9師團後，日軍大本營未補充其戰力，

使沖繩本島之守備兵力僅剩 2個半師團。 

因此，第 32軍高級作戰參謀八原博通大佐，擬定了 4個作戰方案呈報給參

謀長長勇中將，並將參謀意見上報給軍長牛島滿中將；軍司令部認為防禦面過

大，兵力不足以對全島實施全面防禦，故放棄原「決戰」指導之部署，改採第 3

方案，將主力集中至南部首里地區，藉工事遂行固守之「持久戰略」，以遲滯消

耗美軍戰力。6 

第 32軍於本部半島及伊江島，僅部署步兵 2個大隊，羽具岐海灘地區部署

民防部隊特編第一聯隊，第 62 師團負責那壩–首里–與那原以北之防禦任務。

第 24 師團防禦具志頭地區；獨立 44 混成旅團防衛知念半島；中、北部機場則

完全放棄守備。7（如圖二） 

日軍此次變革看起來平常，但事實上卻是第 32軍在作戰觀念上，出現的一

次重大變革。這一調整意味著，第 32 軍放棄了日軍一直以來所信奉的「決戰」

政策，也就是在近戰中積極尋找敵人，而是與敵人打「消耗戰」。8正是第 32 軍

轉為在沖繩島南部與美軍打消耗戰的決定，使沖繩島與硫黃島戰役一樣，成為

太平洋戰爭中日軍的經典之戰。此戰第 32軍充分發揮了最大的戰鬥效益，只是

因為實力明顯懸殊才最終敗下陣來。9 

                                                        
2林石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28)：波茲坦宣言與投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1988年 6月），頁

7。 
3
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Ⅳ)》（臺北：國防計畫局編繹室譯印，1978年 3月 1日），頁 27。 

4同註 1，頁 204。 
5長陽，〈沖繩戰役-太平洋最後的登陸戰〉《突擊月刊》（臺北），第 19期，突擊月刊社，2007年 1月號，頁 007。 
6同註 5，頁 009。 
7阿普曼；潘恩士；古格勒；史蒂芬斯著，《沖繩島最後一役》（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年 3月），頁 130。 
8
同註 5，頁 009。 

9
同註 5，頁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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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944年底前第 32軍沖繩島部署要圖 

 
資料來源：王郅強，〈沖繩島戰役日軍防衛作戰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23卷第 5期，國防大學，2008年 7 月，

頁 121。 

圖二 1945年初第 32軍沖繩島部署要圖 

 
資料來源：：阿普曼；潘恩士；古格勒；史蒂芬斯著，國防部史政局譯，《沖繩島最後一役》（臺北：國防部史

政局，1962年 3月），插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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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日軍沖繩戰役經過概述 

1944年 6月起美軍於太平洋地區採 2條軸線向西取攻勢；其一軸線，以麥

克阿瑟將軍指揮之西南太平洋戰區部隊，由新幾內亞經荷屬東印度向菲律賓群

島採攻勢作戰；另一軸線，則以尼米茲將軍指揮之太平洋戰區部隊，經馬紹爾、

馬利亞納及加羅林等群島向臺灣及廈門地區採攻勢作戰。
10
 

6 月 15 日，美軍登陸塞班島，日軍決戰失利後，大本營即策劃「捷」號作

戰，計畫於菲律賓、臺灣、西南群島、本土及東北方面建立防線，準備與進攻

之美軍決戰。12月 20日，麥克阿瑟將軍進攻呂宋，尼米茲將軍繼之於次年 1月

20日奪取硫磺島。11為向日本本土發動攻勢，須先期奪佔前進基地，準備向日本

本土決戰。（如圖三） 

美軍攻略沖繩島作戰之代號為「冰山作戰」，投入總兵力達 54萬 8,000人，

各型艦艇 1,500餘艘，飛機 2,000餘架。第 10軍團為地面主力部隊，轄 2個軍

（計 10 個師），計畫先奪取慶良間列島，再登陸羽具歧海灘奪取讀古及嘉手納

機場，向東截斷全島，爾後再分向南北部地區轉取攻勢。
12
（如圖四）31日，美

軍先期佔領慶良間列島；第 32軍開始破壞伊江島及沖繩本島各機場。134月 1日，

美軍 4個師於羽具歧海岸登陸，登陸部隊未遭重大抵抗順利佔領中、北部機場。
144月 4日，美軍東進至海岸，第 24軍與第 6師分向沖繩本島南、北部地區轉取

攻勢。（如圖五） 

4月 6、7日，日軍發動「菊水一號」作戰，計出動陸海軍 699架飛機（含特

攻 355架）對沖繩美艦當發動攻擊。154月 7日，美、日雙方於我如古、南上原

及和宇慶之線發生激戰。午後，美軍百餘艘船團再度出現那霸海域；日軍恐美

軍於側背登陸，八原反對發動攻擊，長勇摒除八原反對堅持出擊。8 日夜，第

62師團部分兵力對美軍陣地攻擊，終歸失敗。169日，日軍藉由地形、工事、火

力成功阻滯美軍攻勢，造成美軍嚴重傷亡，直至 12日仍無法攻佔。17 

日軍大本營深信「菊水一號」作戰成果，故決定再投入航空戰力，追擊美軍。
184月 13日至 5月 4 日期間，計實施 5 次「菊水作戰」。使用飛機（包括 1,711

                                                        
10王郅強，〈沖繩島戰役日軍防衛作戰之研究〉《國防雜誌》(桃園)，第 23卷第 5期，2008年 7月，頁 117。 
11同註 10，頁 117。 
12
同註 10，頁 122。 

13
林石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28)：波茲坦宣言與投降》（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1988年 6月），頁

160。 
14同註 13，頁 162。 
15同註 3，頁 109。 
16同註 13，頁 169。 
17
同註 10，頁 124。 

18
同註 13，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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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次特攻機在內）計達 5,068架次，其中損失 1,611架。
19
 

22日，美軍調整部署以 3個師兵力，以相對於日軍 10倍之戰力，重新發動

攻勢。20日軍因過去戰鬥損傷泰半，主抵抗線無力確保，決定縮小戰線。23日夜，

日軍退向首里核心陣地實施持久作戰。2126日，美軍再度攻擊首里。日軍決定於

5月 4日晨發動總攻擊；4日拂曉，反擊部隊因美軍優勢火力而受挫，遂中止總

反攻。
22
（如圖六） 

5月 11日至 6月 22日期間，日軍實施菊水六至十號之航空總攻擊，戰果不

彰，未能予美軍致命之打擊。5月 11日起，美軍在南部戰線投入 5個師兵力，

日軍首里戰線防衛戰力逐漸消耗。22日，第 32軍自首里轉進至喜屋武半島，實

施最後之持久戰。至 6月 19日，日軍陣地終不敵美軍攻勢而崩潰，軍司令官牛

島中將於摩文仁自裁。23（如圖七） 

圖三 1945年初太平洋地區一般情勢圖 

 

資料來源：王郅強，〈沖繩島戰役日軍防衛作戰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23卷第 5期，2008年 7 月，頁 117。 

                                                        
19同註 10，頁 124。 
20同註 5，頁 26。 
21同註 10，頁 124。 
22
同註 10，頁 124。 

23
同註 10，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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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冰山作戰」作戰佈署圖 

 

資料來源：王郅強，〈沖繩島戰役日軍防衛作戰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23卷第 5期，2008年 7 月，頁 123。 

 

圖五 美軍登陸沖繩作戰示意圖 

 
資料來源：王郅強，〈沖繩島戰役日軍防衛作戰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23卷第 5期，2008年 7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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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首里地區作戰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王郅強，〈沖繩島戰役日軍防衛作戰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23卷第 5期，2008年 7月，頁 125。 

圖七 摩文仁地區作戰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王郅強，〈沖繩島戰役日軍防衛作戰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23卷第 5期，2008年 7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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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島日軍作戰整備及戰場經營對國軍之啟示 

何謂戰力保存呢?「戰力保存」依國軍軍語辭典之解釋，意指「在敵先期之

優勢海空攻擊中，得以保存完整之戰力，為防衛作戰成功之主要關鍵，故須憑

藉既設工事、堅固建築物及疏散、掩蔽、偽裝、欺騙等措施，確保人員、武器

裝備及物資之安全，儘量減少戰損，保持完整戰力」。
24
陸軍作戰要綱定義：「在

敵優勢海空攻擊中，得以保存完整之戰力，為防衛作戰成功之關鍵。故須憑藉

既設工事、堅固建築物及疏散、掩蔽、偽裝、欺騙等措施，確保人員、武器、

裝備及物資之安全，儘量減少戰損，保持完整戰力」。
25
 

沖繩島防禦計劃之積極擬定，始於美軍攻佔馬里亞納群島之時。26日軍鑒於

每次登陸戰中，灘頭附近守軍，均被美軍猛烈砲火所毀滅，犧牲慘重，故將原

有之防禦計劃大加修訂。其修訂主旨為在作戰時期，將預期敵軍登陸各灘頭之

防守部隊，儘量由海岸撤至內陸，配置於經營逾年之南部各陣地，使美軍先於

象徵式抵抗下，全部登陸，待其攻向內陸，艦砲支援及空中掩護不足時，始以

強烈有效火網妨害其行動自由，然後由守軍突襲，使陷於進退兩難之苦境，
27
此

種防禦戰術之基本改變，美軍幾乎毫無情報，故於登陸時浪費彈藥甚多，且增

加爾後作戰之困難。 

一、 掩體工事，地下規劃 

因為第 32軍已預料將會遇到美軍優勢的海、空火力攻擊，因此八原博通大

佐在他寫的「必勝之路」的小冊子提到，「透過對堡壘工事的應用，第 32 軍必

將擊潰在人數和技術上佔有優勢的美軍」。他認為可行的、也是能夠成功方法，

是修築和利用坑道。28第 32 軍利用沖繩島本島特有的珊瑚礁地質及岩洞，建造

了長達 100 公里的地下堡壘，在日軍看來，厚厚的珊瑚層就好像給洞穴做的鋼

筋混擬土蓋子一樣，讓他們感到非常安全，藉此抵抗強大的美軍攻擊。29 

由於經常改變作戰指導方針及兵力配備，因此第 32軍雖自成立以來有 1年

的作戰準備時間，但實際上完成最後配備至迎接敵人進攻這段時間並不長。雖

然如此，但日軍貫徹了堅固陣地方針，亦在最適於防禦的首里高地建造坑道式

陣地，構成強大火網，此一堅強的防禦戰鬥組織乃太平洋戰場上所罕見。 

日軍第 32軍有鑑於塞班島作戰失敗之教訓，深切體認唯一能對抗強大美軍

                                                        
24國防部頒，《國軍軍語辭典八十九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民國 89年 11月 22日），頁 6-39頁。 
25陸軍總司令部頒，《陸軍作戰要綱》（桃園：陸軍總司令部，民國 88年 1月 1日），頁 6-28頁。 
26大田嘉弘著，曾清貴譯，《日軍琉球作戰之回顧》（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 4月），頁 79。 
27閔利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沖繩島戰役研究（三軍聯合月刊）第二十二卷第十期，頁 57。 
28
長陽，〈沖繩戰役-太平洋最後的登陸戰〉《突擊月刊》（臺北），第 19期，2007年 1月號，頁 010。  

29
同註 28，頁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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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法，乃是堅固的陣地，故日軍加強其「築城及交通」方面建設，以下針對

其陣地構築方面分述如後：
30
 

陣地構築乃防禦戰法上日軍所最重視之方法之一。陣地編成上，坑道之大

小，須能容納所有人員、武器、彈藥、糧秣及其他軍需品（如圖八），而其強度

要求，以可抗耐敵戰艦主砲及一噸炸彈為目標。在戰鬥發生前完成之主陣地內

坑道總長約為 100公里。沖繩本島有許多天然的坑道(大者可容納 1,000人以上)

這對日軍的抵抗陣地構築工作有很大幫助。
31
 

除二次大戰沖繩島戰役史例，在近代的波灣戰爭中，伊拉克所構築之掩體

工事，也大量使用地下化規劃，境內約有 1,000 座大型掩體，可供儲存軍火、

飛彈、坦克修護之用，掩體、陣地間有道路相連並可防止紅外線偵測。在戰爭

初期，儘管美國利用衛星偵測，盡諸般手段，企圖摧毀伊拉克飛彈發射器，卻

無法達到目的。該項掩體由伊國與承建之德國公司進行耐毀力、震波及破片防

護測試，包括以 100磅炸彈在 30至 50公尺內爆炸時，地下掩體必須有 83％之

完好率；受到 57公厘火箭彈攻擊時，毀損率不得超過 17％，因此，這種地下掩

體具備抵抗高精度武器攻擊之效果。32 

二、真假混合，幾可亂真 

日軍的防禦陣地具有很大的縱深，一切都有周密的準備，而沖繩島的地形

（如圖九）也特別適合於這種用途，其在建造的時候也是特別的謹慎，都是有

詳細的計畫及構想，並且配合大量的砲兵以供支援之用。首里是整個抵抗陣地

的核心，是一條大致弧形線，由那霸起經過古老的首里，一直到達在東岸上的

與那原村為止，這一條弧形線，其中有很多風景如畫的墓地，日軍利用它們做

為機槍陣地（如圖十），33並構成極為堅強的工事，日軍藉此工事，形成絕佳的

隱蔽與掩蔽場所。 

此役中牛島中將之作戰構想及指導，或許仍有爭議，惟其面對優勢美軍之

壓迫，並在本土無法支援下，為保存戰力，而放棄了於羽具歧海灘一線的防禦，

採間接配置，仍不失為眾多行動方案之選項。此役，日軍利用島上有利地形，

防禦陣地編組極為完善，所有坑道、掩蔽部、營舍、堡壘均構築在山群及絕壁

之中，其強固的結構、巧妙的偽裝、交錯的坑道及精密的設計（如電動防火門、

隱掩蔽良好之通風孔等）與充足的戰備物資儲備，就工事之設計論，可謂巧奪

                                                        
30同註 26，頁 240。 
31同註 26，頁 242。 
32
《科索沃戰爭啟示》（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2000年 5月），頁 88。 

33
鈕先鐘譯，《太平洋戰爭－島嶼爭奪戰》（臺北：軍事譯粹社，1978年 1月），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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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天然和人工的洞穴，結合火砲、機槍、鐵絲網、雷區等，封鎖敵人主要

接近路線，並以交叉火網作相互密切支援，所有的工事均十分堅固，使日軍賴

以固守沖繩 83天之久，並造成美軍重大傷亡。34 
圖八 日軍沖繩島坑道規劃示意圖        圖九 沖繩島地形 

  

資料來源：阿普曼；潘恩士；古格勒；史蒂芬斯著，國防部史政局譯，《沖繩島最後一役（上冊）》（臺北：國防

部史政局，1962年 3月），插圖 4。 
圖十 日軍利用墓地之工事陣地 

 

資料來源：長陽，〈沖繩戰役謾謾太平洋最後的登陸戰〉《突擊月刊》（臺北），第 19期，2007年 1月號，頁 37。 

除沖繩島戰史，本研究另舉近代的科索沃作戰為例，南斯拉夫受波灣戰爭

啟發，在戰前特別派出防空專家到伊拉克進行秘密訪問，收集到許多聯軍戰鬥

機作戰方面的情報，也獲取相當寶貴經驗，其採取之作為如下： 

1.在偽裝方面：南斯拉夫將其戰車和地面部隊分散，將 150餘枚的地對空

飛彈、近千門的高射砲、數百枚肩射式防空飛彈有效隱藏，使戰力確能有效保

存，究其偽裝作為歸納如次。 

（1）植物偽裝：運用在目標上種植植物進行覆蓋；利用垂直植物遮蔽道

路上的活動目標；利用樹木在目標地區構成植物林；利用新鮮樹枝和雜草對人

                                                        
34
陸軍總部戰法暨準則發展委員會，《島嶼防衛陸戰戰術學》(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92年)，頁 2-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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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火砲、汽車和工事實施臨時性偽裝。
35
 

（2）迷彩偽裝：南斯拉夫以塗料、染料或其他材料，來改變目標和背景

顏色的作法，能有效地清除目標的光澤，降低目標的顯著性和改變目標外型，

以縮小與背景的對比，消除陰影，造成模糊，改變目標輪廓。36 

（3）偽裝網偽裝：採用制式的偽裝網或輕便材料對目標進行遮蓋，使其

輪廓、斑點、圖案和物理特徵（如反射可見光、紅外線、雷射波等）與周圍背

景相接近，使敵偵察困難。 

（4）假目標欺騙：在山地和森林之中，南斯拉夫把製作的假高射砲、假

薩姆導彈與真高射砲、真薩姆防空導彈混合放置；並在高速公路兩側每隔數公

里就停放一架飛機，有假有真，迷惑了北約的飛機和偵察衛星。 

2.欺敵措施方面： 

（1）廣泛設置假目標及報廢武器裝備：南斯拉夫就地取材製作各種形象

逼真，具有反射（幅射）紅外線和雷達波等特性之假目標及淘汰的雷達發射電

波用於示假行動，使北約光電系統無法辨別。
37
 

（2）妥善運用及抑制熱量：將目標藏在地下、隱蔽在森林及民舍，利用

隔熱偽裝網覆蓋目標，以屏蔽或改變裝備的熱幅射能量或特性；同時燃燒火堆

和廢輪胎，以產生大量高溫煙層並幅射紅外線能量的裝置，獲得連續紅外光譜；

利用凝固油料燃燒產生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物質並幅射紅外線能量的

裝置，模擬飛機發動機燃燒所產生的紅外光譜等熱餌，誤導聯軍。38 

三、對我國軍之啟示 

凡為發揚武器火力，便利指揮、觀測、射擊、運動及阻礙敵軍行動，減少

敵火損壞，削弱敵軍戰力，而於地面或地下所構築的設施，稱之為「工事」。39通

常依構築時機與強度區分為永久工事與野戰工事 2 大類：永久工事係指國防需

要或在未與敵發生接戰時，所構築抗力較大且耐久之工事；40野戰工事係已與敵

發生接觸，或即將接觸，甚或在敵火下，利用地形及可用材料，急迫構築而成

之工事。41 

  目前國軍砲兵部隊所使用之工事掩體，永久性工事目前普遍能於金、馬、澎

外島地區仍可看到，而我國隨著近年來經濟發展及民意高漲，以及國軍兵力結

                                                        
35
《科索沃戰爭啟示》（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2000年 5月），頁 86。 

36同註 36，頁 87。 
37同註 36，頁 305 。 
38同註 36，頁 306。 
39國防部，《國軍軍語詞典（92 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民 93年 3月 15日），頁 5-16。 
40
國防部，《國軍軍語詞典（92 年修訂本）》，（臺北：國防部，民 93年 3月 15日），頁 5-17。 

41
同註 41，頁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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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調整，許多的國軍營地已逐漸將其釋出，其中也包含了砲兵部隊原本就數量

極少的工事，而各縣市政府接收後，也大都將其轉變為地區景點（如圖十一、

十二），現行僅部分營區，尚還有一些既設工事掩體，可供砲兵部隊之火砲實施

戰力保存；野戰工事掩體目前大都於年度重大演訓，或者是國防戰力展示時，

由部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時間，以沙袋堆置而成，其著眼僅是配合單純的

戰力展演，不見得符合作戰實需。（如圖十三） 

國軍砲兵部隊目前常用之偽裝欺敵作法，從歷年來各大演訓及對抗演習來

看，以偽裝網搭設為主要作法（如圖十四），此種作法屬於偽裝中混跡之作為；

所謂的「偽裝」，乃是將標的物隱藏、改變外貌或利用假設施，使敵無法判別標

的物確切位置或我軍企圖，其基本方法區分混跡、隱匿、欺騙等 3種。
42
 

國軍軍事教育均排定偽裝課程，然對於高科技之偵察技術並未詳述，導致

目前仍有部分幹部，認為偽裝就是將目標物實施迷彩或搭設偽裝網，即可達到

偽裝之效果；43然而採油漆迷彩或搭設偽裝網等戰術偽裝方式，運用在固定目標

物，在空中偵察時，只要發現建築物上塗有迷彩的圖樣，就可以確認其為軍事

地區，或者於空曠地區發現，未與現地相結合之迷彩偽裝，也可判定為軍事設

施或裝備之所在。（如圖十五） 

現今隨著高科技偵察、監視器材的出現與廣泛運用，只是單純的使用偽裝

網，已不能滿足現代戰爭之所需（如圖十六）。
44
偽裝是確保作戰成功的一個重

要因素，是反偵察和反導向武器攻擊的一種有效手段，但國軍現今的偽裝技術，

能否有效的反制共軍高科技武器裝備與偵監器材是一項艱難的挑戰。45 

觀諸沖繩島、波灣、柯索沃等戰史例證，如何在敵人的先制攻擊下保存戰

力，從上述戰史中防禦方之作為，不難可找出答案。面臨未來戰爭型態之改變，

使防禦一方的預警極為困難，作戰準備時間極為短暫，有時甚至來不及預警和

進行臨戰準備就被迫投入作戰，所以戰爭之勝敗取決於開打之前，若無事前完

整準備，則事後亡羊補牢，效果不大。 

我國軍事地理環境屬島嶼防衛作戰之型態，且同樣面臨優勢的敵軍，如何

在作戰初期保存戰力，期於敵火威脅下仍能靈活運用、蓄勢以待，發揮最大戰

力，此即為孫子兵法地形篇「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之謂。 

 

                                                        
42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印頒，《偽裝教範》，（民國 92年 10月 16日），頁 2-9頁。 
43李桁造，〈高科技與軍事偽裝〉《陸軍學術月刊》（桃園），第 419 期，民國 89 年，頁 6。 
44偽裝偵測底片：在偽裝偵察底片上，可清楚區出不反射紅外線物體與反射紅外線植物的差別。假、枯乾植物或 

綠色塗飾等偽裝，在「偽裝偵測底片」上均呈現藍、黃、或黑色，與天然植物所呈紅色截然不同。 
45
李桁造，〈高科技興軍事偽裝〉《陸軍學術月刊》（桃園），第 419 期，民國 89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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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原漯底山岸置砲兵陣地之一 圖十二 原漯底山岸置砲兵陣地之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十三 年度重大演習 155榴砲陣地 

 

資料來源：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砲兵軍事圖庫（http://www.aams.edu.mil.tw/newsite/army_images.html） 

圖十四 國軍自走砲陣地偽裝 

   
資料來源：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砲兵軍事圖庫（http://www.aams.edu.mil.tw/newsite/army_images.html）。 

圖十五 偽裝空照圖 

     

資料來源：作者轉引 Google earth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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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在偽裝偵測底片上，可輕易顯示目標物(戰車)的位置 

  
資料來源：《空軍偽裝教範第二版》（臺北：空軍司令部，民國 98年），附錄一，頁，12-3。     

結論 

國軍精實戰備整備，有效嚇阻中共不敢貿然動武，帶來海峽兩岸 60年來的

和平穩定，正因為如此，使得我軍在防衛作戰方面漸漸落入單方面的臆測與想

像空間中，其實這其間尚有許多戰備整備問題值得探討精進。就反登陸作戰立

場而言，我方不是要打一場二戰時期的壕溝戰，也絕不是在灘際一線被動式的

等待敵人上岸與之決戰，而是在使敵無法有效形成優勢戰力，趁其立足未穩之

際，盡諸般手段奪回戰場的主動權，迫使敵追隨我之意志與行動，方能創造防

衛作戰時灘岸決勝之勝機。 

隨著經濟發展，部隊戰場經營空間相對縮小，以地下化工事經營為例，其

可能會因影響經濟或民意反對而無法施工。如果我們能秉持同島一命，一切配

合國防建設，全般規劃，諸如就全島沿岸如何結合坑道式掩體構築、民間建築

物應如何結合戰時所需，均有賴全民國防理念落實。「現在不做，明天就後悔」

是當初蔣經國先生投入十大建設之豪情，然現今高談戰力保存作為是否具備足

夠條件？這一點從現今要在郊區選擇砲兵戰術位置，且符合我砲兵放列的陣地

幅員，都僅剩有限的地區可供選擇，可看出端倪。如何在國防建設與都市發展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以下提出個人建議： 

一、修法立案，創造雙贏 

其實早期臺灣本島有許多的工事，都是日據時期建立，在那充滿戰亂的時

代，這些工事有其重要性，但如今地方民意抬頭，公部門地方建設規劃也經常

受到地方民眾的阻擾，可是國防建設及戰場經營關係國防安全。因此，藉由修

法立案，讓地方政府在建設規劃時，一併將未來作戰所需的工事建築納入規劃

討論，在現今的工法及設計下，應有足夠的能力，使國軍的工事不會顯得特別

的突兀，如此既能符合偽裝的作為，且又能完成作戰工事的建設，可所說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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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發展與國防建設相結合，百利而無一害。 

二、假目標（設施）偽裝 

目前世界各國偵察衛星最佳影像解析度可達 0.1公尺，且中共自 1990年成

立無人載具部隊，更提升其偵蒐能力，46國軍可參研伊拉克、南斯拉夫廣泛施以

仿真造假之術，自製大量假火砲、假機堡、假坦克、假導彈發射裝置等，並結

合本國的地理情況、發揮真假結合作為，達到以最少經費發揮最大效益。此一

作為應是我當前可努力思考，畢竟只要稍具巧思，應可發揮其功效。目前各部

隊均有甚多汰除之戰車、火砲、飛機、防空武器等，有部分作為公園展示之用

（如中壢龍崗操場、龍潭軍事公園），如能善加運用此一模式，結合我防衛作戰

置其於相關戰術位置展示，如此可發揮物盡其用且做好睦鄰關係。 

在目前中共不放棄以武力侵犯之前提下，國軍部隊若能確實做好戰場經營

及戰力保存作為，則可無懼於共軍之優勢海、空軍及二砲威脅，亦能給國人心

理之安全保障。臺海防衛作戰為守勢作戰，乃為計劃性作戰，其主動防衛權在

我，孫子兵法有云：「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在敵

未實施登陸作戰動於九天之上之前，國軍應對之所有行動均可稱為戰力保存，

蓋戰力保存作為之良窳直接影響爾後之作戰，故「戰場經營」、「戰力保存」乃

是防衛作戰中最重要之一環。 

現代戰爭預警時間短、作戰節奏快，傳統防禦工事構築費時耗力，而工事

構築如在國軍獲有初步敵情警訊後開始設置，時間不足以完成所需工事，更難

達到防護效能。當砲兵部隊從駐地進到戰術位置，待命實施反舟波射擊，現行

作法僅能運用戰術位置附近之民間工廠，充當臨時戰力保存疏散。本島濱海地

區如缺乏既設堅固工事，國軍砲兵部隊依作戰階段劃分，在敵船團完成換乘，

向我岸實施航渡時，砲兵部隊依計畫進入射擊陣地待命實施反舟波射擊，此時

敵海、空軍勢必為掩護其船團及登陸部隊搶灘，我砲兵部隊成為優先攻擊之目

標，在缺乏足夠的工事掩體下，如何能確保足夠之戰力，完成所負之任務，實

為砲兵幹部需認真省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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