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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 談 中 共 當 前 對 台 三 戰 作 為 

筆者/劉文傑  

提要 

一、中共於 2003年 12月頒佈修訂的「中共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裡，其

中首次把條文中「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和心理戰」列為中共未來作戰的

重點項目1，並作為新的「軟實力戰爭」模式2，「三戰」同時也被當作啟動

新一波戰略革命的起源，同時在黨﹙中國共產黨﹚、政﹙國務院所下轄各

部會﹚、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階層及各領域投入龐大資源以及對國內

外目標展開「三戰」作為。 

二、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網路科技發展、資訊交流迅速，中共的傳統三戰作

為已與網路資訊相融合，成為新的資訊作戰利器。自習近平軍改後，於2015

年 12 月新成立「戰略支援部隊」結合新型態的科技作戰方式及挾帶資訊

化的優勢，因此中共當前的三戰運用，在各方面的對台作戰形態上，將是

擔任更重要的角色3；所以我國人唯有更瞭解，當前中共對台新形態的三

戰內涵及作戰方式，將是面對防衛中共新型態對台三戰作戰模式威脅上不

可或缺的一環。 

關鍵詞：三戰、假訊息、資訊作戰、軍機繞台 

壹、前言 

現今在中共所啟動的這場新「戰略革命」中，「軟實力」被認為是一種較量

文明力的戰爭，相對於硬實力的作戰方式，軟實力作戰模式不再是血淋淋，也

沒有槍林彈雨，反而更多的是基於文化、資訊、政治的攻勢，最後乃至武器的

後備力量，來作為軟實力的作戰工具。中共當局為了強化「軟實力」的力量，

修改後政工條例所形成的特點，正是強調應展開對台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及

心理戰」作為，培養解放軍部隊的精神戰鬥武裝，並同時強化戰時政治工作的

研究方向。就因這種新的政治工作精神的要求下，其已成解放軍各軍種必須加

強研究與演練的項目，是中共作為新的「戰略革命」的內容。 

向來中共對台政策一向採兩手策略，例如，近期全世界正在擴散傳染的「新

型冠狀病毒」又稱 COVID-19，在世界衛生組織WHO會議上，許多與我國有無

邦之國家均發表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WHO 共同參加疫病防制會議，但

                                                      
1
 中共官方文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發〔2003〕15號，2003年 12月 5

日。 
2
 郭盛哲，〈硬實力中的軟實力與銳實力：戰爭中的非軍事武力行動〉《復興崗學報》(台北市)，第 112期，國防

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出版，107年 6月，頁 29-48。 
3
 陳津萍。〈習近平軍改前後「三戰」組織架構轉變研析〉《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市)，第 54期第 559卷，2018

年 6月，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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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斷以「一個中國原則」重申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反對台灣加入WHO，

並且企圖消滅我國家主權地位4；另一面則以局部的訊息，在國際形成輿論，「中

國己協助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假象，混淆視聽，足顯其心理戰與輿論戰

併用的兩手策略5。另外，近年來共軍積極探討以心理戰運用為主軸，法律戰、

輿論戰為實現心理戰目標的手段、措施，進而達到「不戰或少戰而屈人之兵」

戰略目的，試圖運用一切「非軍事手段」，對敵人實施軟殺傷，因此，這個議題

同樣值得國軍研究與重視，筆者將案例分析中共近年對台三戰的作為，說明現

況提供我國人瞭解中共最新的三戰手法，是為本論文研究目的。 

 

貳、何謂中共對台三戰 

中共從 1991年波斯灣戰爭，美軍利用新的作戰型勢「三戰」搭配攻打伊拉

克之後，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聽取當時軍方對 2003年美伊戰爭的

經驗報告後，江澤民於最後總結報告做指裁示：面對新型態的戰爭環境，必須

要開展「輿論戰、法律戰、心理戰」，要把這三戰擺到重要位置，並迅速修訂《中

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修訂後的法規對共軍而言，是在國防戰略上重要

轉捩點，並從過去以「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進而成為「打贏以資訊

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戰略目標。過去共軍強調透過法律戰、輿論戰、心理

戰（以下稱三戰），在戰時政治工作，可為全般戰爭中獲得有利先機。 

而中共的三戰政治工作作戰功能，主要表現在兩個方面：1.對部隊戰鬥力生

成的服務保證作用，2.政治作戰工作重要的內容的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等，

為對敵鬥爭提供直接作戰的能力；以上可見中共軍隊對台作戰是有計畫性、有

系統性的營造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台作戰有利局面。 

然而現階段中共並非單純只有解放軍對我國實施三戰作為，而是從中國共

產黨由上至下動員所屬各部會運用諸般手段針對我國實施三戰作為，希望能夠

在未來發展信息化或高科技技術條件的作戰環境下，發揮「三戰」的重要作用，

期以非武力戰的優勢和平解決台海問題，達其完成祖國統一的目標。以下筆者

輔以近年來的實例依序介紹中共三戰運用分類與手段，並解釋其原先含意： 

一、中共輿論戰作為 

随著時代科技的演進，其輿論戰的運用手法從過去的電視廣播、平面

媒體宣傳，到現今戰略支援部隊透過資訊戰攻勢手段，來影響我國政府運

作及滲透人民生活，當前的對台三戰作為，已從傳統有形戰爭殺傷型態，

昇華為無形作戰模式，並且採以虛、實訊息相混合的方式，在社群媒體製

                                                      
4
BBC NEWS，〈肺炎疫情：世衛「一中原則」凸顯出台灣的特殊處境〉。2020 年 2 月 12 日網址：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471079.amp，檢索時間：2021年 1月 14日。 
5
 王崑義，《反三戰系列之一 中共對台輿論戰》(台北：政治作戰學校出版，2006年 4月)，10~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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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資訊亂流，也就是現今政府部門所稱的「假訊息」亦稱「假新聞」(Fake 

News)。 

而「假訊息」其特點：能結合時事脈動大量製作不實資訊，並且帶動

社會輿論風向，從多元的傳播途徑為管道，輔以不斷重覆發送的訊息，具

有資訊流動快速、包裝細致、亦真亦假等特性，對社會大眾持續放送不完

整或虛假的新聞資訊。例如：在 2017 年年底，中共曾在其解放軍空軍的

官方微博，置放 1張轟 6-K轟炸機飛行照片，並透過討論區宣傳該照片飛

行的背景為台灣玉山，雖然經我國國防部立即澄清，然而這個未經證實的

假新聞，立即引起國內主流媒體與社群媒體，諸如 PTT、Facebook、Line、

等 APP平台瘋狂轉傳，並用民間輿論來帶動風向，質疑我中華民國的空防

實力，此舉不但對國軍形象大受打擊，也意圖降低民眾對國防施政與建軍

備戰的信心6。 

另外，中共在對台方面的民間交流上，更是以撒大錢利誘磁吸我國青

年，從過去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青年）到一代一

線（年青一代、基層一線），這些對台政策主要目的就是把目標放在青年

人身上；中共當局正在一步步地把過去中華民國對台灣人的教育思想，從

對敵(中共)認知加以洗腦，改變成為兩岸皆屬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兩岸前往民族復興的道路等等概念，改變台灣民眾的思想、認知、認同，

從民間形成親共輿論，在無形中進而實現認知作戰的目標。 

二、中共法律戰作為 

中共的「法律戰」之所以加入新修頒的「政治工作條例」正式成為「三

戰」之一，其原因是發現美軍在美伊戰爭中，美軍成功運用法律戰以作為

其爭取軍事作戰的優勢與主動攻擊的合法性；所以中共汲取美伊戰爭的法

律戰經驗，並在 2005年 3月 14日訂頒《反分裂國家法》，取得其未來對

台發動戰爭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塑造出反分裂國家是以國內法的形式來進

行有利於己，而不利於敵的一種法律戰爭7。 

從 2019年 1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經檢視內文完全無提到從沒放棄使用武力犯台，且在國際外交上更

是處處打壓台灣國際地位，意圖消滅我國聲量以及在國際組織上的能見度，

並且在全球各大國際會議場合極力強調「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試

圖向全球說明台灣地區為中國的固有領土，在國際法理地位上取得適法性。

                                                      
6
 青年日報社論，〈認清中共輿論戰真相，破除假新聞危害〉《青年日報社-軍事新聞網》(台北市)，2018年 9月

15 日，網址：https://www.ydn.com.tw/News/newslnsidePage?chapterID=1097829，檢索時間：2021 年 1

月 19日。 
7
 洪陸訓，〈中共的「法律戰」與反分裂國家法〉《展望與探索》(台北市)，第 4卷第 1期，法務部調查局出版，

2006年 1月，頁 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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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刻意搭配輿論戰，運用網路科技、新媒體傳播等技術，不僅對中國內

部實施思想鞏固，更透過大外宣方式，對世界歷史事件、新聞事件等，製

作相關影片、圖卡扭曲歷史；另方面，在檯面上透過發布官方記者會，製

作相關圖卡大量轉發不實資訊，檯面下則是利用網軍出征或是微信公眾號

引起話題討論，來維護其法律上的主導話語權 

究其中共法律戰，筆者淺見概定有三目的：1、爭取軍事行動的主動權；

2、以非武力的方式增加軍事效益；3、強化發動戰爭的合法性，以利爭取

國際社會的支持。所以近年來，中共不斷的在各種國際場合一再強調「一

個中國」原則，就是希望能夠先行對國際輿論產生影響，將兩岸問題定調

為中國的內政問題、台海衝突視為分裂主義，進而排拒國際上其它的政治

力的介入與干擾。 

三、中共心理戰 

在中共 2003年 12月頒佈的《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第十四條即明確

律定，戰時的政治工作策略，置重點在於「進行輿論戰、法律戰及心理戰，

開展瓦解敵軍工作，開展反心戰、反策反工作」。基此，中共的對台「三

戰」策略，即是以心理戰為主體，與法律戰、輿論戰相互支援的戰略架構。

而「心理戰」就是一種使用宣傳、欺騙、威脅和脅迫等諸般手段來達到影

響對手的一種作戰攻勢，而當前的心理作戰型態已由傳統的「敵對雙方面

對面的心戰宣傳方式」轉向運用高技術武器及搭配資訊技術的「非接觸性

心理作戰」轉變。8 

在 2019年 5月國家安全局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議中提出「中國

假訊息心戰之因應對策」專案報告，由國安單位彙整情報訊息皆顯示，中

共正透過相似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島、影響烏克蘭總統選舉等手法，攻擊

台灣政、軍、經、心，特別利用我國民主社會、資訊高度傳播及相關法律

漏洞不斷對我國實施混合性威脅，企圖影響我國政治和民心9。並持續透過

以各種宣傳為主的各種手段(包含假訊息的大量發送)，一方面可以對敵人

的心理施加刺激和壓力，使其朝預定方向變化，營造成有利於己、不利於

敵的心理狀態，從而達到分化瓦解敵人，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另一

方面則是可以鞏固己方士氣的一種特殊的戰爭形態，達到「不戰而屈人之

兵」的心理戰略目標。 

 

                                                      
8
 許宏任，〈中共心理戰思維與理論發展-兼論其對我國之應用〉《展望與探索》(台北市)，第 8 卷第 5 期， 

法務部調查局出版，2001年 9月，頁 42-66。 
9
國家安全局，〈中國假訊息心戰之因應對策〉，2019 年 5 月 2 日，網址：https://lis.ly.gov.tw/lydbmeetr/ 

uploadn/108/1080502/01.pdf?fbclid=lwAR0ApykPJIB6pBcxpullepNTCN3JXWMH6vektu7PIHvTo8SvVjk2dL

FbJfM，檢索時間：2021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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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近年來中共解放軍對台三戰作為 

一、共軍軍機、軍艦繞台 

中共於 2015年實施「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將解放軍進行組織以及

制度上調整，並從過去七大軍區重新劃分成五大戰區，並在中共中央軍委

及各戰區設立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建構由中央軍委一條鞭領導各作戰區到

部隊的聯合作戰指揮鏈。近年來，中共解放軍持續在台灣海峽、巴士海峽、

宮古海峽等地區進行定期、不定期的聯合軍事演習，透過派遣軍機、軍艦

於台灣周邊海域、領空實施飛行、長航訓練，這樣的行為不僅挑釁我中華

民國，更牽動台海周邊國家的敏感神經，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

特別是這些國家皆有美軍駐守基地，中共其意圖即是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

勢力範圍。 

就在世界各國正在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延燒迄今，中共解放軍空軍仍

然多次派出多架包含殲 11、空警 500、轟 6等多型戰機，繞行巴士海峽、

西太平洋、宮古海峽進行「遠海長訓」。經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所發表「2020

年中共年報」統計指出，中共在 2020 年度內持續性挑釁台灣西南空域已

高達 380 餘架次10；且於今(2021)年 1 月份，適逢美國新舊任總統政權移

交期間，中共更連日派遣多架次戰鬥機，連續跨越台灣西南部防空識別區，

在台海周圍領空附近飛行，意圖加強其軍事威嚇力度以恫嚇台灣人民。 

在 2021年 1月 27日，中共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記者會回應媒體曾

表示：「解放軍在台海地區組織實戰化演練，就是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嚴正警告外部勢力停止干涉、嚴正警告台獨分裂勢力停止挑釁」11。

上述中共當局這些舉動，其目的就是向國際社會表示，解放軍所有在台海

週邊所做出的軍事演習行動的合法、合理性，另外更透過國際輿論的方式，

將台灣視為其領土一部份，並主張對我國具有合法的治理權力。 

二、遠海長訓 

解放軍海、空軍於遠海長航訓練時，使用機種多樣，飛機計有轟-6k

﹙H-6K﹚轟炸機、空警 500、蘇愷-30﹙Su-30﹚、蘇愷-35﹙Su-35﹚、殲

-11B﹙J-11B﹚戰鬥機、運-8﹙Y-8﹚、運-9﹙Y-9﹚運輸機圖-154﹙Tu-154﹚

電戰機、伊爾-78﹙IL-78﹚空中加油機，船艦部分有遼寧號、導彈驅逐艦、

護衛艦、補給艦以及潛艦作為其遠海長航船艦編隊，透過聯合作戰訓練編

隊，強化解放軍軍事作戰能力，對美軍形成嚇阻力量，使美國必須謹慎思

                                                      
10

 洪子傑、李冠成主編，《2020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台北市：國防安全研究院出版，2020年 12月 25日)，

頁 73~80。 
11

 陳言喬，〈共機繞台會否擦槍走火？陸：取決於台獨挑釁到什麼程度〉《聯合新聞網》，2021 年 1 月 27 日，

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331/5208897，檢索時間：2021年 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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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若未來美國干涉台灣事務，而中共將以反分裂國家法「其中外國勢力介

入」這一點，造成中美雙方開戰後果，必須自負。 

近年來各國也不斷強調 A2/AD「反介入/區域拒止」，其目的，都是捍

衛自己國家核心利益，特別是中國過去受列強所欺，並且受不平等條約所

約束，就現在中共立場而言，作為一崛起大國，其捍衛自身國家利益，透

過逐年軍費支出增加、國防科技、軍工產業，使自身軍事實力提升，迫使

他國不輕易介入兩岸問題12。 

三、中共對我國國際施壓 

(一)正名行動 

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但對於我國政府欲參加項目，都受其

中共在國際上打壓並受其限制，從中共透過其國際影響力要求各國航空公

司對台灣正名為「中國台灣」意圖抹滅中華民國存在，然而中共影響力不

僅使航空公司逼迫外，更在其他產業、跨國公司、零售產業都一一遭到中

共點名，要求更改以符合中共所設預期目標，而未加以更改團體，除遭受

中共惡意開罰、封鎖、解除合作關係之外，更是受到大陸民眾抵制行動，

進而對自身商業利益遭受打擊，許多外國企業在為保求大餅利益下，只有

付諸行動13，畢竟這樣正名行動，台灣存在價值跟本身所追求利益，無必

然關係，但若為台灣強出頭，而損失上億的利益或是贊助，對於企業家而

言則是不理智行為。 

(二)斷我國邦交 

2019 年中共接連與我國外交建交國所羅門、吉里巴斯接連宣布建交，

並要求渠等國家與我中華民國切斷邦交，其目的是為了消滅我中華民國外

交主權，若在無國際友邦的情況下，中共更容易封鎖以及限制我國未來在

國際事務參與的程度，更進一步使中華民國無法在各國際組織上發言或是

提出建議，最後終將被世界所遺忘，爾後中共更可以名正言順的消滅我中

華民國主權存在的事實14。 

時至今日中共仍不斷對我邦交國做出利誘手段，特別是中共作為當前

亞洲區域經濟實力強國，具有龐大貿易體系以及雄厚的經濟影響力，造成

我中華民國各邦交國，在考量自身國家利益，以及經濟發展為重點情況下，

                                                      
12

 Dable，〈共軍真的能阻止美軍協防台灣？軍事專家解析解放軍 VS.美軍的反 A2/AD戰力〉《美國之音》，2020

年 9月 10日，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3020641，檢索時間：2021年 1月 28日。 
13

 李信寬，〈北京迫改名  航空公司彈性作為一次看懂〉《中央通訊社》，2019 年 10 月 9 日，網址：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7250317.aspx，檢索時間：2021年 1月 20日。 
14

 風傳媒，〈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接連斷交：中國學者：南太國家得到實在好處，台灣面臨「斷交潮」是遲早

的事〉《風傳媒》，2019年 9月 20日，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1735433，檢索時間：2021年 1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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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在中共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邦交上產生拉鋸與抉擇，對此我國必須耗費

更多心力與資源，來從事鞏固我國國際外交邦誼。 

 

肆、我國政府的因應與對策 

從過去歷史研究，以往中共對台三戰策略，大都設定在共軍對台戰時的有

利目標與範圍，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到如今中共則是動員政府各部門，針對對

台統戰攻防議題，從政治、經濟、軍事、心理、文教、科研、環保等等，都有

設立相對應的工作部門負責。鑒此，為因應對來自中共新形態的三戰威脅，我

國政府必須整合各部會、企業資源和百姓民眾做起(如下圖防制假訊息夥伴關係

圖)，而不能再只有是國安高層、外交部和國防部等機構，來單獨面對中共政治

壓力迫害及軍事威脅，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必須全體動員，以因應中共新形態的

三戰作為，以下筆者概列二點建議： 

一、培養國家認同感、建立全民國防共識 

國家的組成要素是由領土、人民、政府、主權行為所構成，然而現今

中共與中華民國都以是中華民族、華夏民族的人民自居，雙方亦不斷透過

國際宣傳以強調法統上的繼承；所以對於中共而言，其目的就是透過一系

列文化鬥爭，透過大外宣的手段在中華文化法統上加以宣傳，並獨佔中華

文化話語權。時至今日，中共對台三戰最終目標，筆者認為其意圖是在國

際社會上消滅中華民國國家存在的事實，並且對中華民國國民持續傳播不

實訊息加以洗腦，企圖抹滅或降低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感。 

環顧全球，凡富強之國無不具備強大的國防，船堅砲利固然是國防事

務上不可或缺之項，但真正使之強盛不衰的，應是其團結凝聚、牢不可破

的民心。譬如猶太人，就是憑藉強烈的猶太民族意識，就算國家被滅亡、

被強權驅趕流離失所千年，最終能復興建國；所以，當前我國政府應急須

培養我國國人正確的國家認同感與全民國防的共識，唯有透過教育的方式，

持恆從基層植根，建立正確的愛國意識信念，強化國民對國防理念認知，

了解到「國家安全、國防事務、人人有責」，並以五大教育主軸為理念(如

下圖 1)，審度敵情威脅，務實執行各項教育宣導，形成「全民關注、全民

支持、全民參與、全民一體」的全民國防共識15，方能抵抗中共無孔不入

的滲透統戰手段。 

 

 

 

 

                                                      
15
中華民國國防部，〈全民國防教育簡介〉《政戰資訊服務網》， 2020 年 9 月 16 日，網址：

https://gpwd.mnd.gov.tw/Publish.aspx?cnid=519，檢索時間：2021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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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五大教育主軸 

 

 

 

 

 

 

 

 
資料來源：https://gpwd.mnd.gov.tw/Publish.aspx?cnid=5198由作者整理繪製 

二、提高媒體素養與事實查核能力 

當前社會因網路普及、資訊爆炸，大量資訊流傳在網路上，然而要建

立防制假訊息必須要從觀念、媒體判讀訓練建立，必須耗費相當長時間培

養，但是假訊息講求迅速，若錯誤訊息大量傳播恐導致癱瘓行政體系，特

別是過去有許多假訊息造成百姓恐慌；例如新冠肺炎流行期間，在手機通

訊群組流傳封城的假訊息，就一度造成百姓恐慌以及各大商場搶購民生物

資的人潮，導致真正有防疫需求的人，反而無法獲得相關的安全防疫物資。

下圖 3為中華民國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針對防制假訊息所繪制的夥伴

關係圖16；另外，政府為及時應對來自中共新聞農場所發佈的假訊息，同

時亦在我國行政院網站成立即時新聞澄清專區(如下圖 4)，即時澄清闢謠17，

目的均是為使民眾能獲取最新官方所發佈的正確資訊。 

圖 3防制假訊息夥伴關係圖 

 

 

 

 

 

 

  

 
 

資料來源：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c38a3843-aaf7-45dd-aa4a-91f913c9，由作者整理繪

製 

                                                      
16
中華民國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2018 年  12 月 13 日，網址：https:/ /www.ey.gov.tw/  Page/ 

448DE008087A1971/c38a3843-aaf7-45dd-aa4a-91f913c9，檢索時間：2021年 2月 14日。 
17
〈即時新聞澄清〉《中華民國行政院》，2021 年 1 月 25 日，網址：https://www.ey.gov.tw/Page/ 

5519E969E8931E4E，檢索時間：2021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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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中華民國行政院-即時新聞澄清 

 

 

 

 

 

 

 

 

 

 

 

資料來源：https://gpwd.mnd.gov.tw/Publish.aspx?cnid=5198由作者整理繪製 

然而應對所謂假訊息、錯誤訊息，最主要還是要培養我國百姓對網路

資訊識別判斷、媒體素養以及訓練，使每個人具獨立判斷能力，建立自我

免疫系統，共同打擊中共對我發佈的假訊息及錯誤訊息。同時亦將透過公

私部門協力推廣事實查核，藉由專業第三方查核組織及事實查核協作系統

等(如下圖 5)，依循專業、透明、公正的原則，執行公共事務相關訊息之查

核，建構嚴密假訊息防護網18，期能抑制不實資訊對我國政府的負面影響，

藉以提升民眾的資訊素養。 

圖 5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資料來源：https://tfc-taiwan.org.tw/由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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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2021年 2月 14日，網址：https://tfc-taiwan.org.tw/，檢索時間：2021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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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共三戰作為是長遠性、持續性對台灣實施統戰，從中國共產黨所提出「兩

個一百年」政策目標後，為明確實現「兩個一百年」目標與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於中共第 19 次全國代表大會修訂「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並

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中國夢做出具體陳述：第一個 100 年，中國共產黨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個 100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也包含和平統一台灣，面對中共已經設下門檻，我國全體軍民、百姓同

袍應抱持，捍衛中華民國主權，人人有責；保衛民主自由決心，不可輕易忽視。 

現階段中共傾全力對我實施三戰且並無特定對象之分，透過其國務院、解

放軍對台進行統戰宣傳，從心理戰、輿論戰及法律戰攻勢，實施文攻武嚇，散

布假訊息，造成我國軍民士氣低落，對於事實真假，慢慢失去辨別能力，而我

國全體百姓人民唯有重視且認知中共對我實施三戰作為已無孔不入，才能全民

團結其心映對中共對我三戰威脅19。 

而國軍部隊在輿論戰攻勢下，應整合相關單位力量，如青年日報、漢聲廣

播電台、軍聞社、軍事發言人室及文宣心戰處，主動掌握新媒體傳播力量優勢，

對於議題處理，爭取國民信任以及獲取國際支持。迫使中共在輿論戰方面無法

發揮成效。另加強宣導全民國防教育理念，由從上而下，喚起國人對於國家安

全意識危機感。凝聚全民向心，齊力對抗中共威脅。 

                                                      
19

 董慧明，〈中共軍事媒體外宣傳播策略之研究〉《復興崗學報》(台北市)，2018年 12月，第 113期，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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