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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收錄三篇文章，分別是〈從認知作戰策略觀點檢驗中共的

推特戰狼外交〉、〈共機擾臺心理戰策略分析與我國因應之研究〉與

〈論南海爭端中的「劣勢行為者」：以臺灣為例〉。這三篇文章討論

的議題均與臺灣的安全議題息息相關，前兩篇文章討論臺灣在安全議

題與兩岸關係中面臨的「認知作戰」困境，後者則討論臺灣在南海爭

端中的角色與相關的因應之道。

第一篇文章〈從認知作戰策略觀點檢驗中共的推特戰狼外交〉則

從主題模型與 BERT、社會網絡分析等人工智慧的方式檢視中共官員
在推特上的言論，這也許是中英文文獻中第一篇以「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NLP)及機器學習方法分析中共戰狼外交
的文獻，作者們將主題區分為正面、中立與負面情緒，藉此檢視渠等

的溝通策略及負面情緒的傳播效果。本文發現在傳播網絡上，中共外

交部發言人的推特帳號為發動起點，其後再透過外交官員、個人與媒

體帳號等轉推方式向國際社會進行認知作戰。而在議題上，中共更傾

向強調國家主權、人權、大國博奕，即便蒐集的資料涵蓋 COVID-19
疫情期間，但「疫情」相關詞彙或主題出現的頻率並沒有顯著變化，

顯示中共有意識地避免提及這個議題以蒙受國際斥責。整體來說，本

文發現中共的戰狼外交與認知作戰著重「爭取認同、增加恐懼」，並

以網路資訊模糊焦點，增加受眾辨識與政府澄清處理的難度。

第二篇文章〈共機擾臺心理戰策略分析與我國因應之研究〉則從

解放軍軍機襲擾臺灣空域、飛行編隊與常態演訓等三個角度，檢視中

共如何透過軍機擾臺的行動對臺灣進行心理戰。這篇文章最大的貢獻

之一在於將政府相關單位每日公布的「中共解放軍臺海周邊海、空域

動態」轉化為具可操作性的資料庫，並進行編碼，以供日後更進一步

的研究所需。此外，本文並歸納與整理中共派遣軍機擾臺之心理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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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耗損我國空防戰力，並藉此疲憊國軍官兵精神，極大化心理壓力

與動搖戰鬥意志；癱瘓民眾心防意志，使臺灣民眾習慣這類壓力，產

生對這類事件的無感；最後並展現戰略嚇阻意圖，嘗試以行動確立其

在臺海周邊活動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試圖將臺海內海化，並以實戰訓

練為基礎培養嚇阻效果，進而達成戰略嚇阻的戰略目標。

第三篇文章〈論南海爭端中的「劣勢行為者」：以臺灣為例〉則

提出「劣勢行為者」的分析途徑檢視南海爭端。作者提出的「劣勢行

為者」有三項特徵：其一，與多數國家缺乏法律上的正式外交關係，

但實質互動依然存在；其二，絕大多數時候無法以正式會員身分參與

政府間國際組織；其三，在爭議地區具有相當關鍵而實際的影響力。

本文認為：在南海爭端中，臺灣的「劣勢」只是一種制度參與的欠缺

與官方身分被矮化，並未因而導致實質利益的減損，因此臺灣應主動

積極營造自己與他國的合作機會，透過多邊合作提升彼此的互信並追

求「外溢效果」以嘉惠其他議題領域，藉此改善所遭受之劣勢，環境

保育等非軍事性議題的合作所能產生的效果，也許將超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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