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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路透社 

中國間諜飛行體侵入美國領空兩國建立避險「護欄」添障礙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志恆 

一、中國間諜飛行體「侵入」美國，布林肯延遲訪中 

    2 月 3 日，美國西北部蒙大拿州發現中國間諜飛行體，該州是馬姆斯卓空

軍基地（Malmstrom Air Force Base）所在地，美軍的「義勇兵三型」

（Minuteman III）洲際彈道飛彈便存放在此，是一個敏感的軍事設施。事實

上，該飛行體於 1 月 28 日已進入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附近的美國領空，兩天後

飛入加拿大領空，並於 1月 31日重新進入愛達荷州上空。2 月 4 日美國決定將

它擊落並打撈殘骸，此時中國宣稱飛行體是他們的要求歸還，且拒絕與美

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對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原定前往中國訪問，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尋求建立預防兩國競

爭演變成衝突的避險「護欄」，然因這起事件衝擊兩國外交關係而延遲行

程；不久後，中國承認第二顆飛行體正在中南美洲飛翔，並向領空國哥斯

大黎加道歉。 

    其實，飛行體在美領空已停留七、八天之久，中國外交部卻表示，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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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出現在美國領空「完全是一次意外」，是西風將它吹離航線造成的；中國更聲

稱飛行體是用於收集天氣等數據，並指責「美國一些政客和媒體」藉機抹黑中國，

中國「堅決反對」。但是，2 月 11 日又有一個飛行體出現在加拿大上空，加

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共同命令

將它擊落。中國飛行體如此頻繁地飛越美國及周邊國家領空目的何在？從

飛行體本身的天線功能來看，明顯是用來獲取軍事情報。如果這次事件中國

是無意的，就該好好與美國溝通，這等小事都無法好好溝通，將來如何能建立避

險「護欄」呢？然中國外交部甚至強辯稱，北京和華盛頓從未正式宣布過布林肯

訪問計畫，實在不是一個負責任國家的態度。 

二、中國隱藏性威脅問題多，美中「和解」難周全 

(一)中國政治體制是黨高於國家 

    中國一直自以為豪地說，其成功經驗外國很難學得來。這話說的沒錯，因為

中國政體既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理論」所能解釋，也不是任何國家所能模仿的。

其實，中國和西方國家最大的不同在於「以黨領國」，黨官高於政府官員，這是

西方民主制度所沒有的。以這次入侵美加領空的飛行體而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說它是民用氣象研究器材，那總該有個負責單位，然按照權責，它應該屬於

中共中央軍委的「戰略支援部」，而該部事務非外交部所能過問。另一方面，就

中國軍隊體制而言，美國國防部長如要交涉，只能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交涉，

但「戰略支援部」不歸國防部管轄，而是層級更高的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張又俠或

何衛東，他們的黨官成分重於軍隊職稱，奧斯汀和他們完全無法比擬。中國體制

和西方國家由國防部長全面管理國防事務不同，所以想和中國建立暢通的溝通管

道或設立「護欄」，必須先解決兩國政府職位職等落差問題，否則無法實質溝通。 

(二)中國軍民兩用部門在美國沒有直接對口單位 

    對中國而言，「寓軍於民，軍民互通，軍民融合」相當正常，這次的飛行體

雖號稱是民用氣象設備，但絕不可能沒有軍事功能。中國的軍民兩用設施相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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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國際社會熟悉的便是民兵部隊，他們是一般人民，但由地方政府「人武部」

組織並武裝起來，充當正規部隊的助手，海軍與海上民兵關係尤其密切，近年多

是由民兵漁船蒐集情報與騷擾敵人艦艇。2016 年起，中共中央軍委會設置「國

防動員部民兵預備役局」負責管理民兵，中國軍費極多隱藏於民用經費之中，西

方國家一直無法精確算出中國每年軍事費用的原因就在此。2017年中國設置「中

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習近平是主任委員，李克強、王滬寧及韓正是副主任

委員，內部設有戰略規劃局和政策法規局等，所以說這次飛行體事件，要推脫說

習近平不知情，很難說得通。事實上，和這次飛行體事件關係最密切的應該是「戰

略支援部」轄下「第 29試驗訓練基地」的「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該

中心很可能就是間諜飛行體的基地。 

    不過，如前所述，美國要和中國交涉此次事件，實在是找不到對口單位，中

國拒絕與美國談判，美國也沒辦法，暴露兩國目前只能在外交、國防等大方向上

溝通，細部的交流還是很困難。這次事件應該放大視野看作是美中兩國全球對抗

的一環，顯示中國因為已經不易從歐美先進國家竊取高科技技術，遂採低技術的

簡易飛行體蒐集情報，畢竟這是歐美國家高科技雷達難於偵查或不屑理睬的飛行

物，真可謂出奇制勝。 

三、美中和解設立「護欄」，領導人是守護神 

    拜登去年在印尼 G20峰會與習近平會晤，提到要摸索兩國溝通管道，建立避

免競爭激烈導致衝突的「護欄」，這是對兩國乃至區域和全球都有利的舉措。但

是，美中關係錯綜複雜，要避免衝突不是一蹴即成。最令人擔心的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要阻止這種沒完沒了的衝突，最重要的是最高領導人要能防範未然，

對於兩國可能發生衝突的問題開誠布公，不可隱瞞。像這次的間諜飛行體入侵事

件，即是缺乏誠意的互動，絕對不是拜登與習近平在印尼峰會時希望看到的。不

論這些飛行體是民用還是軍用，習近平身為總書記，又是中央軍委主席，絕對可

制止此事發生。如果習近平睜隻眼，閉隻眼，放任各部門自行其是，甚至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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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美國的防空警覺性，那雙方是無法建立避險「護欄」。著實言，兩國要建立

避險「護欄」，領導人的角色非常重要，可說是「護欄」的守護神。 

四、民主國家唯有團結軍事經濟力量強過中國才能免於威脅困擾 

   美中兩國近來在印太地區之軍事競爭有越演越烈的趨勢，特別是在去年 10

月「20大」後，中國將在西太平洋、東海、台灣海峽與南海的軍事演習常態化，

對台灣的軍事威嚇更是每天都在進行，解放軍「東部戰區」甚至將對台演習列為

經常演練項目，奪取台灣的野心讓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2

月初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一場活動致詞中表

示，「美國得知習近平已命令解放軍準備在 2027 年前對台灣採取侵略行

動。」事實上，美中關係要改善或建立「護欄」，在台灣問題上很難找到

著力點，目前美國強調要遵守「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中國則認

為要根據與美國簽署的「建交三公報」，各自對「一個中國」的解釋也不

同，「護欄」很難建立。過去中國軍力不如美國，擔心美國介入協防台灣，

中國沒有勝算；今日習近平自認中國軍力已日趨強大，所以對設立避險「護

欄」並不積極。其實，「護欄」固然有其功能，但更有效的方法是區域內

民主國家在軍事與經濟領域更加團結，發展強大的維持和平穩定力量，嚇

阻中國軍事威脅。各國經過三年疫情經濟幾乎停頓，紛紛展開振興工作，

中國也不例外，中國人民因長期嚴格防疫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也想過上好

日子，想要經濟成長，而想要經濟成長就不能發生戰爭，故實際上中國人

民也有責任阻止戰爭發生。不過依照習近平的領導風格，中國還是會持續

軍事擴張，威脅區域安全，因此印太地區民主國家更該在軍事和經濟團結

成比中國更強大的力量，這才是最好的避險「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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