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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的戰略計畫，基本上是以田中奏摺為主要原則，亦即欲征

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由滿蒙而中國而世界（指東南亞）

，由小而大、循序漸進，看來也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但等到真正實施此種戰略於戰

場時就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日本對自身在戰爭消耗上的弱點雖有意識到，但

卻無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尤其是石油此種能源在戰時的運用方面缺乏精確的評估，終

於使它在戰略上陷入本末倒置，深陷泥沼的危機中。 

二戰領域的軍事史家即曾指出，由滿蒙至中國至世界(東南亞)的日本帝國擴張步驟

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在第二項征服中國的階段中，卻嚴重低估了吃下中國所需要的時

間，從一開始〝三個月亡華〞的狂妄目標到後來卻演變成一年又一年漫無止境的苦鬥

，於是對其戰備資源構成一種無限制的消耗，日本人在對華戰爭進行到一半時，才赫

然發覺本身石油儲量遠不敷征服中國所需要的數目，除非取得東南亞的石油，否則對

華戰爭根本難以為繼。但要對南洋這一帶的國家動手則勢必會與當時壟斷此地區的、

以美國為首的幾個西方國家(美英法荷)發生衝突甚至戰爭。日本人這才體認到原先所擬

定的戰略計畫──由滿蒙至中國至世界，犯了一個本末倒置的錯誤，會讓自己面臨一

種左支右絀，脫身不得的情況。也就是說，若不能先打倒美國，就無法取得東南亞的

石油，沒有東南亞的石油就無法征服中國，無法征服中國就連滿蒙的殖民地都不見得

能穩得住。當時日本內部在海軍與內閣文官方面的態度都認為在這種深陷泥沼的惡劣

情勢下，很難在短期間內獲得重大戰果，最好是退出日、德、義軸心三國公約，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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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美國達成某種和平協定。海軍的態度其實在當時可以一個人為代表，那就是大名

鼎鼎的山本五十六，此人擔任過數年的駐美武官，對於美國強大厚實的工業力量了解

得十分清楚，深知美國一旦動員起來那種在國際間無與倫比的威力是日本所難以望其

項背的，他也是竭力阻止日本對美開戰的主要人物之一，甚至還提醒日本當局：真要

對美國開打，前六個月的時間他或許能大幹一番，把整個局面攪得天翻地覆，但對後

來的情況或最後的結果，他可是沒有什麼信心。（山本真的是一語成讖：太平洋戰爭爆

發後，日軍從偷襲珍珠港的輝煌戰果、攀登巔峰到後來中途島海戰的慘重失敗、就此

無法翻身，真的就只有半年的功夫而已。）儘管有這些反對與警告提醒的聲音，但是

當時掌權的陸軍並不同意這些看法，陸軍方面認為現有的石油可供一戰，即令退出三

國公約也不見得能改善日美關係。因此，在陸軍的主導下，日本內閣還是通過擴大戰

爭的方案，把戰事往太平洋作更進一步的延伸。 

從整體戰略布局的角度來觀察，這項決策簡直是不可思議，自身應付戰爭的重大

弱點尚未改善（石油問題），卻還要更加擴大戰爭的規模，並挑戰世界最大的工業強國

。這就好比日本的半邊身體已被中國拖住了，它不思儘快脫困，反而還騰出另外一隻

手來挑釁美國這個龐然巨物，資源不足、兵力不夠、都自陷困局了，竟然還敢橫挑強

隣，且把一面作戰變成兩面作戰，日本那還會有什麼勝算？孫子兵法有云：〝多算，勝

。少算，不勝。〞意即：所有與戰爭有關的重大因素都須充分思考、算計和解決，這

樣才會有獲勝的可能。連日本最敬重的兵法家孫武都這樣昭示欲發動戰爭者，日本人

還看不清擺在眼前的事實，犯下這麼重大的戰略謬誤，也難怪它二次大戰後期會一敗

塗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