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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Spring

一. 開始想法 : 北海道地方偏僻，位置應該相對安

全，果斷讓北海道海軍先下日本海。

二. 讓九州海軍去對馬海峽，搶奪南韓資源點。

三. 俄國表明敵意，嘗試與中國和平相處。

場上局勢 :

1.開局策略較保守，各國先搶附近資點為主。



1901 Fall

一. 利用運輸讓東京陸軍去北朝鮮，增加東北控制

力。

二. 對馬海峽搶點南朝鮮。

場上局勢 :

1. 中國下半部無點可吃，大概率主功東北戰局。

2. 俄國主打下半部，難講和。

3. 中俄日三足鼎立，且中俄位置可夾滅日本。

錄目錄



1901 Adjustment

一. 主打東北戰局，用運輸指令登陸，因此在北海

道生軍。

場上局勢 :

1.中日俄彼此爭奪東北三點。

檢討 :

讓出吉林反而讓俄國生軍，反而讓東北局勢雪上

加霜，應互拚吉林資源點。

開局不夠宏觀，沒想到中國下半部資源點難拿，

會傾力爭奪東北。

此時還想主打陸地戰局是個失誤，難以打入陸路

深處，應以海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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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Spring

一. 吉林省為重要資源點，利用日本海運輸陸軍搶

下好做大動作。

場上局勢 :

1.中俄關係緊張，合作機率小。

檢討 :

利用陸軍打退俄國，反而讓俄國海軍進入鄂霍次

克海，此時北海道處於空城狀態，相當危險。

鄂霍次克海與吉林位置皆重要，因此北海道應產

海軍，主攻岸邊即可，此錯誤源於冬天產軍的策

略想打入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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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Fall

一. 中俄顯出合作意圖，吉林高大機率陷落。

二. 讓北朝鮮軍隊前進大連，不僅能爭奪資源點，

還能騰出撤退空間，此時不管中俄有無合作，

吉林軍隊都不會被滅軍。

三. 日本海不選擇支援，回防北海道。

場上局勢 :

1.俄國想像日本海海軍會支援吉林，因此能偷取

北海道，俄國再談判間刻意不提到北海道，有進

攻意圖。

此時是中俄日的多重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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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Fall Analysis
此時是中俄日的多重賽局的關鍵一局

對日本的賽局分析 :

一.如果中日合作進攻吉林 :

1.中日陸軍加上俄國海軍進攻吉林，便需要北朝鮮日

本海兩軍支援才能守下。

2.中日陸軍進攻吉林，俄國海軍偷取北海道。

各種策略下的最差情況 :

日本兩軍支援，如果俄國進攻北海道，減一資源點。

日本一軍支援，如果俄國海軍進攻吉林，滅一軍。

日本北朝鮮往大連，藤出空間，北海道回守，如果三

軍進攻吉林，資源點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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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Fall Analysis

二.如果中日未合作進攻吉林 :

※中國陸軍必往大連。

1.俄國聯合海軍進攻吉林，需要北朝鮮或日本海支援

才能守下。

2.俄國海軍偷取北海道，日本海回守即可。

各種策略下的最差情況 :

北朝鮮進攻大連，和中國陸軍對撞，日本海支援守備

吉林，被俄國偷家，減一資源點。

北朝鮮進攻大連，和中國陸軍對撞，日本海回防北海

道，俄國海軍進攻吉林，滅一軍。

北朝鮮守吉林，日本海回防北海道，如果俄國兩軍進

攻吉林，資源點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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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Fall Analysis
賽局的最終分析

分析得到的兩種最差情況的最佳策略 :

※前提 : 必要回防北海道

一.如果中日合作進攻吉林的最差情況 :

日本北朝鮮往大連，藤出空間，資源點持平。

如果中日未合作的最差情況 :

北朝鮮軍隊跟中國在大連彈開，吉林滅一軍。

二.如果中日未合作進攻吉林的最差情況 :

北朝鮮守吉林，資源點持平。

如果中日合作的最差情況 :

三軍進攻吉林，吉林滅一軍。

賽局分析 (-2是由於日本認為吉林比大連重要)

由於意圖明顯，最終相信中日會合作。

守吉林 往大連

中日合作 -10 -2

中日不合作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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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Adjustment
一.日本在東北讓出吉林，得到大連。

二.九州被日本搶佔，無力守備。

場上局勢 :

1.日本海海軍因鄂霍次克海的俄軍而受牽制。

檢討 :

中日俄三國在東北互相牽制，打東北陸上戰局屬

實為失敗的策略。

最開始應以沿岸南朝鮮資源點為主即可，讓九州

海軍往東海，此重要戰略位置接鄰三點，且可牽

制中國談條件。

若盡早察覺中日俄三國難合作，讓海軍下東海，

可改與美國合作，瓜分中國本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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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Spring
一. 釋出誠意與中國講和，讓中國陸軍往上牽制俄

國，可幫助中國拿吉林換取陸軍安全。

二. 俄國認為日本一定會回守北海道，想取日本海

的重要戰略位置。

三. 日本海海軍彈走俄國的軍隊，如果讓俄軍進入

日本海，秋季可能會對日本造成更強的打擊。

場上局勢 :

俄國威脅中國本土，中日開始合作。

賽局分析 : (-10是由於日本海陷落在秋季會更危險)

俄國
日本

去日本海 去北海道

去日本海 (0,0) (-5,5)

去北海道 (-10,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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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Fall

一. 中日合作幫助中國強取吉林。

二. 日本海海軍意圖打斷俄國海軍支援，反被入侵

北海道。

三. 內蒙古俄軍不打斷南滿支援，反而入侵直隸被

中國黃海海軍彈開。

場上局勢 :

中日合作關係已綁定，同仇敵愾拖住俄國，但中

國本土相對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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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Fall Analysis
對俄國賽局分析 :

俄國能讓海軍回守遠東、支援吉林或進攻北海道。

※假設俄國內蒙古軍隊必定往直隸進軍。

(對俄國來說可推進兩步且能拿資源，而中國海軍可能往

大連去拿點不回來守備)

一.俄國海軍回守遠東 : 俄國吉林必定滅一支軍隊。

二.俄國海軍若支援吉林 : 北滿陸軍必定攻南滿打斷支援。

1.若日本的海軍想斷俄國海軍支援 : 吉林滅一支軍隊。

2.若日本的海軍回北海道 : 地圖不變。

三.俄國海軍進攻北海道:

1.若日本海軍想斷俄國海軍支援 : 俄國拿到北海道，吉林

滅軍，資源數不變。

2.若日本的海軍回北海道 : 吉林一支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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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Fall Analysis
最終賽局分析 :

※假設俄國內蒙古軍隊必定往直隸進軍。

俄國海軍有只有支援吉林和進攻北海道兩種選擇，收益幾

乎相等。

檢討 :

最終日本認為俄國海軍會支援吉林，想打斷海軍支援，而

被偷取了北海道。

俄國若守住吉林，下一年在遠東生兵能逆轉頹勢，讓日本

認為俄國會強守吉林。

在這個賽局中，日本沒有想到俄國內蒙古軍隊大機率往直

隸進軍，造成對東北戰局兵力估算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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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Adjustment

一. 九州被美軍所取代，中國因而少一資源點。

二. 日本大力勸說中國幫忙固守日本國土，而讓中

國在本土裁軍。

場上局勢 :

中國的裁軍策略讓自己的本土陷入危機，反而在

情勢策略上不得不更綁定日本。

檢討 :

日本讓中國海軍從九州到北太平洋守備，但未顯

效果，被美軍偷了空門，中國盟軍兵力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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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Spring

一. 勸說中國幫助日本守住東京。

二. 合縱中國劍指遠東，中國讓出吉林往黑龍江。

三. 日本海軍從南朝鮮退居日本海，鞏固日本本島

安全。

場上局勢 :

中國本土遭遇大亂鬥的重創，被動放棄經營下半

區。

在東北的策略上已與日本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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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Fall 一. 日本在談判中支援中國進攻遠東，鄂霍次克海海

軍用進攻指令打斷俄國可能的支援。

二. 俄國內蒙古兵力單一難進中國，選擇以北滿支援

搶點南滿。

三. 俄國遠東大概率固守，中國黑龍江不需日本支援

也安全，改守南滿，擋下俄國攻勢。

四. 秋季俄軍在北海道必多搶東京一點，以日本海海

軍回守。

五. 中國本土淪陷，搶佔日本大連保持資源點。

場上局勢 :

中國海軍以繞道白令海，中日勢必血刃俄國。

檢討 :

日本沒預測到此局勢俄國必固守遠東，鄂霍次克海

日本海軍應聯合中國北太平洋海軍支援取回北海道，

可滅俄國一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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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Adjustment

一. 中國聽信日本盟軍情誼大力建議從南朝鮮裁軍。

場上局勢 :

中日同仇敵愾，但中國撤除海軍也讓自己本土撤

退空間更小。

對日本來說，中國的撤退讓日本有機會取回南朝

鮮資源點。

中日聯合可威脅俄國遠東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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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Spring

一. 日本海軍支援中國，三軍兵力直取遠東，日本

南滿陸軍打斷俄國北滿陸軍支援。

二. 日本海海軍上東京，防守俄國占領。

場上局勢 :

中國在談判中，黑龍江軍隊假意騙取俄國支援要

背叛日本，實則聯合日本取遠東。

遠東被中國占領，俄國步調拖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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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Fall

一. 日本海軍協防中國遠東。

二. 中國黑龍江陸軍打斷俄國北滿的支援。

三. 中英有合作之勢，中國直隸軍只能往上逃亡，

日本南滿協助中國軍隊撤退內蒙古。

四. 日本吉林陸軍往南向南朝鮮資源點前進。

五. 俄國搶占九州，日本取回北海道。

場上局勢 :

中國本土幾近滅軍，日本海軍可以放生中國遠東

軍，開始南進，以鞏固日本僅有的幾個資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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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Adjustment

一. 中國在內蒙古裁軍。

二. 日本東京新增海軍

場上局勢 :

中國的裁軍策略已不影響大致戰局。

日本繼續說服中國幫助日本，好守住在南滿的資

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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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Spring
一. 俄國進攻遠東，中國被迫撤出。

二. 日本海軍接管吉林。

三. 北朝鮮拿取南朝鮮資源點。

四. 北海道海軍下日本海。

五. 中國在末局增加變數，與俄國聯合搶點南滿。

場上局勢 :

中國在末局背棄與日本關係，與俄國交好，逤攻

下北滿能至少存留一點。

檢討 :

在談判中間已知中國背叛有可能，北朝鮮陸軍不

該急躁搶進南朝鮮，應先支援南滿，下回合再利

用下日本海的海軍支援搶南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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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Fall

一. 俄國不干擾美國運輸英國陸軍進攻大連，日本

有支援意圖。

二. 日本極力勸說中國放棄支援英國。

三. 俄軍在中太平洋必進關島，日本大阪海軍奪回

九州。

場上局勢 :

無奈日俄關係極差，俄國不可能幫助日本鞏固資

源點。

日本勸說有成，中國放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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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Adjustment

一. 最終局面日本五點。

分別是吉林、大連、南朝鮮、九州、北海道、東京。

檢討 :

如果北朝鮮陸軍春季不先搶南朝鮮資源點，有機會

拿到更有利的局面。

綜觀全局，日本在大方向有錯誤，在開始時未明白

中日俄三國的緊張關係，在陸路上以取得南朝鮮或

吉林即可，應重視東海戰局，兵力主生海軍，南進

中國沿岸取得談判籌碼，能與美國合作，有機會推

進到控制台灣，關島一帶資源點，或掠奪中國沿岸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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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這次強權外交，在日本跟別國交涉的過程中，感受到中日俄

三國互相制衡的關係，資源點集中區域在東北三角關係中心

點，而日本作為夾在中間的最大攪局者，感受到群起而攻之

的壓力，實際上中俄也在初期聯合壓制日本。

而發展成這樣的情況，也源於日本想把近處資源點盡數收刮

囊中，但策略已執行才發現在土地爭奪方面完全沒有講和空

間，不能安穩發育，但此時陸軍以輸送上陸地，而海軍短缺，

造成進退兩難的局面。

中日俄很容易互相合作，又互相背叛，因此造成許多關鍵的

賽局，日本事後多方思考後往往能得到最佳解，但在有限的

時間內要權衡國家之間的關係，考驗的是賽局博弈的熟練度。

若沒有其他國家給他壓力，中國不會跟日本合作，中國南滿

的兵力又離本土有距離，才想讓陸軍找人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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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北海道一直遭受壓力，也跟英國沒有從背後進攻俄羅斯有關，

讓俄國有足夠餘裕主打東北戰局。

遊戲中看到東海這麼好的位置，沒有去爭奪給中國造成壓力，

屬實可惜，若單兵作戰，應以東海出發，複製日本大東亞共

榮圈的南進策略，若要結盟，夥同英國施壓俄國，給陸軍製

造北進空間，也不失為一個好妙計。

由於俄國仇恨拉的比較高，運用同仇敵愾的心理和信任的關

係，從1903的絕境一路對中國連拐帶騙，緩解俄國對日本的

壓力，才得以盤活遊戲。

最後的時候中國突然反骨，有可能是場外因素，中日關係本

該水火不容，在強權外交的世界，防人之心不可無。

這件事也讓我知道，歸納場外因素，也是在賽局博弈中重要

的能力，日本已有察覺，但出於信任而做錯決定，若能冷靜

思考，在最後一定能達成更有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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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甚麼地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一般)

A : 東海，東海初期位置九州一步可得，且接鄰中國沿岸主要的資源點，和海上重要位

置的台灣，在日中難合作的局勢上，佔據東海是日本對中國最有利的談判籌碼，一方

面還能守住想北上侵害日本島的不速之客。

Q : 甚麼地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資源)

A : 吉林，吉林一面接鄰日本海，支援容易，另一面接鄰黑龍江和南滿，若守住吉林，

對擋住俄國的進攻上有巨大意義，俄國海軍只能通過鄂霍次克海繞道日本，對日本來

說，搶下吉林的守備意義比進攻要大。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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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不平衡地的地點。

A : 俄國的薩哈遠東連成一片，第一年西伯利亞可以支援到，且接連烏加爾，遠東直接

多兩個支援點，進攻防守都很有利。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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