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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印太軍事情勢與共軍演訓概況觀察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中共解放軍軍演具外交目的，藉以向臺美互動表示抗議。另 075

兩棲攻擊艦入列，或對臺海、東海造成威脅。 

俄羅斯冷戰後首次赴中太平洋軍演，彰顯在印太地區實力；惟其

核心利益在歐洲，是否深入經營亞太事務值得觀察。另日本防衛

白皮書提及臺海安全，顯示臺海穩定攸關日本國安。 

 

近期疫情復燃而逐漸升溫，惟印太各國未減緩軍事角力，特別

是在 2021年 7月中共慶祝建黨百年前後，共軍並未減少對周邊海域

的軍事行動，自然也是以美軍為首的印太各國關心的議題。 

 

(一)俄羅斯的太平洋軍演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 6 月舉行大規模海空軍事演習，為冷戰後首

次赴中太平洋進行，其中除海軍以外，亦與自俄起飛的空軍轟炸機

進行聯合軍演。當前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雖不能與蘇聯時代

相比，惟在本次軍演展現的兵力投射能力，對美日而言無非是一種

警惕。俄艦隊在現行衛星科技的協助下，不太可能與 1941年日本艦

隊一樣，引發第二次偷襲珍珠港事件，惟本次行動代表俄艦隊的遠

航能力、與陸基飛機的聯戰操演，是否有反介入與區域拒止作戰

（Anti-Access/Area Denial，A2/AD）意涵，更代表俄雖無法與美太平洋

艦隊相比，惟在印太區域仍具有部份的實力。 

    俄羅斯在乎包括北約（NATO）東擴影響、烏克蘭問題，其選在

與美總統拜登會面前後，進行軍演，是否有秀肌肉的意涵，抑或藉

對美展示俄軍在太平洋的實力，交換北約在東歐的行動，值予關注。 

 

(二)日本的軍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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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外界關注的環太平洋軍演與美日「勇敢之盾」海空聯合演

習均為雙數年舉辦，惟近期美日舉辦「東方之盾」軍演，意外引發

關注。過去「東方之盾」演習主要著重應對前蘇聯的威脅，此與日

本過去的防衛政策有關。冷戰時期，日本最大的威脅是有可能從北

海道進攻的蘇聯部隊，因此在北海道的戰略佈署以陸上自衛隊的重

裝甲部隊為主。惟隨冷戰結束，北朝鮮的飛彈威脅與來自中共的「西

南諸島」與東海問題，均使日本的防衛方向出現轉變。 

從戰史的角度來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海上交通線（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SLOC）遭美軍封鎖，導致從南洋到日本的物資

補給線中斷；在缺乏能源與物資的情況下，戰敗只是時間問題。這

些歷史的教訓，讓日本了解確保海上交通線是國家安全的關鍵，亦

代表臺海周邊安全穩定的重要性；因此，近期可見日本對於臺海的

重視。無論是與美「東方之盾」聯合軍演，抑或在美日英澳等四國

海上聯合演習，都可以看到日本自衛隊與其他國家的互動。 

    此外，日本 7月所公佈「防衛白皮書」，特別提到臺海安全，亦

可見在軍事防衛的領域，臺海穩定的確與日本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即便日本與中共具有正式的外交關係，惟在軍事上，不是只有配合

美國印太戰略的考量，更有日本自身的國安因素，均讓日本不得不

在軍事上重視臺海安全。 

 

(三)近期共軍動態 

    對中共而言，軍演除了訓練自身部隊的實力與磨合指管系統

外，最大的意義在於藉此達到軍事外交的目的，透過部隊的演練對

外國或特定的事件做出表態，這也是隨著中共軍力的提昇，帶來的

影響。需注意的是，中共了解媒體宣傳的重要性，多次藉官媒或是

網路媒體進行宣傳，並利用畫面的剪輯達到目的，這些畫面並非一

定是此次演習實際動用的兵力，此亦為在輿論戰與心理戰的運用。 

    中共除從未停止在我國西南空域的飛行刺探外，亦希望將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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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反應臺美關係變化的一種手段，如 2020年 8月美現任官員、衛

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 II）訪臺後，共軍亦連續在沿海區域進行軍

演，2021年 3月在美臺簽訂海巡合作備忘錄（美海岸防衛隊與軍方關係

密切，其部隊媲美中小型國家的海軍），大批共機展開行動；4月 15日前

參議員陶德（Christopher Dodd）率團訪臺，共軍宣布實彈演習。另中

共近宣佈 7月 16日在浙江沿海地區進行軍演，分析指對 7月 15日

美軍 C-146A 行政專機飛抵松山機場有關，惟此非美軍機首次飛抵

機場，亦非有「現任」美方官員來臺、或我方與美有更深的合作，

中共國防部雖措辭強硬，惟更大的可能是針對日本防衛白皮書反

應。美國只要不突破中共的紅線，依循過去曾發生的「遠例」，中共

不會有太多越矩的行動；此外，大規模軍演多有預定時程，較難針

對國際事件立即反應，惟配合立即召開的記者會，讓軍演呈現更有

針對性。此亦為近期共軍軍演的特色。 

     在新軍備上，中共海軍 075兩棲攻擊艦今年 4月在海南正式成

軍，命名為「海南號」，另一艘 075艦亦有媒體披露，或命名「福建

號」、配屬東部戰區。惟 075兩棲攻擊艦須關注其搭載的部隊，以及

結合中共近期在福建整建的新直昇機機場後，對三棲立體進攻作戰

模式的應用，特別是 075 兩棲突擊艦是否適合共軍對我大型島嶼聯

合作戰，或是應用在東海釣魚臺列嶼的區域糾紛，這些代表中共目

標非僅我國，成長後的共軍投射能力亦會對日本造成威脅。 

 

(四)結語 

    從近期印太周邊發展發現，臺海安全已漸成各國關注的焦點。這

並非代表我國處境更為凶險，相反的代表我國際上的價值，這也是

我國需努力的方向，如何將自身國家利益與他國結合、國家安全與

印太各國安全發展連結，除強化與他國互動外，更能增進我國家安

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