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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俄軍演與東亞軍情觀察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中共藉中俄軍演學習俄烏戰爭經驗，應對美可能以電戰載臺介入臺

海戰爭，及在對臺層面運用俄軍面對烏軍「以陸制海」之經驗。 

 中共針對賴副總統過境美國之針對性軍演，未出現環臺封鎖模式，

政治表態意圖高過威懾目的；傳共軍海軍航空隊部分單位可能轉調

至空軍，組織與機制調整的磨合或為近期軍演重點。 

 

（一）前言 

  隨著疫情趨緩，中共對外的軍事交流也逐漸開始恢復，除了在賴

副總統出訪後所進行的海空聯演之外，聯外軍演的次數也日益增加，

其目的除了期望藉此增加對區域的影響力，中共也經常利用此機會嘗

試為國際軍火交易進行宣傳，畢竟在歐美與俄羅斯的軍武裝備之外，

中共龐大軍工集團提供的質與量都在國際軍火市場中有一定的競爭

力。 

 

（二）中俄軍演的戰略意涵 

  2023年 7月底，中俄在日本海展開聯合軍事演習，其中值得注意

處主要在於共軍從俄烏戰爭中所能學到的經驗，特別是在當前中共在

經過兩次對臺軍演後，了解未來美軍不會再用航空母艦來介入臺海，

取而代之的是多種的電戰載臺，無論是美軍的 P-8A 反潛機、E-3 空

中預警機、RC-135 電子偵蒐機，都在兩次中共軍演過程中密集在臺

海周邊飛行；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俄烏戰場上，烏克蘭周遭都有相當

多的美國與北約的電偵與電戰機以及無人載具飛行，源源不絕地將數

位情報傳遞給烏克蘭部隊，讓俄軍遭受相當程度打擊。 

  相較於到開戰才開始陸續接收美國援助的烏克蘭，中華民國長期

擁有美國軍備，在系統整合以及在介接上都有一定的經驗，導致在兩

岸軍事衝突時，美軍與我軍在聯合作戰上勢必會遠高於 1996 年飛彈

危機時的狀況。類似的想定也陸續出現在 2022、2023 共軍兩次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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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演中。未來美軍不會直接派出航空母艦與主戰船艦接近臺海，取而

代之的是電戰與偵蒐載臺會在臺海周邊支援國軍作戰。共軍目前最需

要的就是從具有實戰經驗的俄軍，學習如何在電磁領域取得對美優

勢，畢竟這都是俄軍在俄烏戰場上學到的教訓。 

  此外，雖然俄烏戰場主要是陸地作戰，但在黑海的戰鬥中，依然

可以看到俄烏之間在爭奪黑海制海權上有許多戰鬥，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烏軍透過「以陸制海」的方式對多艘俄軍艦艇造成打擊，因此雖然

俄烏海戰並無直接的艦隊決戰，但是烏克蘭如何運用岸置火力結合無

人機以及美國所提供的電子情報，對俄羅斯海上部隊進行打擊，是值

得觀察的方向。因為未來共軍對臺作戰中，隨著國軍逐步強化各型岸

置飛彈與無人載具，嘗試將臺灣打造成為「飛彈刺蝟島」，都會讓共

軍了解未來對臺作戰上有可能會遭遇到俄羅斯在黑海的狀況，可能是

本次中俄軍演雙方重視的部分。如何從俄軍的作戰經驗中學習，對共

軍會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對俄國而言，中共是其重要的戰略夥伴，有不少裝備與軍用零組

件耗材都可能透過與中共合作的方式取得。特別是在當前無人機已經

成為戰場中重要的一環，中共製造的民用無人機能否大量提供給俄羅

斯？或是在北斗系統的支援下，是否可能讓俄軍使用該系統，這也會

讓中國在反彈道飛彈技術發展上可以參考過去俄羅斯在蘇聯冷戰時

代與美國對抗的經驗，結合過去的「空天安全」反導彈演習，讓中俄

系統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合作。這都是未來中俄軍事互動的重點，

也是共軍可能從俄烏戰爭中學習的。 

 

（三）中阿軍演 

  除了與東南亞國家合作之外，中共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聯合軍演

也預計 8月在新疆舉辦「獵鷹盾牌 2023聯合軍演」，其中很有可能是

在演練空地的聯合作戰。除了與中東國家互動外，這也是中共為了打

開國際軍火市場所做的努力，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便向中共購買了

L-15 獵鷹式高級教練機，此型機種也可以做為對地密接支援的對地

攻擊機使用。若從長期發展來看，L-15 是中共打入中東軍火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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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敲門磚，同時在飛行員若是逐漸習慣中國大陸教練機的模式後，

是否也可能在制式戰機的選擇與後勤系統上逐漸選擇中國大陸的產

品，這些都是中共對外軍演背後的意涵。 

 

（四）共軍 8 月聯合戰備警巡 

  在賴副總統結束出訪行程後，中共在 8 月 19 日便宣布共軍東部

戰區當日在臺灣周邊「組織海空聯合戰備警巡，舉行海空等兵力聯合

演訓，重點演練艦機協同、奪取制權等科目，檢驗戰區部隊聯合作戰

實戰能力」。中共官媒聲稱此演習是針對賴副總統過境美國所做的反

應。由於賴副總統也為當前執政黨所推出的候選人，因此對中共而言

自然會將此演習結合針對臺獨勢力的反制。需注意的是對中共而言，

在去年裴洛西訪臺與今年 4月蔡總統訪美後都有舉行大規模軍演，若

是此次並無相關軍事回應，是否代表默許或認同賴副總統近期對兩岸

關係的看法？這都是中共必須要以軍演表態的原因。 

  軍演並未如 4月時出現環臺封鎖的模式，而是將主力置於我國西

北與西南部進行海空聯合演習，也可能配合水下的潛艦進行聯合操

演，此次軍演的政治意圖高過威懾我國的目的。而在軍事上，2022

年 12 月起便有訊息指出海軍航空隊的部分單位可能轉調至中共空

軍，海航兵會以航空母艦的艦載機為主，其餘大型機群以及陸基殲擊

機都會移交到空軍的麾下。固然在中共空軍戰略上早已跳脫國土防空

的思維，並以「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發展，但在海航兵與空

軍之間的聯戰機制上卻存在問題。現明確劃分隸屬關係後再依循「戰

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由戰區聯指中心進行統一指揮，這些組

織與機制的調整都需要時間磨合，也會是這段時間共軍軍演的重點。 

 

（五）結語 

  對我國而言，共軍實力的增長與用兵模式的調整，都會對我國防

衛戰略造成一定的影響與衝擊。固然在未經實戰考驗下的共軍實力為

何仍是未知數，但在共軍與外軍交流與演訓的同時，也是我國可以深

入分析的機會，如同孫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