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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期中共演訓觀察 
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室主稿 

 

 共軍在馬來西亞外海演練遠程空中後勤投送，宣示南海主權與展示

制空權能力，並在南海軍演抗衡「2021大規模全球演習」。 

 中俄「西部聯合 2021」聯合演習互相操作對方裝備，體驗武器與

系統的差異與通性；未來雙方聯合演習將成常態。 

 共軍已具備從不同方向攻臺能力，且作戰重點轉移至我西南空域，

我應密注中俄聯演採用的作戰模式。 

 

（一）前言 

  因為天候因素，每年中共的軍事演習集中在 5 月至 10 月，不同

軍種與不同戰區都會利用這段時間，進行例行性或針對性、突發性的

軍事訓練與演習，以強化部隊本身的專業，擴大跨軍種與部隊的聯合

作戰效益。事實上，從每年 1月中共公布訓練大綱的訓令之後，共軍

對各種訓練緊鑼密鼓地展開，並依照中央軍委與各軍種的年度訓練計

畫執行與完成訓練。訓練時，陸軍受天候地形限制較不明顯，甚至可

利用酷寒或炎熱天氣，對部隊實施嚴格訓練。但海空軍訓練容易受到

天候影響，即使納入訓練計畫之中，也可能因為天候變化而調整。 

    例如，中共東部戰區原定 7月 16至 21日在浙江省外海東海海域

舉行 6天軍事演習，但受到「烟花」颱風影響，不得不宣布提早結束。

而且在 2020年中共有 5次的海空演習因為梅莎、海神等颱風而取消。

可見中共沿海訓練次數越多，在 5 月至 10 月間遇到颱風影響的可能

性越大。但這樣的影響，除非已經挪不出訓練流路及場地，否則每一

個年度部隊訓練與測驗，都必須在年內完成。 

  除了時間之外，中共部隊演訓的層級與訓練課目也是觀察重點。

2015 年軍改之後，因為部隊大幅調整，有的單位在武器裝備及人員

都還沒有到達定位，根本無法從事整合型訓練，只能先就單兵個人及

武器專長進行訓練，爾後逐級提升至連營級的作戰訓練。儘管中共仍

有集團軍仍在換新裝備，但是陸軍合成營的作戰訓練陸續展開。合成

旅級的對抗訓練，或者是不同戰區旅級部隊至內蒙古朱日和的對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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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目前尚未見諸媒體報導。 

   

（二）例行與臨機性海空演習 

  例行性演習會有時程的安排，但是遇到特殊事件時，也會刻意凸

顯軍事能力以威懾假想對手。例如中共空軍對於臺灣西南空域的干擾

持續進行，2021年 4月，中共派出 25架軍機飛入臺灣的西南防空識

別區；6 月 15 日，當美國派遣雷根號航空母艦進入南海時，中共派

出的 28 架軍機包括 14 架殲 16、6 架殲 11 以及 4 架可攜帶核武器的

轟 6軍機。8月 17日，又有 11架共機（1架運 8反潛機、1架運 8遠干機、

1架空警 500預警機、6架殲 16戰機、2架轟 6K）侵擾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2021年 6月 1日，馬來西亞皇家空軍發布聲明稱，有 16架解放

軍空軍運輸機編隊在南海巡航，一度飛抵馬來西亞北部海岸婆羅洲

（Borneo）的砂勞越（Sarawak）海岸 60 浬以外的南海空域進行飛行訓

練。中共以多架次重型運輸機跨越南海進行首次飛行訓練，目的很明

顯就是就遠程空中後勤投送進行演練。伊爾-76 已經在南沙島礁基地

測試過起降，未來如果南沙海域發生衝突，中共可以透過類似空中後

勤支援，強化南沙戰備。類似運 20 的遠程航線也可以提供給戰略轟

炸機使用，類似除宣示主權與展示作戰能力，將使中共空軍的飛行空

域可以涵蓋整個南海九段線區域，等於實質管控南海空域。 

    另外，中共海軍 6 月 7 日在亞丁灣西部某海域舉行第 37、38 梯

次護航編隊任務交接儀式。第 37 梯次護航編隊由中共海軍長沙艦、

玉林艦、洪湖艦組成，第 38 梯次護航編隊由南京艦、揚州艦、高郵

湖艦組成。兩批軍艦在第 37 梯次護航編隊指揮艦長沙艦上組織任務

交接。海軍第 37梯次護航編隊從 1月 16日在海南三亞軍港啟航，赴

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執行護航任務，每一梯次任務執行約半年。以

往在交接前，都會在航程中進行任務訓練，執行任務完成後，會順道

與周邊國家進行海軍外交活動。 

    美國及英國、澳洲於 8月 3至 16日舉行「2021大規模全球演習」

（Large Scale Global Exercise 21, LSGE21）之際，中共隨即在 8月 6日起展

開為期 5 天的南海軍演，演習範圍達 10 萬平方公里，抗衡的意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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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實際上中共軍演位置比較靠近西沙和海南，與美國、英國、澳

洲演習位置距離至少 100浬，可見在展現態勢與決心，但是不希望此

時發生海上衝突。 

 

（三）軍兵種例行演習 

  根據「人民網」軍事新聞報導，近期有許多軍兵種訓練及演習，

例如 6 月 1 日，第 82 集團軍特戰旅與空軍空降兵某旅開展聯合跳傘

訓練，證明陸軍與空軍特性類似部隊，可以混編進行聯合作戰。7月

11 日，新疆軍區某邊防團接收新型步戰車，進行人裝結合的作戰能

力訓練。7 月 31 日東部戰區海軍航空兵蘇愷 30 及殲 10 戰機攔截飛

行訓練。8月 23日，北部戰區海軍驅逐艦支隊進行實戰化訓練；8月

19 日東部戰區陸軍防空旅防空營至西北沙漠地區進行防空作戰任務

訓練及考核，磨練陌生地域作戰能力；8月 23日，陸軍 81集團軍某

合成旅編成坦克分隊，進行連續實彈射擊、火力對抗、極限駕駛等課

目綜合演練。8月 23日第 74集團軍某旅舉行合成營對抗演練。 

    8 月 21日空軍舉行金頭盔 2021訓練，以飛機對抗演練方式，選

拔績優飛行員，授與金頭盔的榮譽。空軍系列訓練還包括「紅劍」、「藍

盾」、「金飛鏢」、「擎電」等，針對空軍作戰能力，加強作戰的考核與

訓練。8月 24日，火箭軍舉行「劍鋒-2021」導彈旅旅長的考核測驗。

8月 24日 80集團軍防空旅千里機動實彈射擊考核，與空軍部隊協同

訓練，執行複雜條件下作戰指揮、防空網預警、梯次火力反擊等訓練，

全面提升部隊實戰能力。同一天，海軍航空兵某旅以飛豹戰機開展跨

晝夜，實施空戰機動、對海對地目標突擊、近距空中支援等多個實戰

化課目飛行訓練。8月 24日第 71集團軍某合成旅開展防空分隊實戰

化演練。 

 

（四）戰區聯合演訓 

  東部戰區 8 月 17 日出動作戰艦艇、反潛機、殲擊機等，在臺灣

西南、東南等周邊海空域組織聯合火力突擊等實兵演練，檢驗戰區部

隊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從臺灣東南方向出線應該是首例，證明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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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備從臺灣不同方向的海空攻擊能力。 

    另外，8月初，中共舉辦的「西部聯合 2021」演習，邀請俄羅斯

軍隊在寧夏的青銅峽合同戰術訓練基地舉行實兵演訓，中俄雙方共派

出兵力 1萬多人，投入各型飛機、火砲和裝甲車，兩國軍隊混合編組，

演練旅級同盟聯合作戰。中俄兩軍部隊以模組化的方式編組，區分地

面、空中等不同的作戰群，以恐怖分子為假想敵，區分先期聯合防衛、

綜合摧毀敵軍體系、高速立體攻擊、縱深清剿追殲逃竄之敵人等 4個

階段，奪佔預定任務地域。中俄兩軍混合編組，共同實施空中對地打

擊、裝甲突擊陣地、火力破除障礙、機降奪取要點、無人機偵蒐集攻

擊等 5項聯合行動課目。 

    過去俄羅斯舉行軍區大型演習，如「東方 2018」、「中央 2019」、

「高加索 2020」等，中共都會派遣部隊參加。中共首次舉辦「西部

聯合 2021 演習」，邀請俄羅斯派遣東部軍區部隊參與，不僅是禮尚

往來，更是中共展現軍備性能與部隊訓練成果的自信心。未來西部聯

合演習將成為中共例行性的跨國聯合軍演，俄羅斯也會持續參加。 

    從參加閱兵的各個方隊來看，主要有陸軍合成旅的連級部隊、砲

兵旅多管火箭及自走砲連級部隊、特戰旅連級部隊、空降旅連級部隊

參與，俄羅斯主要以指揮所為主，但派遣部隊明顯較少。在去年的「高

加索-2020 演習」中，中共士兵與俄軍混合編組，使用俄軍主戰地面

裝備參演。在「西部聯合 2021」中，俄羅斯士兵首次使用中共裝甲

突擊車、步兵戰車等主戰裝備，實際體會兩國武器系統的差異與共通

性。 

 

（五）結語：共軍演訓的戰略意涵 

  中共陸軍訓練仍以連（分隊）、營級作戰能力測試為主，戰區級

的訓練已經展開，但是完整合成旅對抗的訓練及演習較少。西部戰區

與俄羅斯軍隊的聯合演習可能成為中共旅級部隊執行戰役層級聯合

作戰的模式，包含砲兵與直升機火力的整合，陸軍特戰與空降兵的協

同作戰，隱形戰機殲 20 爭取空優，以殲轟 7 及殲 11、殲 16 各型戰

機對地火力打擊，轟 6 轟炸地面目標，運 20 實施空降，無人機監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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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以紅外線導引飛彈攻擊，已經成為基本作戰形態，國軍應及早

思考防護與反制作為。 

    中共海空軍本來就會在其作戰場域內進行實戰化訓練，而且逐年

改變這樣的衝突設想。就像過去中共海空軍慣常繞越臺灣飛行，從

2020 年起頻繁出現在臺灣西南空域，表示其作戰重點已經轉移。觀

察中共海空軍航行必須注意突發狀況或事件，同樣的訓練但是在不同

環境也要注意。例如，中共軍機出現在接近馬來西亞的南海空域，就

顯得非比尋常。 

    中共未來在海空演訓上，首要配合新軍艦的部署服役，完成各項

航行、武器效能、海上戰術與聯合作戰的訓練，對臺灣而言，不論是

在東海、南海或臺灣東部海域的訓練與演習，都對國軍造成影響。除

了過去累積經驗，並對中共海空武力進行反制之外，應該特別留意其

新武器平臺的訓練，掌握其可能採取的新戰術戰法，先期完成反制作

為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