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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期美中與外軍聯合軍演情形 
中山大學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兼任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俄中軍演意涵除定期軍隊演練外，雙方也期望透過海軍艦艇的調動

做為對外傳達訊息的工具。 

美軍與其盟邦自夏天以來不斷的軍演，除了政治外交上對中共的嚇

阻之外，更重要的是整合印太盟邦聯合作戰能力，以發揮集體安全

的力量，應對軍力日益增強的中共解放軍。 

（一）前言 

隨著 2021 年逐漸步入秋季，但氣溫的變化並未反應在區域安全

之中，印太地區的安全情勢並未隨之下降，反而隨著中共明年「二十

大」的腳步而日益升溫。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在近期美國與其盟邦一連

串的軍事演習，逐步從西太平洋一路朝向印度洋。這都說明了即便川

普已經下臺，但是印太戰略的基本態勢並無太大的改變，在戰術上不

會只有美軍參與，而是會以更加靈活的外交手段，讓歐洲傳統強權與

南太平洋的澳洲紐西蘭都加入軍演的行列。因此即便這些國家在經濟

上不會與中國大陸脫鉤，但在軍事安全上的選邊確是相當明顯。 

（二）俄中軍演 

作為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的夥伴，俄中軍演的意義遠超過解放軍與

其他國家的聯外軍演，作為少數擁有近期實戰經驗的國家，歷次中俄

軍演都是俄羅斯推銷新型軍火或是讓解放軍學習交流的最好時機。特

別是在近期美軍開始結合歐洲國家海軍前往亞太地區進行聯合軍

演，這都讓俄羅斯深感威脅，畢竟對於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的競爭位置

是在歐洲大陸而非印太，但若歐美將部隊勢力投送至亞太地區，這也

讓俄羅斯必須有所反應。這都可能是在 2021年 10月中俄海空聯合演

習的目的。在這次的軍演中，俄中艦隊更是通過日本津輕海峽，引發

日本內部許多的關注。固然在國際法上，俄中並無侵犯日本領海（津

輕海峽只劃定了 3海里的領海範圍），也沒有違反國際規則，但透過艦隊的行動

展示俄中兩國之間的合作，以及對於當前亞太局勢的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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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會代表未來兩國軍事合作會更緊密，目前尚須觀察。但可

確定的是過去美國與其友邦經常運用艦隊作為表達國家意志的工

具，如今俄中是否也會如法泡製，利用海上艦隊進行海軍外交中展示

國旗（Showing the Flag）的工具，藉此向周邊國家表達自由航行以及掌握

該處制海權。這都是近期俄中軍演可能目的。 

（三）六國軍演的意義 

有別於在雙數年所舉辦的環太平洋軍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美軍 2021 年也在印太地區舉行不少重要演習。特別是從上

半年起，英國皇家海軍的「伊莉莎白號」航空母艦，便遠渡重洋在太

平洋與美軍進行聯合軍演；更於 10 月美國、英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在沖繩西南海域聯合演訓，荷蘭、加拿大及紐西蘭也派船艦參加，這

次的海空聯演著重在美軍與友邦部隊的系統整合，以及在三艘航艦的

聯合操演，這邊的演訓中，很有可能就是在強調航艦間的紅藍軍對

抗，由於美國海軍目前已經沒有任何傳統動力航空母艦以及傳統柴電

潛艦，但解放軍海軍依然是以上述傳統動力為主，這也可能是近期美

國積極與其他國家進行海上操演的原因，期望藉由他國海軍的傳統動

力船艦來模擬解放軍的攻擊與反制，藉此達到訓練己方士官兵的目

的。 

而在外界目光聚焦於航艦時，美軍也於 10 月時將遠征移動基地

艦「米格爾.基思號（USS Miguel Keith，ESB-5）」部署至日本佐世保。該型

艦雖然不能起降 F-35 但是對於支援直升機、魚鷹機以及各型無人載

具依然行有餘力。這也代表美軍作戰概念已經由過去冷戰時期的前進

部署，逐漸轉變成多領域作戰（Multi-Domain Battle）與應用分散式殺傷

（Distributed Lethality）來打擊可能的威脅，而美軍取代過去戰略的思維便

是所謂的動態兵力部署（Dynamic Force Employment, DFE）概念。在此戰略思

維中，並不需要大批美軍長駐海外，而是透過高科技的資訊整合，以

及部隊及時的投送，讓部隊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移動。雖說如此，但

對於後勤補給來說是否能跟隨作戰兵力迅速投送便是戰力能否有效

發揮的關鍵。這也是美國在近期演訓中，除了與友邦各國進行系統整

合以及在作戰戰法上的聯合作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在後勤補給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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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各國是否能與美國的後勤體系進行介接，這都是近期演訓中較

讓人忽略的一環。 

（四）2021馬拉巴爾軍演 

在南海軍演後，四方安全對話 Quad 的成員（美日印澳）也在 10 月

進行 2021 年的第二階段馬拉巴爾軍演。有別於過往，今年的馬拉巴

爾軍演分成兩階段，除在 2021 年 8 月已先進行第一階段之外，在部

隊結束南海軍演後，立即馬不停歇的在孟加拉灣進行後續的第二階段

軍演。有別於美英澳所組成的 AUKUS 同盟，Quad 更強調區域國家

的安全合作。需注意的是除了澳洲之外，上述國家都擁有航艦的戰

力，或是可以發揮航艦戰力的類似護衛艦，這代表即便美國海軍在艦

船總數上不一定能與解放軍海軍的船隻數量比較，但若是將美國、

Quad 以及 AUKUS 國家的海軍艦隻加總，卻又能對中共造成足夠的

嚇阻效果。 

印度近期積極與美國合作，最大的原因除了與中共的邊界問題之

外，更重要的是 2014 年解放軍潛艦出現在斯里蘭卡，且解放軍海軍

利用多次的亞丁灣護航任務，將海軍兵力投射至印度洋，讓印度洋已

非印度能掌握的內海。除此之外，巴基斯坦也是與中共十分友好的國

家，大批軍備與作戰概念都師承中共。在此區域情勢之下，印度自然

會成為美國積極合作的對象。印度海軍由於裝備的來源多元，導致總

戰力發揮有限，這些也都是在與美軍演訓的過程中，嘗試學習與精進

之處。 

（五）結語 

對我國而言，固然解放軍的部分行動不一定是針對我國，但其在

應對美國與其盟邦的軍事行動時，又不可避免的會壓縮我國的行動自

由，甚至中共會藉由對我國的軍事行動作為對他國態度的表態。因此

我國絕無僥倖的空間，畢竟古有明訓：忘戰必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