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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期印太軍事動態與中共演訓概況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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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機編隊從「國土防空」轉變為「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外向型

部隊，演練多處出發、固定空域集結，和攻打東沙島「圍點打援」。 

 航母編隊直屬海軍，由多艦隊混編，遼寧艦與 055萬噸大型驅逐艦

操演聯合作戰；未來在聯合作戰上以戰區聯指中心為主。 

 共機越中線屬政治表態，進入我西南空域為經營戰場，共軍沿海演

練主要為對內宣傳；美結合盟友應對共軍，戰術聚焦打擊共軍航母。 

 

（一）前言 

隨著 2021 年春季的到來，共軍的相關演訓行動也持續增溫，對

我國影響最大的便是在周遭空域的飛行，以及隨著 055萬噸級驅逐艦

的陸續成軍，許多的海空操演都陸續進行（如近期中共航艦的操演），也

造成周邊國家的高度關注。特別是在我國與美國所簽訂臺美海巡合作

備忘錄後，其背後象徵的意涵是否有可能更進一步衍生其他合作與外

交突破的可能，都會有許多想像空間，自然會是中共關注的目標。 

 

（二）近期共軍空中武力行動觀察 

  無論中共對臺政策是否有調整，軍事威脅始終未曾停止。即便軍

機未直接飛越中線，但在我國西南防空識別區的飛行無論是在架次或

是機種上都與過去有所不同，最明顯的是在機種的搭配，殲擊機、轟

炸機、電偵機、電戰機與預警機的編隊飛行代表解放軍空中武力從過

去的「國土防空」，逐漸轉變成為「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外向型

部隊。 

  而在共機的飛行中也可以注意到，這些機種來自不同機場，但不

同機種與掛載的裝備不同都會對空速有所影響，如何在固定的時間與

空域集結並完成操演科目的要求，這些可能才是共軍近期空中武力展

示的主要目的，至於空中兵力與地面的指揮，以及不同機種間的互動

與整合都須持續關注。此外共機所飛行的地點，也正好多在東沙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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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島中間，其飛行路線也與共軍一直以來強調的「圍點打援」有

關，甚至是在控制東沙島之後，配合臺灣北部與東北部的共軍航空母

艦（自北部戰區南下）對我國展開包圍。 

 

（三） 近期中共海軍行動之觀察 

  共軍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在 4月初也有許多動作，需注意的是這次

納編的軍艦，不完全都是北部戰區軍艦，也有部份是來自於東部戰區

（太原艦及黃岡艦），原先共軍的航艦戰鬥群並不屬於任何一個艦隊，未

來應也是會採取此種策略，以任務地區為導向納編其他戰區的艦隻、

以特混編隊的方式進行作戰任務；而由於航艦的特殊性，航艦平時直

接由共軍海軍管轄，未來隨著其他航艦的陸續成軍，航艦編隊有可能

更以常態化的方式出現在印太區域。 

  在近期共軍海軍的活動中，055型萬噸級驅逐艦都有伴隨出海，

對於共軍海軍來說 055型的意義除御前帶刀護衛之外，也能發揮長弓

手的作用；此次與遼寧號組成戰鬥群，最大的意義應在遼寧號本身就

是以訓練為目的的訓練艦，是以俄國舊船體為基礎加上中共自製的電

子系統所建造的拼裝船，這次的航行主要目的還是在於演練與 055型

的搭配戰術演練。畢竟由於先天航艦設計的限制，共軍航艦無法與美

軍一樣作為對海陸的攻擊主力，而是做為掩護艦隊的空中兵力。而

055型在作戰系統上與航艦的整合程度，特別在與其他軍種的系統整

合是否能達到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要求？在 2016 年的軍改後，共軍依

循「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指導原則，在經過數年的操演之後，是

否真能成為現代化能打仗、打勝仗的部隊，都是外界觀察之處。如在

中共海軍 2月編組的「175編隊」便納編空軍、火箭軍及戰略支援隊

部隊，這也說明未來共軍作戰在聯合作戰上會以戰區聯指中心為主。 

 

（四） 共軍軍演的政軍意涵 

  共軍的行動往往是中共對外表態的主要工具，特別是針對美臺互

動。其中有可簡單分為：（1）政治大於軍事的飛越中線（2）軍事意

義大於表態的 ADIZ 附近的飛行（3）單純作為外交回應的近海火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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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戰機飛越中線最具體的就是在美國現役官員來臺以及時任準副

總統的賴清德訪美時，對於中共而言，此為挑戰其底限之作為，必然

需要有回應。但事實上，臺海在兩岸防空系統的監控戰機的飛越多半

是政治效益大於實質軍事效益，甚至在作戰上不如在西南空域的飛

行。共機近期密切的飛行已常態化，透過這些飛行來經營周遭的戰場

環境，並持續對我國進行騷擾，藉此消耗我軍戰力。這些飛行應已經

在共軍的先前規劃中，但在對特定事件時（如美方發言或是臺美的互動），

有可能會藉由架次與飛行路線的調整來表達對事件的反應，兼具作戰

與宣傳。至於發出航行警告通告的近岸火砲射擊，其則是單純的對內

宣傳與對外回應的行動。 

 

（五）結語 

  美國與其他國家為應對共軍行動的互動，已經超越印太國家的範

圍，涵括英、法、德。有別於過去川普的作為，當前拜登政府傾向透

過區域合作的方式來維護印太地區的穩定。特別在聯合軍演中，可看

到美國與其他國家航艦的演練，以及與印太周邊國家的海空軍力進行

演訓，其中的假想敵自然便是共軍，過去中共強調的「打航母」，自

然也會是現今美國與印太盟軍所套用的作戰模式，若能在戰時重創共

軍航艦，自然能對共軍造成沈重打擊，也能將共軍勢力封鎖在特定區

域。可以觀察到美軍核子潛艦在日本整補、透過照片披露從三澤基地

起飛的 F-16戰機、而共軍演訓時美軍與他國部隊的聯演也從未停止，

如美菲的「肩並肩」聯合演習、美日印法的多國聯演習可看出其對印

太的重視。但這些演習是否會成為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常態化運作？

在美日韓高層的互動後，美國的對中戰略方針是否會調整？或是即便

在雙方都不願升高緊張局勢之時，若雙方各自內部的政治盤算下（如

習近平在其後第三任期的問題上，勢必要掌握軍權或是以解放軍的行動做為其穩

定內部的籌碼），不得不以對外較為強硬的態度來作為對內表態的作

為？但在雙方互動之時，如何避免誤判情勢，或是對中共的軍事行動

做出過度的解讀，反而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畢竟，如同孫子兵法所

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我們不能奢望敵人會犯錯，但唯有作

好最壞打算與最好的準備，才能臨機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