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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習近平以高度嚴格手段治軍，批准「軍隊領導幹部社會交往行爲規範」、涵

蓋退將；瓦格納兵變效應使習更警惕掌軍風險，將加強落實「黨指揮槍」。 

 共軍強化戰略制衡手段，進行第7次陸基中段反飛彈攔截技術試驗，求取大

國戰略穩定。 

 共軍對臺演訓威嚇推陳出新，無人機首度繞臺飛行，開啟偵打一體新模式，

對臺合成化空中作戰力量，尚處摸索或初始戰力階段；共機抵進臺灣24浬鄰

接區，壓縮臺灣訓練空域。 

 中美戰略競爭態勢不減，在香格里拉對話雙方尋求止跌回穩。 

 

一、 習近平全面嚴格治軍 

（一）習近平批准「軍隊領導幹部社會交往行爲規範」，涵蓋退將 

6月18日中共中央軍委批准印發《軍隊領導幹部社會交往行爲規範》，習近平加

大從嚴治軍，掌握軍權滴水不漏。該規範史無前例，毛澤東時代也未曾有過，對象

涵蓋退役將領（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0, 2023）。知情人士指出，管理現役軍官好辦，有

明文紀律要求；退役將領最麻煩，和地方利益盤根錯節，仍有影響力，最有可能出

問題。 

  該規範從8個方面對軍隊領導幹部社會交往提出明確要求：地方黨政機關和有

關單位及其人員，企業（事業單位）及其相關人員，社會團體，新聞媒體、理論研究和

學術交流機構及相關人員，少數民族和宗教組織及信教群衆，國（境）外各類組織、

機構、人員，親友交往，以及互聯網社交平臺虛擬交往等（中國軍網，2023.6.19）。具體規

範內容從堅定理想信念、恪守紀律規矩、秉持公道正派、不謀個人特權、純潔內部

關係、純淨社會交往、嚴格家教家風、倡導儉樸節約、保持高尚情操、發揚鬥爭精

神、依紀依法辦事、培塑嚴實作風、嚴防失密洩密等13個方面，標定行為高線（政知

道/北京青年報旗下「政知」系列四個公衆號之一，2023.6.19）。 

在8項規範當中，很多屬於軍地交往範疇。2020年中央軍委批准印發「關於嚴

格軍地交往有關紀律規定的通知」，明確軍地交往「13個嚴禁」紀律規定（中國軍網，

2020.2.10），如今加碼推出《軍隊領導幹部社會交往行爲規範》，說明軍隊貪腐積重難

返，每隔一段時間需要新規整治，周而復始，手段更全面也更嚴格。習從嚴治軍從

現役擴及退役領導幹部、從公領域涵蓋私領域、從實體管到網路虛擬空間。無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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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無所不管。這有助於正風肅紀和反腐，但高度嚴格的軍事控制可能對軍隊積極

性和靈活性帶來負面影響，削弱軍隊士氣、效能和適應能力，特別是創新能力，對

整體軍事實力和戰鬥力産生不利影響。 

（二）瓦格納兵變效應，習面臨掌軍風險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鐵桿盟友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負責人普里戈

津（Yevgeny Prigozhin）6月24日發動兵變。雖然1天落幕，卻羞辱普丁並暴露他的專制政

權裂痕。 

  美國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CMC）教授裴敏欣指出，瓦格納事件投射到中國，也

凸顯習不可忽視的三個風險。首先習要確保共軍特別是高級指揮員的政治忠誠，手

段包括徹底審查、加強監視並頻繁輪調。第二避免軍隊內部不和檯面化，由於中共

對媒體和軍隊控制比普丁更嚴格，軍隊高層或部門之間競爭與不和的風險低得多，

但習不能容忍此類風險發生。第三中共加大運用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激

起民眾支持，但也會產生讓人難以滿足的期望。極端民族主義者可以通過宣揚更加

極端的言論逼使強人，就像普里戈津對普丁的所言所行。因此習開始控制下屬，以

避開此一風險（Bloomberg/Opinion, June 25, 2023）。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曾擔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政策

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認為，瓦格納兵變更加深中共對「黨指揮槍」核心原則的絕對

信仰和執行，進一步加強軍隊政委制度和洗腦灌輸。這場兵變也觸動習一塊心病，

即軍隊造反的可能性，因此勢必不斷撤換和調離戰區指揮官，以防萬一。瓦格納兵

變差一點另立中央，建立獨立武裝根據地，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種可能性。共軍史上

常見這種事，一旦有選擇機會就會另謀出路。如韓戰期間，在2萬1千名共軍戰俘中

，按戰俘自願甄別原則，有1萬4千多名戰俘約三分之二拒絕回國，投奔自由。可以

預見，中共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斷絕共軍所有高級軍事人員與外國同行的職業

交往和聯絡，以防外國勢力對共軍進行所謂的「顏色革命」。因此美國不要對建立

美中軍事熱線的前景，抱持羅曼蒂克的幻想（自由時報/星期專論，2023.7.9）。 

  習7月6日視察東部戰區機關，這是在中共推動全黨全軍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期間（2023年4月至2024年1月）的視察活動。習一方面要求

東部戰區全力履行戰區職能任務，強化實戰化軍事訓練，提高備戰打仗能力，如期

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中國軍網，2023.7.7）。更重要的一面是藉著主題教育要求全軍

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和習近平強軍思想（央視網，202.6.8），使全黨全軍更加緊密團結在

習核心周圍，在思想、政治和行動上與習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人民網，20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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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全面掌握軍權是習視察東部戰區的主要目的，對軍隊領導幹部實施極端管理

是眾多手段之一。 

二、 中共強化戰略制衡手段 

（一）共軍進行第 7次陸基中段反飛彈攔截技術試驗，求取大國戰略穩

定 

4月14日晚，中共在境內成功進行一次陸基中段反導（反飛彈）攔截技術試驗（中共

國防部網，2023.4.14）。這是2010年以來中共第7次公開宣布進行陸基反飛彈技術試驗，表

明攔截武器很可能列裝服役，近年需要不斷進行抽檢試驗（環球網，2023.4.15）；或說中段

攔截飛彈系統正式列入戰略火箭軍序列，由共軍官兵操控（今日頭條，2023.4.15）。 

  中段反飛彈攔截是指敵方來襲飛彈在飛行中段、即大氣層外飛行時將其攔截摧

毀，主要針對射程大於5,000公里的遠程和洲際彈道飛彈，技術要求高，至今只有美

俄中3國有此能力。中共2013年進行第2次中段攔截試驗時，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

資深研究員李彬指出，試驗側重於開發和研究飛彈攔截技術，而不是對可部署的飛

彈防禦系統進行性能評估。他認為中國建立全國性飛彈防禦系統比美國困難很多，

而且事倍功半。建立點防禦系統保衛一小部分核心區域免受彈道飛彈襲擊較為可行

，技術和經費要求大大降低，也有助於提升中國核威懾力，保證與其他核大國之間

的戰略穩定（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2013.2.4）。但這是10年前的判斷，不知如今是否適用。 

中共去年6月進行第6次中段攔截試驗後，卡內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北京）高

級研究員趙通表示，美國2019年退出《中程飛彈條約》，美國及其印太盟友投入飛

彈技術的決心和力度增強，提高中共發展反飛彈技術的緊迫感和必要性。然而中共

很難在全國建立有效反飛彈防禦體系，最多對戰略要地進行有限防禦，而且中共目

前反飛彈技術基本針對中程飛彈（射程1,000至3,000公里），尚未發展針對中遠程甚至洲際彈

道飛彈的反飛彈技術（美國之音中文網，2022.6.24）。美國核安全專家認為，中共過去10年至

少進行6次陸基中段攔截測試，美國僅對陸基攔截器就進行30次測試。中共在該領

域的總體發展速度仍然緩慢，在2030年前成功部署實戰系統將面臨障礙（美國之音中文

網，2022.6.24）。有理由相信，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中共進行陸基中段反飛彈攔截技術試驗

，主要以少數不對稱力量對美保持最低核威懾力，尋求大國戰略穩定。 

三、 共軍對臺演訓威嚇推陳出新 

（一） 中共無人機首度繞臺飛行，開啟偵打一體新模式 

共軍去年8月圍臺軍演期間曾利用無人機襲擾臺灣所屬東引、馬祖及金門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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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地區，9月起共軍無人機輪番擾臺挑釁，今年4月起出現無人機首度繞臺。這些無

人機具有戰場偵察、通信與數據中繼，並參與協同作戰提供火力引導等功能。4月

27至28日共機19架次越過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進入臺灣西南、東南及東北空域，包

括1架次TB-001無人機首度繞臺飛行（從臺灣西南方向逆時針繞臺一周），另1架次

BZK-005無人機從臺灣西南方向穿越巴士海峽到臺灣東南部返回，以及共艦6艘次持

續在臺海周邊活動（軍聞社，2023.4.28。圖1）。中共軍方背景人士指出，無人機繞臺有4層

含義： 

  一、時間上是對4月28日美軍1架P-8A反潛巡邏機穿航臺灣海峽的回應。二、檢

測大型偵打一體無人機與其它軍機軍艦，在戰役和戰術層面的協同；另出動1架同

類用途的BZK-005無人機，檢測無人機群的任務協同。三、開啓大型無人機到臺灣

東部常態化偵察新模式，對臺軍東部戰役據點，如佳山、志航空軍基地，蘇澳海軍

基地和中科院九鵬試驗場等進行常態化偵察，補充衛星偵察的時間和地域空白。四

、爲戰時對臺灣「戰略後方」（臺灣東部戰力保存區）形成全方位、全時段偵察，提供經驗

、路線和數據（今日頭條，2023.04.29）。TB-001和BZK-005無人機多次在東海活動，並在第

一島鏈附近保持軍事存在。TB-001據稱續航能力35小時，為共軍提供在高度戰略性

海峽及其周邊收集多種類型情報的高效能力。在臺灣四周長時間飛行前所未有，這

意味它可以長時間持續無縫，對臺灣東海岸防空系統和其他重要軍事資產發射的電

子信號進行雷達測繪和分類（The Drive/ The War Zone, April 28, 2023）。 

4月底開例後，5月2至3日共機13架次越過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進入臺灣西南、

東南及東北空域，包括1架次BZK-005無人機從臺灣西北方向順時針繞臺一周，以及

共艦7艘次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軍聞社，2023.5.3）。5月11至12日共機13架次越過逾越海

峽中線及其延伸線進入臺灣西南、東南及東北空域，包括1架次彩虹-4型無人機從臺

灣西北方向順時針繞臺一周，另有各1架次BZK-005、TB-001從臺灣西南方向穿越

巴士海峽到臺灣東南部返回，以及共艦4艘次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軍聞社，2023.5.12。圖2

）。彩虹-4在中東市場熱銷，2015年12月在伊拉克首次實戰，伊拉克武裝部隊使用它

摧毀1處伊斯蘭國（ISIS）據點（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12.18）。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

長景建峰6月3日在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記者會中指出，中方在臺海周邊組織的軍事

反制行動，「針對的就是『臺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新華社，20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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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繞臺無人機基本性能 

項目/型號 TB-001 BZK-005 彩虹-4 

特點 情報監視偵察+打擊 同左 同左 

最大飛行高度（公尺） 8,000 8,000 7,200 

最大飛行速度（公里/小時） 220 180 235 

最大續航時間（小時） 35 40 40 

任務載荷重量（公斤） 1,000 150 345 

    資料來源：首創證券-國防軍工行業深度報告，2022.8.4 

 

  除此，美國偵察衛星去年8月發現，位於中國大陸安徽省六安空軍基地出現2架

無偵-8（WZ-8）高空高速無人偵察機。六安是中共空軍第10轟炸機師第29航空團所在

地，進駐轟-6K和轟-6M轟炸機，今年4月基地的地下設施飛機滑行道仍在拓寬。無

偵-8由轟-6M掛載在空中投放後飛行，巡航飛行速度3馬赫（3倍音速）、飛行高度3萬公

尺（Defense News, May 19, 2023）。中共國防科研單位則稱，無偵-8達到「雙4」標準（飛行速度

可能超過4馬赫、飛行高度可能超過4萬公尺），具備在臨近空間超音速滑翔機動偵察能力，可以在

第一島鏈外執行任務，比衛星、遠程雷達和有人電子偵察機更有效突破敵方防禦系

統，為火箭軍反艦彈道飛彈打擊敵方航母編隊提供精確定位（兵工科技，2019年大閱兵增刊）

。因此被認為能提高共軍「反介入與區域拒止」（A2/AD）能力，可見無人機的作用已

從臺海向外延伸。 

中共航空工業集團發布「無人機系統發展白皮書（2018）」指出，2025年航空

工業將建立高端突破、體系完備、能力要素健全的無人機系統裝備體系；2035年在

無人機關鍵技術產品領域達世界一流水平，具備引領無人機產業發展自主創新能力

，滿足建設世界一流軍隊需要。在軍事應用方面，無人機系統成為空中力量重要組

成部分，是航空武器裝備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人民網-軍事頻道，2018.11.6）。中大型無人機

將成為中共空軍重要作戰力量。2015年美軍在阿富汗戰場使用無人機的投彈量超過

有人機。2030年美國空軍無人機的裝備數量將高於50%超過有人機，2035年之前由

無人機承擔的攻擊任務將達75%。屆時飛行器無人化、隱身化、遠程化和智慧化融

爲一體，空軍作戰能力將出現質的飛躍（《戰略學》2020修訂，中共國防大學出版，2020.8）。共軍以

此爲發展方向急起直追，對臺作戰將出現新的樣式與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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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資料取自：（軍聞社，2023.4.28） 

圖、2 

 

 

 

 

 

 

 

 

 

 

 

  資料取自：（軍聞社，2023. 5.12） 

（二） 共軍對臺合成化空中作戰力量，尚處摸索或初始戰力階段 

  6月8至9日共機37架次多型軍機進入臺灣西南及東南空域，並有共艦5艘次持續

在臺海周邊活動。該編隊由12架次殲-11、14架次殲-16戰鬥機、2架次運油-20加油

機、4架次轟-6轟炸機、2架次運-9通信對抗機、1架次無偵-7無人偵察機和2架次空

警-500預警機組成（軍聞社，2023.6.9。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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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隊陣仗大，並結合攻擊（轟-6）、掩護（殲-11和殲-16）與保障（運油-20、運-9通信對抗、無偵

-7、空警-500）等力量，對臺形成合成化空中作戰力量。有分析指出，這是自2020年共

軍機群常態化襲擾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以來，最完整的一次體系化打擊機群編組（

風傳媒，2023.6.27）。尤其無偵-7高空長航無人偵察機加入，據中共官媒宣稱，能快速捕

獲目標蹤跡，把目標數據傳至指揮所，爲後續空中待戰機群展開突防突擊提供及時

動態情資，提升體系作戰能力（央視網，2021.11.10）。顯示共軍對臺演訓更加重視對臺海

戰場態勢感知能力的即時掌握。 

    美國空軍作戰力量的合成化水平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其攻擊、掩護（防禦）

和保障比例一直保持2：1：1。尤其空中保障力量在實際作戰中的出動率往往高於

其他力量，僅電子戰飛機在科索沃戰爭的出動量就占美軍飛機出動量40%以上（《戰

略學》2020修訂，中共國防大學出版，2020.8）。以6月8至9日共機空中編組為例，顯示中共空中作

戰力量仍以掩護為主（70%），攻擊力量嚴重不足（11%），保障力量少而有限（19%。表2

）。若把具有對地對海攻擊能力的殲-11和殲-16中的一半轉為攻擊力量情況好轉（46%

），掩護力量將被削弱（35%），保障力量仍然很低（19%），尤其沒有足夠的電子戰飛

機，使得空中編隊幾乎處在不設防的電磁空間中作戰，危險至極。說明中共對臺形

成合成化空中作戰力量還在摸索或初始戰力階段，但畢竟跨過門檻，有賴時間邁向

完整合成化作戰能力。 

表2、共機空中力量結構（以6月對臺37架次為例） 

力量組成 攻擊 掩護 保障 總計 

架次 4 26 7 37 

占比 11% 70% 19% 100% 

共機空中力量調整後結構（一半掩護力量加入攻擊力量） 

架次 17 13 7 37 

占比 46% 35% 19% 100% 

圖、3 

 

 

 

 

 

 

 

 
資料取自： 

軍聞社，20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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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機抵進臺灣 24浬鄰接區、壓縮臺灣訓練空域 

  6月24日共軍8架次殲-10戰機越過海峽中線並抵近臺灣24浬鄰接區（中共稱毗連區）

，另有5艘軍艦配合執行聯合戰備警巡（軍聞社，2023.6.24）。去年12月底媒體報導共機首

次迫近臺灣北部桃竹外海24浬（約44公里）鄰接區空域，國防部澄清並無「迫近」情事

（中央社，2023.1.2）。這次是臺灣軍方首次公開證實共機抵進24浬鄰接區。 

    臺灣領海基綫以西24浬的鄰接區，是臺灣的訓練空域。共機向此逼近，顯示臺

灣的訓練空域正被壓縮。臺灣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認為，今後有機會逐步逼近臺灣

12浬領空，目前先派有人機測試，之後會出動各式無人機侵擾，交互運用。現在是

試探性，以後是常態性，再變成全面性；除了澎湖，臺北、臺灣東岸的花東地區都

會面臨這種灰色地帶的威脅（自由時報網，2023.6.26）。我國防部長邱國正今年3月在立法

院備詢時指出，去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中共軍艦曾逼近臺

灣領海基線外、貼著24浬鄰接區。他研判今年會更加逼近，甚至突入24浬接近到12

浬領海線。如果共機進入12浬領海界限內，邱國正說：「我就要做自衛打擊」，就

算在模糊地帶（像是越接近12浬），也會有一套處理方法（中央社，2023.3.6）。國防部作計室聯

合作戰計畫處處長林文皇6月27日再次重申，針對共軍任何飛、海航實體，如果經

過告警無效，進入我國（12浬）領空、領海，國軍會依令行使「自衛反擊」（上報，2023.6.27

）。 

    目前臺灣的應處之道，是運用執行攔截任務的軍機和軍艦，以及岸置飛彈系統

嚴密監控（軍聞社，2023.6.24），保持高度克制，不發起「第一擊」，避免事態升高。但

這帶來嚴重後果，臺灣空防的第一條防線是海峽中線，去年8月被共軍全面打破；

第二條防線是24浬鄰接區是臺灣訓練空域線，共機正在壓縮；如果這條防線沒守住

，只剩下最後一條12浬領海線（太報，2023.6.24）。共機壓縮臺灣鄰接區既是認知戰，也

是對臺海和平穩定構成實質上重大威脅的開始。共軍侵入鄰接區一旦常態化，臺灣

海峽將失去天塹作用，兩岸的軍事對峙和戰前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對峙已無區別。臺

美若拿不出辦法反制，長此下去將助長中共犯臺的僥倖心理。 

四、 中美戰略競爭態勢 

（一） 香格里拉對話顯示雙方尋求止跌回穩 

第20屆「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6月2至4日在新加坡舉行。美國國防部

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和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先後發表演講，雙方在重大議題上闡述

各自難有交集的立場（表3）。同時雙方希望兩國關係止跌回升，兩軍關係止跌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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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中共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指出，中方重視發展中美兩軍關係和開展各層級

溝通，事實上兩軍接觸交流並未中斷（中國國防部網，2023.5.31）。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

副參謀長景建峰在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記者會中重申，中方重視發展中美兩軍關係

，兩軍的接觸交流並未中斷（新華社，2023.6.3）。7月12日中共駐美大使謝鋒會見美國助

理國防部長拉特納（Ely Ratner。中共駐美國大使館網，2023.7.12）。美國國防部稱，中共駐美大使

在五角大樓與美國負責亞洲事務的最高國防官員舉行罕見會談，討論持續約90分鐘

（ABC News, July 13, 2023）。說明雙方都想止跌求穩。 

主辦「香格里拉對話」的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6月2日提出「2023

年亞太地區安全評估」報告指出，中共軍力還在發展，而美國和盟友正在努力改變

地區軍力平衡，朝著有利方向轉變（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ne 2, 2023）。報告稱

，亞太地區主要是一個海上戰場。自本世紀以來，亞太地區經歷3個不同的海軍發

展階段。第一階段在本世紀初，海軍投資和能力發展出現驚人增長，尤其是中共，

全球海軍力量重心開始向亞洲轉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力量向同一方向的鐘

擺所推動。 

2014至2015年是第二階段，隨著中共海軍的巨大能力發展開始成熟，中共當局

日益强硬的態度也越加明顯，尤其在南海島嶼開發和軍事化建設方面。同時，澳大

利亞、印度、日本、韓國和美國加强其海軍能力的計畫也開始取得成果，使地區海

軍的平衡處於變化之中。 

第三階段從2020年開始，中共海軍在擴大其艦隊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新型與高

能力的水面部隊和其他重要平臺開始服役，中共海軍潛力似乎達到新的水平，包括

作爲一支成熟的藍水海軍部署在島鏈之外的能力，最初的重點可能是印度洋。同時

，美國和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國也重新制定新的國防戰略。面對更加激烈的政治和

外交環境，美國及其主要盟友和夥伴開始增加海軍投資和戰備，聯手促進海軍力量

平衡向有利於己的方向轉變，而所有主要參與者的部署和行動都變得更加自信，帶

來海軍艦船近距離對峙的機率將不斷增加，現代版的「炮艦外交」可能會升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ne 2, 2023）。這也說明中美兩軍尋求止跌回穩的現實需要。 

表3、第20屆香格里拉對話 中美防長演講立場對照表 

主要議題 中共防長李尚福 美國防長奧斯汀 

印太戰略 

有的大國提出「印太戰略」試圖推

進亞太北約化，是拉幫結派的小圈

子，只會加劇局勢緊張，破壞地區

穩定 

建立自由、開放和安全的印太地區是該地

區的共同願景。共同目標是：加强威懾力

防止衝突，深化促進繁榮的規則和規範。

我們不尋求衝突或對抗。但在面對欺淩或

脅迫時，我們不會退縮 

臺灣議題 民進黨當局「挾洋謀獨」、外部勢  臺灣海峽衝突將是毀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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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臺制華」干涉中國內政，是

造成臺海局勢緊張根源，也是改變

臺海現狀最大麻煩製造者。如果有

人膽敢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中

國軍隊不會有絲毫遲疑，不畏懼任

何對手，不管付出多大代價，都將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去

年說「不惜一戰、不惜代價」。中共國防

部網，2022.6.12） 

 美國履行《臺灣關係法》既定義務，決

心維護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世界其他

一些國家也是如此，而且數字還在繼續

增加。臺海衝突既不迫在眉睫，也不是

不可避免。美國不尋求新冷戰，競爭決

不能演變成衝突。美國保持威懾力狀態

，努力加强防止衝突護欄 

南海議題 

在地區國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

勢總體穩定，這種趨穩向好的局面

不容破壞。一些域外國家以航行自

由之名，行航行霸權之實，想把南

海攪渾從中謀利，需要我們高度警

惕、堅決抵制。有的域外國家在背

後挑撥離間，對此我們要分清利害

、保持清醒 

我們將確保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對共享水道

進行控制。在南海將繼續與我們的盟友和

夥伴合作，維護航行和飛越自由。2016年

南海仲裁案具有法律約束力，是最終裁决

。我們不會被海上或國際空域的危險行動

行爲所嚇到 

兩軍關係 

如果中美發生激烈衝突對抗，將是

世界不可承受之痛。中方一直尋求

與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但需要美

方拿出誠意、言行一致，以實際行

動與中方相向而行，推動兩國兩軍

關係止跌企穩（站穩） 

在中美兩軍的危機管理機制上，中國不願

意進行更加認真的接觸。美方希望這種情

况能發生改變，而且很快能改變。任何時

候美方都願與中方對話，最好是現在。大

國必須成爲透明度和責任感的燈塔，美國

堅定致力於做好我們的工作 

資料來源：新華網，2023.6.4；鳳凰衛視直播中共防長李尚福香格里拉對話會完整演講，2023.6.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 2023。 

 

（亓樂義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