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九、環太平洋軍演與近期印太軍情動向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環太平洋軍演著重提升盟邦的聯合作戰能力以應對共軍威脅，及美

軍在無航母的情況下對共軍作戰。 

 美軍操演結合兩棲突擊艦、空中支援、遠距部隊投射和海馬士系統

的濱海作戰團，因應美中在臺海、南海和索羅門群島可能的衝突。 

 

（一）前言 

  2022年環太平洋軍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在 6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舉行，每兩年一度的環太平洋軍演是由美國以及周

邊盟邦所舉辦的重要軍演，除具有整合盟邦的意義之外，也是在美國

主導下演練新作戰模式與戰術戰法的最佳時刻。近年環太平洋軍演的

主要假想敵都是以共軍為主，但 2014年與 2016年共軍也有參加環太

平洋軍演，雖然當時共軍主要只參與人道救援的科目，但也代表當時

美中合作的氛圍大於現今的對抗。這也說明環太平洋軍演的本質就是

一個國際多邊軍演，除軍事戰術的演練外，更有濃厚的軍事外交意涵

存在，這都說明此項軍演的重要地位。 

 

（二）2018、2020年環太平洋軍演的戰略意涵 

  從 2018 年軍演開始，共軍便無參加環太軍演，這自然是與日益

矛盾的美中關係有關。而自 2018 年的環太平洋軍演中，每年都會有

不同的重要戰術操演，這些都可以看到美軍與其盟邦在當代的作戰模

式。如在 2018 年的環太平洋軍演中，便展演由澳軍的 P-8 反潛機與

美軍的核子潛艦同時發動攻擊，並且美國陸軍和日本陸上自衛隊共同

進行實彈打靶，這些演訓中象徵美國與澳洲、日本部隊在作戰系統上

的整合，在面對威脅時是可以發揮聯合作戰的能力。這能讓美軍不一

定需要隨時保持龐大的艦隊，反而若能與友邦建立共同作戰圖像，特

別是在印太區域若能讓日本、南韓、澳洲甚至印度建立更緊密的軍事

合作關係，自然能夠分擔不少防衛任務。有別於冷戰，近期的作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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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國能直接在該區域進行軍事行動（如海上巡弋或是彈道飛彈追

監），而非如過去只擔任後勤保補的任務。甚至是美國可以不用直接

將兵力投入第一線，只要透過先進的電子偵蒐平臺，將數據資料傳遞

給各國打擊部隊，便能進行精確打擊。這都是在 2018 年的環太平洋

軍演中可以觀察到的作戰模式。 

  2020 年的環太平洋軍演並未因疫情的衝擊而取消，雖然參演的

兵力較少，但依然在其中展現新的作戰概念。特別是美國並無航空母

艦操演，其最可能的因素不是因疫情而調整，應與美軍在實驗新的作

戰模式有極大的關聯。過去在共軍的區域拒止（Area Denial）作戰中便

是以美軍的航空母艦作為打擊的主要目標，因此無論是號稱「航母殺

手」的東風 21-D、各型轟炸機與新型殲擊機、潛艦與 055 大型驅逐

艦都是為達到「反航母」的戰術而發展的裝備。但對美軍而言，若航

艦遭到打擊，並不代表戰爭結束；如何在沒有航艦的支援下進行對中

共的作戰，這便是值得思考的方向。甚至對美軍而言維持航空母艦的

運作所需要的龐大預算相當可觀，但在目前的任務來看，美國航艦數

量是否能面對日益增加的任務？在無法增加航艦數目下，若能將兩棲

突擊艦結合航艦的功用，是否能有效發揮戰力？這些都是在 2020 年

環太平洋軍演中演練的項目。 

 

（三）2022年環太平洋軍演的演練意涵 

  在今年的環太平洋軍演中，可看到 26國與 2.5萬部隊的參演。之

前以美國為首的部隊在勇敢之盾（Valiant Shield 22）以及一連串的軍演

都在為之後的環太平洋軍演鋪路，在環太軍演結束後於 8 月 1 至 14

日在夏威夷外海舉行名為「太平洋龍」（Pacific Dragon）的聯合演訓，

屆時除美軍、日本自衛隊、南韓海軍外，澳洲及加拿大軍隊也將參加。

這一連串的軍演在時機上應都是有所規劃。特別是在 2022 年所爆發

的俄烏之戰中，美國與北約部隊始終未進入烏克蘭境內，但是透過其

電偵機、空中預警機利用電子訊號的偵搜將電子情報源源不絕地傳遞

給烏軍，造成俄軍相當沉重的打擊。這也可能是美軍在未來臺海一旦

發生軍事衝突的想定，航空母艦不一定會靠近戰場，或是將航艦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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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敵軍目光的主力，而是將各型電子情報偵蒐機在臺海周遭飛行，

並將情資傳遞給國軍進行聯合作戰；中共在美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後所發動的軍演時，美軍也透過上述方式進入臺海周邊。 

  另外在此次軍演中，美國海軍陸戰隊改組成為濱海作戰團，在這

次軍演中也將濱海作戰團結合之前的「跳島戰術 2.0」作戰理念，這

可能便是結合前述的兩棲突擊艦所作的調整。面對未來發生的軍事衝

突可能已經不是傳統的海上航艦對決，取而代之的是小型、高機動、

複合性的多功能部隊。在濱海作戰團中，若配合兩棲突擊艦代表其擁

有 F-35的空中支援，並且擁有 V-22魚鷹式傾斜旋翼機的遠距部隊投

射能力，若再結合海軍陸戰隊的海馬士系統（HIMARS），可以利用高

機動的特性在島嶼間快速移動並進行火力打擊。類似的概念也出現在

前述的勇敢之盾軍演中。 

  在 2022 年的勇敢之盾中，美軍在短時間內將愛國者飛彈系統快

速部署至帛琉，若結合前述的作戰理念，代表美軍是可以在短時間內

架設反飛彈系統，這也與共軍日益增長的彈道飛彈有關。在共軍火箭

軍「東風快遞」的威脅下，關島與其他基地可能已非安全之處，若在

開戰時這些基地遭到摧毀，自然需要將兵力作出分散部署，結合強大

的電戰優勢，可以利用部署至濱海作戰團的反艦飛彈進駐到重要海域

附近的島嶼，發揮「以陸制海」的作用。畢竟對美國而言，未來的美

中軍事衝突的想定不會只有在臺海，南海島礁之間的爭奪與南太平洋

的索羅門群島都可能是引發衝突的導火線。這些都可能是在本次環太

平洋軍演中，軍演背後所隱藏的戰略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