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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一代強人李光耀於 2015年 3月 23日因病過世，
這位曾經帶領新加坡獨立建國的領袖，因為建國初期受到周

邊國家的孤立，加以反共與華人背景，故與台灣關係密切。

回顧其一生，總共訪問台灣二十五次，而且訪台時曾與蔣介

石、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等台灣歷任總統會面，

更顯兩國關係非比尋常。尤其難能可貴的，台灣與新加坡從

1975年後開啟的兩國軍事合作計畫，已歷經四十年。期間雖
曾因中共因素傳聞中止，但至今仍然延續，應該與李光耀個

人建構之傳統有關。而在李光耀過世後，台星兩國之間的軍

事合作關係是否連帶發生變動，值得觀察。

台星軍事合作歷程

1963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獨立後原屬馬來西亞聯邦，後
因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與馬來西亞執政的巫統不合，遂於

1965年 8月 9日脫離聯邦獨立成為共和國。然因以華人為主
的新加坡與周邊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不睦，復以城市

國家的規模，獨立後情勢並不樂觀，使其必須快速成為具有

＊ 作者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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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軍事武力的現代化國家。初期新加坡仰賴以色列給予軍

事援助及訓練，但因缺乏海空軍及足夠空間的訓練場地，遂

使李光耀轉向同為反共及華人的蔣介石尋求援助。

因為蔣介石同情新加坡受到周邊國家孤立的處境，遂慨

然應允對新加坡援助，並於 1975年由李光耀及時任行政院長
的蔣經國簽署兩國軍事合作計畫，協助新加坡建立空軍，並

出借台灣軍事基地供新加坡軍隊實施軍事訓練，甚至兩國軍

隊也同時進行演習及觀摩。從媒體報導內容可看出，新加坡

在台灣成立星光指揮部，成立一支由步兵、砲兵、裝甲兵和

特戰部隊所組成的「星光部隊」，輪流到台灣相關的訓練基地

進行訓練及測驗。而且只對消耗物資收取費用，對於場地及

設施並未收取任何費用。

台星之間軍事合作的範圍包含早期的協助空軍建軍、提

供場地及營區作為軍事訓練、兩國空軍共同飛行對抗訓練、

陸軍火砲射擊與對抗演習等，其實已經達到同盟國家或準同

盟國家的標準，星光部隊更曾參與台灣救災工作如九二一地

震等。尤其兩國之間的高層軍事交流一直都未停過，每年新

加坡都會邀請台灣中高階軍官至新加坡訪問，以答謝對新加

坡部隊軍事訓練的援助。

台灣過去曾經選派優秀將領到新加坡協助組建軍隊，有

的將領最後選擇留在新加坡，晉升高位後退休。在長期互動

與交流的累積下，新加坡也在台灣軍隊間，累積充沛人脈，

這也是台星軍事合作穩固的重要因素。新加坡不僅是台灣重

要的外交盟友，在軍事上的互助與合作，也具有象徵性意

義。從新加坡雖然是小國，但是國防部派駐新加坡的軍事協

調組，除了陸軍國防武官之外，亦派有海空軍的副武官，可

見兩國關係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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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星軍事合作的干擾

儘管台灣對於新加坡建軍及部隊訓練提供大量及有價值

的援助，台星軍事合作關係並非毫無干擾，而其中最重要的

干擾因素來自中共，而且就算兩岸關係和緩，中共的施壓並

未隨之減緩。例如中共與新加坡於 1990年建交後，曾提出替
代方案，希望新加坡軍隊能夠到海南進行軍事訓練，中共破

壞台星軍事合作的企圖非常明顯。但因為美國反對，新加坡

軍隊並未成行。分析美國反對的原因不外乎新加坡屬於美國

防衛同盟，並接受美國在安全上的戰略保證，從美國獲得許

多高科技軍備，當然不願意新加坡提升與中共軍事合作，壓

縮美星軍事合作空間，或對鄰近東南亞國家形成示範作用。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武器系統與作戰準則皆沿襲美軍，

若在中國大陸進行演習，不論武器系統參數的保密、作戰模

式與戰法運用，非常容易被解放軍偵蒐獲得，研判後取得破

解之道，因此必須有所顧慮。然而從 2009年起，新加坡與中
共之間有關軍事合作與演習似乎越來越頻繁。

例如，中共與新加坡之間，曾分別在 2009年及 2010年
進行代號「合作」的系列反恐聯合演習，2014年 11月則是由
反恐演練進入正規軍隊的聯合訓練，這項聯合演習的代號則

為「合作─ 2014」。而且根據中共解放軍網站新聞顯示，中共
與新加坡未來將逐步增加代號「合作」聯合訓練的科目、規模

和頻率。兩國海軍也將擴大軍事交流與合作。根據立法委員

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表示，新加坡軍方 2014年與中共軍事
合作的互動非常密集，其中在 4月及 8月分別有兩國海軍的
軍事合作與交流活動，新加坡陸軍 9月派出一個連級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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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大陸南京軍區進行山地聯合作戰的訓練。1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軍區以台海衝突為主要作戰想定，

很少與外國軍隊進行聯合作戰訓練。新加坡軍隊在南京軍區

參加聯合作戰演習，實質演習內容並不突出，但關鍵在於兩

國軍事演習背後所象徵的兩國軍事合作深化，對於台灣挑釁

的意味相當濃厚。

事實上，中共對台星軍事合作關係的打壓，本來就一直

存在。例如 2005年 1月 14日，我國空軍編號 1316與 1318
兩架 C-130H運輸機飛往印尼棉蘭運送南亞海嘯救濟物資，
中途在新加坡落地加油，機身國徽都會遮蓋，至今尚無改變

跡象。美國過去在八八水災時派遣直升機至台南機場就是採

低視度迷彩，但今年派遣維修飛機到台南機場，搶修大黃蜂

飛機時，則是使用正常迷彩。另外，我國海軍敦睦遠航時，

都會將新加坡列為重要訪問目標或是中繼港口，但是在中共

施壓下，我國敦睦遠航艦隊已經很難靠泊新加坡。這些都是

倒退的現象。

根據媒體報道，2012年 2月 12日，當時國防部長高華
柱率空軍副參謀總長劉震武等人訪問新加坡，除會晤星國軍

方高層外，還參觀軍事基地和措施。但這項原為不公開之行 
程，因我國立委向媒體披露而隨後曝光，使新加坡政府不

滿，非常擔憂引起中共反彈。甚至新加坡「星光部隊」指揮官

楊艾迪上校還無預警前往國防部，面見高華柱，態度強硬地

當面宣讀新加坡政府抗議信。2還揚言因台灣方面違背雙方事

1 羅添斌，〈中星聯合演訓將由陸軍擴及海軍〉，《自由時報》，2014年
11月 17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30864。

2 李連傑，〈高華柱密訪曝光 星中斷軍事交流抗議〉，《新頭殼》，2012
年 2月 27日，http://newtalk.tw/news/view/2012-02-27/2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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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默契，將暫停雙方現行所有軍事合作項目，中斷軍事交流

管道，以示抗議。果然後續總政戰局訪問新加坡計畫就被迫

中止。這也明顯的可以看出，受到中共壓力的影響，台灣軍

方及外交部對於與新加坡之間任何涉及國家主權領域的交流

活動，都相當敏感而低調，深怕因為中共施壓，導致觸動新

加坡敏感神經，影響台星軍事合作關係。

現行雙方軍事合作政策考量

即使受到中共因素的影響，台星軍事合作關係仍然維持。

最主要是因為東南亞各國，目前僅新加坡與我有實質性的軍事

交流，雙方以平等、互惠方式穩固兩國軍誼，考量雙方長期

軍事互動良性發展，我國未來將以原協定作法持續協訓，以

維雙方良好的軍合作關係。至於中共與新加坡聯合軍事演習，

我國國防部認為新加坡派遣與中共聯合進行訓練的部隊，並未

曾來台實施訓練，且該國與世界各國都有實質軍事訓練交流合

作關係，所以類似演習應不會對台灣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官方的說法就是，未來台星軍事合作的項目及內

容雖然會有些微調整，但只是「基於彼此需要」，並不會有中

斷的情況。而且，我國外交部也表示，台星兩國關係密切友

好，雙方經濟伙伴協議也順利進展，雙方軍事合作關係不會

突然中斷。然而在料敵從寬情況下，我方不應對中星強化軍

事演習的未來發展與後續影響，抱持太過樂觀的態度。

從此一事件則可以看出，台灣一直在爭取國際外交空間，

也希望能有一定的平等對待，而當年台灣在新加坡面臨孤立

的情況下，給予非常其必要的協助，並從而建立四十年的軍

事合作關係，如果星方只因為忌憚中共抗議，驟而中止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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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與台軍事交流與合作，的確顯示出有點反應過度。有鑑於

兩國多年軍事合作關係，則應該互為對方預留空間，充分的

溝通非常重要。兩年多前抗議事件似乎已有緩和，軍事交流

仍持續進行，但是在中共壓力下，這樣的發展仍然存在變數。

雖然中共極力爭取新加坡至中國大陸進行訓練及演習，

但仍偏重在連級部隊的反恐聯合作戰，其實與印度及中共在

近年在中印邊境山區所舉行演習是一樣的。此種演習內涵比

較像是非傳統安全或軍事互信的演習，並不會一下子跨越至

強化兩國軍事同盟作戰能力，或是洩漏重要武器系統參數，

導致危及與其他盟國聯合作戰的軍事參數情資。畢竟，新加

坡仍須顧及其重要盟國美國的觀感及態度。

但就台灣而言，如果部隊訓練與武器性能的素質不能提

升，對新加坡而言，在台灣實施軍事訓練僅僅就是場地與設

施資源的需求而已，這在其他東南亞國家或是中國大陸都可

以取得。但如果新加坡覺得台灣在使用美式裝備及聯合作戰

的準則與戰法上，仍有新加坡軍隊可資借鑑之處。在李光耀

過世之後，未來台星兩國軍事合作關係使否有重大變動，星

光部隊在台灣的訓練仍然會維持，因為兩國受到美軍作戰影

響，以及長期聯合訓練的經驗，會讓兩國會慎重考慮此來之

不易的成果。但也不能排除在後李光耀時期，因為強人政治

的結束，反而會更加顧慮中共的政治影響，使台星軍事合作

與交流更為低調。

政策建議

一、重新檢視現有提供新加坡軍隊訓練的機制與設施

四十年來，台星兩國軍事訓練機制累積重大成果，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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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套運作良好的機制。但是因為台灣部隊近來走向精簡的

趨勢，不論部隊編制與營區設施資源都必須面臨重大調整。

甚至過去不論是對抗演習、三軍聯訓、火砲、戰車射擊等相

關設施，隨著部隊組織精簡調整，勢必會有所變動。應該利

用此次台灣國防組織轉型機會，對於原本提供給新加坡部隊

使用的營區設施重新加以檢討，如有空置營區，而新加坡有

額外需求，可以考慮擴大滿足新加坡部隊需求，增加誘因，

以深化新加坡軍隊留駐台灣訓練的利基。

二、強化兩國在聯合作戰訓練的合作與交流

兩國過去曾經共同舉行對抗演習，或是扮演協助的角色。

但是在旅級以下部隊訓練中，均已非常強調數位化作戰的訓

練，兩國在此領域各有擅長。但因為作戰想定不同，面對威

脅也不同，兩國並未遵循一致的作戰準則。如果雙方能夠在

每年訓練課程中，將對方的能力與特點融入對抗訓練想定與

內涵之中，甚至互派觀察員或幕僚群進入對方指揮所觀摩，

更有助於雙方指揮參謀作業效益，激盪雙方的作戰思維，讓

台灣作戰軍官的視野能夠與國際接軌，有助聯合作戰新概念

與專業的提升。

三、透過新加坡擴大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交流

新加坡控有麻六甲海峽，位居東南亞國協中央位置，因

為美國因素，與區域內各國如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印

尼、印度等親美國家互動密切，甚至在南海主權議題、反海

盜議題等都容易有共識。除了新加坡派遣軍隊到台灣訓練的

強化之外，台灣也應該強化與新加坡的軍事交流。除了原本

定期派遣中高階軍官參訪之外，應該定期組成訪問團，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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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新加坡部隊的軍事教育與訓練，以及新加坡的重要演習

與活動，從動態過程中尋找可資台灣參考經驗與教訓。尤其

是透過在當地的多國參與軍事交流活動中，間接與區域各國

的互動，爭取更多與各國互動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