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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期又再度訪問印度，並且與印度簽

屬高鐵、核能等相關合作事宜。從日本安倍及印度總理莫迪

的互動看來，雙方似乎各取所需，而且合則兩利。因為日本

擊敗中共取得印度高鐵合約，而日本與印度的核能合作，則

是繼美國與印度核能合作的擴大。如果連結美日澳對於中共

在東海及南海島礁擴建的因應，美日印澳安全之鑽的建構，

似乎已然正在實現當中，顯示日本對現在地緣政治與互動的

想法及因應作為。

從 2015年的亞太情勢來看，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兩國關係
與軍事合作日益強化，如美國與日本舉行外交國防「2+2」會
議修正美日防衛指針，另不顧中共反對，通過日本集體自衛

權外，同時無懼中共警告仍把釣魚台列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

圍。因為中共在南海擴建島礁的強勢作為，使日本基於海上

航線利益及盟國防衛承諾，積極強化與東協國家，尤其是南

海周邊國家的互動與合作。這些都顯示原本持續強化的美日

同盟關係，因為中共的軍事崛起，尤其近期在南海島礁擴建

的軍事崛起，讓美國及日本，基於此區域戰略利益的確保，

必須強化原本軍事同盟的架構與合作。

美日同盟強化與中共南海軍事崛起

沈明室✽

＊ 作者現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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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趨勢

不可否認的，從日本開始釣魚台國有化運動之後，原本

只有在過去特定時間引起爭端的保釣運動，已成為可能引發

衝突的領土主權議題。相對於前首相野田的被動因應，安倍

晉三第二次擔任首相之後，對釣魚台問題則展現強硬態度，

不僅提升釣魚台周邊防衛的強化，也對國家地位正常化、軍

備出售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等，陸續進行修正及改革。

尤其是攸關國防及軍事戰略的防衛指針方面，日本亦陸續修

正公布了防衛計畫大綱與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

在日本 2014年擴大解釋「集體自衛權」後，在近期美日
兩國首次舉行的外交國防首長會談中，特別說明 1997年所制
定的美日防務合作指針，已經無法有效因應新的安全環境。

因此，在此次會談後，美日制定新的《防衛合作指針》，決定

把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軍事合作範圍擴大到全球。在新的美

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更確認為美軍作戰時，「基於兩國間的緊密

協調」，美軍在行使武力時，必須通報日本以進行協調；此

外，合作內容還包括維持美國的核嚇阻能力，以及在國際和

平援助活動中，致力相互支援及多國間合作等。從這些內容

的改變可以看出，日本自衛隊的活動範圍亦被擴大，日本與

美國的軍事合作不再限於日本周邊區域。

這項合作除了反映安倍的集體自衛權的想法，更明確列

出對釣魚台的島嶼防衛任務，防範中共軍事威脅的意涵非常

明顯。更甚者，防衛指針也認可日本軍事行為的擴展。故而，

有美國官員舉例說，日本可以在未受威脅情況下，攔截射向

美國本土的飛彈。這意味著，如果北韓對美國本土發射洲際

飛彈，日本的自衛隊可以基於美日防衛同盟，逕行攔截，並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06│第一二六期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

摧毀來自北韓的飛彈。

另外，如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官湯瑪斯將軍（Admiral Robert  
Thomas）更表明美國歡迎日本將空中巡弋的範圍擴大到南海
地區，美國支持日本在南海地區扮演更積極軍事角色。其理

由是，日本雖不是南海主權聲索國，但此區域每年航運價值

高達 5兆美元，而日本進出口極度仰賴此區域，如果中共依
據九段線主張，劃定領空、領海或是防空識別區，日本將受

到重大的影響。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曾言，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的修正，象徵日本不僅具有防衛自己領土的能力，也能給美

國和其它需要幫助的盟國提供相當的防衛能力。這表明美國

希望在可能爆發衝突的重大爭議地區，日本可擁有更大軍事

自衛權，協助美國防範衝突發生。

日本在 2015年年初所公布的預算書中指出，要強化在日
本領土、領海以外的廣大海空域執行連續情監偵、預警與空

中指管任務能力的裝備。尤其針對西南區域，陸上自衛隊將

在與那國島部署沿岸監視部隊，並納入早期預警機與無人飛

機執行監偵任務。日本政府 2015年公布在琉球群島的宮古島
與石垣島駐軍的計畫，主要為強化西南邊境地區防衛武力，

預備在宮古島市部署地面的監視部隊。很明顯的，因為中共

艦隊密集從此海域進出第一島鏈，為能有效密切監偵及強化

緊急應變，故日本須強化附近島嶼的預警監視能力。

日本強化反制中共在西太平洋擴張的能力

近五年來，中共進行多次西太平洋軍事演習，並分別從

日本群島中間的宮古海域、大隅海峽、津輕海峽、宗古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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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越至日本群島側後方，已經對日本形成公開的挑釁。甚至

於中共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間的海域進行多次作

戰演習，離日本沖之鳥礁不到五百公里，「項莊舞劍」的意圖

非常明確。日本也對中共海權擴張行為感到焦慮而如芒刺在

背，因而正積極提升海軍戰力。

日本現役最大的直升機母艦出雲號日前正式服役，這使

一向主張單純防衛的日本自衛隊在海空投射能力大幅提升。

未來日本如順利獲得美國生產的 F-35短程隱形戰機，並配備
在這艘船艦上，將使日本具備小型航空母艦的戰力。相對的，

對於以老舊航空母艦改良成遼寧號的中共海軍而言，將是重

大的衝擊，也勢必加快中共在海軍的發展速度。

日本已有「日向號」、「伊勢號」兩艘直升機護衛艦，出雲

號甲板較長，排水量多五千五百噸，故被稱為日本的「第三

艘準航母」。預計兩年後還有另一艘同型艦服役。這艘護衛艦

和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攻擊型航空母艦同級，但因日本憲法禁

止擁有攻擊型航母，才改裝設計成直升機護衛艦。這艘護衛

艦可以擔任多重海上任務，如維和任務以及國際天災的搜救

與援助，再配備反潛飛機或戰機的話，可增強海上反潛及奪

島作戰能力。

如果以海軍整體實力、船艦性能與訓練而言，日本海軍

自衛隊的戰力並不會輸給中共北海艦隊，如果再加上美國軍

事援助，將形成強大嚇阻能力，使中共不致輕率挑起東海武

裝衝突。因為即使中共集中三大艦隊主力夾擊日本，在美國

太平洋海空軍事武力優勢下，必然要付出重大代價，這也是

非常殘酷的現實。如中共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就警告，

對於日本海軍揚言「4個小時內可清空中共東海艦隊」，不能
只看作是一句笑話。因為如此，即使中共與日本在釣魚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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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有化或是密集偵巡，引發船艦與巡弋飛機對峙事件不斷

發生，尚不至於發生軍事衝突。

另外，日本除了與美國定期海、空軍事演習及進行奪島、

反奪島演練之外，也和澳洲、菲律賓、越南及南亞的印度強

化軍事合作與交流。2014年原本在印度洋所舉行的馬拉巴
爾演習（Exercise Malabar） ，竟然轉移到日本四國南部及琉
球東部海域舉行，執行反潛作戰、防空作戰及海上救援等演

習。美國派出核動力航空母艦華盛頓號及飛彈驅逐艦等六艘

軍艦、印度派出飛彈驅逐艦等三艘軍艦進行海上聯合作戰演

習。其實印度和美國海軍 1992年首次舉行馬拉巴爾演習，
演習內容包括航母戰鬥機作戰行動等。2007年 9月，日本、
印度、美國、澳洲和新加坡在孟加拉灣舉行代號馬拉巴爾 -07
的大規模海上聯合軍演，內容包括打擊海盜、海上反恐、防

空和空中偵察、攔截等。爾後，日本也參加 2009年和 2014
年的馬拉巴爾聯合演習。由此即可看出，日本聯合其他亞太

強國防範中共西太平洋海權擴張的企圖。

無庸置疑的，當中共企圖擴張海權，並以「反介入」（Anti- 
Access）與「區域拒止」（Area Denial）戰略，遲延與排拒美軍
介入時，第一島鏈國家勢必要強化自身海空武力，以免過度

仰賴美國或是因為中共阻滯美國軍力而緩不濟急。因此，日

本不論是開放集體自衛權、自力建造先進船艦、擴大周邊有

事範圍，與其他國家強化軍事演訓及合作等，目的在防範中

共軍事武力進犯。

中共在南海擴建島礁與日本鑽石同盟建構

日本一向將南海視為主要的生命線，在南海問題逐漸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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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際，對日本而言，必然會關注生命線的安全。然從中共

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並傳聞將在南海設置防空識別區，甚

至在這兩年積極在南海南沙群島的島礁進行擴建時，因為威

脅日增，日本與東協國家在南海問題合作空間擴大。尤其原

本與美國本來就訂有防衛協定的國家而言，除了面對原本存

在的安全威脅之外，在美國的戰略統合下，日本與菲律賓、

澳洲的戰略合作也日漸密切。

例如，日本與菲律賓密集軍事演習，2015年 5月 12日
2艘日本軍艦春雨號及天霧號曾參加與菲律賓的聯合軍事演
習。6月 22日到 26日日本再度與一起舉行聯合軍演，日本
海上自衛隊將派出一架 P3C巡邏機，菲律賓將派出一艘艦艇
及一架飛機。

另外，美國與澳洲 2年 1度實兵聯合軍演代號「護身軍刀」
（Talisman Sabre），7月 7日將在澳洲舉行，演習科目包括海
上作戰、兩棲登陸、特種部隊戰術和城市戰，動員的部隊兵

員約 2,700至 3,000人，紐西蘭也將派遣 500名官兵與澳軍聯
手演練。日本陸上自衛隊將出動 40名兵員參與美澳的聯合演
習。日本與澳洲密切合作的原因，除了澳洲是長久堅定支持

美國的盟友之外，因為澳洲東西地理位置位於太平洋及印度

洋南部，戰略位置甚佳。日本不論是強化同盟或是深化軍備

科技合作，都可累積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嚇阻效益。

在南海島礁擴建問題方面，美國、日本、澳洲非常關切

該水域海空航行自由。日本防衛大臣中古元 5月 25日在《日
本經濟新聞》專訪表示，將考慮派遣日本自衛隊前往南海，

與美方聯合偵視中共南海擴建島礁行動，甚至將出動人造衛

星與機艦。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澳洲總理艾伯特之間，積

極洽談兩國防衛合作，日本即將出售澳洲蒼龍級潛艦。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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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售澳洲潛艦成真，對日本國防工業未來發展而言，將

奠定對日本武器出口越南、菲律賓的基礎，更促進日本與南

海周邊國家的戰略合作。

越南、菲律賓畢竟是南海周邊直接面對中共威脅的國家，

在無法單獨抗衡情況下，必須尋求區域強國的同盟。除了美

國之外，在東亞區域當中軍力數一數二的日本，也成為主要

尋求合作的對象。尤其當日本將越南、菲律賓，甚至馬來西

亞納為主要合作對象時，對於這些國家的安全利益而言，將

有甚大助益，並重視與日本的安全合作。這從菲律賓總統艾

奎諾 6月 2日訪問日本，不僅與天皇見面、在國會參議院演
講等，受到日本最高規格接待。而且日本將在確保不向第三

國轉移的前提下，同意向菲律賓出口雷達科技和 P3C反潛機
等，皆可為明證。

在與印度軍事關係演變方面，早在 2014年年初日本首相
安倍訪問印度之際，就已經大致敲定出售水陸兩用飛機給印

度。莫迪在訪問日本之後，這項軍售案更為明確，而且由日

本交付兩架飛機後，繼續與印度合作組裝其他飛機，加上印

度對於日本的巡邏船與電子戰裝備深感興趣，使日本軍事科

技移轉印度充滿潛力。

2015年 6月 10日，日本、印度、澳洲在印度新德里舉行首 
度的三邊會談，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齋木昭隆（Akitaka Saiki） 
表示，中共近期在南海擴建島礁的行動，已使許多鄰國感到

恐慌。因此，日本希望繼續參與美印兩國所主導的「馬拉巴

爾」演習。過去日本曾 3度參與馬拉巴爾演習，去年的演習
地點則是在日本的佐世保軍港。今年日本參加重回孟加拉灣

的馬拉巴爾演習，顯示日本希望馬拉巴爾演習能夠成為美日

印戰略同盟的強化機制，擴大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海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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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動，以反制中共遠洋海軍擴張的具體成果。

未來觀察

就抗衡中共戰略意圖而言，日本與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

但是台灣在憂患意識與抗衡能力方面，受到國內政治的影

響，仍受到一些限制。日本則非常清楚認知到，在面對爭議

的領土主權議題時，除了公開表述歷史與法理依據外，制海

作戰能力往往不可或缺。日本在強化海軍武力及聯合其他國

家演習成果已經展現，並且證明須堅定能戰才能和的決心，

投注更多資源提升軍事實力，才能有效維護海上安全利益。

如果美國忌憚於中共軍事崛起，不敢強硬展示戰略主導

與軍事優勢時，亞太盟國會懷疑美國原有的戰略保證，因而

必須另謀他路。美國必須透過亞太再平衡等戰略，表現決心

及給予亞太盟國戰略再保證。同樣的，美國不希望亞太區域

盟國因為倚仗美國的支持，而在一些歷史與主權問題上過度

挑釁。日本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日本國防戰略與美日防衛指針的調整，固然能夠呼應美

國在亞太防衛的需求，但因為歷史因素，同樣造成中共及韓

國的疑慮。特別是同為美國同盟的韓國，基於國內反對聲浪，

勢不可免的必須對日本軍力外向投射提出譴責。未來可以想

見的，如果中共軍力強大到足以抗衡美國，或是在區域相關

議題中，採取強硬政策，導致影響美國利益時，美國更需要

區域盟國的軍力支持。

未來美國將同意日本軍力重整與強化，同時也督促其他

盟國，如澳洲、菲律賓與韓國等，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合作，

暗示與日本合作就是與美國合作。近期美國宣布對台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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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突破性的項目，但也顯示美國總統歐巴馬面對中共軍事

崛起，必須顧慮兩岸軍事平衡及對周遭國家的戰略保證，並

強化與這些國家的合作。台灣則可以思考如何可以運用現今

情勢的機會與利益，尋求納入多邊演習或安全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