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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海上聯合—2016」軍演 
意涵及對區域安全的影響

胡敏遠✽

中共海軍與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於今（2016）年 9月 12
至 19日在廣東湛江以東海空域舉行代號名稱「海上聯合—
2016」之軍事演習。（參見圖一）演習以雙方混合編組、 
採紅、藍軍對抗模式實施。由於軍演選擇在敏感的南海地區，

格外引人注意。無獨有偶，美國也在此之前宣佈於同一天在

西太平洋舉行「2016勇敢之盾」（Valiant Shield 2016）軍事演
習。中美不僅有互別苗頭之勢，更有向區域國家展示軍事實

力的意味。

從此次聯合軍演的目的、課目及所欲達成的政治效果分

析。中共想藉由海上聯合軍演，強化其海軍作戰能力，彰顯

其在區域內的影響力。對俄羅斯而言，可藉此深入亞太地區，

增加其與美國抗衡的籌碼。基此，本文除探討中、俄雙方戰

略意圖外，重點置於中、俄聯合軍演的未來發展及其對區域

安全的影響。

＊ 作者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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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中俄「海上聯合 -2016」演習地點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與作者自繪。

概述中、俄海上聯合軍演的緣由與發展

中俄海上聯合軍演，自 2003年以來由雙方在邊境地區
的陸空聯合軍演，以打擊區域中的分離主義、恐怖主義、宗

教激進主義（中共稱之為「三股惡勢力」），以安定雙方邊境

地區的安全為主軸的軍事合作。雙方歷經十多次軍演的經驗

後，自 2009年起由陸上聯合演習擴大到海上的海空聯合軍
演。海上的聯合軍演也由聯合海上搜救、共同打擊非法組織、

海上交通線維護等演習項目，發展為聯合防空、聯合救難。

近年來，雙方又不斷地演進到具有針對性的登島與聯合奪島 
演習。

尤值注意的是，自 2012年起，中俄簽定協定每年將例行
性的分別由兩國在其所屬海域實施聯合海空軍演，雙方已分

別在歐亞地區的不同海域，實施了七次聯合海上軍演。（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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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其中，2014與 2015年除在東海與日本海實施外，還
派遣至地中海地區舉行操練。1中俄在政治與軍事之間的合作

關係，似乎到了「準」軍事聯盟狀態。此次軍演體現出中俄軍

事合作更為密切，也增進彼此的政治互信，鞏固和發展全面

性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海上聯合—2016」軍演的內容

此次軍演，中共兵力分別來自南海、東海和北海三大艦

隊，包括飛彈驅逐艦廣州艦、鄭州艦，飛彈護衛艦黃山艦、

三亞艦、大慶艦，兩棲登陸艦崑崙山艦、雲霧山艦，兩艘新

型常規潛艦及新型島礁補給艦軍山湖艦等 10艘主戰艦艇。海
軍航空兵派出殲 -11B戰機、殲轟 -7A飛機、預警機及多型
艦載直升機等共計 19架。參演的官兵共計 4千多名，其中包
含海軍陸戰隊和兩棲登陸戰車團，海軍陸戰隊員共有 256人
參演。俄方則派出 5艘艦艇及直昇機 2架。（附件 2）
軍演採取紅藍軍對抗模式進行（紅方由中俄混編，藍方則

由中方艦艇擔綱）。演練項目包括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

合保護海上交通線、聯合海空作戰、聯合立體奪控島礁、聯

合搜救、聯合海上臨檢、錨地防禦等多項演練科目。其中的

反潛及奪控島礁等科目為本次聯合軍演的核心。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演習雙方首次啟用海上聯合專用指揮通信系統，該

系統包含了啟動各個作戰系統的通信參數，共同演練文電收

1　 陳麗芬、尋勝邦、王雪著，〈俄建設海洋強國啟示錄〉，《海洋縱橫》，
2016年，2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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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指揮互傳、共享作戰平台等合作事項，2顯現雙方已建立

了某種程度的戰略互信，兩國的軍工科技與資訊合作也進入

到另一個階段。

本次聯合軍演更增加了三軍聯合作戰的奪島演習，中、

俄空軍戰略長程轟炸機共同編組，演練空軍遠程奔襲的作戰

能力，以支援陸軍及陸戰隊奪取被敵人佔領的島嶼。演習科

目很明顯地向美日展示維護南海島礁及主權的雄心，警告意

味極為濃厚。

「2016年海上聯合軍演」所欲達成的戰略目的

一、 俄羅斯

俄羅斯 2015年軍售中共的裝備達 70多億美元，其中包
括 24架蘇愷 -35戰機、4艘「阿穆爾」級 1650型柴電潛艦、
S-400防空飛彈系統等。中俄雙方也已達成協議，決定經由
技術轉移，讓蘇愷 -35戰機將在中國大陸生產。顯現中共對
俄羅斯軍備的依賴極深，相對的俄羅斯也可利用軍演，再次

向中共及區域國家推銷軍備。

再者，俄國早已想介入亞洲地區的國際事務。自從蘇聯

瓦解，俄羅斯的海軍艦隊規模幾經縮編，戰鬥能力大為降

低，尤其受到地緣位置的限制，俄羅斯的四支艦隊（北海、

波羅的海、黑海、太平洋）彼此間又不能相互支援，致使黑

海艦隊與波羅的海艦隊已削減到僅剩幾個中隊，戰力大不如

前。而太平洋艦隊及北海艦隊則是俄國海軍勉強可以維持其

2　 〈中俄海上聯合軍演呈現三大亮點〉《文匯報》，2016年 9月 13日，
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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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戰力的兩支艦隊。俄羅斯若欲干預亞太地區的國際事

務，其海軍力量早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俄國海軍整體實力雖不足以對抗美軍，但其軍事科技仍

保有獨到的技術，中共仍得藉由聯合軍演向俄羅斯學習軍備

及作戰等技能，兩國更可藉由互補作用，達到更大的政治與

軍事效益。尤其南海地區的國際情勢愈益複雜，俄羅斯憑藉

其軍事力量的展示，不僅可增加其在此地區的影響力，亦可

向區域各國展示其先進的武器裝備，以利其軍售的推廣。

二、中國大陸

此次軍演選擇在中國南海地區，很明顯的是中共針對

2016年 7月份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島嶼主權的仲裁結果，表
達強烈抗議。眾所周知，聯合軍演主要針對美、日介入南海

國際事務而來。中共的戰略目標有二：藉此向美日展示中共

海空軍的作戰能力；其次，重申南海主權的重要性。再者，

中俄兩國海上兵力的展示意在對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等

與中國大陸有海域爭議的南海聲索國進行威嚇。尤其，演習

的課目較以往增加了聯合海空殲敵及聯合立體奪控島礁等新

科目，這些演習項目的警告意味非常濃厚。由於南海海域遼

闊，本次演習還包括了遠距離的反艦飛彈（射程 500公里），
以及超過 1200公里的艦對空飛彈等高性能武器實彈射擊，很
明顯是在嚇阻美日兩國，勿輕易介入南海的主權爭端。

此外，藉由本次軍演，中共試圖再次定義自己在該島礁

擁有與天然島嶼相同的 12海里範圍的領海主權。今（2016）
年 7月初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主權作出仲裁裁決前，中國大
陸一直在南海區域擴大建設人工島，強調南海屬於中國領海

範圍的主權論述。美國雖表示對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島嶼的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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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不作判斷，卻多次派出軍艦在中國大陸填海造島的島嶼附

近 12海里範圍內航行，顯示美國並不同意中國大陸擁有那些
島嶼的主權。聯合軍演意在展示中共維護中國主權的決心，

以此減輕來自國際和國內民意的壓力。

中、俄聯合軍演對區域安全的影響

聯合軍演對區域安全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刺激了美日的

軍事合作以防止中俄的軍事聯盟。日本防衛省於今（2016）年
7月公布的《防衛白皮書》，清楚地反映中共在東海與南海地
區具有侵略的意向。《防衛白皮書》又以大篇幅強調日美同盟

的重要。日本國防費在近三年之中不斷上升，2016年又較上
年度增加 0.7%至 4.68兆日圓（逼近憲法規定 1%國民生產總
額的上限）。3可見日本對中共軍事威脅的憂慮，進而強化軍

備競賽的決心。

日本針對聯合軍演中的「奪島」科目，認為海陸兩棲奪島

演習暗示了中共可能對釣魚台群島、琉球群島遂行攻擊的可

能性。軍演雙方都使用實彈進行實戰性的作戰訓練，內容包

括利用登陸戰車渡海並接近島嶼，同時圍繞登陸地區展開攻

防演練。雖然日本與美國是軍事同盟國，中俄兩國的奪島與

實彈演習則不斷強化將日本視為中俄假想敵的對外印象，容

易再次激化美日與中俄兩個軍事集團的緊張情況，對區域安

全與穩定帶來更為負面的效益。

美國則對中共在南海「造島」、部署防空飛彈及增加海空

3　 〈2016 年日本防衛白皮書〉。網址：hk.crntt.com/doc/4_16_104 
360669_1_0822013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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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的軍事佈署早有不滿。美國強調在公海的航行自由權，

不允許中共將南海視為其內海，因而美國與日本及菲、越等

友好國家經常對中共進行反制措施。美國華盛頓郵報宣稱中

俄聯合海上軍演除了強化了中俄雙邊的軍事互信外，主在反

制美國對南海地區的封鎖。事實上，中俄聯合軍演不斷地超

越原來的合作模式。此次軍演不僅參與的艦隊規模變大，演

練課目更具針對性與攻擊性，其政治與軍事動機都對區域的

穩定帶來結構性的衝擊。簡言之，無論是本次中俄海上聯合

軍演或不斷地深化雙邊的軍事合作，對美國影響最大的莫過

於降低了其在南海區域的影響力。南海地區的權力競爭，

將因中俄的結合逐漸地走向美日、中俄相互對抗的新冷戰 
模式。

未來觀察重點

一、菲律賓與越南的反應

2016年 7月 12日國際法院作出最終仲裁裁決，對菲律賓
所提訴求幾乎照單全收，中國大陸則表達「不承認、不接受、

不參與、不執行」的立場，中菲關係也盪到谷底。仲裁裁決

似乎改變南海博弈規則，導致各方必需調整利益訴求，南海

行為準則所欲達成共識的難度亦大幅增加。此仲裁結果原本

有利於美菲在南海的軍事合作與美國「戰略再平衡」策略的

發展，但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自 2016年 6月
上任以來，刻意與美國疏遠、同時拉近與中國大陸的距離，

甚至終止與美國歷年舉行的海上聯合軍演，宣稱在亞洲地區

將與中共與俄羅斯靠攏，似乎在南海議題上對於中國大陸有

所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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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杜特蒂於 2016年 10月 18至 21日赴中國大陸進行國
是訪問，訪問期間強調：「任何地方我都不會討價還價，我們

將繼續堅持那是我們的，將採納國際法院的決定。」目前菲國

政治立場雖有「疏美親中」的傾向，但在南海問題上，菲國

堅持領土與主權的立場仍是不會改變，只是在爭議的處理方

式上，強調以和談與協商方式來解決問題。值得後續觀察的 
是，美菲關係是否真的變質、美國在南海爭議中所扮演的角

色與份量是否有減輕的趨勢。

越南總理阮春福於 2016年 7月出席七大工業國高峰會
時，針對南海爭議表示：「在南海有些國家違反國際法與區

域協議的單方面行為，例如在各島礁進行大規模填海造陸、

改變南海現狀以及推動據點軍事化等，已對區域和平與穩定

造成嚴重威脅。」4越南的立場實際上是與美、日的南海政策 
一致。越南的作法將持續強化與美國及日本的軍事合作，但

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仍將保持曖昧，以確保其在區域中能獲最

大利益。

從菲、越政治立場的變化，可看出中、俄與美、日在南

海軍事博弈相當激烈，未來雙方的競爭的方式與手段將影響

各聲索國的態度，亦可從其中觀察雙邊的消長狀況。

二、中共海軍作戰能力的發展

中俄聯合海上軍是觀察中共新型武器裝備（作戰能力）的

重要指標。本世紀以來，中共海軍戰力成長快速，其不斷邁

進的船艦製造技術及成為藍水海軍的目標，已成定局。目前，

4　 〈越總理：南海軍事化行為威脅區域安全〉，網址：http://history.n.yam.
com/cna/international/20160527/201605277232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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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正大量生產諸如 052C/D型旅洋 II/III級飛彈驅逐艦，以
及 054A型江凱 II級巡防艦等。其用途分別可適用於防空與
反艦作戰的主戰艦艇。5中共近 10年研發與自製的鷹擊 -83
反艦彈道飛彈已裝設在江衛級護衛艦及 051型驅逐艦上進行
測試，未來上述的飛彈若安裝於 052C/D等兩型驅逐艦上，
對於中共執行「反介戰略」的防空與制海作戰能力，都將大幅

提升。中共也正朝向發展更大型且更具有戰力的新式驅逐艦

造艦計畫，此型驅逐艦一般預測將會定名為 055型，排水量
將達 1萬噸（相當於與美國的神盾艦水準相同）。另外，中共
海軍也將研發新式的油彈整補艦，其排水量約 4萬至 4萬 5
千噸，其性能與攜行能量都將大幅增強。無庸置疑，中共新

型艦艇製造能力的提升，主要是為其航艦戰鬥群作戰能力而

進行準備與努力。未來，中共海軍無論在硬體或軟體方面的

提升，仍將是中俄聯合軍演的觀察重點。

政策建議

從中俄演習的訓練科目、地點來看，中共除了針對南海

聲索國之外，也有威懾我國勿過分向美國、日本靠攏的意

味。我國在南海的國際合作應保持在美國、日本與中共三造

之間的平衡，同時更需強化太平島人道援助的功能，提升與

各聲索國之間的非傳統安全合作，才有利於我國在南海地區

的安全與重要性。

從軍事戰略的立場來看，中共海軍不斷地對武器、裝備

5　 KohSwee Lean Collin著，李永悌譯，〈中共建造航艦的野心〉，《國
防譯粹》，第 43卷第 10期，2016年 10月，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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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多項改進，將電子、制導、隱形、智能等各項新技術成

功運用於 054型的導彈驅逐艦及護衛艦上，使其導彈、火砲、
反潛系統及聲納、雷達、通信、導航等裝備性能大為提升。

中共海軍作戰能力的提升，關乎國軍防衛作戰之成敗，茲提

出兩點建議供國軍建軍思考：首先，國軍應再強化反登陸作

戰武器的自製與採購，例如增加雷霆 -2000與雄 2型岸置飛
彈的建構；反登陸作戰的戰法也應「以敵為師」，針對本次聯

合軍演所展現出的強點與弱點，精進我方戰術的新方法，才

為上策。其次，籌補與發展潛艦武器作戰系統的能力。當前

潛艦國造的重點仍應強化與美國的合作，才能讓艦體與武器

系統相互配合，提升我海軍水面下的作戰效能。

附件 1：中俄歷年海上聯合軍演一覽表

時間 演習代號 演習地點 演練重點

2009年 和平藍盾 -2009 亞丁灣西部海域 航行機動、補給、協同查證

2012年 海上聯合 -2012 中國黃海海域
護航、防空、反潛、反搶劫、搜救、

對空實彈射擊

2013年 海上聯合 -2013 日本海彼得大帝灣
聯合防衛、防空、反潛、實彈射

擊

2013年 地中海聯合軍演 地中海海域 防止敘利亞輸運化學武器

2014年 海上聯合 -2014 中國長江口海域
艦艇錙地防禦、對海突擊、反潛、

護航、防空識別與查證

2015年 
4月

海上聯合 -2015（I） 海參威外海
聯合護航、聯合防空、聯合反潛、

海上聯合救助

2015年 
7月

海上聯合 -2015（II） 地中海海域
對海突擊、反潛、護航、防空識

別與查證

2016年 海上聯合 -2016 中國南海地區
聯合防空、反潛、立體登陸、奪島、

防空飛彈實射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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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中俄「海上聯合 -2016」軍演艦艇一覽表

中國大陸

艦級（艦名） 型號 隸屬艦隊
標準 
排水量

數量 主要配備武器

旅洋 I級 
（廣州艦）

052B 南海艦隊

7100噸 2

1. 四聯裝鷹擊 -83（YJ-83）反
艦導彈發射裝置 2座。

2. 三聯裝魚 -7型 324mm魚雷
發射管 2座。

3.110毫米口徑艦炮。旅洋 II級 
（鄭州艦）

052C 東海艦隊

巡洋護衛艦 
（黃山艦、三

亞艦、大慶艦）

054A
南海艦隊

南海艦隊

北海艦隊

3600噸 3

1. 2座圓柱體形四聯裝鷹擊 62
反艦巡弋飛彈。

2.三聯裝反潛 324mm短魚雷發
射管。

3. 4組8連裝熱射式垂直發射器。

補給艦 
（軍山湖艦）

904B 南海艦隊 15000噸 1
1. H/PJ76F雙管 37mm艦炮 1。
2.直 9艦載直昇機 1。

潛艦 039A 東海艦隊 2

飛機 包括殲 11戰機、飛豹戰機、空中預警機、艦載直昇機共計 19架。

俄羅斯

驅逐艦 
（崔布茲海軍

上將號）（維

諾格拉多夫海

軍上將號）

無

畏

級

太平洋 
艦隊

7900噸 2

1. 2門 4聯裝 SS-N-14反潛飛
彈。2. 8枚 SA-N-9臂鎧垂直
發射防空飛彈。

3. 2門 100 mm 艦砲。
4. 4門 30 mm AK-630機砲。
5. 2門 4聯裝 553毫米魚雷發射
管。

6. 2門 RBU-6000反潛火箭。
7. Ka-27艦載反潛直升機。

大型登陸艦

（佩列斯維 
特號）

太平洋 
艦隊

11000噸 1
1. 9M38型中程防空飛彈。
2. S300中高程防空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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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艦 
（帕欽號）

太平洋 
艦隊

4000噸 1
1. 6具 533毫米魚雷發射管。
2.MVU-110EM型計算機，可以
同時鎖定 5個目標。

拖船 
（阿拉陶號）

太平洋 
艦隊

1

飛機 艦載直升機 2架。

資料來源：1. 《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 2016-10- 17。2. 《文匯
網》。網址：http://news.wenweipo.com 2016-09-24。3.作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