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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與印太國家擴大軍事合作析論對中共之圍堵戰略

從日本與印太國家擴大軍事合作
析論對中共之圍堵戰略

Studies of containment strategy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analysis of Japan’s expanded cooperation with 

Indo-Pacific Nations

王鵬程　上校

提　　要：

一、日本為因應周邊中共、朝鮮和俄羅斯等國家對其安全所造成的嚴重

威脅，在美國的協助帶領下，除積極修正國防領域防衛文件外，為

使日本自衛隊快速累積作戰實力與能量，更陸續強化與「第一、二

島鏈」國家的安全夥伴關係，同時進行多方「安全對話」及多邊軍

事合作交流。

二、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對世界的穩定與繁榮至關重要，日本位於「

第一島鏈」北端，具有圍堵中共軍力外擴不容忽視的重要位置與關

鍵力量，亦可對敵形成「防禦之盾」與「進攻之矛」戰略據點；換

言之，面對欲穿越「第一島鏈」海、空域的共軍機艦，勢必造成一

定程度嚇阻與壓力。

三、對我國而言，須採「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審慎態度，持續關注

美國、中共及印太區域國家軍事發展情況，精準掌握中共對臺動武

時機，並儘早研擬建軍備戰精進作為與因應對策，才能有效嚇阻共

軍對我之軍事入侵，確保國家安全。
關鍵詞：軍事同盟、圍堵戰略、 第一島鏈、聯合軍演、軍事情報

Abstract
1.In response to significant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from China, North 

Korea, and Russia, Japan has actively revised its defense policies under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rapidly enhance the 
combat capabilities and readiness of its Self-Defense Forces, Japan has 
been strengthening its security partnerships with countrie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Island Chains. These actions involve extensive“security 
dialogues”and multilateral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2.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re vital for global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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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2年12月1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在內閣會議批准《國家

安全保障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以下稱安保戰略)、《國防戰

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和《國

防建設計畫》(Defense Buildup Pro-

gram)3份防衛文件；1其中新版的《安保戰

略》是其安全與國防領域最高級別的文件

，亦是自2013年以來的首次修訂，且將過

往列為對日本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朝

鮮」，修訂為「中共」，也是當前「最大

的安全戰略挑戰」。日本為因應鄰近國家

中共、朝鮮和俄羅斯對其軍事威脅似乎已

達到頂峰的同時，加上2022年8月3日美國

前眾議院議長南茜‧裴洛西(Nancy Pelo-

si)結束訪臺行程後，共軍隨即在4日於臺

灣周邊進行大規模實彈演習，並發射11枚

彈道導彈，其中5枚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

，引發日方高度關注，同時透過外交管道

向「中」方表達「強烈抗議」。2

對身處於「第一島鏈」北端及美國印

太戰略重要位置的日本而言，為因應臺海

之間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危機，及應對來

自中共和朝鮮的導彈威脅，其正在「從根

cure ty and prosperity. Positioned at the northern tip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Japan holds a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ontaining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Its strategic position enables it to 
function as a“defensive shield”and an“offensive spear.”This strategic 
advantage can exert significant deterrence and pressure on Chinese PLA 
aircraft and vessels attempting to navigate the First Island Chain’s sea 
and airspace.

3.For our country, we must adopt a prudent attitude of“being lenient when 
anticipating the enemy and being strict when defending against the ene-
my”,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ilitary develop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ountr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tim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Only by formulating the national 
army’s military prepar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s early as possible, 
we can effectively deter the CCP from invading our country and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Military alliance, Containment Strategy, First Island Chain, Joint Mili-
tary Exercis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註1：何宏儒譯，〈安保政策大轉變 日本建軍大計重點一次看〉，中央通訊社，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cna.com.tw/
news/aopl/202212160300.aspx，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日。

註2：大野桃子，〈為什麼裴洛西的臺灣之行跨越了中國的紅線〉，NHK WORLD JAPAN，2022年8月30日，https://www3.
nhk.or.jp/nhkworld/zt/news/backstories/2083/，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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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強化」(Fundamentally Reinforcing)

國家實力與安全防務政策，以因應日益嚴

峻的安全環境挑戰。尤其「冷戰」結束後

，美國與中共在印太區域的諸多競爭與合

作現象，仍可運用「權力平衡」理論中，

解釋國家為求生存、穩定與和平發展，必

定出現競逐、結盟或以強化國家整體力量

的方式，企圖避免與限制戰爭發生的可能

性。3基此，日本為持續強化以美國為首

的印太區域國家聯合作戰能力，已在1951

年《美日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

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以下稱安

保條約)的基礎上，陸續與澳洲、菲律賓

、南韓、印度等國家深化安全夥伴關係，

並進行多方「安全對話」及多邊的軍事合

作與交流。

當前中共在一系列重大軍事組織改革

的規劃下，除擴大在南海及西太平洋區域

的主權主張外，更藉由高頻次的軍事動作

及各種挑釁行為來製造衝突，並逐步挑戰

並威脅周邊國家領土及主權等既有的合法

權利；因此，周邊國家在美國的戰略規劃

與帶領下(如圖一)，除增加彼此與多邊軍

事技術的合作與聯合作戰能力，並藉由共

同軍事演習所累積的經驗與數據，陸續調

整軍事部署，俾共同封鎖及中斷共軍突破

「第一島鏈」向「第二島鏈」前進的戰略

註3：謝奕旭，〈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理論〉，《復興崗學報》(臺北市)，第78期，2003年，頁110-115。

圖一：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第一島鏈：拜登重新串連亞洲盟友與中國的突圍〉，BBC NEWS中文網，2023年5月9日，https://www.

bbc.com/zhongwen/trad/world-65529713，檢索日期：202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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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同時嚇阻北京在西太平洋發動戰爭

的意圖。4因此，撰文主要目的係從日本

所面臨的「戰略環境威脅」及「國防政策

方針」調整的觀點切入，並對日本與印太

區域國家「深化軍事交流」層面，進行探

究與歸納，從中分析日本在對「中」進行

圍堵戰略所扮演的關鍵力量與角色；亦期

國軍能精準掌握中共對臺動武時機，並儘

早研擬建軍備戰精進作為與因應對策，以

確保國家安全。

貳、戰略環境威脅及國防政策方

針

日本政府深信在軍事上僅擁有單純防

衛能力的飛彈防禦系統，已不足以應付來

自中共和北韓的軍事威脅；因此，「反擊

能力」的建置為此次國防戰略調整中，用

於威懾及拒止敵方侵略的主要作戰力量之

一。防衛省更指出，面臨「二戰」後最為

複雜且嚴峻的安保環境狀況下，必須從根

本上加強防衛能力、籌建瞄準敵國導彈發

射基地、船舶和飛機在海上和空中向日本

領土前進時的防禦及打擊戰力，才是阻止

敵方入侵的主要關鍵。分析如后：

一、戰略環境威脅變化

(一)因「二戰」中的侵略行為及最終

的戰敗結果，戰後日本在美國的監督與指

導下制定的《和平憲法》，限制其軍事能

力及戰後的國際地位；其《憲法》第九條

更明確禁止擁有軍隊，規定日本需以和平

主義放棄「宣戰」與「保有戰爭武力」的

權利及禁止向海外用兵。5然回顧過去數

十年，日本已陸續派遣自衛隊分別前往阿

富汗與伊拉克兩個戰區，協助重建及執行

撤離行動；尤其在1992年「波灣戰爭」期

間，日本國會就通過《與聯合國維持和平

行動及其他行動合作法》，6讓日方首次

實現自衛隊「參與」海外的維和行動。

(二)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

後，美國為凝聚全球反恐聯盟的力量，強

化與友好國家堅定的同盟關係；因此，日

本在前述法案的法理依據下，亦准許自衛

隊在反恐戰爭中提供協助，解除自「二戰

」後海外戰地派兵的限制。7當前，隨著

西太平洋局勢的快速變化，其面臨來自中

共、朝鮮及俄羅斯於東亞地區肆意的軍事

行動及強大的軍事威脅時，亦開始積極強

化軍備力量，不僅將「防衛廳」升格為「

防衛省」，更展開多場大規模演習，為東

亞區域的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8尤其2012

註4：〈第一島鏈：拜登重新串連亞洲盟友與中國的突圍〉，BBC NEWS中文網，2023年5月9日，https://www.bbc.com/zhon-
gwen/trad/world-65529713，檢索日期：2024年10月2日。

註5：童倩，〈日本決定以憲法新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BBC NEWS中文網，2014年7月1日，https://www.bbc.com/zhon-
gwen/trad/world/2014/07/140701_japan_collective_self-defense，檢索日期：2024年10月2日。

註6：〈1992年第79號法律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等〉，E-GOV法律檢索，1992年6月19日，https://elaws.e-gov.go.jp/
document?lawid=404AC0000000079，檢索日期：2024年10月2日。

註7：〈安倍晉三修憲遺願有望達成 日本「和平憲法」的歷史與現狀〉，BBC NEW中文網，2022年7月13日，https://www.
bbc.com/zhongwen/trad/world-62091946，檢索日期：2024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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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習近平上任後，與日本在東海釣魚臺列

嶼(日方稱尖閣諸島)主權歸屬議題上，形

成嚴重對抗，造成彼此關係緊張與衝突危

機升級；因為雙方在釣魚臺周邊海域的衝

突不斷加劇，且都堅稱合法擁有其領土主

權主張，不僅互相聲稱對方非法闖入自家

領海，更引發「中」、日船艦不斷的相互

驅逐與對峙。

(三)面對中共藉民族主義煽動仇日情

節與示威抗議活動，企圖引起國際社會關

注等諸多反日行徑，日方政府必須強化及

展現軍事實力與影響力，才能防止中共在

崛起的過程中，因雙方對峙演變成準軍事

武裝衝突。9此外，日本防衛省亦在《2023

年國防白皮書》表示，北韓對其國家安全

所造成的嚴重威脅「更甚以往」，對平壤

當局不斷進行短、中、長程導彈試射，也

讓周邊鄰國感到極度驚恐與不安。10為應

對北韓不定期發射彈道導彈，飛越日本領

空等諸多非理性的戰略挑釁行為，同樣讓

兩國間的衝突可能「一觸即發」。因此，

防衛省必須依照當前戰略環境的變化，從

過往的「國土防衛」轉向「攻防兼備」，

部署層面更需朝向具有遠程打擊能力的方

向調整，才能應付北韓頻頻以導彈試射造

成的國家安全威脅。11

(四)「二戰」後，日本與前蘇聯因「

北方四島」(指千島群島中齒舞、色丹、

擇捉和國後4島嶼)主權爭議問題至今仍懸

而未決，且俄國不顧周邊國家的擔憂與反

對，亦在日、俄雙方爭議不下的領土上，

部署先進的反導系統，引發日方強烈抗議

；12加上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甚或

大規模攻擊烏國的舉動，讓岸田文雄首相

除譴責暴力行為外，日方更參與國際社會

對俄國的經濟制裁、禁止部分產品進口，

及擴大菁英人士資產凍結等手段，展現與

西方國家間的團結力量。13

面對前述諸多挑戰與威脅的快速變化

，加上美國希望日方在印太區域中能共同

承擔更大的軍事、外交、安全等領域的責

任前提下，日方基於國家安全與利益的需

求，在「美日同盟」基礎下，陸續藉由「

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

及「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

curity Dialogue，Quad)等機制，以增加

註8：張芳明，〈日防衛廳明升格防衛省〉，大紀元時報，2007年1月8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7/1/8/n1582689.htm
，檢索日期：2024年10月3日。

註9：黃恩浩，〈中國崛起與中日釣魚台爭端 〉，《戰略與評估》(臺北市)，第9卷，第1期，2019年冬季，頁1-9。
註10：鄭景懋，〈日本國防白皮書 稱北韓國安威脅更甚以往〉，中央廣播電台，2023年7月28日，https://www.rti.org.tw/news/

view/id/2175006，檢索日期：2024年10月3日。

註11：向凌，〈北韓數度發射導彈威脅日本專家:中國威脅較強但北韓更危險〉美國之音，2022年10月13日，https://www.vo-
acantonese.com/a/the-plight-of-japan-under-the-double-siege-of-china-and-north-korea-20221012/6788036.html，檢索日期：

2024年10月4日。

註12：〈俄羅斯反導部署和「北方領土」爭議牽動日本、美國和中國〉，BBC NEWS中文網，2020年12月9日，https://www.
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231591，檢索日期：2024年10月4日。

註13：張柏源，〈日俄仍未終止交戰狀態 俄羅斯宣布退出對日本「二戰和平條約談判」〉，New Talk新聞，2022年3月22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2-03-22/727209，檢索日期：2024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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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國家的聯合軍事演習，強化自身防

衛能力，共同圍堵「中」、俄、朝三國軍

事擴張的力度。14

二、國防政策方針調整

(一)日本政府公布自「二戰」後進行

最大幅度國防政策調整的主要原因，係因

國際及東亞區域情勢發生重大改變，嚴重

衝擊印太地區穩定及本國安全；因此，積

極增加對國際秩序挑戰者的嚇阻與遏止能

力，並展現其強化自身防衛實力，以及

在「第一島鏈」國家的核心角色。此次《

安保戰略》等3份文件明確訂出國家未來

5-10年兩個國防政策目標與規劃。概要如

后：

1.第一階段至2027年：加強其防衛能

力，使得日本政府能擁有主導地位來處理

、瓦解和擊敗他國的入侵行為；且在盟友

及其他國家協助下，成功嚇阻敵人任何

作戰企圖。

2.第二階段2028-2032年：在上述防

衛目標的基礎上，強化其防禦實力，並建

置足以對敵進行擾亂和攻擊等早期預警與

遠距打擊能力，阻止突發事件發生，及試

圖單方面改變日本與附近地區現狀安全的

作戰力量。15

(二)兩階段目標內容也包含調高2倍

以上的國防預算、擁有攻擊敵人基地的「

反擊能力」、增強網路與太空戰力、提升

彈藥供應和儲備，及設立第一座聯合指揮

中心等重大防衛變革，強化其未來作戰的

核心力量。16由於過往日本因軍事能力限

縮在當領土遭受外國武裝力量攻擊時所需

的防衛能力範圍之內，故軍費開支亦侷限

於「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百分之一；然相繼公布

的《安保戰略》及《國防戰略》文件中，

2023至2027年間「國防和其他支出」將提

高到GDP的百分之二，總計43兆日圓(約1

兆289億新臺幣)。此舉，展現日本軍事政

策的巨大轉變，亦反映其對中共日益強大

的軍事力量、北韓不可預測的軍事活動、

俄國對周邊國家強烈的侵略性與臺海局勢

等，均產生嚴重的疑慮與安全擔憂。

(三)日本軍事預算的大幅增加，主要

用來提升自衛隊整體作戰實力，俾具備應

對外部勢力侵擾的武裝力量；而前述安保

戰略規劃內容，除了從歐美國家採購具反

擊能力的新型武器系統外，岸田內閣亦提

出多項政策同步支持及重振國防工業、鼓

勵日本軍火工業擴大國內製造和裝備維護

能力、尋求與美國和歐洲國家更多軍事裝

備方面的合作、放寬東京對武器出口的限

註14：楊芙宜編譯，〈「AUKUS+1」抗中聯盟可望擴大 澳英美日4國戰略夥伴現雛形〉，《自由時報》，2022年12月10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151115，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註15：Japan 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December 16, 2022，https://www.mod.go.jp/j/policy/
agenda/guideline/strategy/pdf/strategy_en.pdf, 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註16：李明峻，〈日本發表安保三文件後的東北亞情勢〉，《遠景論壇》(臺北市)，第23期，遠景基金會，2023年4月20日
，https://www.pf.org.tw/tw/pfch/12-9985.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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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措施，使得日方政府能成功參與具競

爭性的全球軍火市場，具體實現「軍事」

與「經濟」共同發展的戰略目標(如表一)

。17因此，日本為強調具有威懾力及嚇阻

敵人潛在的攻擊企圖，決心發展可用於陸

地或海上發射的飛彈，才能在視距外打擊

敵方艦船及1,000公里外的目標，從而強

化反擊能力的必要性。18

三、印太國家戰略核心及軍事行動的

重要集結地

(一)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與我國距

離很近，而位於西南方沖繩縣的與那國島

更與臺灣「近在咫尺」，面對當前複雜的

東北亞區域情勢，以及「中」、俄、朝長

期對西太平洋的軍事威脅，使得日本在戰

後成為美國及印太區域國家探討「安全與

穩定」議題時，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另

外，美國為強化「第一及第二島鏈」國家

對中共進行戰略圍堵的實質效益、維護印

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現狀不受改變的前題

，近期除派遣高層官員密集出訪日、韓、

菲、澳、紐等亞洲地區盟國之外，更帶領

日本多次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註17：Xiao Liang and Dr Nan Tian,“The proposed hike in Japan＇s military expenditure＂ 2 February 2023 , https://www.sipri.org/
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2023/proposed-hike-japans-military-expenditure, 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註18：王嘉源，〈日本2023年版《防衛白皮書》 強調「反擊能力」必要性〉，中時新聞網，2023年7月28日，https://www.
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728004171-260408?chdtv，檢索日期：2024年10月6日。

表一：2024年日本強化國防戰力一覽表

主 要 規 劃 內      容 備      考

加強國土防禦
與視距外情蒐
及截擊能力

◎研發或採購「12式」地對艦飛彈
◎研發超高速滑翔彈
◎高超音速飛彈開發及提高生產
◎高效益指揮控制系統的研發

從根本上加強防禦能力，應對試圖入侵的敵方
空中飛彈、飛機、船艦和登陸部隊等威脅。

整合空中與飛
彈防禦能力

◎加強攔截能量建置(神盾系統、滑翔階段
攔截器)

◎強化感測器和網路建置(預警/控制能力)

對日益多樣和複雜的空中威脅提高辦識和追踪
能力，運用飛彈防禦系統進行有效攔截。

無人載具能力
建置

◎加強情報、監視、偵察和目標瞄準(ISRT)
功能

◎採購具有運輸功能的無人載具

在空中、陸上、水上和水下形成不對稱作戰的
優勢，達成偵察與打擊一體的作戰能力。

跨區作戰能力
建置

太空、網路、電磁頻譜及地面/海上/空中等
領域

從根本上強化太空、網路以及電磁頻譜等跨區
作戰能力，確保不對稱作戰優勢。

指揮與控制/
情報相關功能

強化指揮/控制功能與資訊蒐集與分析系統
及對資訊戰的掌握，特別是認知作戰。

從根本上強化情蒐作為，透過不斷更新的資訊
蒐集，才能快速與精準的傳送命令與情資。

機動部署能力
及民事保護

◎加強運輸能力
◎籌購運輸裝備
◎民間海上運輸裝備的使用

基於日本的地理特性，強化快速部署能力，需
透過籌購各種運輸裝備來強化運輸能量。

提高國防設施
永續性和韌性

◎迅速採購所需彈藥種類、數量
◎國防裝備的維持與維護
◎提高國防設施的韌性

依照戰略規劃及所需，確保彈藥和物資的安全
，提高防禦與作戰設施的韌性及防護。

資料來源：參考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Progress and Budget in Fundamental Reinforcement of Defense Capabilities Over-
view of the FY2024 Budget, ＂December, 2023, pp.11-29，由作者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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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O，以下稱北約)高峰會議，擴大多方

合作層面，及討論在東京設立「北約」聯

絡辦事處的構想。19 

(二)事實上，「俄烏戰爭」開戰至今

，中共無論是在「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UNSC)」譴責

俄羅斯的決議表決中，投下棄權票，或暗

中給予俄國源源不絕的經濟及軍事方面援

助等行徑，20都讓遠在歐洲大陸的「北約

」國家直接將眼光與觸角投射及延伸至印

太地區，並企圖打造制衡中共、俄國的軍

事同盟力量-「亞太版北約」。正由於印

太區域幅員廣闊、國家多，且明顯欠缺如

「NATO」的集體防衛多邊安全機制，亦是

中共及朝鮮得以肆無忌憚的在區域進行各

種挑釁及威懾行動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日本也是美國在亞洲具有合作條

約的五個盟友(包括澳洲、菲律賓、韓國

和泰國)中，軍事互動與交流最為頻繁的

國家，亦是「第一島鏈」防堵與對抗中共

海、空軍軍事力量向西太平洋擴張的地區

安全熱點中心。然當前大國競爭正在重塑

亞洲地緣政治秩序，加上中共是當前亞洲

國家唯一有意圖及能力改變國際秩序，並

透過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手段來實現

「強國夢」目標的國家。21另外，中共自

2016年起在一系列重大軍事組織改革的規

劃下，加上近年更陸續換裝及調整各戰區

主戰裝備，並將快速結束島嶼衝突、海域

資源(領土)爭端等列為其「東部戰區」演

訓主軸，除擴大在東、南海、臺海及西太

平洋區域的維權主張外，更對印太區域安

全與穩定，產生前所未有的嚴峻威脅。

當前日本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已成為遏

止中共崛起及防堵突破「第一島鏈」的關

鍵因素，而美、日兩國亦在《安保條約》

註19：呂嘉鴻，〈北約「東進」設立東京聯絡處 烏克蘭戰爭催生亞洲「小北約」？〉，BBC NEWS中文網，2023年6月1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5774317，檢索日期：2024年10月6日。

註20：〈中國擔憂北約擴張的原因---亞太版「北約」出現的可能與背景〉，BBC NEWS中文網，2022年5月19日，https://
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1470201，檢索日期：2024年10月7日。

註21：〈美國務卿布林肯對中政策演說，明確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遠見雜誌》，2022年5月27日，https://www.gvm.
com.tw/article/90362，檢索日期：2024年10月7日。

表二：駐日美軍主要基地一覽表

單  位 軍事基地 主  要  任  務 位  置 備  考

司  令  部
橫田

空軍基地
駐日美軍計畫、指導和監督「印太司令部」指派的任務
與執行。

東京都
兼第五航
空隊司令

陸軍指揮部 座間基地 與陸上自衛隊進行雙邊訓練、演習及雙邊計畫的發展。 神奈川縣 約2,600人

海軍指揮部
橫須賀
艦隊基地

負責在日本的「第七艦隊」提供支援，並與海上自衛隊
一起參與演習和規劃。

橫須賀市 約20,000人

第五航空
隊指揮部

橫田基地
提高美、日雙邊空中、太空和網路空間作戰能力和互通
性。

東京都 約12,000人

海軍陸戰隊
第三遠征軍

沖繩
考特尼營

為美國提供在印太區域進行危機應對、前沿部署、重大
作戰行動和戰役。

沖繩島和
本州南部

約19,000人

資料來源：參考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U.S. Forces Japan The Cornerstone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Pacific＂,https://www.usfj.mil/About-USFJ/，檢索日期：2024年10月7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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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下，深化彼此的軍事合作，逐年增

加雙邊聯合軍演的次數與規模；且美軍於

戰後駐紮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如表二及圖

二)，不僅有利於共同情報蒐集、分享，

也是地區三軍聯合情、監、偵重要資訊來

源，亦是未來「第一島鏈」國家共同執行

聯合軍事行動，及確保區域穩定不可忽視

的戰略要點。

參、深化印太軍事合作層面

日本與「第一、二島鏈」國家所進行

的雙邊或多邊軍事交流與演習，除根據《

安保條約》制定防衛合作方針、舉行雙邊

安全討論、發表聯合聲明、訓練與演習外

，亦強化與多國間聯戰能力，更在預判可

能發生衝突的海、空域進行各項實戰化操

演；藉此，磨練日本自衛隊與駐日美軍及

其他國家間在海上補給(作戰、攔截)、島

嶼防禦、兩棲登陸、反潛作戰、空中作戰

等不同合作程度的聯合作戰能力建置。其

深化作為，說明如次： 

一、美國

(一)「二戰」後，簽訂的《美日安全

保障條約》係日本在盟軍占領期結束後，

取回完整主權時所簽訂的重要條約，亦是

其收復主權後，依靠美國藉以滿足其安全

上的需求，俾利戰後日本能專注於國內經

濟的重建。隨後，又因應「冷戰」期間朝

鮮核武問題、「中」、俄國軍隊逐步強化

軍事實力與合作關係等周邊複雜局勢，讓

圖二：駐日本美軍兵力部署位置圖
資料來源：參考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Deployment of U.S. Forces in Japan＂, https://www.mofa.go.jp/region/

n-america/us/security/pdfs/arrange_ref7.pdf, 檢索日期：2024年10月8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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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深覺國家安全正處於極度危險中；因

此，日本於1954年決議成立「自衛隊」

(Japan Self-Defense Force，JSDF)，並

根據《和平憲法》規定，僅止於維持自我

防衛能力、放棄與他國運用軍事手段解決

爭端的權力。另外，美、日兩國為共同承

擔、維持和發展抵抗軍事攻擊能力的義務

，確保日本一旦遭受外力攻擊時，美國能

適時提供保衛的承諾不變，遂於1960年協

商修改《安保條約》內容。22 

(二)此舉賦予美國在日本群島建立基

地的權利，並為美軍在亞洲提供第一個永

久立足點與快速執行軍事部署及作戰的重

要依據；尤其，日本地處東亞區域最複雜

的地緣紛爭局勢之中，當「中」、俄、朝

頻向西太平洋地區製造衝突、升高區域緊

張局勢時，「美日安全同盟」必須強化彼

此密不可分的同盟和夥伴關係，才能於狀

況提升或衝突發生時，以部署於日本的陸

、海、空基地戰力為基礎，在最短時間內

投入高強度戰力，確保在區域內有效執行

空、海整體作戰的同盟優勢。因此，美、

日雙方在《安保條約》的基礎下，陸續頒

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及其他行動合

作法》(1992年)、《日美國防合作指導方

針》(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1997)，以強化同盟

作戰的協調性。23

(三)2015年，在首相安倍晉三(Abe 

Shinzo)的指導下，為制衡「中」、俄、

朝三國對東亞區域穩定與和平所產生的威

脅、擴大與印太區域國家軍事合作的範圍

與軍事技術合作層面，雙方再次修改《日

美國防合作指導方針》，持續深化兩國國

防事務合作，24並致力提高日本在太空、

網路科技能力、無人系統和人工智慧運用

於國防戰力；同時藉由舉辦雙邊安全會議

及論壇等，展示雙方同盟的力量，以及對

區域安全問題和雙邊國防合作表達深切關

注，25亦同步強化兩國間聯合軍演力度與

軍事合作體系，以及面對區域威脅的嚇阻

與應變能力。26

二、韓國

(一)日、韓兩國因「二戰」的殖民歷

史因素，使得雙方長期處於紛爭與不睦的

狀態；然因國際情勢轉變與北京、平壤當

局對地區的安全挑戰，使得渠等在美國「

印太戰略」的規劃與協調下，將「美日」

註22：Lindsay Maizland and Nathanael Cheng,“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November 4, 2021, https://www.cfr.org/back-
grounder/us-japan-security-alliance, 檢索日期：2024年10月8日。

註23：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September 23, 1997, https://www.
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guideline2.htm, 檢索日期：2024年10月9日。

註24：Ministry of Defense,“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April 27, 2015, https://www.mod.go.jp/en/j-us-
alliance/guidelines/index.html, 檢索日期：2024年10月9日。

註25：Ministry of Defense,“Meetings and Consultations＂, https://www.mod.go.jp/en/j-us-alliance/talk-exercise/meetings/index.html
，檢索日期：2024年10月9日。

註26：Ministry of Defense,“Japan-U.S. Join Exercise＂, https://www.mod.go.jp/en/joint-exercise/，檢索日期：202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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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韓」兩個分別的同盟關係，逐步擴

大成三邊安全保障合作與夥伴。272023年3

月16日韓國總統尹錫悅訪日，並與日相岸

田文雄進行兩國12年來首次領袖高峰會議

，會談中兩國領袖除同意恢復定期互訪、

達成重啟「日韓安全保障對話」共識外，

亦將中止多年的《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

formation Agreement，GSOMIA)完全正常

化，為建立兩國間「聯合威懾」的安全合

作機制而努力，俾共同應對「中」、朝等

威脅。28

(二)2023年4月17日，雙方在韓國外

交部重啟中斷5年的「安全保障對話」，

並就朝鮮導彈、核子威脅，與東北亞安全

局勢、現狀，及未來國防安全政策合作與

發展方向等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29對美

、日、韓三國而言，朝鮮在區域內公然挑

釁與違反國際秩序的諸多舉措，仍是當前

最主要威脅，而背後長期支持與援助、且

不斷加強軍備的「中」、俄兩國，亦是破

壞印太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的獨

裁政權。30 

(三)當日、韓兩國逐步融冰並增加安

全機制合作的良機出現時，美國基於戰略

威懾能力提升和堅固的聯防態勢不受威脅

的考量下，於2023年4月26日美、韓雙方

總統會面後，共同發表《華盛頓宣言》

(Washington Declaration)，明確宣稱美

方將派遣核潛艦定期停靠韓國，以保護盟

友安全。31此舉係1980年代初期美國從朝

鮮半島陸續撤出核武器40年來，再度派遣

核潛艦停靠韓國；然上述宣言仍強調，美

國不會在地區部署核武，僅針對韓方遭受

核武威脅時，增強其應對核威懾的能力。

當前，此三方同步加強面對朝鮮半島實施

核威脅時所需的聯合作戰演練，並以共享

情報方式，迅速和決定性地進行軍事力量

的合作。32

三、菲律賓

(一)菲律賓當前正面臨南海主權爭議

、海上經濟利益與公海海域「航行自由」

註27：李明峻，〈韓日關係和緩後的東北亞情勢〉，《遠景論壇》(臺北市)，第30期，遠景基金會，2023年04月17日，

https://www.pf.org.tw/tw/pfch/12-10038.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0日。

註28：松仁，〈日韓峰會在東京舉行，兩國關係翻開新篇章〉，美國之音，2023年3月17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
japan-and-south-korea-open-new-chapter-in-ties-during-rare-summit-031623/7008251.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0日。

註29：〈韓日2+2司局級外交安全對話時隔五年重啟〉，韓聯社，2023年 4月 17日，https://cb.yna.co.kr/gate/big5/m-cn.yna.
co.kr/view/ACK20230417003000881?section=politics/index，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0日。

註30：呂學仁，〈【國際瞭望】日韓重啟安保對話 抗「中」遏平壤〉，《青年日報》，2023年6月1日，https://www.ydn.com.
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590157&type=foru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0日。

註31：〈尹錫悅訪美：美韓達成重要核武協議〉，BBC NEWS中文網，2023年4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
world-65291817，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1日。

註32：羅保熙，〈四十載首次在韓部署核潛艇　美國的「亞太北約」困難重重？〉，香港國際，2023年4月28日，https://
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892371/%E5%9B%9B%E5%8D%81%E8%B
C%89%E9%A6%96%E6%AC%A1%E5%9C%A8%E9%9F%93%E9%83%A8%E7%BD%B2%E6%A0%B8%E6%BD%-
9B%E8%89%87-%E7%BE%8E%E5%9C%8B%E7%9A%84-%E4%BA%9E%E5%A4%AA%E5%8C%97%E7%B4%84-
%E5%9B%B0%E9%9B%A3%E9%87%8D%E9%87%8D，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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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家安全議題，強化與周邊國家及西方

盟友「美國」的軍事力量合作，才能在日

益緊張、複雜的東亞局勢中，擁有與中共

軍事對峙及處理兩國海上衝突的籌碼。33

菲律賓自1956年與日方恢復建交以來，兩

國間關係逐漸邁入正常化，日本亦是其重

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另依2022年日方擬定

的《安保戰略》，對菲國提供國防裝備與

軍事援助。根據「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

支援(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運用方針，日方預計提供給菲國軍

方擁有警戒監控用的雷達、天線、小型巡

邏艇和港口等基礎設施改善，強化菲律賓

安全保障及維持周邊海域秩序的能力。34

(二)2022年12月6日，日本航空自衛

隊(JASDF)2架「F-15」戰機，及空中加油

機、運輸機各1架抵達菲國北部的克拉克

空軍基地，這是「二戰」後日本軍機首度

登上菲國領土，代表兩國強化合作關係及

深化防務合作，並積極為區域的和平安全

做出貢獻。352023年2月小馬可仕總統

(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與日

相岸田文雄舉行會談，並就災害救援、人

道支持等議題進行密切交流，同時允許兩

國軍隊進行訪問及聯合訓練深化安全保障

內容；日方亦承諾提供6,000億日元(約新

臺幣1,379億)的發展援助和投資，俾從經

濟發展與安全層面，協助菲國建立足以捍

衛國家安全的武裝力量。36

(三)2023年6月16日，美、日、菲三

國的國家安全顧問更舉行首次三方防務合

作會議，並就朝鮮、中共和「俄烏戰爭」

等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及動蕩的安全環

境等進行廣泛討論。會後的聯合聲明中再

次強調，在「美日」及「美菲」的聯盟基

礎上，新的三邊框架合作夥伴關係將有利

於維護印太地區，特別是臺灣海峽的和平

與穩定，並確認未來將定期就東海及南海

的安全戰略召開會議，並在南海舉行聯合

演訓。37

四、澳洲

(一)日本《國防戰略》公開闡明與澳

註33：小山，〈日本天皇到訪之際菲律賓二戰慰安婦示威索賠〉，法廣，2016年1月27日，https://www.rfi.fr/tw/%E6%94% 
BF%E6%B2%BB/20160127-%E6%97%A5%E6%9C%AC%E5%A4%A9%E7%9A%87%E5%88%B0%E8%A8%AA%E4%B
9%8B%E9%9A%9B%E8%8F%B2%E5%BE%8B%E8%B3%93%E4%BA%8C%E6%88%B0%E6%85%B0%E5%AE%89%E
5%A9%A6%E7%A4%BA%E5%A8%81%E7%B4%A2%E8%B3%A0，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1日。

註34：馮昭，〈日本新版安保抗中俄 首波擬軍援菲律賓等理念相同國家〉，中央通訊社，2023年4月3日，https://www.cna.
com.tw/news/aopl/202304030231.aspx，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2日。

註35：Richard Javad Heydarian,“Japanese warplanes in Philippines for first time since WW2＂, DECEMBER 8, 2022, https://asi-
atimes.com/2022/12/japanese-warplanes-in-philippines-for-first-time-since-ww2/，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2日。

註36：Tim Kelly, Sakura Murakami and Yukiko Toyoda,“Japan hopes to shore up Philippines＇defense amid Taiwan conflict fears＂, 
June 16,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japan-hopes-shore-up-philippines-defence-amid-taiwan-conflict-
fears-2023-06-16/，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2日。

註37：MARI YAMAGUCHI,“US, Japan, Philippines agree to strengthen security ties amid tensions over China, North Korea＂,June 
16,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japan-us-philippines-korea-security-talks-b4cdf9162563c60d89caa87bceb5ec26；向凌

，〈美日菲安保合作劍指中國 專家：聯合嚇阻比親善北京更有效〉，VOA美國之音，2023年6月18日，https://www.
voacantonese.com/a/japan-philippines-and-south-korea-on-board-amid-china-threat-20230617/7141581.html，檢索日期：

202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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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在印太地區屬於至關重要的「特殊戰略

夥伴關係」(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

ship)，38並強調在新版《日澳安全合作聯

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

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的指導

下，澳方將成為僅次於「美日同盟」的密

切合作夥伴。39新版宣言係2022年10月22

日由岸田首相與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

thony Albanese)於伯斯(Perth)簽署；另

有關兩國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宣言，係以

2022年1月簽定的「相互准入協定」(Re-

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RAA)為基礎

，讓雙方軍隊在軍事和人道主義行動方面

增強互通性連結和交流，並提高雙邊安全

和國防合作的實效性，並成為兩國未來10

年的安全保障合作方針。

(二)在兩份文件的指導下，日、澳政

府允許雙方軍隊出現在彼此的領土，並進

行各項軍事訓練和聯合作戰演習，俾對中

共頻頻在東、南海以霸權主義及軍事武力

試圖改變現狀的行為，具體展現雙方防衛

合作的決心。402022年12月9日，兩國外長

與防長在日本東京舉行「2+2」會談，會

後聯合聲明表示，必須增加雙方聯合訓練

及擴大美、日、澳三邊防衛合作的訓練機

制；在兩國所簽定的「RAA」生效後，繼

續深化安全與防務合作、強化兩國(自衛

隊與國防軍)之軍事行動合作範圍，包括

雙方「F-35型」戰機進行機動部署、訓練

與演習，海上自衛隊和澳洲皇家海軍將進

行潛艦搜救、遠程導引武器實彈演習及空

中和飛彈防禦及水下作戰訓練等，以建立

聯戰基礎模式。41

(三)2023年7月13日，陸上自衛隊首

次在澳洲湯斯維爾(Townsville)廣闊的訓

練場地進行實戰化演習，並提升火砲射擊

精準度與聯合火力打擊能力。畢竟日本因

《憲法》約束，自「二戰」結束後一直缺

乏實戰經驗，希冀在與澳洲及美國軍隊的

交流中，獲取寶貴作戰經驗；此外，更計

畫派遣3,000名士兵到澳洲接受訓練與學

習。42此外，為展現日、澳共同維護印太

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堅定承諾，日本航空自

衛隊於2023年8月21日至9月2日首次派遣4

架「F-35A」匿踪戰機飛往海外，加上1架

KC-767空中加油機、1架C-130運輸機、2

註38：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December 16, 2022, p.21。 
註39：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 and Trade,“Australia-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October 22 2022, https://www.dfat.gov.au/countries/japan/australia-japan-joint-declaration-security-cooperation，檢索日期：

2024年10月13日。

註40：戴雅真譯，〈日澳協力抗中 時隔15年簽新安保合作共同宣言〉，中央通訊社，2022年10月22日，https://www.cna.com.
tw/news/aopl/202210220222.aspx，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3日。

註41：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Tenth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December 09 2022,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penny-wong/media-release/tenth-japan-australia-22-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i-
al-consultations，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4日。

註42：宗敏青，〈日本陸上自衛隊登陸澳洲參加實戰演習〉，大紀元，2023年7月13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7/ 
13/n14033363.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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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C-2運輸機飛往澳洲達爾文(Darwin)、

丁達爾(Tindal)等2座空軍基地，並與澳

軍舉行聯合軍演，提升兩國聯合訓練與演

習的頻率及複雜程度。43

肆、對「中」進行的圍堵戰略

為因應中共因經濟實力崛起後所帶動

的一連串軍事、外交等擴張行動，在美國

的規劃與帶領下，從擴大與「第一島鏈」

國家增加軍事基地部署為起點，逐步提升

與印太地區盟友間進行雙邊和多邊高質量

的軍事演習，共同組建制衡中共的軍事同

盟力量，嚇阻其向周邊鄰國進行高頻率的

挑戰與威脅，並圍堵其勢力繼續向西太平

洋區域擴張。有關對「中」的圍堵作為

，分述如后：

一、具體落實「第一島鏈」封鎖能力

(一)日本位居「第一島鏈」北端，為

美國「印太戰略」規劃下最重要的夥伴之

一，美、日為因應西太平洋局勢的快速變

化與軍事威脅，在《安保條約》的基礎上

，陸續強化雙邊及多國間軍事同盟合作與

聯合作戰力量展現。依「全球火力(Glob-

al Firepower，GFP)」軍事網站對現代軍

事強國作戰能力數據排名，日本排名第7

與中共排名第3，雙方無論在政治、經濟

、軍事力量等，均明顯相距甚遠。44面對

共軍東部及南部戰區頻頻在東、南海的維

權行動，加上臺海在兩岸隨時可能爆發軍

事衝突的危機景況下，日本自衛隊刻正強

化本土九州和臺灣本島之間的西南群島防

禦工作(如圖三)，為聯合抵禦共軍可能採

取的武裝攻擊做足準備，亦是美國在「第

一島鏈」上封鎖中共的關鍵力量。

(二)自衛隊亦計畫在琉球(沖繩)與九

州(大分)兩據點，部署電子戰與偵察部隊

、反艦導彈團、擴充兩棲與岸艦打擊力量

，及打造海空避難所等，以實現由「防禦

之盾」向「進攻之矛」的角色根本性轉變

。45尤其，新成立的「第7地對艦飛彈團

(7th Surface-to-Ship Missile Regi-

ment)」是首次在沖繩本島部署「12式」

陸基攻船飛彈部隊，以阻止可能從海上入

侵偏遠島嶼並消滅入侵部隊；同時負責指

揮與監督駐紮在沖繩宮古、石垣島及奄美

大島的其他飛彈部隊。46另為使日本政府

更能彈性、機動與適時的從沖繩本島快速

部署到各離島，防衛省計畫於2026年將目

前駐守在西南群島的陸上自衛隊第15旅團

升格為師團，人員部署由2,500人增為

註43：賴名倫，〈日澳「RAA」生效?空自F-35A赴澳演訓〉，《青年日報》，2023年8月17日，https://www.ydn.com.tw/news/
newsInsidePage?chapterID=1608249，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5日。

註44：謝志淵、羅孝全，〈近期「美日菲」峰會與東、南海及臺海爭議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巿)，第58卷，第

5期，2024年10月1日，頁31。
註45：王大寧，〈日本強化西南方向力量布勢〉，人民網，2024年4月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24/0401/

c1011-40207513.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5日。

註46：Kapil Kajal,“Japan deploys anti-ship missile unit in Okinawa,＂April 01 2024 ,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
detail/japan-deploys-anti-ship-missile-unit-in-okinawa，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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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人，並與美軍陸戰隊「第3遠征軍」

(Ⅲ Marine Expeditionary Force，Ⅲ 

MEF)進行更廣泛的交流與合作。47

(三)此外，防衛省在與那國島、沖繩

那霸和知念等3處基地，構築具蒐集、分

析、監聽、干擾能力的「西南電子島弧」

-「第301電子戰中隊」，以精準掌握與監

視「第一島鏈」的機艦動態。該部隊是日

本第二支電子戰部隊，同時賦予其執行電

子戰支援與攻擊兩項作戰任務。對日本自

衛隊而言，電子戰能力將是地區遂行多領

域聯合防衛力量中不可輕視與低估的作戰

力量，透過軍用衛星、微波通信和雷達工

作頻段蒐集；不僅可以分析對手的電波頻

率，還可以干擾敵軍電磁波，同步支援盟

軍免受電子戰影響，為日方及友軍部隊獲

取戰場優勢。48

二、扼守宮谷海峽戰略通道

(一)2008年11月，日本首次發現4艘

共艦高調穿越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海域

；2016年12月，中共航艦「遼寧號」編隊

6艘，及2018年1月，宮古島附近海域發現

中共潛艦等諸多行為，都讓日方深感憂慮

及危機。由於中共機、艦穿越宮古海峽海

註47：〈預防「臺灣有事」 日本沖繩部隊將升格為師團〉，中央廣播電台，2023年10月25日，https://www.rti.org.tw/news/
view/id/2184588，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6日。

註48：張岩，〈日本成立「第301電子戰中隊」構築「南西電子島弧」〉，《中國國防報》，2021年3月24日，http://military.
people.com.cn/BIG5/n1/2021/0324/c1011-32059259.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6日。

圖三：日本九州至西南群島之間防禦部署圖
資料來源：參考《防衛白皮書2020年》(東京：日本防衛省，2020年)，頁282，由作者彙整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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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域，常態往返太平洋進行各項訓練與

軍事演習，且在兩國爭議釣魚臺附近，從

事頻率高於以往的海空活動，都已對日本

國家安全及印太區域穩定，造成不容忽視

的威脅；尤其中共「軍改」後，「東部戰

區」的軍事力量持續在「第一島鏈」以西

進行各種挑釁活動，意欲突破島鏈封鎖並

向西太平洋「第二島鏈」進行軍事演習的

戰略企圖，已完全展露。

(二)中共藉由高頻率的軍事活動，如

增加海、空兵力在釣魚臺周邊演訓，以及

軍機、軍艦編隊多次穿越宮古海峽等，不

僅威脅沖繩本土安全，亦包括建構拒止外

軍介入臺海戰事所需的遠程兵火力投射能

力，以達「一體化聯合作戰」要求為重點

，並將反制美軍介入臺海軍事衝突的「區

域拒止/反介入」能量建置視為最終目標

。49因此，日本自衛隊除如上述在西南諸

島一線增加、強化、部署與配置封鎖共軍

擴張行動所需的兵力、火力、裝備，以彌

補其在「西南地域」防衛作戰的缺口外，

更以宮古海峽為核心，進行一系列美日同

盟軍事演習。2022年迄今，美、日聯合軍

事演習次數急遽攀升，主要原因係受「俄

烏戰爭」、「以哈衝突」等國際紛爭懸而

未決等影響，加上中共在臺灣周圍軍事演

習期間，其彈道導彈首次落入日本專屬經

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EEZ)，

及朝鮮不定期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等諸多威

脅，凸顯日本安全環境已出現風險與威脅

，亦迫使美、日方的關注焦點再次回到能

對共軍形成北端封鎖與控制的宮古海峽海

域、空域，及確保美日同盟能有效合作、

聯戰能力可確實發揮。50

(三)此外，可以形成「以岸制海」，

削弱並打擊敵軍攻擊力量與進攻節奏的美

軍「第12陸戰隊濱海作戰團」(12 Marine 

Littoral Regiment, MLR)已駐防日本沖繩

，並部署在沖繩周邊外離島，以因應區域

局勢變化，快速投射軍力。將擁有長程攻

船飛彈和防空能力的「陸戰隊濱海作戰團

」，以前推及分散配置的方式分配到日本

各離島的舉措，對欲穿越宮古海峽海域的

共軍機、艦，勢必造成嚇阻與極大壓力，

亦同步確保「美日同盟」能精確掌控制空

及制海權。51

三、升級軍事交流層面實現軍事情報

與技術合作

(一)為能多面向威懾北京當局，日本

除與「第一島鏈」國家及美、英、澳等戰

略夥伴國進行雙邊和多邊聯合演訓，同時

也擴大合作層面，透過國防產業發展技術

註49：歌籃，〈日本欲部署沖繩地對艦導彈部隊戒備中國〉，美國之音粵語網，2018年3月2日，https://www.voacantonese.
com/a/cantonese-gl-japan-ssm-okinawa-island-20810301-ry/4275977.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7日。

註50：陳昱婷譯，〈臺海局勢升溫 美日今年聯合演習數增加50%〉，中央通訊社，2022年8月13日，https://www.cna.com.tw/
news/aopl/202208130198.aspx，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7日。

註51：王光磊，〈美「第12陸戰隊濱海團」成軍 駐防沖繩 捍衛印太安全〉，《青年日報》，2023年11月16日，https://www.
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629955&type=vision，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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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與印太國家擴大軍事合作析論對中共之圍堵戰略

，同步升級軍事上的交流深度與廣度。日

本在美國的帶領與協助下，將會優先考慮

納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

KUS)第二支柱相關計畫中，並針對人工智

慧(AI)、網路戰、電子戰和極音速武器等

高科技領域廣泛進行討論與合作，讓日本

成為澳、英、美三方在印太地區安全合作

最密切的國家之一。52

(二)當前共軍已將「人工智慧」及「

軍民融合」等新概念與能力，運用於國防

，並列入「新軍事革新」(New Military 

Revolution)優先考慮項目，同時也視為

軍武實力快速成長的「重大戰略機遇期」

(Major Strategic Opportunity)。中共軍

事高層更大膽預言，未來戰爭衝突形式和

性質將發生重大轉變，除將AI融入兵棋推

演及軍事演習項目中，更探索、發掘、提

升人機協調與整合的「智慧化科技」，不

僅增強其戰鬥和威懾能力，更導致周邊國

家的軍事壓力正「與日俱增」。53

(三)加強國際情報合作，深化國際間

情報資訊交流成果，同樣是日本面對中共

軍力威脅時所應必具且不可忽視，亦為左

右戰場勝敗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由美、英

、加、澳和紐西蘭這五個國家於「二戰」

期間成立的「五眼聯盟」(Five Eyes Al-

liance)，係具備監視及獲取敵國人員情

報、信號、地理、軍事情報及安全等監控

全球範圍的多種管道國際情報能力組織，

同樣是日方企盼加入的軍事、秘密情報共

享聯盟。54

當前，藉由建立多面向情報合作平台

與情報資訊交流管道，讓「第一島鏈」國

家在最短時間內掌握與分析出中共、朝鮮

及俄羅斯武裝力量動態，不僅有助預判敵

有能力及企圖時之各種可能行動，同時可

建立系統化的敵軍威脅模式評估；此一工

作也正是當前民主同盟國際情報合作之精

隨所在，55我國政府確實應縝密評估當前

能扮演的角色，並做足準備。

伍、結語

「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日本正嚴肅面對「中」、俄、朝三方對區

域與國家安全造成之嚴重挑戰，除調整及

改變既有國家與國防戰略外，亦積極與周

邊同盟國家強化軍事合作協議及聯合軍演

活動，以嚇阻敵對國家武裝力量入侵，同

步提升自我防衛實力與能量建置。再者，

日本在美國的協助與帶領下，分別與印太

註52：陳彥鈞，〈AUKUS啟動商議擴大第二支柱 考慮優先納日本〉，中央通訊社，2024年4月9日，https://www.cna.com.tw/
news/aopl/202404090006.aspx，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7日。

註53：王鵬程，〈中共人工智慧運用於國防戰力對我防衛作戰影響之研究〉，《憲兵半年刊》(新北市)，第94期，2022年6
月，頁11-12。

註54：〈日本著意加入「五眼聯盟」現實考量與中國因素〉，BBC NEWS 中文網，2020年8月18日，https://www.bbc.com/
zhongwen/trad/world-53806079，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8日。

註55：王鵬程，〈現代戰爭中情報作為之研究-以2022年俄烏戰爭為例〉，《憲兵半年刊》(新北市)，第97期，2023年12月，

頁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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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國家進行多層次、多面向聯合軍事演

習，確保「第一、二島鏈」國家能共同圍

堵中共繼續向東擴張。

對我國而言，同樣面對中共「與日俱

增」的軍事壓力，近期更多次蓄意以戰機

及航艦編隊，飛越海峽中線、或繞行臺灣

東部海域等種種軍事恫嚇，更常態化操作

「灰色地帶」衝突等侵擾活動；國軍為確

保國家安全不受威脅，不僅應有快速、完

整的區域情勢分析能力與犯臺行動預測，

才能降低被敵方誤導與影響的不確定狀況

發生。因此，國軍須秉持「料敵從寬、禦

敵從嚴」的審慎態度，持續掌握與研判中

共軍事能力現況與發展，並汲取「俄烏戰

爭」經驗，適切運用「避實擊虛」、「以

弱擊強」等「不對稱作戰」手段；俾能重

層嚇阻打擊敵方關鍵弱點、打亂其作戰節

奏、癱瘓其能力，才能重創敵軍，落實防

衛作戰目標，達成衛國保家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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