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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兩國「海上聯合
-2024」軍演戰略意涵分析
Analysis of Sino-Russia“Joint Sea-2024”Exercise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海軍中校　陳彥名

提　　要：

一、「海上聯合」為「中」、俄兩國自2012年以來每年例行之軍演，本

次選擇在南海舉行，最大的特點為進行海上聯合巡航及救難操演科

目，雙方藉由演習的機會，對彼此的指揮架構進行磨合，這對兩軍

而言，均在為協同軍事行動下的演訓項目進行準備。

二、俄國參與演習不僅是聲援中共在南海的立場，也回應菲律賓近期和

美國的聯合軍演，更是對南海主權糾紛的表態，並運用人道救援與

保護交通線的名義，達成戰場經營的目的；兩國也藉由海上巡航進

行軍事威懾，讓美國的「亞太再平衡」策略，同時必須面對「中」

、俄兩國的挑戰。

三、鑑於俄方於烏克蘭戰場上的消耗甚劇，故急需中共在經濟以及貿易

上的支持；但演習結束後，俄國隨即對印尼與馬來西亞展開軍事外

交，並支持這兩國加入「金磚」國家組織，試圖擴大其在南海周邊

的影響力，也隱含有抵消中共在南亞地區主導地位之意。南海主權

與我國密切相關，有必要關注後續發展並強化我國立場，才能避免

在此議題上被「邊緣化」。
關鍵詞：海上聯合-2024，「中」、俄關係、軍演

Abstract
1.“Joint Sea”has been an annual routine military exercis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since 2012. This time, it was hel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
gion, with the main features being joint maritime patrols and maritime 
rescue drill subjects. Both sides used this exercise opportunity to coor-
dinate their command structures, which was essential for joint military 
oper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ussia.

2.Russia’s participation in this exercise shows support for China’s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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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俄兩國「海上聯合」系列軍

事演習始於2012年，首場演習在中國大陸

黃海海域舉行，其促成的背景主要係在兩

國邊界爭議落幕之後，雙方便企圖聯合扮

演東亞地區的領導者角色。1除2018年因政

治因素與2020年因受「新冠肺炎(COV-

ID-19)」疫情影響未舉辦外，其餘均有舉

行；但隨著東亞情勢的嚴峻，以及「俄烏

戰爭」西方各國對於俄國的制裁，使得「

中」、俄兩國更加脣齒相依，兩國的合作

也從最初聚焦於能源、反恐等經濟與安全

領域，逐步擴展至政治、軍事和科技領域

的廣泛合作。統計資料顯示，2023年「中

」、俄兩國間貿易較2022年成長百分之

二十六以上，22024年再增長百分之四；3

而兩國的「海上聯合」行動也逐年擴大，

除了海上演訓外再加上聯合巡航，另外還

舉行「北方聯合」演習，在在顯示雙方軍

事合作的緊密程度。

2024年「俄烏戰爭」尚未止戰，美國

也持續加強南海「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更由於菲律賓向美方尋

求在島礁主權議題協助的背景下，中「

俄」兩國改在南海地區執行「海上聯合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responding to the Philippines’ recent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disputes. Under the pretext of humanitarian aid and protecting transporta-
tion lines, they achieved their training and battlefield management objectives 
while conducting military deterrence through Sino-Russian joint maritime 
patrols.

3.An analysis of Russia’s support for China’s st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veals that Russia, having suffered significant losses on the Ukrainian bat-
tlefield, urgently needs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support. However, fol-
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the Russian Navy engaged 
in military diplomacy with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nd supported their inclu-
sion in the BRICS group, attempting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move may offset China’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South 
Asian region.

Keywords: Joint Sea 2024、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military ex-
ercises

註1：劉秋苓，〈從「中」、俄「海上聯合2015(I)」海軍操演論中國大陸軍事外交之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

市)，第50卷，第5期，2016年10月1日，頁60。
註2：陳秀全，〈2023年中俄貿易額創新〉，經濟部國際貿易署，2024年1月22日，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

aspx?nodeID= 45&pid=777173，檢索日期：2025年4月2日。

註3：張雅涵，〈西方嚴厲制裁下 中俄貿易總額2024創下新高〉，央廣新聞，2025年1月13日，https://topic.rti.org.tw/ukraine/
archives/22388，檢索日期：202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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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與「聯合巡航」操演，可以看出

兩國有越來越強的共同利益與戰略互信，

以及共同主導東亞地區區域安全事務的決

心。2024年演習時間也與美國兩年一次的

「環太平洋演習」(RIMPAC)時間強碰，似

乎更強烈暗示「中」、俄雙方不願意遵守

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故刻意在演習時間

上互別苗頭。此外，演習期間中共「山東

號」(CV-17)航艦編隊更選在菲律賓與西

太平洋海域進行操演，有力抗美國在西太

平洋的軍事實力之感；與此同時，我國與

日本周邊空域的共機動態也有升高的現象

，顯示中共與俄國的軍演不是只有單純的

「點」，而是涵蓋整個「第一島鏈」的「

面」的範圍。

本文藉由分析「中」、俄兩國「海上

聯合-2024」參演兵力、演習方式與地點

，並探討兩國軍演對於東亞地區的影響。

由於「海上聯合-2024」明白凸顯兩國強

化合作的態度，且俄國海軍在結束「海上

聯合-2024」後，對印尼與馬來西亞展開

軍事外交，並支持兩國加入「金磚國家」

(BRICS)組織4，象徵與這些國家的經濟層

面合作已擴展到軍事層面。由於俄「中」

均試圖擴大其在南海周邊的影響力，此舉

迫使美國將加強在「第一島鏈」的防務；

我方應明確注意後續發展，才能避免在局

勢升高的狀況下被邊緣化，間接影響我國

家與經濟安全。

貳、「中」、俄兩國「海上聯合

-2024」演習內容

此次演習兵力主要由中共「南部戰區

」海軍的飛彈驅逐艦「南寧號」、飛彈

護衛艦「咸寧號」及「大理號」、綜合

補給艦「微山湖號」以及艦儎直升機、陸

戰隊員等兵力參與；俄方參演艦艇包括「

20380守護級」輕型護衛艦「響亮號」和

「凜冽號」，以及油料補給船「伊爾庫特

號」共同舉行。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南寧

號」與「咸寧號」都是首次參加「中」、

俄聯合軍演；而俄國則是派出新造之護衛

艦參與，雙方並在南海進行實彈射擊科目

。有關詳細演習內容，分述如後：

一、「海上聯合-2024」參演兵力

(一)「中」方海軍(如表一)

1.南寧艦(南海艦隊)：

(1)北約代號「旅洋Ⅲ型」，滿載排

水將近7,000噸，續航力4,000浬/18節，

2019年2月23日下水，2021年4月12日正式

服役。5此艦乃是加長版的第四艘(也有人

稱052DL)，該艦排水量較基礎型增加500

註4：「金磚國家」(BRICS)為一個由新興市場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其創始會員國為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
dia)及中國(China)；2010年12月23日南非(South Africa)正式加入後稱金磚五國。

註5：于雅倩，〈南部戰區海軍接同胞回家的軍艦簡介來了〉，中國軍網南部戰區微信公眾號，2023年4月27日，http://
www.81.cn/hj_208557/jdt_208558/16220475.html，檢索日期：2025年4月2日。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一日　79

「中」、俄兩國「海上聯合-2024」軍演戰略意涵分析

噸，其最大的改進之處就在於艦艉直升機

甲板拉長約4公尺，可搭儎「直-20」反潛

機，並更新可捕捉隱形戰機的「JY27A」

型雷達，偵蒐裝備有「H/LJG-346A」型相

位陣列雷達，可偵測達350-400公里之空

中目標。

(2)新型垂發系統改成方形發射單元

，32單元垂發系統採取「冷-熱共架」發

射，在遂行不同作戰任務時更能靈活運用

。「海紅旗-9B」飛彈最大射程200公里，6

採用冷發射方式(指飛彈經由高壓空氣推

送，在空中點火，可防止飛彈發射失敗落

回甲板的危險)。7對水面或攻陸型之「鷹

擊18導彈」，射程最大達540公里。該艦

2023年曾應巴基斯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邀請，參加「和平-23」多國海上聯合軍

事演習，以及阿布達比「國際海事防務展

」，及伊朗「安全紐帶-2023」(Security 

註6：〈合肥號飛彈驅逐艦〉，維基百科，2018年6月18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8%82%A5%E5%8F%
B7%E5%AF%BC%E5%BC%B9%E9%A9%B1%E9%80%90%E8%88%B0，檢索日期：2025年4月2日。

註7：Fabrice Wolf,Aster 30,“HHQ-9, SM-2 MR..: Modern long-range naval surface-to-air missiles＂,meta-defense,12 June 
2023,https://meta-defense.fr/en/2023/06/12/aster-30-hhq-9-sm-2mr-les-missiles-surface-air-a-longue-portee-modernes/，檢索日

期：2025年3月12日。

表一：「中」方參加「海上聯合-2024」軍演兵力概況表

艦    型 諸  元  概  述

南寧艦為「052D型」飛彈驅逐艦加長版，艦艉直升機甲板拉長，特色是可
搭儎「直-20」，具有新型型雷達，垂直發射系統32單元，擁有更高的攜
彈量，能裝儎「海紅旗-9B」、「鷹擊18」等多型導彈。

◎咸寧艦屬「054A型」護衛艦(上圖)，2018年8月28日服役，標準排水量
3,900噸、滿載排水量4,500噸，配裝海紅旗-16防空導彈與深水炸彈火
箭發射器等反潛武器。

◎大里艦(下圖)同屬「054A型」護衛艦，2023年11月服役，艦體做了加
長，配備基本的反潛與反艦武器，但能進駐更大的直升機進行救援、反
恐、反潛等任務。

微山湖艦屬「903型」補給艦，舷號887，艦長171公尺，船員130名，2004
年4月服役，最高航速20節，可攜帶燃油10,500噸，水250噸，彈藥等680
噸(數據確認？)。

資料來源：參考陳羽、鄧志慧，〈中國海軍南寧艦、微山湖艦緊急撤離我在蘇丹人員〉，人民網，2023年4月27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3/0427/c1011-32675115.html；趙羽祺，〈海軍南寧艦完成「安全紐帶—2023
」演習任務〉，央視新聞，2023年3月21日，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toc_
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wechat&item_id=14087579411733065191&track_id=25C90F6C-3D58-45AF-
BB61-81C7DB5468EF_701142013461；〈咸寧艦首次參加「中」、俄海上聯演〉，騰訊網，2024年7月26日
，https://news.qq.com/rain/a/20240726A09MAJ00，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由作者綜整製表。



80　海軍學術雙月刊第五十九卷第三期

海 研權 究

Bond-2023)與亞丁灣護航、長航訓練等任

務。8

2.咸寧艦與大里艦(屬南海艦隊)：

咸寧艦艦長134公尺、艦寬16公尺、

最高航速27節、續航力3,800浬(18節巡航

速度)，而大里艦則在艦體做了加長(約8

公尺)。防空武器方面，擁有32單元垂直

發射系統，配裝「海紅旗-16」防空導彈9

，每艦配備有4座照明雷達，可以同時對

付4個目標；10反艦武器則是2座四聯裝發

射器的「鷹擊-83」導彈；反潛作戰方面

，配備2具「3200型」六管深水炸彈火箭

發射器、2具三聯裝反潛魚雷發射器，可

發射「魚七」魚雷，配裝拖曳式陣列聲納

，最佳狀態下可探測距離43浬左右之潛艦

，及同時跟踪5個以上目標，11另可艦儎「

直-9C」或「卡-28」直升機。

3.微山湖艦(屬南海艦隊)：

於2003年7月1日黃埔造船廠下水，排

水量23,000噸，兩台柴油發動機雙軸驅動

，可同時為兩艘以上艦船補給，主要用於

遠洋補給。續航力10,000浬/14節；曾參

加數次亞丁灣護航、「中」、俄聯合軍演

以及遠海長航等訓練任務。12

(二)俄國海軍(如表二)

1.「20380型」「勇敢」與「凜冽」

號護衛艦：

(1)此型護衛艦亦稱「守護」級，是

俄國海軍2008年服役的新一代多用途匿踪

型護衛艦。該艦的上層建築由聖彼得堡「

斯列德涅-涅夫斯基」造船廠建造，使用

的是由玻璃纖維及碳纖維組成的防火複合

材料，比起鋁合金材料熱導率大幅降低，

具備高強度，低雷達波反射，低紅外，低

磁性，抗腐蝕等優勢。

(2)武器方面則配置「3K96(堡壘

Redut)」防空導彈垂發系統，是俄國基於

「S-400」陸基防空系統所衍生出的海基

艦對空飛彈系統)，射程最大達120公里。

艦艏8單元的「3R14」型通用垂發系統可

發射「SS-N-27」(即俱樂部【CLUB】導彈

系列)，該型護衛艦主桅頂部裝有具備圓

形天線罩的「Furke-E(5P-27M)」旋轉式

相位陣列雷達可做指揮管制，2具330毫米

4聯裝魚雷發射系統分置於兩舷的艙門內

，該系統可用於反潛或攔截敵方魚雷。13

註8：葉夢圓，〈｀安全紐帶-2023＇為維護海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貢獻積極力量〉，中共國防部，2023年3月30日，http://
www.mod.gov.cn/gfbw/xwfyr/lxjzhzt/2023njzh/2023n3y/16213532.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9：平可夫，《中國製造航空母艦》(香港：漢和出版社，2010年6月)，頁220。
註10：孫亦韜，〈中共航母機動編隊�其護衛能力之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2卷，第2期，2018年4月1日

，頁12-13。
註11：羅世偉，〈江凱改型護衛艦及其後續艦展望〉，《艦儎武器》(北京)，第2期，2008年2月，頁23。
註12：〈微山湖綜合補給艦〉，百度百科，2024年6月18日，https://baike.baidu.hk/item/%E5%BE%AE%E5%B1%B1%E6%B9

%96%E8%99%9F%E7%B6%9C%E5%90%88%E8%A3%9C%E7%B5%A6%E8%89%A6/7707568，檢索日期：2025年3月
28日。

註13：〈20380型輕型護衛艦〉，維基百科，2024年6月18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380%E5%9E%8B%E8%BD%BB%
E5%9E%8B%E6%8A%A4%E5%8D%AB%E8%88%B0，檢索日期：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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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給艦伊爾庫特號：

該艦是俄國海軍的一艘油料補給艦，

排水量估計在10,000-20,000噸之間，長

度約130-180公尺，能儲存多達100噸的燃

油，並能夠同時支援多艘船舶加油任務，

過去曾參加過多次「中」、俄聯合演習

。14

二、「海上聯合-2024」執行概況

此次「海上聯合-2024」軍演區分「

兵力集結」、「港岸籌劃」、「海上演練

」三個階段。其中上演練階段為主要重點

，科目包括「聯合巡航」、「海會合與聯

合偵察預警」、「聯合搜救」、「聯合防

空反導」、「錨地防禦」、等多個演練項

目，此次演習雙方艦艇在亞太地區共航行

15天約4,800浬(包含聯合巡航)；最後階

段，雙方艦艇並交互與「微山湖號」進行

海上補給演練(如圖一)。15有關操演科目

與內容，分述如下：

(一)海上「聯合巡航」

1.此次「聯合巡航」是自2021年以來

，雙方海軍計畫的第4次海上聯合巡航，

巡航兵分兩路，首先由「北部戰區」海軍

巡航與聯合空中戰略巡航，並在太平洋北

註14：王歡，〈日媒稱俄三艘軍艦5日穿過對馬海峽南下(圖)〉，《環球時報》，2012年11月7日，https://mil.news.sina.com.
cn/2012-11-07/0933706069.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15：Dzirhan Mahadzir,“Chinese PLAN and Russian Navy Finish South China Sea Exercise,＂USNI News, July 18, 2024, https://
news.usni.org/2024/07/18/chinese-plan-and-russian-navy-finish-south-china-sea-exercise，檢索日期：2025年3月26日。

表二：俄方參加「海上聯合-2024」軍演兵力概況表

艦    型 諸  元  概  述

響亮號(Gromky)為俄國20380型護衛艦，2008年服役，艦身有減低雷達反
射波之設計，配備Furke-E相位陣列雷達、3K96「堡壘」防空導彈，並可
發射「SS-N-27」(即CLUB俱樂部)導彈。

凜冽號(Rezky)為俄國20380型護衛艦，2021年加入太平洋艦隊，裝備大致
與「響亮號」一致，做為後期建造的艦艇，可能搭儎了新型通信設備和電
子戰系統。

伊爾庫特號是俄國海軍的一艘油料補給艦，排水量估計在10,000-20,000
噸之間，長度約130-180公尺，能儲存多達100噸的燃油，並能同時支援多
艘船舶加油任務。

資料來源：參考〈俄國海軍太平洋艦隊新型護衛艦開始海試〉，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2年4月14日，https://sput-
niknews.cn/20220414/1040689104.html；〈俄太平洋艦隊「尖銳」號和「響亮」號護衛艦啟航前往亞太地區

進行演習〉，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2年7月8日，https://sputniknews.cn/20240708/1060296129.html；〈咸寧

艦首次參加「中」、俄海上聯演〉，騰訊網，2024年7月26日，https://news.qq.com/rain/a/20240726A09MAJ00
，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由作者綜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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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至西部實施，16其次由南部戰區海軍與

俄國「太平洋艦隊」共同編隊進行兩國海

上聯合巡航任務。17「南部戰區」巡航編

隊由「銀川號」、「衡水號」與俄國海軍

「完美號」護衛艦及補給艦「伊爾庫特號

」組成。18從濟州島以南附近海域啟航，

並在太平洋北部和西部相關海域接連進行

「臨檢拿捕」、「直升機互降」等課目演

練，後續於7月4日穿越日方大隅海峽，19

經西太平洋後從巴林塘海峽進入南海。巡

航期間，俄方還派出聯絡員登上「中」方

艦船，也全程參與巡航編隊指揮。

註16 ：在2024年9月舉行的「北部·聯合-2024」中俄聯合演習中，「中」方派出「西寧艦」、「無錫艦」、「臨沂艦」與「

太湖艦」，俄方派出「沙波什尼科夫海軍元帥號」、「潘捷列耶夫海軍上將號」，「齊堅紮波夫號」、「完美號」、

「響亮號」、「凜冽號」，與相關空中兵力。

註17：陸文浩，〈臺灣戰情室/「中」、俄聯合艦隊 南下巡航繞臺？〉，Yahoo新聞，2024年9月9日，https://tw.news.yahoo.co
m/%E5%8F%B0%E7%81%A3%E6%88%B0%E6%83%85%E5%AE%A4-%E4%B8%AD%E4%BF%84%E8%81%AF%E5%
90%88%E8%89%A6%E9%9A%8A-%E5%8D%97%E4%B8%8B%E5%B7%A1%E8%88%AA%E7%B9%9E%E5%8F%B0-
%E9%99%B8%E6%96%87%E6%B5%A9-021318053.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6日。

註18：〈中俄海上聯合巡航：俄方派出聯絡員登上銀川艦〉，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4年7月16日，https://sputniknews.cn/ 
20240716/ 1060441538.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註19：〈日本防衛省聯合參謀部2024年7月5日發布公告〉，日本防衛省，2024年7月5日，https://www.mod.go.jp/js/pdf/2024/
p20240705_01.pdf，檢索日期：2025年3月25日。

圖一：「海上聯合-2024」與海上聯合巡航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王嘉琦，〈現場堪比大片！中俄“海上聯合－2024＂全部課目演練完成〉，澎湃新聞，2024年7月18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112260?utm_source=chatgpt.com；陸文浩，〈臺灣戰情室/
「中」、俄聯合艦隊 南下巡航繞臺？〉，Yahoo新聞，2024年9月9日，https://tw.news.yahoo.com/臺灣戰情

室-「中」、俄聯合艦隊-南下巡航繞臺-陸文浩-021318053.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由作者綜整

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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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合與聯合偵察預警

1.「響亮號」與「凜冽號」7月初從

駐地離港後單獨地進行了一系列的訓練，

包括搜索和反潛作戰，也進行防空和針對

無人機襲擊的訓練；207月7日航經對馬海

峽南下，7月10日經臺灣東部與那國島後

抵達湛江港與「中」方會合，2024年7月

14日演習在廣東湛江正式開幕，雙方翌日

離港並於南海進行一系列的演練。21

2.編隊以「中」方「南寧號」和俄方

「響亮號」護衛艦基準艦，進行戰術運動

與聯合偵察預警演練，22期間，「中」、

俄雙方艦艇採取混合編組、交替指揮的方

式，並進行聯合偵察預警科目，驗證各艦

雷達系統的全時戒備、實時監控訓練海區

態勢、數據共享，以及對設定海、空域進

行綜合預警，以提升雙方應對突發情況的

反應速度和準確度。

(三)聯合防空反導

聯合偵察預警科目結束後，即與空中

靶機進行防空作戰訓練及實彈射擊。「中

」、俄使用兩架靶機，編隊組成防空隊形

。並由「南寧號」和「響亮號」使用導彈

，艦砲等武器，對高速靶機模擬的來襲攻

船導彈進行攔截，結束後由「微山湖號」

和「伊爾庫特號」油船模擬的敵方艦艇進

行實彈射擊，並成功命中。 

(四)聯合搜救

在模擬人員落水情況下，編隊組織海

空兵力進行聯合搜救，俄方人員利用索降

救援，「中」方艦艇則展開打撈救援與俄

艦機協同配合，俾快速發現落水目標，並

成功進行支援。

(五)聯合反潛

「中」、俄雙方之聯合反潛演練，目

的在檢驗雙方戰術指揮協同和聯合行動能

力，儘管中共表示本次演習不針對任何國

家或組織，且與當前國際和地區局勢無關

；但因為演習是在南海進行，加上2021 

年10月2日，美國「海狼級」(Sea Wolf)

核攻擊潛艦「康乃狄克號」(USS SSN-21)

在南海執行任務時遭遇海底山脈事件，23

因此部分媒體臆測，演習假想敵可能就是

美國潛艦。24 

註20：Dzirhan Mahadzir,“Chinese Carrier Strike Group Operating in Philippine Sea,＂USNI News, July 9, 2024, https://news.usni.
org/2024/07/09/chinese-carrier-strike-group-operating-in-philippine-sea，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21：陳羽，〈中國海軍和俄羅斯海軍在東海展開聯合演習〉，人民網，2024年7月14日，https://military.people.com.cn/
n1/2024/0714/c1011-40277525.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3日。

註22：王嘉琦，〈現場堪比大片！中俄「海上聯合2024」全部課目演練完成〉，澎湃新聞，2024年7月18日，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112260?utm_source=chatgpt.com，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23：陳彥名，〈美國海軍「康乃狄克號」核潛艦水下碰撞海事案剖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第57卷，第1期，

2023年2月1日，頁108。
註24：Ashish Dangwal,“Russian, Chinese Navies“Destroy＂Enemy Submarine During Joint Sea-2024 Naval Drills In South China 

Sea＂,EurAsian Times, July 16, 2024, https://www.eurasiantimes.com/chinese-navies-destroyed-a-simulated/#google_vignett，
檢索日期：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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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錨地防禦

編隊錨泊防科目，由雙方艦艇於錨泊

期間使用雷達、聲納、光電等各型裝備針

對水下潛艦、蛙人、小型快艇以及空中飛

機等來襲目標實施遠、中、近程防禦；對

此，專家評論其目的，是進一步提升雙方

在錨地防禦中的協同作戰能力。25

參、「海上聯合-2024」軍演特

點分析

歷經多年的磨合，「中」、俄軍演所

規劃的課目越來越複雜與深入。此次在南

海地區舉行，配合救援演練與海上聯合巡

航，劍指南海的意味濃厚，儘管中共對外

宣稱軍演不針對第三方、與當前國際和地

區局勢無關；惟在東亞詭譎的安全形勢下

，其目標對象「不言而喻」。針對演習相

關特點，分析如下：

一、南海救援議題的發酵

(一)此次「海上聯合-2024」是繼

2016年以後再度於南海地區進行，不同的

是2016年主題為「背靠背」對抗與登陸戰

為主軸，而此次「中」、俄雙方另增加航

行救援演練，由於南海地區有繁忙的航運

路線，但同時也面臨領土爭端和自然災害

等挑戰；因此，人道救援在該地區顯得尤

為重要。目前南海各國包含「東協」

(ASEAN)國家皆致力於南海救援機制的建

立26，例如我國政府也有計畫地將太平島

打造成為人道救援中心與運補基地；為此

，海巡署曾會同有關單位於2024年11月3

日在南沙太平島附近海域實施「南援七號

演練」，27東協也成立「人道援助協調中

心」(AHA)促進成員國之間，以及與國際

組織的協調與合作，而以美軍為首的「環

太平洋演習」(RIMPAC)也納入人道救援演

練，並提供協調一致的災難應變行動。

(二)中共早在2012年便成立「南海航

保中心」，為南海航行船舶提供海上安全

保障，包括航標服務和海上安全信息播報

等公共服務，2018年7月更進一步派遣海

上專業救助力量進駐南沙島礁，截至2023

年共救助遇險船舶17艘。28此次「海上聯

合-2024」，俄國海軍投入軍事力量在南

海地區實施人道救援演練，模擬自然災害

及海上事故的應急救援、醫療支援及災後

處置等科目。演練不僅強化雙方在應對突

發海上危機中的協同能力，更隱含著有爭

註25：郭媛丹，〈中俄「海上聯合」演習收官，亮點有哪些？〉，《環球時報》，2024年7月18日，https://news.bjd.com.
cn/2024/07/18/10838214.s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26：ASEAN(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共有 10 個成員國，分別是：汶萊(Brunei)、柬埔寨

(Cambodia)、印尼(Indonesia)、寮國(Laos)、馬來西亞(Malaysia)、緬甸(Myanmar)、菲律賓(Philippines)、新加坡(Singa-
pore)、泰國(Thailand)、越南(Vietnam)。

註27：〈南援七號演練 落實人道救援〉，中央通訊社，2024年11月3日，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86058?utm_
source=chatgpt.com，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28：瀟瀟，〈救助遇險人員近300名！中國南沙救援力量保障南海航行安全〉，建華日報，2023年3月19日，https://www.
jianhuadaily.com/20230319/190888? utm_source=chatgpt.com，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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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南海地區救援行動主導權的考量。最後

「中」、俄雙方也通過此次演練，展示其

在區域內的快速反應能力，試圖增強對該

地區國際事務的話語權。

二、多區域兵力同時配合展現威懾

(一)今年聯合航行的規模雖然比起過

去略為縮減，但威懾程度卻更勝以往，展

現的是多兵力於不同地區同時操演的狀況

。此次海上聯合軍演行動開始之前，航艦

「山東號」編隊於2024年6月26日航行至

呂宋島230浬以內，然後返回海南島附近

海域，隨後與共軍其他艦艇在南海進行演

習；在聯合巡航期間，仍保持在菲律賓海

域進行訓練，依媒體指出，7月9日時，航

艦「山東號」編隊計有「055型」驅逐艦-

「延安號」、「052DL型」護衛艦-「桂林

號」和「054A型」護衛艦-「運城號」等4

艘被發現在宮古島東南323浬的地區航行

，編隊一直到7月19日才結束在菲律賓海

域的訓練任務(如圖二)，展現對周圍國家

之威懾力。

(二)7月6日，俄國海軍監視船「卡累

利阿號」(Kareliya，舷號535)被發現在

沖繩和宮古島之間向北航行，「中」方艦

船「益陽號」(054A型，舷號548)及「濟

南號」(052C型，舷號152)也被發現7月

11-16日之間於宮古水道至西太平洋地區

活動；另我國周邊在7月11-13日也分別出

現22架次與25架次的空中兵力進入我國「

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

圖二：「海上聯合-2024」多區域兵力配合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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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zone，ADIZ)，29顯示中共於西太平

洋海域的威懾意圖是全面性的覆蓋，亦凸

顯其軍力不僅能夠同時部署南海、日本以

及臺灣地區活動，而且也不再是過去各大

軍區「各自為政」的狀況，更有意同美國

與其眾多盟友國家在夏威夷地區舉行的「

環太平洋演習」互別苗頭。30

三、由北太平洋至南海聯合巡航

(一)聯合巡航為「中」、俄雙方基於

長期穩定合作關係與長遠發展的戰略考量

，也象徵俄國支持中共在「第一島鏈」內

的戰略經營，同時也強化俄方在東亞地區

的戰略布局。2021年10月，「中」、俄海

軍在完成「海上聯合2021」軍事演習後，

首次共同編隊進行聯合巡航，北駛白令海

後並繞日本列島半圈；2022年9月，在「

東方2022」聯合軍演後，兩軍再次編隊聯

合巡航，從日本海北上阿留申群島和白令

海。2023年7月7日，隨著「中」、俄貨櫃

輪北極航線啟動，兩國進行「北部‧聯合

2023」軍事演習，並隨後開始第三次聯合

巡航，由鄂霍次克海進入白令海峽。31

(二)2024年聯合巡航之際，雙方在「

海上聯合-2024」軍演開始前由黃海巡航

至南海地區，且一南一北分為兩股巡航兵

力，除代表中共在軍事行動方面求新求變

外，此舉也帶給鄰近國家如日本、韓國、

菲律賓以及我國更大的軍事壓力。隨著東

亞安全紛爭有增無減，加上多國聯合巡航

的頻次增加，使我國、日本與菲律賓等地

區對抗態勢變得更為錯綜複雜，甚至未來

可能在面對中共的「灰色地帶」行動時，

各國均可能因忌憚中共的軍事力量，而不

敢隨意採取行動拿捕這些在海上活動的民

兵，同時只能眼睜睜看著中共在南海地區

使用各種手段進行島礁主權的蠶食鯨吞，

32也間接促使「第一島鏈」的周邊各國積

極尋求美國軍事庇護的意願。整體來說「

中」、俄演習自2012年以來規模不斷擴大

，且每年皆有考量戰略背景以進行針對性

的操演(如表三)。

肆、「海上聯合-2024」軍演對

區域的影響與戰略意涵

「中」、俄雙方不斷在軍事方面加強

交流，不僅舉行大型聯合軍演，也在巡航

註29：〈國防部即時軍事動態公告〉，中華民國國防部，2024年7月9日，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p=83242&title=
%e5%9c%8b%e9%98%b2%e6%b6%88%e6%81%af&SelectStyle=%e5%8d%b3%e6%99%82%e8%bb%8d%e4%ba%8b%e5
%8b%95%e6%85%8b，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30：Dzirhan Mahadzir,“Chinese Carrier Strike Group Operating in Philippine Sea,＂USNI News, July 9, 2024, https://news.usni.
org/2024/07/09/chinese-carrier-strike-group-operating-in-philippine-sea，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31 ：江炘杓，〈中俄聯合戰略巡航：意圖與意涵〉，《國防安全雙週報》，第43期，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1年
12月10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844&pid=1348&typeid=3，檢索日期：2025年2月20日。

註32：呂昭隆，〈新聞幕後》共軍切香腸 蠶食鯨吞海峽中線 兩岸軍力晴雨表 軍事態勢對我極不利〉，《中國時報》，2022
年8月1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815000305-260118?chdtv，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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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共享和國防科技方面不斷拓展合作

，尤其是東海、臺海和南海等敏感區域的

軍事活動頻率和規模，都有顯著增加的趨

勢。隨著「中」、俄在南海等戰略海域加

強活動，連帶也讓俄國將勢力擴張到南太

平洋的機會。相關意涵說明如后：

一、俄國「軟平衡」戰略的契機

(一)「海上聯合-2024」展示俄國軍

事力量的同時，也讓其勢力在南海有所發

揮，除了讓俄國海軍能順道交流訪問外，

更能爭取親近「中」、俄立場的南海周邊

國家加入兩國的陣營，如印尼近期與俄國

的交流。俄軍海軍在結束與中共的「海上

聯合」軍演後，兩艦就在11月時順道參加

在爪哇海舉行的印、俄首次聯合海軍演習

，33同時印尼還增加向俄國提出採購武器

與原油的需求，34反映出印尼新任總統普

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在外交政策上

的重大轉變，印尼並藉此機會希望加入「

金磚國家」的行列。35

註33：Reuters,“Russian, Indonesian Navies Hold Joint Counter-Terrorism Drills,＂Reuters, November 11, 2024, https://www.reuters.
com/world/russian-indonesian-navies-hold-joint-counter-terrorism-drills-2024-11-11/?utm_source=chatgpt.com，檢索日期：

2025年3月26日。

註34：〈印尼向俄羅斯國防工業尋求武器和軍事裝備〉，網易新聞，2024年11月21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JHGTI-
JND0552UEJ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35：路豐璟，〈印尼表示有意加入金磚國家集團(BRICS)〉，經濟部國際貿易署，2024年10月28日，https://www.trade.gov.
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792326&areaID=2&infotype=1&country=5Y2w5bC8&history=&PointWork=1，檢索

日期：2025年3月23日。

表三：2019-2023年「中」、俄「海上聯合」軍演概況表

演習日期 地    點 參  演  兵  力 主 要 演 練 科 目 戰  略  背  景

海上聯
合-2019
0429-0504

青島
中方計遼寧艦等32艘艦艇；俄方
計「無畏級」驅逐艦等12艘艦
艇。

聯合反潛、防空反
導、登陸作戰、聯合
護航。

紀念中俄建交70週
年，展示遠海作戰能
力。

海上聯
合-2021
1014-1017

日本海
彼得大帝灣

中方計055型「南昌艦」等5艘艦
艇；俄方計「潘捷列耶夫號反
潛」艦等5艘艦艇。

聯合機動、通信演
練、反潛反艦作戰、
實彈射擊。

回應美日印澳「四方
安全對話」機制。

海上聯
合-2022
1222-1227

舟山至
台州海域

中方計052D型艦艇等21艘；俄方
計「瓦良格號巡洋艦」、「沙波
什尼科夫元帥」號護衛艦。

聯合防空、反潛掃
雷、海上補給、聯合
搜救。

俄烏衝突背景下展示
戰略協作。

海上聯
合-2023
0720-0723

日本海
中部海域

中方計導彈驅逐艦、綜合補給
艦；俄方計大型反潛艦、護衛
艦。

聯合反潛、防空反
導、海上封鎖、聯合
護航。

應對朝鮮半島局勢，
深化遠東海域協同能
力。

說明：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暫停。

資料來源：參考劉秋苓，〈2012至2017年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之觀察〉，《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

1期，2019年2月1日，頁21-31；劉勇男，〈中俄「海上聯合-2019」軍事演習之意涵〉，《國防安全雙週報

》(臺北市)，第46期，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19年5月10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
&resid=702&pid=2546；陳彥名，〈「中」俄「海上聯合2021」之分析及其戰略意涵〉，《展望與探索》(新
北市)，第20卷，第3期，2022年3月，頁111-113；〈中、俄「海上聯合-2022」軍演的虛實互用〉，財團法人

國防安全研究院，2022年12月29日，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pid=545&typeid=26，檢索日期：2025年
2月20日，由作者綜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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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多南亞國家也仿效印尼的態度

，紛紛跟俄國展開訪問或是增加貿易。

2024年6月，俄國總理普丁在訪問越南，

而馬來西亞總理安華(Anwar Ibrahim)也

於9月4-5日訪俄，這些國家在10月22至24

日的第15屆「金磚」(BRICS)高峰會時，

都已成為金磚夥伴國(partner countries)

，362024年11月俄國海軍更派出潛艦前往

馬來西亞與印尼進行訪問和「海上交會」

(PASSEX)演習，37「海上聯合-2024」結束

後，雖然只看到俄國與印尼海軍的聯合軍

事演習，但相信在「金磚」國家的號召下

，將會有更多國家接受俄國的軍事外交活

動。

(三)由俄國與馬來西亞、印尼的軍事

外交活動中，可以印證俄國的「軟平衡」

(Soft Balance)戰略，38其特點是避免直

接挑起公開的衝突或對抗，但通過積累影

響力來減低潛在對手的優勢；因此，俄國

除了不斷強調「中」、俄之間「全面戰略

合作夥伴」的關係外，也不放棄與其他國

家發展更密切關係的機會，甚至企圖在東

亞地區達成與中共的戰略平衡，39例如俄

國強調印度及越南的戰略夥伴關係，並出

售軍火給這兩國，也加強與其他東南亞國

家貿易，減少莫斯科對北京的依賴。40具

體來說，俄國對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

」的大力支持，以及主導印尼和馬來西亞

加入「金磚國家」集團、輸出軍火給潛在

敵對國家或是爭奪經濟地位的做法，都是

實現「軟平衡」的手段，凸顯俄國欲主導

東亞事務的潛在意圖。

二、抵抗美國對「第一島鏈」的軍事

強化準備

(一)「中」、俄的合作強化係為對抗

美國「再平衡」(Rebalance)的準備。

2024年9月美國海軍發布的「33計畫」

(Project 33)，旨在保持其在印太地區的

戰鬥優勢，41企圖阻撓中共對美國盟友、

合作夥伴和利益的威脅，並在戰爭來臨前

進行綜合、全領域的海上控制，以取得決

定性勝利；42然美國在「第一島鏈」的軍

註36：同註34。
註37：〈俄海軍太平洋艦隊潛艇和拖船入馬來西亞亞庇港〉，Sputnik News，2024年11月20日，https://big5.sputniknews.

cn/20241120/1062763215.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15日。

註38：阮功松，〈從「避險」到「軟制衡」：美國的策略如何改變越南的中國政策〉，《問題與研究》(臺北市)，第59卷，

第1期，2020年3月，頁148-150。
註39：郭金月，〈俄羅斯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5卷，第3期，2014年，頁

80-82。
註40：王家豪、羅金義，《俄羅斯「向東轉」：東亞新勢力？》(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頁43-45。
註41：Adm. Lisa Franchetti,“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released Navigation Plan for America＇s Warfighting Navy,＂Navy Press Of-

fice, released at the Naval War College, September 18, 2024, https://www.navy.mil/Press-Office/News-Stories/Article/3909919/
chief-of-naval-operations-releases-navigation-plan-for-americas-warfighting-navy/，檢索日期：2025年3月18日。

註42：江飛宇，〈美海軍「33計畫」2027年迎戰中國大陸 雷射軍艦先前往日本〉，中時新聞網，2024年9月26日，https://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926004963-260417?chdtv，檢索日期：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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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擴張，更增加了「中」、俄兩國對美國

的反感，而2023年美與菲簽訂《增強防禦

合作協議》(Enhanced Defense Coopera-

tion Agreement，EDCA)增加在菲國4處軍

事基地，43分別是聖安納(Santa Ana)的

Camilo海軍基地，梅爾喬德拉克魯斯營地

(Camp Melchor Dela Cruz)，巴拉巴克島

(Balabac Island)以及拉洛(Lal-lo)機場

，44此舉自然遭到中共抨擊，認為美國破

壞地區和平穩定。45故2024年「中」、俄

正在南海海進行海上軍演的同時，美國海

軍與其盟友正在夏威夷以及南太平洋水域

進行演習，顯示雙方陣營正不斷地運用軍

事外交行動來深化與盟友之間的關係，並

為未來的可能衝突做準備。

(二)2024年7月17日，美國海軍發布

聲明指出，美軍「第七艦隊」(7th Fleet)

「伯克級」驅逐艦基德艦(USS KID)及海

岸防衛隊巡邏艦和菲律賓各1艘巡邏艦，

16日也在南海共同針對聯合航行和搜救、

人員轉移等進行演練，而陸上部分除了美

國和菲律賓的海巡人員共同進行聯合訓練

外，在南半球的美軍陸戰隊也與澳洲、菲

律賓和英國陸軍於澳洲一起進行代號「捕

食者」演習(Exercise Predator)。46至於

中共為對抗美國在「第一島鏈」和關島地

區的軍事強化行動，也運用其軍事實力擺

出抗衡姿態。比較過去2次演習，2016年

「海上聯合」的背景是中共與菲律賓關於

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仲裁的糾紛；

而2024年則是兩國對於爭議島礁(仙賓礁

、黃岩島)補給的衝突。47由「中」、俄兩

國的「海上聯合訓練」內容顯示，其正為

可能升高情勢的狀況預做準備，48似乎也

預告「中」、菲關係將繼續向下探底。

三、反應近期菲律賓與中共的關係

(一)從中共「山東號」航艦編隊在菲

律賓海域演練及「中」、俄海上聯合巡航

觀察，其顯然欲增加在菲律賓地區海域的

軍事實力；尤其菲國在小馬可仕(Ferdi-

nand Bongbong Marcos Jr.)總統2022年上

任後，一改前任「親中」的立場，改採「

註43：Ang Bayan,“Filipino People＇s Money Used to Construct US Military Bases,＂Philippine Revolution, August 21, 2023, 
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2023/08/21/filipino-peoples-money-used-to-construct-us-military-bases/，檢索日期：2025年3
月21日。

註44：楊宗新，〈美「中」太平洋競逐現況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7卷，第3期，2023年6月1日，頁

71-73。
註45：今日亞洲，〈菲律賓向美國開放更多軍事基地，外交部：美方一己私利！地區國家應保持警惕〉，上觀新聞，2023年

2月3日，https://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579048，檢索日期：2025年4月3日。

註46：Dzirhan Mahadzir,“Chinese PLAN and Russian Navy Finish South China Sea Exercise,＂USNI News, July 18, 2024, https://
news.usni.org/2024/07/18/chinese-plan-and-russian-navy-finish-south-china-sea-exercise，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47：陳筠，〈中俄海上聯合巡航首次來到南中國海 俄被迫蹚渾水？〉，VOA美國之音，2024年7月20日，https://www.voa-
chinese.com/a/china-russia-joint-maritime-patrol-20240719/7705270.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48：Michael A. McDevitt, China as a Twenty-First-Century Naval Power: Theory,Practice,and Implications (Annapolis: Naval Insti-
tute Press, 2023),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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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美」政策，並明確支持美、菲《增強防

禦合作協議》的全面執行。49此協議使得

美軍可以使用菲國軍事基地，並進行訓練

和軍事演習，其舉措亦被視為意圖牽制中

表四：2021至2024年「中」、菲雙方南海衝突一覽表

年  月 事 件 位 置 衝  突  內  容 影  響 / 後  果

2021.11
仁愛暗沙阻撓
補給事件

中共海警阻止菲國軍艦向仁愛暗沙送補給物資
，雙方在海上對峙。

菲方外交抗議，未發生直接衝突。

2023.2 雷射照射事件
中共海警在仁愛暗沙附近，用軍用級雷射照射
菲國海警。

菲方提出外交抗議。

2023.8 水砲攻擊事件
中共海警在仁愛暗沙使用水砲阻止菲國補給船
運送物資。

菲方譴責中共違反國際法，局勢
升溫。

2023.10 船隻碰撞事件 中共海警與菲國補給船在仁愛暗沙發生碰撞。
菲、美在11月的時候進行聯合軍
演。

2024.6
仁愛暗沙肢體
衝突

菲國補給船遭中共海警阻攔，雙方登船發生肢
體衝突。

局勢升級，中共堅稱行動合法。

2024.8 仙賓礁對峙 菲國海警船與中共海警船在仙賓礁近發生碰撞。 菲方強烈抗議。

2024.9 仙賓礁碰撞
菲國補給船在仙賓礁再度遭中共阻撓，雙方發
生碰撞。

國際社會關注南海局勢，呼籲雙
方克制。

2024.10
黃岩島主權緊
張局勢

中共在黃岩島設立領海基線，菲國政府強烈抗
議。

菲方加強與美國合作，強化軍事
部署，中共拒絕改變其行動。

資料來源：參考〈南海爭端：200艘中國漁船聚集牛軛礁後，菲律賓戰機巡邏促撤離〉，BBC NEWS中文，2021年3
月29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6562255；“Philippines Tells China to｀Back Off ＇After 
South China Sea Clash,＂Aljazeera, November 18,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11/18/philippines-
tells-china-to-back-off-after-south-china-sea-clash；松仁，〈2023年中菲南中國海衝突大事記〉，美國之音，

2023年12月22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rift-deepens-between-the-philippines-china-over-south-china-
sea-20231221/7407539.html；楊宗新，〈近年「中」、菲南海衝突升溫剖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

)，第58卷，第3期，2024年6月1日，頁23-39，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由作者綜整製表。

註49：U.S. Embassy Manila,“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EDCA) Fact Sheet,＂U.S.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March 20, 2023,https://ph.usembassy.gov/enhanced-defense-cooperation-agreement-edca-fact-sheet/，檢索日期：

202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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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在南海的影響力。

(二)統計自2021年起，「中」、菲雙

方的衝突在2023年後大幅增加，例如中共

海警阻止菲國軍艦向仁愛暗沙(Second 

Thomas Shoal)運送補給物資，引發雙方

在海上對峙、或2024年8月菲國海警船與

中共海警船在仙賓礁(Sabina Shoal)附近

發生碰撞。12月，中共在黃岩島設立領海

基線，菲國政府強烈抗議，雙方衝突可以

說是越演越烈(如表四)。儘管美方在立場

上表示支持菲國，但實際介入到衝突的意

願並不高，並企圖在南海上維持可談判的

氛圍，不和中共正面衝突；惟「中」方仍

然明確表示，對於南海主權與領土的立場

是堅定的，也就是說即使不與美國的核心

利益發生衝突，中共仍然無法與菲律賓在

南海的利益達成和解。50

四、重申南海主權議題

中共海上民兵、海警及海軍在南海的

合作關係，現已建立「一線民兵、二線執

法、三線部隊支撐」的軍、警、民聯防協

調機制，海上民兵在該機制中的主要任務

就是「南海海上違法信息的提供者與執法

活動的協助者」。這種「三線維權」操作

案例可以從近年「無瑕號事件」(2009年)

、「黃岩島事件」(2012年)以及「海洋石

油981號鑽油井事件」(2014年)等案例看

出端倪。51此次「海上聯合-2024」將南海

海空域做為演習場域，除顯示俄國藉與中

方間的外交、軍事關係，將其太平洋艦隊

勢力延伸至南海外，亦表明雙方為共同因

應南海安全情勢變化，也會採取軍事合作

模式，確保彼此戰略安全利益。

五、聯合軍演、巡航對地緣政治影響

(一)隨著國際局勢加速朝向多極化發

展，「中」、俄兩國透過密集的軍事合作

，充分展現對抗以美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之

決心。這種合作不僅體現在例行性的聯合

軍演上，更已進化為常態的「海空聯合巡

航」行動，同時也標誌著兩國戰略夥伴關

係的深化；特別是在「俄烏戰爭」爆發後

，「中」、俄軍事合作的頻率與規模不減

反增，凸顯兩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考量

與利益共同體的特質。俄國每年由各軍區

輪流舉辦戰略階層的聯合軍事演習，從「

東方2018」(Vostok 2018)、「中央2019」

(Tsentr 2019)、「高加索2020」(Kavkaz 

2020)、「西方2021」(Zapad 2021)，再輪

到「東方2022」、「北部‧聯合-2023」

，而2024年除了「海上聯合-2024」，又

於9月份進行「北部‧聯合-2024」軍演與

「大洋-2024」52，中共幾乎「無役不與」

註50：同註48，頁148。
註51：黃恩浩、洪銘德，〈中共海上民兵執行南海「灰色地帶」行動之研究〉，《國防雜誌》(桃園市)，第36卷，第1期，

2021年3月，頁24-28。
註52：謝守真，〈「中」、俄加強軍事合作「北部．聯合-2024」二階段在俄開幕〉，《經濟日報》，2024年9月22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8243079，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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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頻次日增，顯示兩國都有意願深化在軍

事上的交流程度。

(二)細數近年來的俄、「中」戰略合

作，兩國各取所需之意甚明。俄國因「俄

烏戰爭」而被國際孤立制裁，故總統普丁

(Pudin)極欲中共表態相挺，並於各種國

際場合凸顯兩國關係的友好。中共亦適時

配合，在相關聲明中以「烏克蘭危機」一

詞，間接否認俄國侵犯烏國主權、或與俄

聯袂聲明相互支持對方與反對外部勢力干

涉、或在拒絕與美國對話同時與俄國頻繁

交流，凸顯與美方劃清界線的意圖。中共

除海軍外，空軍並也與俄國執行空中聯合

戰鬥巡航，且自從2019年至2024年10月已

實施8次。532025年2月21至22日「中」方

艦艇編隊甚至穿越蘇祿海到紐、澳兩國間

的塔斯曼海(Tasmania)海域進行實彈演習

，引發紐、澳方強烈批評。54

因此，「中」、俄雙方通過舉行聯合

軍演和海、空聯合巡航，凸顯兩國的安全

與發展關係已進入新階段，也就是「深化

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55正因

為「中」、俄兩國深化合作，且與美國、

日本、韓國、澳洲分庭抗禮的態勢已然成

形，讓東北亞「冷戰式」的軍事對峙迅速

蔓延，相關發展更值得持續關注。

伍、結語

從中共近年來在南海的海上民兵行動

及與俄國的聯合軍演來看，可以歸納出其

正採取「模糊漸進」與「展現威懾」的戰

略。一方面，利用海上民兵「亦兵亦民」

的特性，在南海對外國船艦進行制約、干

擾與監控，逐步強化對特定礁岩與海域的

控制；另一方面，透過填礁造島、石油探

勘等手段，擴大在南海的行政管轄，鞏固

對南沙群島的實質掌控，持續展現「切香

腸戰術」的蠶食策略。再者，「中、俄聯

合演習」不僅是對「美、菲聯合軍演」的

回應，更在軍事層面釋放兩國強化雙方戰

略合作的強烈訊號。在這樣的區域態勢下

，美方對南海問題的應對，顯得相對克制

保守，除了例行的「自由航行」任務外，

似乎有意保留避免情勢升級的空間；目前

看來各方都不願走向衝突，但對峙態勢短

期似乎不會結束。

由於日益緊密的「中」、俄軍事合作

，正深刻影響東亞與南海戰略格局，也迫

使美國及其盟友重新評估並調整安全戰略

。美國與「北約」等西方國家除加強與東

註53：〈「中」、俄海上聯合演習2024在日本海舉行〉，央視網，2024年7月25日，https://news.cctv.com/2024/07/25/ARTI-
JdTrhTEzWqihn8iC3SL2240725.s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註54：陳成良編譯，〈中國艦隊紐澳間海域開火 澳洲軍方40分鐘才獲轉報〉，《自由時報》，2025年2月26日，https://def.
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963852，檢索日期：2025年3月28日。

註55：〈「中」、俄「海上聯合-2024」軍事演習圓滿結束〉，中國新聞網，2024年5月16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
gn/2024/07-16/10252031.s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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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盟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的軍事合

作，推動聯盟體系升級外；同時這些國家

亦在強化彼此協調機制，以提升防禦能力

，以更積極的軍事與外交應對措施來確保

渠等在亞太的利益。整體來看，東亞地緣

政治從過去的「美、中競爭」逐步演變為

「美、中、俄」三國競爭的格局，這點可

由近期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對

結束「俄烏戰爭」的議題上所做的努力得

到證實。56美方刻正積極拉近與俄國的距

離，企圖打破過去同時面對「中」、俄兩

國的困境；此作法不啻表明其正在應對「

中」、俄聯手對既有國際秩序帶來的挑

戰。

當美國致力於亞太地區戰略平衡的背

景下，俄國也試圖降低對中國大陸的貿易

依賴，除透過「海上聯合-2024」軍演來

展示軍事實力外，並擴展自身在太平洋的

影響力。俄方也積極尋求多邊貿易機會，

甚至透過軍事外交向南海周邊國家出售軍

火，顯示其戰略布局不僅限於與中共合作

，也在為未來可能的變局預做準備，確保

自身利益最大化。對此我國也應該縝密的

觀察未來的風起雲湧，及早順應時勢，俾

保全自身的國家利益。

由於南海議題爭議迄未落幕，對仍保

有太平島主權的我國而言，更應該積極推

動南海相關的科學研究，並邀請國際學者

參與，方能提升我國在該議題上的專業水

準與能力；此外，亦應強化該島在地區的

人道救援能力，除展現我國在維護區域和

平與穩定方面的貢獻，並進一步鞏固我國

在南海的主權地位及存在價值。期望國人

共同支持政府的政策，共同為國家安全奠

定基石。

註56：李立心編譯，〈川普、澤倫斯基白宮撕破臉，本來要簽的協議是什麼？〉，《天下雜誌》(臺北市)，2025年3月1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34260，檢索日期：202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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