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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和平时期，一国在另一国的周边海域每年进行数千架次的抵近侦

察和数百次的针对性演习等高强度的军事活动，无疑有违《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平共处原则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和平利用海洋”

等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自 2009 年以来，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的频次和烈度

持续显著提升。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背景下，美国仍在极力炒作

“中国威胁”并加快进行印太战略布局，美军 2023 年在南海及周边地

区的军事行动仍有增无减，部分行动甚至异常接近中国大陆的海岸，

无人平台开始大规模应用，极大推高了中美发生海空摩擦冲突的风险。 

2023 年，美军军事行动的政治化也进一步增强，穿越台湾海峡

行动、航母打击群部署、潜艇活动、美菲联合巡航和演习演训等的曝

光度被有意强化。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和美军频频炒作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所谓“危险拦截”或“不专业”行为，从外交、舆论和战略上对中方

施压。 

美军在南海的存在及活动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重大变量。基于

开源数据信息，“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从 2019 年开始每年发布

上一年的《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目的在于增强南海态势

的透明度，并作为智库提供第三方的观察评估视角，为各相关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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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媒体和社会大众提供参考。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   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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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2023 年，美军继续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维系着

高强度的抵近侦察、穿越台湾海峡、前沿存在、战略巡航、演习演训

和战场建设等行动。其中，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 1000

架次，并频繁抵近中国大陆领空；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大型编队

8 次进入南海，停留时间、训练强度和针对性都显著增强；全年至少

有 11 艘攻击型核潜艇和 2 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

边海域，威慑和吓阻意味明显。另外，盟伴联合行动和无人系统运用

在 2023 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中较为突出。 

一、 战略平台活动继续强化 

（一） 航母打击群 

2023 年，美军先后派遣“尼米兹”号（USS Nimitz，CVN-68）、

“里根”号（USS Ronald Reagan，CVN-76）和“卡尔·文森”号（USS Carl 

Vinson，CVN-70）3 个航母打击群，累计 6 次进入南海活动，呈现出

以下特点：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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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 年美军航母打击群位南海活动情况 

序号 时间 航母打击群 进入通道 离开通道 

1 1 月 12 日-2 月 18 日  “尼米兹”号（CVN-68） 巴士海峡 巴拉巴克海峡 

2 4 月 16 日-5 月 3 日  “尼米兹”号（CVN-68） 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3 6 月 14 日-7 月 10 日  “里根”号（CVN-76） 巴士海峡 卡里马塔海峡 

4 10 月 19 日-10 月 22 日  “里根”号（CVN-76） 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5 10 月 26 日-11 月 03 日  “里根”号（CVN-76） 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6 12 月 12 日-24 年 1 月 10 日  “卡尔·文森”号（CVN-70） 巴拉巴克海峡 巴士海峡 

 

一是活动时长攀升、且多从巴士海峡进出。2023 年美海军航母

打击群在南海地区的活动频次与 2022 年持平，相比 2021 年有所降

低，但活动时长明显增加。其中，“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自 1 月 12

日进入南海，至 2 月 18 日离开南海，期间活动时间长达 37 天。“里

根”号航母打击群 和“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也分别于 6 月 14

日至 7 月 10 日、12 月 12 日至 24 年 1 月 10 日在南海部署近 30 天。

2023 年美航母打击群单次在南海的部署时长显著高于 2022 年的 10-

20 天与 2021 年的 4-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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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3 年 2月 19 日美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

行动路线

 

不同于 2022 年航母打击群多选择圣贝纳迪诺海峡、民都洛海峡、

巴拉巴克海峡、佛得岛水道等菲律宾群岛水道中的海峡进出南海，

2023 年，航母打击群 11 次进出南海，其中有 9 次使用巴士海峡，2

次使用巴拉巴克海峡，穿越巴士海峡的频次大幅提高。对于航母打击

群等大型编队而言，巴士海峡无疑是主要的优先通道，而菲律宾群岛

水道是次要的备选通道。2020 至 2022 年，美海军航母打击群频频由

菲律宾群岛水道进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演练“反介入或区域拒止”环

境下的航母机动或部署能力。2023 年，美军航母打击群进出南海回

归正常，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经过近几年的训练，美军航母打击群对菲

律宾群岛水道的熟悉和使用已达相当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对

于当前的台海和南海局势不如前些年那般焦虑。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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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活动区域敏感、演训规模扩大、演习科目增加。2023 年，美

军航母打击群对巴士海峡以西、印马交界水域以北的万安盆地海域及

南海东西两大主航道格外关注，多次在这些海域进行针对性的大规模

演习。1 月 13 日至 15 日，“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自黄岩岛附近经

南沙群岛以北海域以 25 节高速航行至万安滩以西，26 日驶离新加坡

后，由南沙群岛东部水道返回吕宋岛以西海域，后再次航至南海万安

盆地，长时间在印马交界水域以北的南海东西航道活动，直至 2 月 17

日。除了海上打击、反潜作战、水面和空中部队间的综合多域联合训

练以及舰载机飞行训练等小规模演习，“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还与

美海军陆战队和“马金岛”号两栖战备群（USS Makin Island，LHD-

8）在印马交界海域举行联合远征打击部队（ESF）行动，美空军也派

出 2 架 B-1B 轰炸机参加此次演习。此次演习规模较大，涉及海军、

空军、海军陆战队三军兵力，演习区域集中于南海东西航道。期间，

美海军“胜利”号海洋监视船在南沙群岛西北方向高强度作业，该海

洋监视船搭载了新型的拖曳式阵列声纳系统和低频主动声纳系统，或

在为此次演习提供情报、侦察及监视（ISR）服务。4 月，“尼米兹”

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万安滩附近海域活动期间，再次与美空军 B-1B

轰炸机与 B-52H 轰炸机举行全域联合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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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栖戒备群 

2023 年，美军先后派遣“马金岛”号和“美国”号（USS America，

LHA 6）2 个两栖戒备群进入南海活动。 

“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 2022 年 12 月进入南海，搭载了美国

海军陆战队第 13 远征部队（MEU），其中包括装备 10 架 F-35B 战

斗机的第 122 战斗机攻击中队。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称，“美国海军

陆战队第 13 远征部队成功完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军事部署，跨

越太平洋并覆盖中国周边地区。”①部署南海期间，“马金岛”号两栖

戒备群参加了  “卡拉特 -新加坡”海上演习（CARAT/MAREX 

Singapore）、联合远征打击部队行动、“金色眼镜蛇 2023”联合军演

（Cobra Gold 2023）、“肩并肩 2023”年度联合军演（Balikatan Exercise 

2023）等演习演训。“肩并肩 2023”年度联合军演期间，由“马金

岛”号上搭载的 F-35B 战斗机投放制导炸弹，击沉在南海的靶舰。近

年来，美军正试图将两栖攻击舰打造成“闪电航母”，以验证通过 F-

35B 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融合的可行性。“马金岛”号装配 F-35B 后，

就具备了一定的制海和制空力量，在“闪电航母”作战理念下，既可

以与航母打击群协同作战，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作为航母的“替代品”，

以提升美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① “13th MEU Pacific Deployment Expanded Marine F-35 Operations, Tested Contested 

Logistics, Says CO”, USNI News, August 1, 2023, https://news.usni.org/2023/08/01/13th-meu-

pacific-deployment-expanded-marine-f-35-operations-tested-contested-logistics-says-
co#:~:text=The%2013th%20Marine%20Expeditionary%20Unit's,in%20the%20South%20China%

20Sea.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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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美国”号两栖戒备群多在东海和菲律宾海活动，“美

国”号两栖攻击舰于 3 月和 8 月进入南海，短暂停靠马尼拉。值得注

意的是，3 月 16 日，“美国”号、“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

战队第 13 远征部队实施一体化作战，执行前线油弹补给点（FARS）

行动。①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在东海活动时，第 122 陆战队打击战

斗机中队的 1 架 F-35B 战斗机降落在飞行甲板上，并在接受前沿装弹

和加油作业后，返回“马金岛”号。这架 F-35B 战斗机属于第 13 陆

战队远征队指挥，搭载于“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当时“马金岛”

号正在南海（泰国湾附近海域）行动。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伊拉

克和阿富汗的行动中广泛运用 FARP 作业，随着美军的重点转向“印

太”，基于西太平洋的地理位置，此次 FARS 行动展示了实现“远征

前进基地作战”（EABO）等作战概念的能力。 

 

（三）核潜艇 

据开源信息统计，2023 年美海军至少有“安纳波利斯”号（USS 

Annapolis，SSN-760）、“基韦斯特”号（USS Key West，SSN-722）、

“哥伦比亚”号（USS Columbia, SSN-771）、“伊利诺伊”号（USS Illinois，

SSN-786）、“汉普顿”号（USS Hampton，SSN-767）、 “斯普林菲尔

德”号（USS Springfield，SSN-761）、“阿什维尔”号（USS Asheville，

 
① “America, Makin Island and 13th MEU conduct integrated operations”, U.S. Pacific Fleet, 

March 18, 2023, https://www.cpf.navy.mil/Newsroom/News/Article/3336504/america-makin-

island-and-13th-meu-conduct-integrated-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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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N-758）、“密苏里”号（USS Missouri，SSN-780）、“密歇根”号（USS 

Michigan, SSGN-727）、“杰佛逊城”号（USS Jefferson City，SSN-759）、

“圣达菲”号（USS Santa Fe，SSN-763）等 11 艘攻击型核潜艇和“缅因”

号（USS Maine, SSBN-741）、“肯塔基”号（USS Kentucky, SSBN-737） 

2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前往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执行战略巡航

任务。与此同时，出于威慑对手和公共关系的考虑，美海军也越来越

多地主动披露其潜艇活动态势，曝光其位置。2023 年 5 月，太平洋潜

艇部队指挥官杰弗里·贾布隆（Jeffrey Jablon）表示当时有 18 艘美军

潜艇在整个太平洋上航行，其中 7 艘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执行任

务。①2023 年美军核潜艇大幅增加了对韩国的港口访问，“斯普林菲

尔德”号、“密苏里”号、“密歇根”号、“肯塔基”号和“安纳波

利斯”号分别在 3 月、6 月和 7 月访问釜山港口和济州港口。4 月 26

日，美国和韩国联合发表《华盛顿宣言》，美方不仅承诺增加美国战

略武器平台对韩国的例行访问，还将在韩国部署一艘“俄亥俄”级战

略导弹核潜艇。这是美方时隔四十多年首次在韩部署战略导弹核潜艇。   

 

 

（四）轰炸机 

美军正在增加轰炸机部署以提升其在西太的战略威慑能力，不断

探索与盟伴国家的联合作战模式。2023 年，美空军累计出动 16 批次

30 架次 B-52H 或 B-1B 轰炸机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巡航，与 2022 年的

 
① The Silent Service no more? Pacific submarine fleet a key part of Pacific deterrence, May 12, 

2023,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3/05/the-silent-service-no-more-pacific-submarine-fleet-a-

key-part-of-pacific-deterrence/.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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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架次相比有大幅提升。 

表 2  2023 年美轰炸机位南海及周边地区活动情况 

序号 时间 飞机 架次 

1 2023 年 2 月 28 日 B-52H 2 

2 2023 年 3 月 3 日 B-1B 2 

3 2023 年 3 月 4 日 B-1B 2 

4 2023 年 4 月 14 日 B-52H 2 

5 2023 年 4 月 24 日 B-52H 2 

6 2023 年 6 月 26 日 B-52H 2 

7 2023 年 6 月 30 日 B-52H 2 

8 2023 年 7 月 10 日 B-52H 2 

9 2023 年 7 月 13 日 B-52H 2 

10 2023 年 7 月 21 日 B-52H 2 

11 2023 年 8 月 14 日 B-52H 3 

12 2023 年 10 月 6 日 B-52H 2 

13 2023 年 10 月 22 日 B-52H 1 

14 2023 年 10 月 24 日 B-52H 1 

15 2023 年 11 月 14 日 B-52H 2 

16 2023 年 12 月 20 日 B-1B 1 

 

轰炸机的部署和作战演练逐渐成为美国加强与“印太”国家军事

合作的重要纽带。在该地区活动的轰炸机主要部署在关岛安德森空军

基地，但 2023 年罕见地在多个盟伴国家机场起降。6 月，美军 2 架

B-52 轰炸机首次降落在印度尼西亚，并参加美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

的“西方对抗 2023”（Cope West 2023）双边演习；7 月，2 架 B-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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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抵达三泽基地；10 月，1 架 B-52 首次降落在韩国首尔机场，

随后参加了美国、日本和韩国首次举行的三边空中演习。  

目前，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的轰炸机机型以 B-52 为主。美空军

正在对 B-52 进行“雷达现代化改造”，其中包括替换老旧零件与设

备、改造内部系统，装接有源相控阵系统（AESA）。美空军将其称

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升级”，能够全面提高 B-52 的导航、瞄准

和态势感知能力。根据美军的部署计划，B-1B将在 2035年之前退役，

美军最新一代隐身轰炸机 B-21“突袭者”将逐渐替代 B-1B 和 B-52，

并优先部署在“印太”地区。①  

  

 
① B-1B Lancer: The Air Force's Aging Bomb Truck,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 9, 2023,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b-1b-lancer-air-forces-aging-bomb-truck-2072092.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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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空抵近侦察强势走高 

2023 年，美军持续派出侦察机和侦察测量船在南海地区开展高

强度侦察活动。在空中，美军陆基大型侦察机在南海的出动频率约为

1000 架次，与 2022 年大体持平，其中，MQ-4C 海神无人机成为美军

抵近侦察的“新秀”。在海上，美军海洋监视船、海洋测量船等侦察

船在南海地区的常态化作业更加具有针对性，并在关键水道保持高强

度侦察，累计达 314 舰日。 

 

（一）空中抵近侦察日趋激烈 

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美军从冲绳嘉手纳基地、韩国乌山基地、

关岛安德森基地、菲律宾克拉克基地等地出动约 1000 架次各型大型

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其中，有约 100 架次逼近中国大陆及海南岛领

空，多数距离领海基线不足 30 海里。2023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公

布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五角大楼声称，自 2021 年秋季以来，解

放军战机对美机进行了 180 多次“危险拦截”。①实际上，这些拦截

多数发生在中国大陆及海南岛的领空附近。 

在南海活动的侦察机机型主要是美海军的 P-8A 反潜巡逻机、EP-

3E 电子侦察机、MQ-4C 无人侦察机和美空军的 RC-135 系列电子侦

察机，美空军 E-8C“联合星”空地监视机、E-3B 空中预警机、E-3G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Declassified Images, Videos of Coercive and Risky PLA 

Operational Behavio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 17,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559903/department-of-defense-

releases-declassified-images-videos-of-coercive-and-ri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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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预警机和 U-2S 高空侦察机。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3 年 9 月，

MQ-4C 海神无人机①第二次部署关岛后，渐成美海军对华抵近侦察的

主力。 

图 2  MQ-4C 海神无人机 

  
 

目前，MQ-4C 已具备了初始作战能力（IOC），正在从“一体化

功能能力 3”（IFC 3）升级为“一体化功能能力 4”（IFC 4）。从活

动范围来看，至少在东海、台海和南海区域，MQ-4C 已经取代了 EP-

3E 电子侦察机。2023 年 10 月以来，3 架 MQ-4C（AE625B、AE625D、

AE6257）频繁在台海和南海地区活动，且活动时间多为深夜及凌晨。

仅在 2023 年 12 月，MQ-4C 在台海及南海地区就至少出动了 14 架

次，其中在 12 月 11 日-14 日这 4 天内连续出动侦察。 

 
① 美海军 MQ-4C 无人机，又被称为“人鱼海神”（Triton），具备在 17000 米高度滞空 30

小时以上的能力，最高速度可达 610 千米/小时，配备 360°视野的 AN/ZPY-3 MFAS 多功

能 X 波段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能够在 24 小时内勘测 7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或陆地，具有

多功能、全天候、全时段侦察监视能力。早在 2008 年，MQ-4C 就被作为 EP-3E 电子侦察

机的替代机型，其主要任务是与美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配合，共同执行海上情报、监视

和侦察任务，强化美国及其盟伴国家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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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3 年 11 月-12 月美海军 MQ-4C 无人机在台湾海峡以南活动 

 

    

     近年来，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越来越具有进攻性。一

是频频逼近中国大陆和海南岛领空，美军不断刷新抵近中国海岸的距

离。3 月 15 日，美空军 1 架 RC-135V 电子侦察机在南海进行密集的

侦察活动，从北往南、从东向西、再折向北，绕西沙群岛和海南岛进

行大范围、大纵深活动。11 月 15 日凌晨，美海军 1 架 MQ-4C 无人

机沿着中国大陆东部海岸在台海地区进行抵近侦察，最近时距离中国

领海基线仅 31 海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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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3 年 3 月 15日美空军 RC-135V 电子侦察机在南海进行侦察活动 

 
 

二是频繁干扰解放军正常演习演训。在中方演习演训期间，美军

通常不理会中方的禁行通告，不顾安全距离，闯入相关海空域与中方

警戒力量发生近距离相遇。5 月 26 日，美国空军一架 RC-135V 侦察

机闯入到山东舰编队训练空域，负责警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歼-16 战

机不得不进行近距离拦截。 

 

（二）海上侦察活动的针对性愈来愈强 

2023 年，美军在南海部署了“胜利”号（USNS Victorious，T-

ARGOS 19）、“能干”号（USNS Able，T-AGOS 20）、“有效”号

（USNS Effective，T-AGOS 21）和“无瑕”号（USNS Impeccable，

T-AGOS 23）四艘海洋监视船以及“鲍迪奇”号（USNS Bowditch, T-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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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S 62）、“汉森”号（USNS Henson, T-AGS 63）和“玛丽·希尔

斯”号（USNS Mary Sears, T-AGS 65）三艘海洋测量船，累计在南海

的活动时长达 314 舰日。其中，“无瑕”号监视船最为活跃，活动长

达 82 天。从作业范围来看，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巴士海峡间的三

角区域以及南海的东西航道是其关注重点。 

图 5  2023 年美海军海洋监视船活动轨迹图 

 

 

美海军测量以及监视船还在菲律宾群岛水域保持高强度作业，与

美军其他力量的配合显著增强。2023 年 12 月，在“卡尔·文森”号

航母打击群经莱特湾-苏禄海-巴拉巴克海峡进入南海活动期间，“鲍

迪奇”号测量船的行动轨迹也覆盖到了莱特湾和苏禄海。另外，巴步

延海峡、佛得岛水道和民都洛海峡作为近年来美军航母打击群频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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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海洋通道，“鲍迪奇”号同样在这些地区保持密集的侦察阵位。

海洋测量船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海底地形地貌探测以及海洋气象水文

调查，能为美军提供重要的海战场环境保障。 

图 6  2023年 11-12月美海军“鲍迪奇”号测量船活动轨迹图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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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示性行动花样翻新 

（一）闯岛式航行自由行动 

2023 年，美军在南海地区的“闯岛式”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有

所增加，从 2021 年的 5 次和 2022 年的 4 次上升到 6 次，但仍低于

2020 年的 9 次。 

表 3  2023 年美海军闯入中方驻守南海岛礁领海或邻近海域情况 

序号 日期 舰船 区域 

1 2023 年 3 月 23 日 美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 西沙群岛领海 

2 2023 年 3 月 24 日 美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 西沙群岛领海 

3 2023 年 4 月 10 日 美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 南沙群岛美济礁 

4 2023 年 11 月 3 日 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 南沙群岛邻近海域 

5 2023 年 11 月 25 日 美军“霍珀”号导弹驱逐舰 西沙群岛领海 

6 2023 年 12 月 4 日 美军“吉福兹”号濒海战斗舰 南沙群岛仁爱礁 

 

值得一提的是，12 月 4 日，美军舰罕见地闯入了中国南沙群岛

仁爱礁的邻近海域。美军舰上一次闯入该岛礁，还是 2019 年 2 月的

“斯普鲁恩斯”号和“普雷贝尔”号驱逐舰。考虑到中菲 2023 年在仁爱

礁的摩擦，美军此举既有在热点地区显示存在，同时也有为菲站台的

“意味”。美军舰闯入仁爱礁邻近海域也是为了配合其声援菲律宾南

海主张的声明，即“仁爱礁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和菲律宾大陆架

上”，针对性地挑战了中国对“低潮高地”所主张领海和领空的行为



2023 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 | www.scspi.org   17 

 

或声明。① 

（二）穿越台湾海峡行动 

2023 年全年，美军舰累计 6 次穿越台湾海峡，相较于 2022 年的

9 次、2021 年的 12 次和 2020 年的 15 次，频次有明显下降，但每

次行动都有官方舆论炒作，且盟友的参与程度有所提升。 

军舰穿越兵力趋于多元化。6 月 3 日、9 月 9 日以及 11 月 1 日，

美国和加拿大分别派遣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

开炒作。而此前的 2021 年和 2023 年，美加每年仅有一次联合穿越。

6 月 21 日，美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巡逻舰过航台湾海峡。“斯

特拉顿号”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于 2019 年部署至 3 艘亚太地区的舰艇

之一，此次过航是 2019 年来美海岸警卫队舰艇首次单独过航台湾海

峡。海警舰艇的作战能力远弱于军舰，显然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但

此次过航发生在布林肯结束访华之后，炒作与政治作秀的成分居多。 

 

 
① U.S. Support for our Philippine Allies in the Face of Repeated PRC Harass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 22, 2023, https://www.state.gov/u-s-support-for-our-

philippine-allies-in-the-face-of-repeated-prc-harassment-in-the-south-china-sea/.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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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3 年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情况 

序号 日期 舰船 

1 1 月 5 日 美海军“钟云”号驱逐舰 

2 4 月 16 日 美海军“米利厄斯”号驱逐舰 

3 6 月 3 日 美海军“钟云”号驱逐舰、加海军“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4 6 月 21 日 美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巡逻舰 

5 9 月 9 日 美海军“拉尔夫·约翰逊”号驱逐舰、加海军“渥太华”号护卫舰 

6 11 月 1 日 美海军“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加海军“渥太华”号护卫舰 

 

侦察机穿越频次大幅增加。军舰穿越台湾海峡频次下降的同时，

美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的频次则大幅增加。P-8A 反潜

巡逻机自 2013 年部署至西太以来，于 2021 年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2023 年，2 月 27 日、4 月 28 日、7 月 13 日、10 月 12 日、12 月 6

日，美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共 5 次穿越台湾海峡，较 2021 年和 2022

年的 3 次明显增加。 

随着美军派遣军舰、军机穿航行动的常态化，美官方的炒作力度

也逐渐提升，2023 年的 6 次军舰过航和 5 次军机飞越行动均伴随公

开炒作，除开表面的侦察、收集情报与监视目的，更多意在向中方进

行威慑和政治施压，并向盟友展示其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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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3 年 12 月 6日美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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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盟友联合行动显著增强 

（一）EDCA 与美菲军事合作 

美国多次强调对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的承诺，并推进以《加强访问

合作协议》（EDCA）为核心的美菲军事合作。   

2023 年 2 月 2 日，美国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将全面实施

EDCA，在落实美军投资建设和进驻原有五个基地的基础上，在菲律

宾建造和运营另外四个新基地。4 月 3 日，菲律宾正式公布这四个新

基地，分别是卡加延圣安娜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Naval Base 

Camilo Osias）、伊莎贝拉州加穆的梅尔乔·德拉·克鲁兹营地（Camp 

Melchor Dela Cruz）、巴拉望巴拉巴克岛（Balabac Island）和卡加延

的拉尔洛机场（Lal-lo Airport）。①传统 EDCA 的军事基地以空军基

地为主，而新军事基地的选址则是重点考虑了与美国海军、海军陆战

队的合作需求。而且，从新增基地的选址看，3 个点都靠近台湾岛，

美军借助南海争议和菲律宾强化在台海周边军事部署的企图昭然若

揭。 

 

 

 

 

 
① Philippines, U.S. Announce Locations of Four New EDCA Site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 3,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349257/philippines-us-

announce-locations-of-four-new-edca-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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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DCA 军事基地位置 

 

 

虽然菲律宾宪法禁止外国军队在本国驻扎和拥有基地，但 EDCA

允许美国轮换其在菲律宾“访问”的军队，以延长逗留时间。该协议

还允许美国军队和承包商在“商定地点”之外开展行动，这些地点被

定义为：“菲律宾政府通过菲武装部队和美国提供的设施和区域部队、

美国承包商和其他双方商定的”。①该协议将这些“约定地点”的所

有运营控制权移交给美国，并允许美国军队预先部署和储存除核武器

外的一切国防物资、设备和补给品。 

EDCA 声称，其主要是为了提高菲军与美军的互操性、提高应对

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的能力。然而，如果 EDCA 仅仅用于反恐、气候

变化、自然灾害等问题，现有的 5 个军事基地已能满足其目的。不难

 
①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 7, 2022,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the-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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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新增的 EDCA 军事基地是为了增加美国在西太的军事存在，遏

制中国在台海和南海等西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① 

2023 年，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黄岩岛等地的挑衅和中菲摩擦，

美国频频拉偏架，多次在官方声明和表态强调对菲律宾的支持，其中，

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 7 次“美国在南海支持菲律宾”的声明。在菲律

宾总统马科斯访问美国期间，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防

御承诺如“铁一般的坚定”。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公开表态中

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南海局势联系在一起。③在历次中菲对峙

和摩擦事件期间，美军都出动 P-8A 或各型无人侦察机为菲律宾进行

实时情报支援，同时监视中菲双方的行动。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在仁爱礁等事件中主要对菲提供外交、舆论和情报支持，没有迹

象表明美要“亲自下场”协助菲律宾进行补给。美希望利用菲律宾的

地理位置为其印太战略或遏制中国布局，但却不希望因为菲律宾的议

程导致无端卷入与中国的武装冲突。美国乐见中菲南海摩擦不断，从

而顺势加大其在南海及台海的战略布局和对中国的打压，美希望南海

天天出事，但现阶段不希望南海“出大事”，尚没有做好与中国在南

海进行军事摊牌的准备和决心，更不愿为菲“火中取栗”。美高官政

 
① Analysts: Deal on Philippine bases gives US firmer foothold in Asia, Benarnews, Feb. 4, 2023, 

https://www.benarnews.org/english/news/philippine/us-philippines-bases-02042023092804.html.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Jr. of the Philippines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May. 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

room/speeches-remarks/2023/05/01/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ferdinand-marcos-

jr-of-the-philippines-before/. 
③ Readou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s Call With Philippine Secretary of 

National Defense Gilberto Teodoro J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 13,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616858/readout-of-secretary-of-

defense-lloyd-j-austin-iiis-call-with-philippine-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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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虽频频威胁要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但这更多的是恫吓及预

防性外交，美方总体上仍极力保持相关条款的模糊性，将诸如水炮、

撞船之类的行为都归为非武装攻击。① 

2023 年 11 月 21 日至 23 日，美国与菲律宾基于《美菲共同防御

条约》，时隔七年首次在南海展开联合巡航。美国海军派遣“吉福兹”

号濒海战斗舰（USS Gabrielle Giffords，LCS-10)、“约翰·埃里克森”号

舰队油船（USNS John Ericsson，T-AO-194）和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

菲律宾海军派遣“康拉多·叶”号护卫舰（BRP Conrado Yap，PS-39）、

“格雷戈里奥·德尔·皮拉尔”号巡逻舰（Gregorio Del Pilar，PS-15）、

“何塞·黎刹”号护卫舰（BRP Jose Rizal，FF-150）和三架战斗机参

加此次巡航。根据“约翰·埃里克森”号的 AIS 轨迹，此次联合巡航在

菲律宾卢邦岛以西至雅米岛以西海域进行，远离南沙群岛及敏感海域。 

图 9  2023 年 11 月 21日-23 日美菲联合巡航路线 

 

 
① 胡波，“仁爱礁局势：走向长期灰色地带对抗”，2023 年 9 月 4 日，
http://www.scspi.org/zh/dtfx/169382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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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菲的军事合作和联合行动正在从双边向多边转型。5

月 1 日，在美菲领导人会晤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菲、美

已同意分别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三方合作框架。6 月 16 日，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本国家安全事务局秘书长秋叶武

熊以及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在东京举行首次会晤，三方围绕防

务安全、海洋秩序、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和经济秩序与安全等四大

领域进行了磋商。2023 年，日本也多次参与美菲的年度演习以及海

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联合演习。与美日菲的三边安全机制相比，美澳

菲的合作步伐相对缓慢。但是澳大利亚作为第二个承诺与菲律宾在

南海联合巡逻的国家，澳菲双边关系发展迅速，未来美菲澳将是

“美菲+”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要骨干。 

 

（二）与日、澳等其他盟友的联合行动 

强化盟伴体系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一大重要支柱，在此背景下，

美与日、澳等铁杆盟友的互动及联合行动显著增强。 

一是加大与日本、澳大利亚的联合演训力度。在美日澳三边框架

下，日本、澳大利亚作为美军多边联合演习的常客，据不完全统计，

2023 年两国参加了美国在西太地区举行数十场演习，包含“超级哥鲁

达盾 2023” 联合军事演习（Super Garuda Shield 2023）、“萨马萨马”

双边演习（Exercise SAMASAMA）等年度大型军演。10 月，美国“拉

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日本“曙”号驱逐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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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驱逐舰、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和新西兰“特马纳”号护卫舰

在南海进行“高贵驯鹿”（Noble Caribou）多边演习，旨在提高战术

能力，加强与参与国海军的合作。12 月，美日两国首次在石垣岛（靠

近台湾）开展了联合训练。 

二是强化与日澳的政策协调及互操作性。1 月 11 日，美日举行

防长外长“2+2”会谈并发布联合声明，美国表示强烈支持日本更新

的国家安全政策，称《日美安保条约》中的共同防御条款适用于钓鱼

岛。此外，美日双方确认将加强军事合作，深化情报、侦察和监视（ISR）

以及灵活的威慑选项（FODs）等方面的双边协调，将共同防御条款扩

大至太空领域，并且在日本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加强日

本西南群岛的防御能力。① 6 月，美日澳在 2023 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举行了三国防长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将制定今后 1 年期间

在澳大利亚实施的三国合作计划。三方承诺未来将在澳大利亚进行三

边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训练、增加三边演习、加快三国信息共享合

作。② 7 月，美国与澳大利亚举行部长级磋商（AUSMIN）并公布国

防合作协议，包括增加美国军队在澳大利亚北部军事基地的轮换驻防，

增加美国舰船、海上巡逻和侦察飞机的访问，增加太空合作，增加对

 
① “Joint Statement of the 2023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1,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265559/joint-statement-of-the-2023-

usjapan-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②  “United States-Japan-Australia Trilateral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TDMM) 2023 Joint 

Statemen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3,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415881/united-states-japan-australia-

trilateral-defense-ministers-meeting-tdmm-2023-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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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军事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美国将在 2025 年之前帮助澳大利

亚生产制导多管火箭系统，进一步加强并扩大两国军事联盟。① 

三是大幅增加对日澳的军售。根据 2023 年 3 月有关美英澳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声明，美国自 2023 年起增加潜艇到访澳大

利亚的频次，2027 年底前让美军核动力攻击潜艇在澳大利亚进行轮

换部署，并且从 2030 年代初开始，如果获得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打

算向澳大利亚出售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并有可能根据需要再出售两

艘。②8 月，一艘美国海军核动力潜艇抵达澳大利亚访问。同月，澳大

利亚防长马尔斯宣布将向美国购买 200 多枚“战斧”巡航导弹，这批

导弹将部署在澳洲皇家海军“霍巴特”级驱逐舰上。此外还将采购 60

多枚增程型先进反辐射导弹，以及为陆军采购反坦克导弹。③同月，

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 M142 高机动火

炮火箭系统（HIMARS）。④ 

8 月，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已基本决定共

同开发新型导弹，用于拦截高超声速武器。⑤10 月，美日防长在会面

 
① “Joint Statement on Australia-U.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MIN) 202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29,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476104/joint-statement-on-australia-us-

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23/. 
②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The White House, March 13,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3/13/joint-leaders-

statement-on-aukus-2/. 
③ “Australia invests in powerful new high-tech missiles”,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se, 

August 21, 2023, https://www.minister.defence.gov.au/media-releases/2023-08-21/australia-

invests-powerful-new-high-tech-missiles. 
④ “AUSTRALIA – M142 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S 

(HIMARS)”,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August 18, 2023, 

https://www.dsca.mil/press-media/major-arms-sales/australia-m142-high-mobility-artillery-rocket-

systems-himars. 
⑤ “Japan, U.S. to jointly develop hypersonic missile interceptor”, KYODO NEWS, August 14, 

2023,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3/08/de07de66df7c-breaking-news-japan-us-to-

jointly-develop-hypersonic-missile-intercep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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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致同意将日本引进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时间提前至 2025 年，

重申了支持日本加强防卫的决定，强调了两国共同致力于加强美日同

盟。①11 月，美国国务院批准日本购买 400 枚“战斧”巡航导弹及其

相关设备的请求。 

 

（三）强化地区海域态势感知 

2022 年 2 月，拜登政府公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明确了美国

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计划，并提出“太平洋威慑”和“海洋

安全”两大合作倡议，聚焦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建立海域态势感

知网络体系。为此，美国一方面发展军备，不断加强前沿军事部署，

提升地区海域态势感知综合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地区盟友和伙伴

国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推动构建美国主导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参

与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网络。 

一是重点加强无人作战平台和天基侦察网络建设。其中，美海军

陆战队的动作尤其值得关注。2023 年 6 月 5 日，美海军陆战队发布

更新版《部队设计 2030》报告，提及为应对全球危机，“美海军陆战

队空地特遣部队要增强海域态势感知能力。”②8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 3 无人机中队（VMU-3）在夏威夷的卡内奥赫湾海军陆战队航空站

举行仪式，展示了其新装备的 MQ-9A“死神”无人机。该中队隶属美

海军陆战队第 3 远征军第 1 航空联队，也是首个装备 MQ-9A 长航程

 
① “Japan brings forward Tomahawk acquisition by a year”, NIKKEI Asia, October 5, 2023,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Defense/Japan-brings-forward-Tomahawk-acquisition-by-a-year. 
② “Force Design 2030 Annual Update”, June, 2023, 

https://www.marines.mil/Portals/1/Docs/Force_Design_2030_Annual_Update_June_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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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实现海军陆战队空对地特遣部队无人远征中高空长续航

（MUX/MALE）飞机初始作战能力（IOC）的无人机中队。 

美海军则在舰载机无人机部署和大型无人侦察机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2023 年 2 月，美海军米格尔·基思号远征移动基地舰上的

Aerosonde 无人机进行了首次海上飞行试验。3 月，美海军米利厄斯

号驱逐舰在南海发射和回收 Aerosonde 无人机。Aerosonde 无人机为

德事隆系统公司为美国海军开发的一款舰载小型无人机，与美国海军

驱逐舰作战系统集成后，可为驱逐舰提供海上情报、监视、侦察等服

务。9 月，一批美海军 MQ-4C“海神”无人机抵达关岛安德森空军基

地，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第二次部署，其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瞄准

（MISR-T）功能得到了大幅提升。 

美太空部队则加快天基卫星探测系统建设。4 月，美国 SpaceX 公

将太空发展局的“分布式作战人员太空架构”首批 10 颗导弹跟踪和

通信卫星送入太空。9 月，美国太空军发射 “沉默巴克”（Silent Barker）

军用卫星，用以监测潜在的威胁。12 月，SpaceX 公司将美国军方 X-

37B“轨道实验飞行器”送入太空，此次任务内容高度机密，美军称会

进行试验未来的太空领域感知技术等实验。① 

二是加强盟友合作，构建态势感知网络。近年来，美国极力推动

构建美日印澳、美英澳、美日韩等地区盟友及伙伴国的小多边机制，

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国合作构建海域态势感知体系，如“印太海域态势

 
①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scheduled to launch seventh X-37B mission”, November 8, 2023, 

https://www.spaceforce.mil/News/Article-Display/Article/3583347/department-of-the-air-force-

scheduled-to-launch-seventh-x-37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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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伙伴关系”（IPMDA）。2023 年 4 月，美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

越南期间表示，美方愿意帮助地区国家提高海域态势感知能力，以应

对其他国家对本国渔船的“胁迫”行为。①6 月，美日菲国家安全顾问

三方会议中，重申了利用日本新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等来强化海域态势感知的重要性。9 月，

东盟-美国领导人就东盟印太前景合作发表声明，声明中提到双方通

过东盟主导的机制加强海上合作，促进包括海上执法机构在内的相关

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提高海域态势感知能力。12 月，美国公布

2024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推动与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

以及美国与东盟其他国的伙伴关系，共同加强印太地区的海域态势感

知能力。② 

2023 年 5 月，拜登政府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远征版拖曳阵列监

视传感器系统（SURTASS-E），加强后者探察中国潜艇的能力。同月，

拜登政府还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防务协定，巴方将使用美国的卫星

安全系统对海域进行监视。7 月，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缔结了一项

“随船观察员协议”，以提高巴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美国通过向地区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海上援助，加强人员训练等

方式持续加大其他南海声索方和地区盟友伙伴国的海上能力和海域

态势感知范围，以达到牵制对手、维持地区力量优势的目的。 

 
①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April 15, 2023,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t-a-press-availability-

33/#:~:text=And%20in%20our%20own%20relationship,seas%20that%20surround%20their%20c

ountries%2C. 
②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4”, December 15, 2023,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ILLS-118hr2670enr/pdf/BILLS-118hr2670enr.pdf. 

http://www.scspi.org/


30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 促进南海的透明、和平与合作 

 

五、 演习演训强化作战准备 

（一）盟国伙伴国参与度全面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东至菲律宾

海，南至澳大利亚）累计开展大型演习演训 107 次（中小型的演习训

练数千次），数量与规模较 2022 年有所增加。在 107 次演习中，单

边演习 9 次、双多边演习 98 次。演习兵力涉及美海军、空军、海军

陆战队、陆军以及海岸警卫队等各个军种。同时，美国不断拉拢盟友

和伙伴国进行双边或多边军事演练，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联合演习对

象涉及到东盟各国以及英国、印度、法国、加拿大、德国等域外国家。

其中日本参演次数位列第一，达 80 场，澳大利亚次之，达 16 场。与

域内外各国的演习中，数个多边年度大型演习规模及盟国和伙伴国的

参与程度均有所提升。 

2 月至 3 月美国和泰国主办的“金色眼镜蛇 2023”联合军演，共

有来自 30 个国家的 7000 多人参加，美方称“达到 10 年来最高水平”。

4 月举行的美菲“肩并肩 2023”年度联合军演，演习规模空前，有

1.76 万名军人参加，包括约 1.2 万名美国士兵、5000 余名菲律宾士

兵，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 100 余名士兵，参演兵力几乎是 2022 年 8900

人的两倍。7月下旬至 8月上旬举行的“护身军刀 2023”演习（Talisman 

Sabre 2023），是迄今为止美澳两军举行的“规模最大、复杂度最高”

的一次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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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个演习地点向西太转移 

从演习地点来看，2023 年，美国恢复了和亚太相关国家的高密度

大型联合演习，多个大型演习地点由传统演习区域转移或扩散至西太

平洋重要地区。 

2 月至 3 月，美日开展“铁拳 2023”（Iron Fist 2023）联合演习，

演习地点由美国至日本。“铁拳”联合军演从 2005 年开始举行，此

前一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展，这是该演习首次在日本九州岛、德

之岛和喜界岛举行。5 月和 7 月，美菲时隔 33 年重启“雷霆对抗 23”

联合军演（Cope Thunder 23），雷霆对抗系列演习于 1976 年首度在

克拉克空军基地举行，美国空军于 1991 年撤离克拉克后，这项演习

移师阿拉斯加，并更名为“阿拉斯加红旗”（Red Flag Alaska）演习。

此次重启雷霆对抗系列演习，演习区域也从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周

边扩展到菲律宾中部维萨亚斯群岛和南部棉兰老岛。 

7 月，美空军举行“机动卫士 2023”演习（Mobile Guardian 23），

首次将演习区域拓展至美国本土之外，以关岛基地作为前沿枢纽，演

习区域涵盖美国夏威夷、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机场。同月，美空军

“北方利刃 2023-2”演习（Northern Edge 2023-2）举行地点首次转移

到日本山口县岩国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该系列演习往年均在阿

拉斯加境内举行，而本年度则在日本、关岛、帕劳等地举行。10 月中

旬，美海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坚毅之龙-23”（Resolute 

Dragon 23）年度联合军演。该野战训练演习首次以九州及冲绳的自卫

http://www.scspi.org/


32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 促进南海的透明、和平与合作 

 

队及驻日美军设施为中心，设想防卫离岛，在此之前的 2 届，该演习

分别在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一带举行。 

诸多演习地点移师西太平洋地区，表明美国正在有意识地加强其

部队在西太平洋特别是第一岛链附近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演练，其战略

针对性不言而喻。 

 

（三）演习科目不断创新 

近年来，美军频繁在西太地区开展 “分布式海上作战”（DMO）、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和“敏捷战斗部署”（ACE）等作战概念演练。

2023 年，随着以美国国防部“复制者计划”为代表的无人作战概念出

台，演习科目也出现多个“首次”，在整体延续以往传统演习项目的

基础上，重点向强化海域态势感知和无人作战平台运用等方向发展。 

2023 年 4 月举行的美菲“肩并肩 2023”年度联合军演中，美国

陆军多域特遣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濒海战斗团混合编组，进行“以陆制

海”联合训练，演习内容从两栖扩展至远海和网络空间，不仅新增海

上射击演习，还首次设置了网络防御演练，同时，美军还首次在菲律

宾进行“爱国者”防空导弹射击演习。美军首次在菲律宾部署 MQ-

9“死神”无人机，并出动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通过两栖登

陆艇展开快速部署，首次在南海进行“击沉”演习。为了顺利实施“击

沉”演习，美菲两军成立了合成信息和效果融合单元（CIEFC 

Combined Information and Effects Fusion Cell），尽管最终未能成功击

沉靶舰，仍测试了通过融合指挥与控制、情报信息和多域火力，以扩



2023 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 | www.scspi.org   33 

 

大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肩并肩 2023”为美各军种演练各自作战概

念并推进在联合部队层面的融合提供了训练机会。 

7 月举行的“北方利刃 2023-2”演习中，美国及其相关盟国派出

战机，进行了 “敏捷作战部署”演练，同时由 MQ-9A 无人机充当“分

布式空中作战”（DAW）的通信中继站，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模

式下的战法运用。 

9 月，美海军“水手”号和“游骑兵”号无人艇部署至日本横须

贺海军基地。并同美海军“奥克兰”号濒海战斗舰及日本海自 “熊野”

号护卫舰在相模湾举行合练。这是日本海自首次与美军无人艇合练。

其中“游骑兵”号早前已成功试射“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根据美海

军设想，未来无人艇+“标准-6”导弹的配置将充当海上分布式武器平

台，成为美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远征前进基地”等作战概念的重

要组成部分。 

11 月，在美菲“海上勇士 7”演习（KAMANDAG 7）中，美海军

陆战队东南亚特遣轮换部队首次将美国陆军战术情报目标访问节点

（TITAN）与其海上探测设备进行联合部署。TITAN 是美国陆军正在

开发的下一代数据处理地面站，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处理情报、监视和

侦察数据，加快多域杀伤链的传输速度。演习中还使用了 Simrad 雷

达等商用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在建立海域感知图像方面实现更无

缝的互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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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总结和展望 

2023 年，美国白宫国安会、五角大楼和美军大肆炒作中国人民解

放军针对美军舰机的所谓“危险拦截”和“不专业操作”，还公布了一系

列的“危险”相遇案例。然而，美国方面从来不公布这些相遇的具体地

点，也未言明为何会发生此类相遇。实际上，如前文所述，这些拦截

多数发生在中国大陆领空附近或中国军队的临时演习禁行区域内，少

数案例发生在西沙领海领空和南沙群岛中国驻守岛礁的临近海空域。 

我们认为，美方炒作此类事件，一方面确实是出于对中美海空相

遇事件失控的担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政治和外交考虑，希望以此施

压或造势，借助舆论和外交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获得有利地位。 

而实际上，美军南海军事活动正在给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带来越来

越大的风险：一是美军在南海及其周边针对中国越来越激进的军事行

动必然会招致解放军的强力反制；二是西太美军越来越处于过度部署

和过度疲劳的状态，重大事故不断，美军的专业性下降不利于中美两

军在南海的良性互动；三是美军大量无人系统的运用必将加大中美两

军发生误判或误操作的可能性。 

2024 年，尽管受到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和红海危机的持续影响，

印太地区仍是美军海空兵力的部署重点，美军仍将持续加大在南海及

其周边地区的存在及活动。即将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会给南海及周

边地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反而会刺激美军加强在该

地区的部署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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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23 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主要演习不完全统计表 

序号 演习名称 演习时间 演习地点 参与国 参演兵力 演练科目 

1 

访问、登船、搜索和

扣押（VBSS）训练

演习 

2023.01.07 南海 美国 

美国：安克雷奇号船坞登陆

舰、米格尔基思号远征移动

基地舰 

访问、登船、搜索和

扣押（VBSS）训练 

2 

“卡拉特 新加坡”海上

演习

（CARAT/MAREX 

Singapore） 

2023.01.09-

13 

新加坡樟宜

海军基地及

周边水域 

美国、新加坡 

美国：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

穆萨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

第 13 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新加坡：坚韧号登陆舰 

岸上阶段进行了主题

专家交流；海上阶段

在苏东岛附近进行了

舰对岸训练 

3 双边演练 2023.01.10 
冲绳周边空

域 
美国、日本 

美国：2 架 B-1 战斗机 

日本：航空自卫队 2 架 F-15

战斗机 

战术演习 

4 双边演练 
2023.01.15-

23 
菲律宾海 美国、日本 

美国：安提坦号巡洋舰、钱

斯勒斯维尔号巡洋舰、希洛

号巡洋舰、拉斐尔·佩拉尔塔

驱逐舰、华盛顿·钱伯斯号弹

药与干货补给舰、约翰·埃里

克森号补给舰 

日本：足柄号驱逐舰 

反空、反水面、反潜

战演习的多种战术演

练 

5 
“富士蝰蛇 23.2”演习

（Fuji Viper 23.2） 

2023.01.16-

02.03 
日本 美国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3 营、第

4 海军陆战队 

伤员疏散训练、爆破

训练、射击训练等 

6 双边演练 2023.01.19 
冲绳周边空

域 
美国、日本 

美国：10 架 F-15 战斗机，1

架 KC-135 加油机，1 架 E-3

预警机，2 架 HH-60 直升机，

1 架 P-8A 反潜巡逻机 

日本：3 架 F-2 战斗机，12 架

F-15 战斗机，1 架 E-767 预

警机 

战术演习 

7 双边演练 2023.01.26 冲绳附近 美国、日本 
美国：安提坦号巡洋舰 

日本：淡海号补给舰 
海上补给 

8 单边演练 
2023.01.29-

30 
菲律宾海 美国 

美国：米格尔·基思号与海军

陆战队第 31 远征部队 

查证、登船、搜查、扣

押（VBSS）训练 

9 双边演练 
2023.01.30-

31 
冲绳南部 美国、日本 

美国：P-8A 反潜巡逻机 

日本：P-1 反潜巡逻机、P-3C

反潜巡逻机 

反水面战、反潜战演

习 

10 双边演练 
2023.02.01-

10 
伊势湾 美国、日本 

美国：EODT and UUVT 

日本：1 艘登陆舰、 2 艘扫

雷舰、 7 艘扫雷艇,、3 架

MCH-101 直升机 

反水雷战演习 

11 双边演练 2023.02.05 南海 美国、日本 

美国：查尔斯顿号濒海战斗

舰 

日本：卷波号驱逐舰 

反水面战等战术演练 

12 单边演练 2023.02.06 南海 美国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 

大规模伤亡演习和密

集阵近程武器系统实

弹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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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抗北方 2023”演习

（Cope North 2023） 

2023.02.08-

24 

关岛等 7 个

岛屿 

美国、澳大利

亚、日本、法

国 

有来自美国约 1000 名海军、

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来

自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法国

空军和日本约 1000 名人员 

侧重于多边规划和执

行、广泛的部队协调

以及提高分散地点的

能力、空运、后勤和

搜救演习 

14 
联合远征打击部队

（ESF）行动 

2023.02.11-

17 
南海 美国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航母、

迪卡特号和钟云号驱逐舰、

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第 13

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以及两

架 B-1B 轰炸机 

全域联合演习 

15 
“铁拳 2023”（Iron 

Fist 2023） 

2023.02.16-

03.12 
菲律宾海 美国、日本 

美国：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绿湾号两栖船坞运输舰、阿

什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美

海军陆战队 

日本：陆上、海上自卫队 

联合两栖侦察、联合

两栖登陆、边大规模

伤亡人员疏散任务等 

16 双边演练 2023.02.22 关岛附近 美国、日本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 

日本：朝雾号驱逐舰、岛风

号训练舰 

战术演习 

17 

“弹性盾牌 2023”演

习（Resilient Shield 

2023） 

2023.02.23 

日本横须贺

及各个区域

指挥中心 

美国、日本 

美国海军、空军、陆军和海

军陆战队及日本海上、航空、

陆上自卫队 

弹道导弹对抗和防空

模拟训练 

18 双边演练 
2023.02.27-

03.12 
菲律宾海 美国、日本 

美国：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阿什兰号船坞登陆舰、绿湾

号两栖船坞登陆舰、气垫登

陆艇、登陆艇与 MH-60 

日本：大隅号登陆艇、平岛

号扫雷艇、屋久号扫雷艇、

气垫登陆艇 

甲板跨越、搜救演习、

登船演习等 

19 

“金色眼镜蛇 2023”

联合军演（Cobra 

Gold 2023） 

2023.02.28-

03.10 
泰国 

美国、泰国、

新加坡、日本、

印度尼西亚、

韩国、马来西

亚等 27 个国

家 

美国：陆军第 7 师和第 25 战

斗航空旅，马金岛号和穆萨

号将参加演习的两栖攻击阶

段 

实弹演习和模拟两栖

攻击以及涵盖所有战

场领域的网络防御和

太空行动 

20 
“天使对抗”演习

（Cope Angel） 

2023.02.28-

03.03 
菲律宾海 美国、日本 

美国：MC-130J 运输机、CV-

22 旋翼机、HH-60 直升机 

日本：US-2 水上飞机 

搜救演习 

21 三边演练 
2023.03.06-

08 

日本岩国空

军基地与九

州 

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RC-135 侦察机 

日本：RC-2、EP-3、OP-3C 

澳洲：P-8A 反潜巡逻机 

信息交换 

22 
“盾牌 2023”

（Salaknib 2023） 
2023.03.13 菲律宾 美国、菲律宾 3000 多名美菲士兵 

多个小型武器实弹射

击、火炮和迫击炮实

弹演习等 

23 
“海龙 2023”（Sea 

Dragon 2023） 

2023.03.13-

30 
关岛周边 

美国、日本、

加拿大、印度、

韩国 

美国：2 架 P-8A 巡逻机 

日本：P-1 反潜巡逻机 

加拿大：CP-140 Aurora 反潜

巡逻机 

印度：P-8I 反潜巡逻机 

韩国：P-3 反潜巡逻机 

反潜战演习 

24 双边演练 2023.03.14 
冲绳周边空

域 
美国、日本 

美国：2 架 F-22 战斗机、4 架

F-16 战斗机、1 架 KC-135 加

油机；日本：4 架 F-15 战斗

机 

战术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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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双边演练 
2023.03.23-

26 

太平洋至东

海 
美国、日本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迪卡

特号驱逐舰驱逐舰、韦恩·迈

耶号驱逐舰 

日本：雾雨号驱逐舰、陆上

自卫队西方部队 

反潜战、反空战、反

水面战演习等战术演

练。 

26 双边演练 
2023.03.24-

25 
南海 美国、日本 

美国：钟云号驱逐舰、米利

厄斯号驱逐舰 

日本：雾雨号驱逐舰 

反水面战演习、链路

演习等战术演练 

27 双边演练 2023.03.25 南海 美国、日本 

美国：米利厄斯号驱逐舰、

钟云号驱逐舰 

日本：雾雨号驱逐舰 

战术演习 

28 

“肩并肩 2023”年度联

合军演（Balikatan 

Exercise 2023） 

2023.04.11-

28 

菲律宾及南

海 

美国、菲律宾、

澳大利亚、日

本 

菲武装部队出动 5400 人 

美军各军种共出动 1.22 万人 

澳大利亚国防军出动 111 人 

还有来自日本等 12 个国家

的观察员 

海上安全、两栖任务、

实弹射击、网络安全、

反恐行动、减灾救援

和人道主义行动等 

29 双边演练 
2023.04.13-

14 
南海 美国、日本 

美国：米利厄斯号驱逐舰 

日本：雾雨号驱逐舰 
战术机动 

30 双边演练 
2023.04.19-

20 
日本周边 美国、日本 

美国：P-8A 反潜巡逻机 

日本：P-3C 反潜巡逻机 

链路演习与反潜战演

习 

31 双边演练 2023.04.21 日本相模湾 美国、日本 
美国：UH-60L 直升机 

日本：村雨号驱逐舰 
甲板起降演习 

32 

“舰队协同训练-联合

演习”（FST-J Fleet 

Synthetic Training-

Joint） 

2023.04.21-

28 
日本 

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美国海

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陆

军，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空军、

海军和加拿大空军的指挥单

元 

打击部队级别的熟练

程度、作战、联合互

操作性以及舰船、航

空和潜艇模拟器的任

务演练 

33 全域联合演习 2023.04.22 南海 美国 

美国：尼米兹号(CVN-68)航

母打击群、1 架 B-1B 战略轰

炸机、1 架 B-52H 战略轰炸

机 

全域联合演习 

34 双边演练 2023.04.24 东海 美国、日本 

美国：2 架 B-52 轰炸机、6

架 F-35 战斗机与 1 架 KC-

135 加油机 

日本：4 架 F-2 战斗机。 

战术演习 

35 
“雷霆对抗”联合军

演（Cope Thunder） 

2023.05.01-

12、07.02-

21 

菲律宾 美国、菲律宾 

美国：第 35 战斗机联队的约

160名空勤人员和 12 架 F-16

战斗机 

菲律宾：FA-50 战斗教练机 

第一周侧重于“防守

型制空”（Defensive 

Counter Air），包括识

别、追踪和拦截友军

附近的敌机；第 2 周

著重“进攻型制空”

（ Offensive Counter 

Air）训练 

36 双边演练 
2023.05.08-

10 

太平洋（日

本 附 近 海

域） 

美国、日本 

美国：EA-18G 电子战机 

日本：EP-3 电子侦察机、OP-

3C 电子侦察机 

电磁机动战训练 

37 

“卡拉特 泰国

2023”（CARAT 

Thailand 2023） 

2023.05.08-

16 
泰国 美国、泰国 

美国：莫比尔号濒海战斗舰、

P-8A 反潜巡逻机、MH-60R

直升机 

泰国：HTMS Naresuan 、

知识交流，重点关注

通信、师级战术、海

上补给、反潜战、访

问、登船、搜查和扣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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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S Bangpakon 和 HTMS 

Kraburi 护卫舰 

押（VBSS）、海域态

势感知（MDA）、防

空、甲板登陆资格、

搜救、水雷对策等 

38 单边演练 
2023.05.09-

19 
菲律宾海 美国 

美国：里根号航母舰载机

（FA-18E、FA-18F、EA-8G、

E-2D、C-2A） 

预瞄准校准实弹演

习、着陆训练（Field 

Carrier Landing 

Practice 

39 

南海滩演习

（Exercise Southern 

Beach） 

2023.05.16-

18 

日本嘉手纳

空军基地 
美国、日本 

美国：F-15E 战斗机 

日本：F-15J 

以攻防对空作战和人

员救援为主 

40 双边演练 
2023.05.18-

19 

太平洋和东

海 
美国、日本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韦恩·

迈耶号导弹驱逐舰 

日本：有明号驱逐舰 

链路演习等战术演习 

41 美日菲三方联演 
2023.06.01-

07 
菲律宾 

美国、日本、

菲律宾 

美国：斯特拉顿号海警船 

日本：秋津岛号巡逻舰 

菲律宾：亚谨诺”号巡逻船、

加布里埃尔•西朗号近海巡

逻舰 

协作任务规划和联合

搜救行动 

42 

“高贵狼獾”

（NOBLE WOLF）海

上联合军演 

2023.06.03-

05 
东海 

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加

拿大 

美国：钟云号驱逐舰 

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FFG-336) 

日本：不知火号驱逐舰 

澳大利亚：安扎克号护卫舰、

阿斯特克利斯补给舰 

反水面战、链路演习

等战术演习 

43 三边演练 
2023.06.03-

15 
日本周边 

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P-8A 反潜巡逻机 

日本：P-3C 反潜巡逻机和潜

艇 

澳大利亚：P-8A 反潜巡逻机 

反潜战演习等战术演

习 

44 

多-大型甲板训练

（Multi Big-Deck 

Event） 

2023.06.07-

10 

冲绳以东至

东海 

美国、日本、

法国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里根

号航母、安提坦号巡洋舰、

钱瑟勒斯维尔号巡洋舰、夏

洛号巡洋舰、钟云号驱逐舰、

韦恩·迈耶号驱逐舰、拉斐

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 

日本：出云号航母、五月雨

号驱逐舰 

法国：洛林号护卫舰 

反潜战演习、反空战

演习、反水面战演习

等战术演习 

45 
“进化 23”演习

（Shinka 23） 

2023.06.10-

07.01 
日本 美国、日本 

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

自卫队 
快速绳安全操作等 

46 
“高贵台风”（Noble 

Typhoon） 

2023.06.10-

14 

冲绳以南至

南海 

美国、日本、

法国、加拿大 

美国：里根号航母、安提坦

号巡洋舰、罗巴特·斯莫尔斯

号巡洋舰、拉斐尔·佩拉尔塔

号导弹驱逐舰、钟云号导弹

驱逐舰和拉帕汉诺克号补给

舰 

日本：出云号航母、五月雨

号驱逐舰 

法国：洛林号护卫舰 

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反水面站演习、反空

战演习、反潜战演习、

海上补给等战术演习 

47 
“高贵乌鸦 23”

（Noble Raven23） 

2023.06.14-

19 
南海 

美国、日本、

加拿大 

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

逐舰 

日本：出云号航母 

反水面战演习、反潜

战演习、海上补给等

战术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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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48 
“高贵水牛”（Noble 

Buffalo） 

2023.06.14-

19 
南海 

美国、日本、

法国 

美国：里根号航母、罗伯特·

斯莫尔斯巡洋舰 

日本：五月雨号驱逐舰 

法国：洛林号护卫舰 

反水面战演习、反潜

战演习等战术演习 

49 双边演练 
2023.06.16-

29 
关岛 美国、新加坡 

美国：曼彻斯特号濒海战斗

舰、希洛号巡洋舰 
战术演习 

50 

“对抗西方 2023”联合

演习（Cope West 

2023） 

2023.06.19-

23 
印度尼西亚 

美国、印度尼

西亚 

印度尼西亚空军和美国太平

洋空军 

互操作性轰炸机着陆

演习 

51 双边演练 2023.06.28 
冲绳周边空

域 
美国、日本 

美国：4 架 F-35 战斗机、2 架

B-52 轰炸机、1 架 KC-135 加

油机 

日本：4 架 F-15 战斗机 

战术训练 

52 双边演练 2023.06.30 
冲绳周边空

域 
美国、日本 

美国：2 架 B-52 轰炸机 

日本：2 架 F-15 战斗机 
战术训练 

53 

“太平洋先锋 23”

（Pacific Vanguard 

23） 

2023.07.01-

10 
关岛周边 

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韩

国 

美国：霍华德号驱逐舰、育

空号补给舰、潜艇、P-8A 反

潜巡逻机、美海军陆战队 

日本：不知火号驱逐舰和潜

艇 

韩国：文武大王号驱逐舰 

澳大利亚海军 

演习科目为反水面射

击演习、反地面射击

演习、反水面战演习

和反潜战演习等战术

演习 

54 

“北方利刃 2023-2”演

习（Northern Edge 

2023-2） 

2023.07.02-

21 

日本、关岛、

帕劳等 

美国、日本、

法国 

美国：太平洋空军、太平洋

陆军、太平洋舰队、海军陆

战队太平洋部队 

日本：航空自卫队 

法国：空天军部队 

敏捷作战运用（ACE） 

55 

“机动卫士 2023”

演习（Mobile 

Guardian 23） 

2023.07.05-

21 

印度 - 太平

洋地区 

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

法国、日本、

新西兰、英国 

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

国、日本、新西兰、英国和美

国的 70 余架飞机和 3000 多

名空军人员 

空运、空中加油、空

中医疗后送、空中机

动地面支援行动等 

56 

“2023 年海上航空支

援活动”（MASA 

23） 

2023.07.06-

21 
菲律宾 美国、菲律宾 

双方部队共有 2711 名人员

和 43 架飞机参加 

实弹射击、双边空中

攻击和夺取机场、联

合前沿武装和加油以

及其他航空支援行动 

57 双边演练 2023.07.11 四国岛以南 美国、日本 

美国：蓝岭号两栖登陆指挥

舰 

日本：凉月号驱逐舰 

战术演习 

58 

“哈鲁曼卫士 23”演

习（Hanuman 

Guardian 23） 

2023.07.15-

20 
泰国 美国、泰国 美国陆军与泰国皇家陆军 

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

训练 

59 双边演练 2023.07.21 南海 美国、日本 

美国：蓝岭号两栖登陆指挥

舰 

日本：高波号驱逐舰 

航行演习 

http://www.scsp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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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护身军刀 2023”演

习（Talisman Sabre 

2023） 

2023.07.21-

08.04 

澳大利亚北

部 

美国、日本、

韩国、法国、

德国、澳大利

亚、印尼、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斐济、汤

加等 

美国：美国号两栖攻击舰领

衔的两栖戒备群，包括新奥

尔良号和绿湾号两栖船坞登

陆舰 

日本：出云号航母、下北号

登陆舰 

大规模后勤保障、多

域火力、陆上作战、

两栖登陆作战、空中

作战和海上反舰等科

目 

61 
“富士蝰蛇 23.3”演习

（Fuji Viper 23.3） 

2023.08.07-

09.08 
日本 美国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3 营、第

5 海军陆战队 
射击训练等 

62 单边演练 2023.08.09 南海 美国 
美国：拉尔夫·约翰逊号驱逐

舰 
实弹演习 

63 

“马拉巴尔 2023”

（Malabar 2023）联

合海上演习 

2023.08.11-

21 

澳大利亚悉

尼及澳东部 

美国、日本、

印度、澳大利

亚 

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导

弹驱逐舰、潜艇、P-8A 反潜

巡逻机 

日本：不知火号驱逐舰 

印度：萨亚德里号护卫舰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号、潜

艇、P-8A 反潜巡逻机、F-35A

战斗机 

反潜战演习、反水面

战演习、反空战演习、

海上补给等战术演习 

64 

“2023 年东南亚合作

与演练演习

（SEACAT 2023）” 

2023.08.14

开始 
新加坡 

美国、澳大利

亚、孟加拉国、

文莱、加拿大、

法国、德国、

印度、印度尼

西亚、日本、

马来西亚、马

尔代夫、新西

兰、菲律宾、

韩国、新加坡、

斯里兰卡、泰

国、英国、越

南 

 20 个国家和 14 艘船只参

加 

海域意识（MDA）研

讨会和访问、登船、

搜索和扣押（VBSS）

研讨会、无人机系统 

(UAS) 研讨会等 

65 
“高贵支奴干”演习

（Noble CHINOOK） 

2023.08.21-

28 
菲律宾海 

美国、日本、

加拿大 

美国：本福德号驱逐舰 

日本：日向号驱逐舰 

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

渥太华号护卫舰、阿斯特里

克斯号补给船 

反水面战演习等战术

演习 

66 双边演练 
2023.08.21-

25 

冲绳以东至

关东以南区

域 

美国、日本 
美国：里根号航母 

日本：摩耶号驱逐舰 

数据通联测试、跨甲

板等战术演习。 

67 四边演练 2023.08.24 菲律宾 

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菲

律宾 

美国：莫比尔号濒海战斗舰 

日本：出云号航母、五月雨

号驱逐舰 

澳大利亚：堪培拉号两栖攻

击舰、安扎克号护卫舰、F-

35A 战斗机 

菲律宾：南达沃号登陆舰 

海上补给 

68 双边演练 
2023.08.29-

09.01 
东海 美国、日本 

美国：EP-3E 电子侦察机 

日本：EP-3 电子情报侦察

机、OP-3C 巡逻机 

信息交换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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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超级哥鲁达盾 2023”

（Super Garuda Shield 

2023）联合军事演习 

2023.08.31-

09.13 
印度尼西亚 

美国、印度尼

西亚、日本、

澳大利亚、新

加坡、英国、

法国 

有  1,900 名印度尼西亚军

人和  2,100 名美国军人参

加，此外还有 1,000 名来自

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的

军人 

学术交流和专业发展

讲习班、指挥与控制

模拟、两栖演习、空

降作战、机场夺取演

习、联合野战训练、

实弹演习 

70 双边演练 2023.09.01 南海 美国、泰国 

美国：门罗号巡逻艇 

泰国：巡逻艇 HTMS Klongya

和近海巡逻船 HTMS Pattani 

海上训练 

71 双边航行 2023.09.04 南海 美国、菲律宾 

美国：拉尔夫·约翰逊号驱逐

舰 

菲律宾：何塞·黎刹号护卫舰 

双边航行 

72 
“高贵刺鳐”（Noble 

Stingray）三边演习 

2023.09.05-

06 
东海 

美国、日本、

加拿大 

美国：拉尔夫·约翰逊号驱逐

舰 

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 

日本：出云号航母、五月雨

号驱逐舰以及一艘潜艇 

反潜战演习等战术演

习 

73 

“海上合作准备和训

练 文莱 2023” 

(CARAT BRUNEI 

2023)  

2023.09.12 文莱 美国、文莱 
美国：门罗号巡逻舰 

文莱皇家武装部队 

包括各种研讨会以及

岸上和海上实践培

训，如人道主义援助

和灾难响应场景、水

下演习医疗战术和海

上安全行动 

74 

“高贵金刚狼”演习

（Exercise Noble 

Wolverine） 

2023.09.14 南海 美国、加拿大 

美国：拉尔夫约翰逊号导弹

驱逐舰 

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 

机动演习、小船操作

和直升机飞行甲板训

练，以及例行的双边

水面操作 

75 

“东方之盾 2023”

演习（Orient Shield 

2023） 

2023.09.14-

23 
日本 美国、日本 

约  3,500 名美国士兵和日

本陆上自卫队成员 

利用高机动火炮火箭

系统、反坦克导弹、

迫击炮、航空和步兵

能力进行了各种演

习，此外还进行了医

疗反应训练、后勤运

输和其他保障行动 

76 双边演练 2023.09.17 南海 美国、英国 
美国：门罗号巡逻舰 

英国：斯佩号近海巡逻舰 
协调舰艇演习 

77 双边演练 2023.09.21 日本相模湾 美国、日本 

美国：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

洋舰 

日本：夕立号驱逐舰 

战术机动演习、拍照 

78 双边演练 
2023.09.25-

10.03 
日本周边 美国、日本 

美国：气垫登陆艇 

日本：下北号登陆舰、三隈

号护卫舰、屋久岛号扫雷艇、

鹰岛号扫雷艇、气垫登陆艇

和 MCH-101 直升机 

为跨甲板（气垫登陆

艇）、搁浅演习、搜救

演习、（气垫登陆艇）

维护演习和拍照 

79 双边演练 2023.09.27 日本相模湾 美国、日本 

美国：奥克兰号濒海战斗舰、

水手号无人艇、游骑兵号无

人艇 

日本： 熊野”号护卫舰 

战术演习 

80 双边演练 
2023.09.30-

10.07 

关东以南至

东海 
美国、日本 

美国：里根号航母、安提坦

号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

号巡洋舰、肖普号驱逐舰 

日本：夕立号驱逐舰、能代

号护卫舰 

数据通联测试等战术

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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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萨马萨马”双边演习

（Exercise 

SAMASAMA） 

2023.10.02-

13 
菲律宾 美国、菲律宾 

美国：沃里·施艾拉号补给

舰、安东尼奥·卢纳号护卫

舰、杜威号驱逐舰 

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

亚、加拿大和英国海军参加 

法国海军和澳大利亚皇家海

军将派员参加事务专家交流 

新西兰皇家海军和印度尼西

亚海军将作为观察员参加演

习 

联合反潜战、反水面

战、防空战和电子战 

82 双边演练 2023.10.04 菲律宾海 美国、日本 

美国：里根号航母、安提坦

号巡洋舰 

日本：骤雨号驱逐舰、能代

号护卫舰 

战术演习 

83 
“互换后勤演习 2023-

6”（ILEX23-6） 

2023.10.06-

08 
日本周边 美国、日本 

美国：阿卡迪亚号油轮 

日本：淡海号补给舰 
海上补给 

84 
“沉默鲨鱼”（Silent 

Shark）联合反潜演习 

2023.10.06-

22 
关岛 美国、韩国 

美国：托皮卡号攻击型核潜

艇和 1 架飞机 

韩国：“郑地”号柴电潜艇

和 2 架 P-3 海上巡逻机 

探测、追踪和攻击的

“潜艇对抗演习”和探

测、歼灭入侵的敌方

潜艇的“反潜自由攻

防战演习” 

85 

“坚毅之龙-23” 

（Resolute Dragon 

23）年度联合军演 

2023.10.14-

31 

日本九州西

南部、冲绳

南部和北海

道北部 

美国、日本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

与日本陆上自卫队 

联合演练击退敌人和

部队登陆、战斗射击

等 

86 双边演练 
2023.10.16-

18 
南海 美国、日本 

美国：杜威号驱逐舰、 

日本：曙号驱逐舰 

战术机动演习、数据

通联测试等战术演习 

87 双边演练 
2023.10.16-

18 
东海 美国、日本 

美国：里根号航母、安提坦

号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

号巡洋舰、肖普号驱逐舰 

日本：能代号护卫舰 

数据通联测试等战术

演习 

88 双边演练 2023.10.17 
日本海至冲

绳周边空域 
美国、日本 

美国：2 架 B-52 轰炸机、6

架 F-35 战斗机、1 架 KC-

135 加油机 

日本：12 架 F-15 战斗机 

战术训练 

89 三边演练 2023.10.22 日本周边 
美国、日本、

韩国 

美国：1 架 B-52 轰炸机、3

架 F-16 战斗机 

日本：4 架 F-2 战斗机，韩

国空军 2 架 F-15 战斗机 

编队和导航训练 

90 
“高贵驯鹿”（Noble 

Caribou）多边演习 
2023.10.23 南海 

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加

拿大、新西兰 

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

驱逐舰 

日本：曙号驱逐舰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号驱逐

舰 

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 

新西兰：特马纳号护卫舰 

战术机动演习等战术

训练 

91 双边演练 
2023.10.23-

27 
菲律宾海 美国、日本 

美国：MC-130J 运输机、

HH-60G 直升机 

日本：US-2 水上飞机、U-

125A 搜救机、UH-60J 直升

机 

搜救演习 

92 双边演练 
2023.10.30-

31 
日本附近 美国、日本 

美国：P-8A 反潜巡逻机 

日本：P-3C 反潜巡逻机 

数据联通演习、反潜

战演习等战术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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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双边演练 
2023.10.30-

31 
冲绳以南 美国、日本 

美国：P-8A 反潜巡逻机 

日本：P-3C 反潜巡逻机 

数据联通演习、反潜

战演习等战术演习 

94 

“马来西亚海事训练

活动 2023”（MTA 

Malaysia 2023） 

2023.11.01-

09 
马来西亚 

美国、马来西

亚 

美国海军陆战队东南海轮换

部队与马来西亚皇家海军 

关于使用武力和海域

意识的主题专家交流

课程等 

95 多-大型甲板演习 
2023.11.04-

04 
菲律宾 美国、日本 

美国：里根号航母、卡尔文

森号航母、安提坦号巡洋

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

洋舰、普林斯顿号巡洋舰、

肖普号驱逐舰、霍珀号驱逐

舰、基德号驱逐舰、斯特雷

特号驱逐舰、威廉·劳伦斯

号驱逐舰 

日本：日向号直升机母舰 

数据联通演习、甲板

交互演习等战术演习 

96 双边演练 2023.11.07 
冲绳周边空

域 
美国、日本 

美国：2 架 B-52 轰炸机、2

架 KC-135 加油机、2 架

KC-46A 加油机、4 架 F-

35C 战斗机、12 架 F/A-18

战斗机、2 架 EA-18Gdian、

4 架 F-35B 战斗机 

日本：4 架 F-15 战斗机 

战术训练 

97 
“海上勇士 7”

（KAMANDAG 7） 

2023.11.09-

20 
菲律宾 

美国、菲律

宾、日本、韩

国、英国 

大约 950 名菲律宾武装部

队成员和来自第一和第三海

军陆战队远征军的 850 名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同日本陆

上自卫队和韩国海军陆战队

一起训练 

英国将派观察员参加 

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训练，包括化学、生

物、放射性和核训练

行动、沿海搜索和救

援、海防训练和两栖

作战，开展医学主题

专家交流 

98 

“2023 年度演习”

（ANNUAL Exercise 

2023） 

2023.11.10-

20 

日本周边海

域空域 

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加

拿大、菲律宾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等

10 余艘军舰、P-8A 反潜巡

逻机等 10 余架军机 

日本：日向号航母等 15 余

艘军舰、P-1 反潜巡逻机等

20 余架军机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号驱逐

舰、P-8A 反潜巡逻机 

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和

CP-140 反潜巡逻机等 

反潜战演习、反水面

战演习等战术演习与

海上补给 

99 双边演练 
2023.11.17-

27 
日本日向滩 美国、日本 

美国：2 艘远洋扫雷舰、2

架 MH-53E 扫雷直升机 

日本：1 艘护卫舰、2 艘扫

雷母舰、2 艘远洋扫雷舰、

15 艘滨海扫雷艇、和 2 架

MCH-101 扫雷直升机 

包含布雷、扫雷、猎

雷和排爆的水雷战演

习 

100 双边演练 
2023.11.19-

21 

四国岛以南

至东海 
美国、日本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

普林斯顿号巡洋舰、霍珀号

驱逐舰、基德号驱逐舰、斯

特雷特号驱逐舰、威廉·P·

劳伦斯号驱逐舰，日本：夕

立号驱逐舰 

数据通联等战术演习 

101 

“匕首 23”海上演

习（Keris MAREX 

23） 

2023.11.23-

12.11 
印度尼西亚 

美国、印度尼

西亚 

大约 150 名美国海军陆战

队人员和 150 名印度尼西

亚海军陆战队人员 

射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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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三边演练 2023.11.26 东海 
美国、日本、

韩国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斯

特雷特号驱逐舰、基德号驱

逐舰 

日本：雾雨号 

韩国：世宗大王号驱逐舰 

战术演习 

103 双边演练 
2023.11.26-

30 

东海至菲律

宾海 
美国、日本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基

德号驱逐舰、斯特雷特号驱

逐舰、查尔斯·德鲁号补给

舰和育空号补给舰 

日本：雾雨号驱逐舰 

数据联通演习等战术

演习和海上补给 

104 双边演练 2023.11.30 日本相模湾 美国、日本 
美国：MH-60R 直升机 

日本：SH-60K 直升机 
反潜战演习 

105 
“山樱 85”（Yama 

Sakura 85） 

2023.12.04-

13 

日本和美国

华盛顿州 

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 

大约 230 名澳大利亚陆军人

员、1500 名美国陆军人员

和 5300 名日本陆上自卫队

人员 

兵棋推演 

106 双边演练 2023.12.07 南海 美国、日本 
美国：吉福兹号濒海战斗舰 

日本：雷号驱逐舰 
战术演习 

107 双边演练 
2023.12.12-

15 

冲绳周边空

域 
美国、日本 

美国：6 架 F-35A 战斗机、

6 架 EA-18G 电子战斗机、

5 架 F-35B 战斗机和 2 架

KC-130 加油机 

日本：8 架 F-15 战斗机 

战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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